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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讨论的龙城是指十六国时期前燕慕容皝所建之都城［1］，也称和龙城、黄

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老城区即其遗址［2］。龙城沿革兴废，载在史册，遗迹可考、文

物可证［3］，无需再论。本文则意在考察龙城之选址，比较龙城和同时代且关系密切的

棘城、柳城在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优劣，故谓之新考。

一、问题之提出

自战国燕秦开却胡在辽海地区始置郡县以来，各代在今辽西大、小凌河流域修建了

众多的城池，其中有文献和遗迹可徵的战国至两汉的重要城址就有凌源三十家子汉平岗

城、安杖子战国至汉的凡城、喀左黄道营子战国至汉的白狼城、朝阳十二台子战国至汉

的柳城、松树嘴子汉代狐苏城、大庙汉城、北票三官营子战国至汉的棘城、锦州汉徒河

城、台集屯战国至汉代古城、义县汉交黎（昌黎）城等。经两千多年沧桑巨变，至今除

汉徒河城随着辽西走廊的逐渐畅通繁荣，发展成为辽西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锦州外，其

他辽西山地区的诸城都没能发展起来，有的很早就废弃了。而晚建的龙城则后来居上，

自前燕始建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辽、金、元、清，虽然有过两次焚毁［4］、两次

废弃［5］，但是沿用不衰，至今仍然是辽西山地的中心城市——朝阳市府所在地（图一）。

通过 1991 年以来开始的对朝阳老城区大面积考古勘探和重点地段的抢救发掘，进一步

明确了解到朝阳古城的准确位置。尤其是龙城宫城南门遗址的发现、前燕始筑城夯土的

确认，证明朝阳古城的北部城墙亦始筑于前燕。龙城始建至今不仅没有废弃，而且位置

都不曾移动［6］。

十六国至隋、唐时期（止于“安史之乱”），龙城（隋改名柳城）处于东北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长达四百多年，主导着东北乃至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正如

唐代张九龄所说：“况营州（龙城、柳城）者，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

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7］近代史家金毓黻先生对龙城的历史作用亦

给予很高的评价：“盖自慕容氏以来，龙城之地，一跃为东北首都，于以保障北方，控

制东夷，一若两汉时之置辽东郡，自魏讫唐，而未之改。”［8］龙城历史地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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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历史上的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关

系，东北地区的民族分布、迁徙、融合等等，但是前提条件是龙城在地理上占有的区域

优势和选址的科学性，舍此二者，则无今日之龙城。

二、建城之背景

曹魏初年，鲜卑慕容部在首领莫护跋的率领下，从北方草原入居辽西。魏明帝景初

二年（238年），司马懿征讨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莫护跋率部参战有功，被拜为率义王，“始

建国于棘城之北”。莫护跋去世后，其子木延继，木延死后涉归继，涉归又迁于辽东北。

涉归死后，家族发生夺位内斗，涉归之弟耐继立，并欲谋杀涉归之子廆，后耐被国人所杀，

廆被拥立为部落首领，即慕容廆。太康十年（289 年），因辽东北地偏远，慕容廆又率部

迁回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294 年）移居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9］。至此，

慕容鲜卑最终放弃了逐水草迁徙、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

时正值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在位，外戚与宗室相互勾结引起的“八王之乱”正酣。

“八王之乱”结束后，“永嘉丧乱”又接踵而至，致使“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

烟”，而占据辽西地区的慕容廆则“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慕

图一　辽西地区汉代重要城址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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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廆乘机侨置郡县，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创建学校，采取称臣奉晋正朔的

政治策略，积极推行各项汉化政策，争得汉族世家大族乐于为其所用，使慕容鲜卑的势

力得以迅速壮大。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 年），慕容廆击败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

阴谋策划的高句丽、宇文、段氏三国围攻棘城的联军，又随即出兵辽东，迫使崔毖弃家

逃亡高句丽。太兴四年，东晋以慕容廆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

平州牧，封辽东郡公，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10］。慕容廆成为得到东晋正

式册封的“敷宣帝命，以罚有罪”、保全一方的诸侯。咸和六年（331 年），慕容廆授

意其僚属上疏请封自己为燕王，朝议未定，慕容廆即去世了。经过慕容廆四十多年的经

营，慕容鲜卑广收人望，不仅在政治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经济、文化、军事实力方面

也得到很快的发展。慕容皝继位后，于咸康三年（337 年）在棘城自称燕王，建立政权

（史称前燕），备置群司，完成了慕容鲜卑社会从氏族部落到封建国家的最后转变。这

是慕容鲜卑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其政治诉求已经不仅仅是勤王以求诸侯了，而是

要逐鹿中原，实现慕容廆“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的预言［11］。而且由于兼并鲜

卑各部，劫掠扶余、高句丽人口，加之中原人士“慕义而至”，辽西地区“流人之多旧

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12］。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以满足人口

增加的需求，已经成为前燕政权的当务之急。棘城不论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周边环境，

以及规模，都已经不能适应慕容鲜卑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放弃棘城，另辟新都。

而柳城之北、龙山之西所谓的“福德之地”［13］，在前燕当时所控制的地域内则是最佳

的不二选择，龙城应运而生。燕王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县为

龙城县，迁都龙城［14］。龙城成为继棘城之后前燕的第二座都城。

三、棘城与龙城

棘城也称为大棘城，正史中始见于《晋书·慕容廆载记》：慕容廆“曾祖莫护跋，

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关于

棘城位于何地，历来说法不一，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杜佑《通典》的柳城郡东南说：“汉

徒河县之青山在（柳城）郡城东百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墟，在郡城东南百七十里。”［15］

唐柳城郡治乃今朝阳老城区，依此研究者都将棘城置于今锦州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

更明确将棘城定在今锦州北、义县西南的砖城子［16］。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则认为“大

棘城在义州西北”。义州即今义县，在锦州北略偏东、朝阳东略偏南，“义州西北”即

今朝阳正东或东北，与《通典》柳城（朝阳）东南说不同。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

以及地貌环境，我们认为，棘城很可能始建于战国，今北票市章吉营子乡三官营子村战

国至汉遗址即是棘城之所在［17］。

大凌河流经朝阳城东后，东折流过凤凰山（即龙山）北，注入南来的牤牛河又向东

北，流出朝阳盆地，进入两侧丘陵起伏、连绵不断三十多千米长的狭长河谷地段，河谷

复件 bj1.indd   317 2013-3-22   15:18:09



边疆考古研究（第 12 辑）　· 318 ·

最宽处近六千米，北票三官营子村战国至汉的棘城遗址即位于该段河谷的右侧，西南距

今朝阳市区约五十华里（图二）。

图二　棘城地理位置示意图

棘城虽然位于大凌河这条连接东北、华北、北方草原的交通要道上，但是交通并不

方便，左右两侧都缺少便捷的出路，而且地域狭窄，难得容纳大量人口生存，加之河谷

平直，位于河的右岸又极易受到河水的侵害。所以，在慕容鲜卑人口急剧增加、势力强

大、建立政权之后，开始积极进取中原，其政治重心必随之南移，棘城也就完成了她的

历史使命。

与棘城相比，龙城具有如下优势：首先，龙城所在的朝阳盆地位于辽西山地区居中

的位置［18］。辽西山地由东北—西南走向的奴鲁尔虎山、松岭、医巫闾山、大凌河谷地、

小凌河谷地五个自然地理单元构成。奴鲁尔虎山与松岭两大山系之间的大凌河谷地既是

一条连接东北与华北、北方的天然通道，也是人类开发较早、适合人居、文化发达的地

带。龙城所在的朝阳盆地在大凌河谷地中面积最大，具有容纳大量人口生存的空间，自

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开始，历经夏、商、周各代，一直是大凌河流域人类活动最

频繁、最集中的地区［19］。其次，龙城所在的朝阳盆地占据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位于

大凌河中游的朝阳盆地，不仅雄踞东西向的大凌河古道，而且南出凤凰山与柏山之间的

山口即进入小凌河谷地，溯小凌河而上可进入大凌河南源谷地到达汉代右北平郡的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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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今喀左县的黄道营子古城）；顺小凌河而下可到达汉代辽西郡的徒河城（今锦州市），

进入沿海的辽西走廊，并可经海路到达山东半岛、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西北出大青

山口［20］，向北进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可通往北方草原；向西南进入大凌河北

源，可到达汉代右北平郡的凡城（今凌源安杖子古城），以及右北平郡治平岗城（今凌

源三十家子古城）。建于朝阳盆地的龙城可谓是四通八达的军事要塞（图一）。

朝阳盆地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已为人们所认知，战国时在位于盆地南缘的今大凌河右

岸袁台子一带即有“酉城”，西汉时改置柳城，并且是辽西郡的西部都尉治所［21］，初

步形成朝阳盆地在辽西山地区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地位。东汉末年，右北平、辽西、

辽东属国三郡乌桓以柳城为中心形成联盟，后被曹操讨灭。魏晋时期，柳城成为鲜卑慕

容氏、宇文氏［22］、段氏［23］三部激烈争夺之地，最终是占据朝阳盆地柳城的慕容鲜卑

击败了宇文氏、段氏，称雄辽海，走向中原。

四、柳城与龙城

柳城与龙城都位于朝阳盆地，而且柳城在先，慕容皝为何不利用柳城而要劳民费力

另建龙城呢？其中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柳城位于大凌河右岸，易遭水害；其

次是作为都城，柳城的规模过小；再次是柳城的主要功能是戍守防御，因此选择在便于

控制大凌河谷地和通往小凌河谷地山口的大凌河右岸，地方狭窄，没有发展空间。都城

为国之重心所在，需要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柳城与棘城同样，都不能满足作为前燕

都城的功能需求。

朝阳盆地中地势较高、适合建城的有两处地点，一是今西上台，也称作西梁，呈东

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高度 180 米左右；另一处即是现在的朝阳市老城区，海拔高度

170 米左右。西梁处于朝阳盆地的中心位置，但是距离大凌河较远，有违“高毋近旱，而

水用足”的建城原则［24］。老城区位于大凌河的左岸，东隔大凌河与凤凰山相望，既有山

水之形胜，又得山水之便利，而且南、北、西三面均有很大的扩展空间，这可能是当初

慕容皝选择在此建都城的主要原因。选择在大凌河左岸的今朝阳老城区位置建城，东临

大凌河，不利之处是很容易发生水害。受地球偏转力的影响，大凌河水流趋势以向右岸

侵蚀为主，但是，因受到具体的地貌环境限制和流水的侵蚀、搬运、沉积，再侵蚀、搬

运、沉积的交替作用，大凌河进入朝阳盆地之后，河谷形成连续的几度弯曲，在十二台

子北因受阻于青龙山，主流线由向北改向北偏东流，直抵凤凰山脚下，受山体所阻，主

流线又改向北偏西流，流水对左（西）岸侵蚀加重，挟带的泥沙量增加，因挟沙量增加，

搬运能力下降，相应的造成泥沙逐渐沉积，加之地球偏转力的影响，主流线因而又改向

北偏东流，使西岸形成凹岸。此即《水经注》所说的“白狼水又东北经龙山西，……又

北经黄龙城东，……《魏土地记》曰：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东北流，附城东北下，即

是也。”［25］龙城恰好位于上述大凌河左侧凹岸顶点的下方，大凌河与龙城东墙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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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地河水已经转向侵蚀右岸。因此，虽然经历了一千多年间的大凌河无数次洪水泛

滥，在没有大规模水利设施防范的情况下，龙城依旧岿然不动，临河而不受水侵，而且

规模还不断扩大，现在的朝阳新城区即是以龙城为中心向南、北、西三面呈放射状分布，

足见其地理位置之优越、选址之科学（图三）。

图三　朝阳市老城区及相关重要遗存地理位置图

（根据“朝阳市周边地貌图”修改而成。比例尺：1 ∶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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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布局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朝阳盆地整体地势为西高东低，

夏秋之间西梁之水大部汇聚于老城南门外，少部汇聚于北门外，然后东入大凌河。清末

时南门外有龙安桥，北门外有同济桥以济行人［26］。伪满康德三年所修《朝阳县志》的“朝

阳县街市图”显示，当时西城墙北段外有很大的水坑，南段外也是洼地，当系城西之水

东入大凌河的水道孑遗（图四）。受此西梁东入大凌河之水和城东大凌河床的限制，龙

城整体呈北宽南窄，南北狭长的梯形，城的南北轴线为南偏西 30° 左右，与城东大凌河岸

基本平行。

西梁之水从城的南北分入大凌河的水道，很可能系当年借地势人工所为，以为防御

之护城河，此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确认。

五、龙城之选址

据《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东晋咸康七年（341 年）正月，唐国内史阳裕、唐柱

受燕王慕容皝之命，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所谓福德之地筑龙城［27］。这些记载说的

都是龙城的营建阶段，但是通过什么方式、为何选中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因何谓“福德

之地”？即龙城的选址过程，并没有交代。下面对此试做讨论。

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所在，对于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兴旺发达至关重要。因此，

历代王朝都特别重视都城的选址。最初的都城选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根据当时国

家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兼顾到长远的发展，确定建都的区域范围，然后在

确定的区域范围之内通过卜筮相地等手段勘察山川走势、地形地貌，划定具体位置，最

后才能规划布局，动工营建。如西周时成周的营建，即先由召公前去勘察，继而周公占

卜确定位置［28］。关于龙城的选址，也应有与此类似的过程。建都龙城是前燕发展史上

的重要事件，绝不会是慕容皝心血来潮即命阳裕等营建新都，肯定要经过几番的朝议讨

论斟酌，实地勘察，权衡利弊；同时，求于龟筮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最后才能确认哪

里是可以建都的“福德之地”。

现在看来，龙城之所以能沿用至今，是因为当年的慕容皝等可能已经掌握了大凌河

的流水规律，所以选择在今大凌河西侧凹岸顶点的下方建城，成功规避了大凌河的水害。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河床看，大凌河左侧凹岸顶点北距老城南门尚有数百米的距离。随

着凹岸的顶点逐渐下移，河床也会随之向东城墙逐渐靠近，所以当初建城时南门距凹岸

的顶点应该有很长的距离，河床与东城墙之间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靠近，应该有很大的空

间。所以尽管凹岸顶点不断向北推移，但是至今仍没能对龙城造成致命的危害。

据《晋书·慕容皝载记》，当初参与龙城营建的除慕容皝之外，仅有阳裕和唐柱两

人。唐柱仅此一见，事迹不详。阳裕字士伦，右北平无终人，少孤，成年后先任幽州主

簿、治中从事。石勒攻下蓟城后，阳裕投段氏鲜卑，段氏败亡后，降于石虎。咸康四年

（338 年）冬，阳裕又为前燕军所俘。阳裕深受慕容皝的器重，东破高句丽，北灭宇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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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伪满时期朝阳县城平面图

（根据伪满康德三年《朝阳县志》的“朝阳县街市图”略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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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豫其谋。“及迁都和龙，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閤，皆裕之规模”。可见阳裕既

是龙城营建的主持者，也是龙城选址的主要参与者。

《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还称：“裕虽仕皝日近，宠秩在旧人之右，性

谦恭清俭，刚简慈笃，虽历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羁绝者，莫不经营收葬，

存恤孤遗，士无贤不肖皆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范阳卢谌每称之曰：“吾及晋之

清平，历观朝士多矣，忠清简毅，笃信义烈，如阳士伦者，实亦未几。”“及死，皝甚

悼之，时年六十二。”阳裕去世时慕容皝尚在，可推知阳裕当死于龙城，时间在建元二

年（344 年）春前燕伐宇文逸豆归［29］之后至永和四年（348 年）九月慕容皝死之前。

阳裕不仅是龙城选址、营建的主要参与者和主持者，而且还是前燕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龙城，从慕容鲜卑南下辽西建的第一座城到现代的朝阳市，一千六百多年间，先后

作为十六国前燕、后燕、北燕的都城，北朝、隋、唐经营东北的唯一政治、军事重镇——

营州的治所，辽、金、元兴中府（州）的治所，功能几度转变，在中原、东北、北方多

元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龙城，因前燕兴而建，不为北燕亡而废，福德之地，此之谓耶？

附记：本文原为应《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编委会之邀而作，因害眼疾，届

期未能完成，藉此深表歉意，并感谢《边疆考古研究》很快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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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search on the Longcheng Townsite

Tian Li-kun

Starting form the research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position of Longcheng townsite，the 
paper analyses and compares the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etween 
Longcheng and other townsites in Western Liao area，such as Jicheng and Liucheng，and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ve merits between them. Longcheng is the first city set up by 
the Murong tribe of Xianbei when they went down to Western Liao area. The author believes，
because of the area advantage on the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selection 
of site，Longcheng city caught up from behind and became the capital of Former Yan，and 
even the centre of politics，culture and military of Northerneast of China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form then on. Longcheng is still surviving now for the same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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