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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北宋东京公共休闲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娱乐空间发展曾达到过相当辉煌的水平。北宋
东京公共娱乐空间要素的表现特点和分布特征 ,显示出东京公共娱乐空间的表现形态与地域结
构。公共娱乐空间与都城空间形态的关系表现为中心复合性增强 ,空间形态三维方向的生长 ,整
合了都城社会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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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社会意义的休闲娱乐活动是在经济发展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 ,现代城市居民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这必然
导致了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加和对更多休闲娱乐空
间的需求。正如某些社会学家所说 ,我国城市已经
进入了休闲社会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 ,休闲不
仅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 ,
并且也是都市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 ,
是与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的。因此如何满
足城市居民休闲娱乐需要和创设更多的休闲娱乐
空间是城市规划和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 ,在我国北宋时期 ,由于封闭坊市制度的
解体 ,商品经济的繁荣 ,北宋东京市民阶层的休闲
娱乐需求高涨 ,城市公共娱乐活动丰富多样 ,公共
娱乐空间发展也曾达到过相当辉煌的水平 ,在我国
城市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以 ,通过对
北宋东京娱乐空间形态的考察 ,揭示其存在形态和
地域结构 ,为现代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构筑提供
参考。

　　一、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东京居民 ,无论男女、老幼 ,广泛参与休闲活动
的热情和积极性、娱乐活动内容和方式的丰富多彩
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娱乐活动内容大致有百姓喜
闻乐见的舞乐百戏 ;反映市民世俗生活的小唱、嘌
唱、诸宫调、叫果子等曲艺形式 ;生动活泼、表现内
容丰富的傀儡戏和影戏 ;绚丽多姿、雅俗共赏的各

类舞蹈 ;以文娱为主如蹴鞠与击鞠、捶丸、围棋与象
棋、相扑、水戏、马技、武术、投壶、上竿、杂手伎、踏
索、踢弄等项目繁多的体育活动[1 ] (P5) 。东京娱乐
活动不仅存在于居民日常生活之中 ,更突出的表现
在名目繁多的全民性节日里。据载东京有各类节
日 70 多个 ,“正月十五元宵 ,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 ,
开封府绞缚山棚 ,立木正对宣德楼 ,游人已集御街
两廊下。奇能异术 ,歌舞百戏 ,鳞鳞相切 ,乐声嘈杂
十余里 ,击丸 ,蹴鞠 ,踏索 ,上竿 ⋯⋯万姓皆在露台
下观看 ,乐人时引万姓山呼”[2 ] (P59 - 60) 。宣德楼门
前御街 ,在节日里已然成为一个市民欢腾的大型广
场 ,居民心灵上的沟通与感情上的联结 ,使节日充
溢着欢乐 ,全民性的节日也因此更加充满活力。梦
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生动地描述道 :“⋯⋯辇
毂之下。太平日久 ,人物繁阜。垂髫之童 ,但习鼓
舞 ,斑白之老 ,不识干戈 ,时节相次 ,各有观赏。灯
宵月夕 ,雪际花时 ,乞巧登高 ,教池游苑。⋯⋯新声
巧笑于柳陌花衢 ,按管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
路 ,和限春游 ;萧鼓喧空 ,几家夜宴 ! 伎巧则惊人耳
目 ,奢侈则长人精神。”[2 ]由此可见 ,北宋东京的娱
乐活动已成为市民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娱乐空间要素特征及其分布

(一) 娱乐空间要素的分类
娱乐空间是娱乐活动的物质载体 ,是活动展开

的场所。这里的休闲娱乐活动是指具有全体市民
意义的活动 ,娱乐空间是指能够为大多数人享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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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娱乐空间”。根据使用对象的大众性、使用目
的兼顾娱乐性这一标准 ,东京娱乐空间要素包括定
时向市民开放的部分皇家禁苑和私家园林 ,以及酒
楼茶肆、寺院道观、勾栏瓦子、街巷、桥头、堤岸等。
根据设置空间的目的对娱乐空间要素分类 :提供空
间的目的和在其间进行活动的目的均指向休闲娱
乐 ,这样的空间称为专设空间 ,如园林、瓦子勾栏
等 ;并非以休闲为目的 ,是为了交易、祭祀和通行
等 ,在发挥商业、宗教、交通功能的同时 ,也具有休
闲娱乐功能 ,客体在其间进行活动带有休闲娱乐的
意味 ,这样的空间称为非专设空间 ,如酒楼茶肆、寺
院道观、街巷、桥头、堤岸等。根据娱乐空间要素的
存在状态还可以分为点状要素、线状要素和面状要
素。把某一具体空间要素的个体如园林、酒店、茶
坊、瓦子看成是点状的 ,称为点状要素 ;承载着居民
日常休憩、体育锻炼等各种活动和节日里全民性集

体娱乐活动的街巷等条带状空间 ,称为线状要素 ,

如朱雀大街、马行街、潘楼街等 ;面状要素是指某种
空间要素的个体在城市中的规模足够大如皇家
园林。

(二) 娱乐空间要素的特征及分布
根据《东京梦华录》、《枫窗小牍》卷下、《汴京遗

迹志》卷 8、《宋东京考》、《宋史·地理志》、《玉海》卷
171、《东京志略》等历史文献 ,以及对散见于宋人文
集、笔记中的记载相互参照 ,稽考出有具体分布地
点的园林 47 处、寺庙道观 106 处、酒楼 (正店) 41
处、瓦子勾栏 6 处 ,这些均是东京居民休闲娱乐的
公共活动场所 ,它们虽不是东京公共娱乐空间的全
部 ,但已具有了充分的代表性。为了更具体直观地
分析娱乐空间要素的特征及分布 ,把考证的结果标
注在地图上 (见图 1) ,并列表表述之 (见表 1) 。

表 1 　公共娱乐空间要素特征及其分布

空间要素 要素类型 　承载活动内容与表现特征 　　分布

公共园林 专设空间 (点
状或面状要
素)

东京没有专门的公共园林 ,但皇家苑囿和私
家园林中有一部分向民众开放。节日庆典、
赏园踏青、体育活动、百戏表演等 ,大型游园
活动如“金明池上池”。

都城内外均有分布 ,但以都城外城和西
郊、南郊、东郊城关处及交通要道旁较为
集中 ,如金明池、琼林苑等。

寺庙道观 非专设空间
(点状或面状
要素)

休闲娱乐活动伴随着宗教活动、节日活动展
开 ;庙会时伴随商业交易而展开 ;专门为休
闲而展开如节日及日常既有文人雅士的吟
诗做对 ,也有普通百姓的市井世俗杂剧观
演。东京寺观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大相国寺。

城内多分布在居民区 ,表现为不均匀、随
机性分布的特点。寺观很大一部分是舍
宅为寺 ,或根据某种祥瑞之说建立寺观。
更多的寺观是基于某一地段地势特殊、
环境优美而建立的 ,这在城外表现得特
别明显。

瓦子勾栏 专设空间 (点
状或面状要
素)

独立于酒楼妓院之外固定性的、面向一般民
众的、商品化的、大众型休闲娱乐场所。表
演有说唱曲艺、舞乐百戏等 ,并伴有百货交
易 ,规模大、娱乐时间长。各类京瓦伎艺名
角云集。不避风雨寒暑 ,白昼通夜 ,日日如
是。

东京瓦子有 6 处 ,规模最大的桑家瓦子
分布在都城最繁华的中心区 ,其他 5 处
瓦子分布在里城城关外交通要道旁。文
化娱乐中心的分布受到政治、经济的影
响 ,表现出与经济政治中心的依赖互动
关系。

酒楼 非专设空间
(点状要素)

酒店在都城各行业中以数量多、规模大、利
润厚而独领风骚。装饰豪华 ,服务周到 ,兼
有各种歌舞表演、文人雅戏设置 ,娱乐性增
强 ,有的还有百货交易。酒店有正店和脚店

之分 ,东京正店 72 户 ,脚店不下万户[3 ] (P283) 。
正店与脚店相互补充 ,形成了合理的层次结
构。

正店一般位于热闹街坊桥市或重要街巷
的道旁或城门门关处。而脚店一般分布
在正店所辐射的街市和住宅区中。总体
上东京酒楼以宫城为核心 ,相对集中分
布在里城东南部和西部 ,与都城的人口
密度中心和繁华商业中心一致 ,符合级
差地租规律。

茶坊 非专设空间
(点状)

东京茶坊数量多、分布区域广、经营方式灵
活、管理先进 ,除休闲娱乐、居民社交外 ,商
业氛围也更浓 ,成为上至贵族士大夫阶层 ,

下至平民百姓共同活动的娱乐空间场所。

大规模的茶坊与酒楼相组合而分布 ,小
的茶肆遍布全城 ,方便市民的休闲与社
交活动。如“马行北去 ⋯⋯处处拥门 ,各

有茶房酒店 ,勾肆饮食”[2 ] (卷3“马行街铺席”) 。

街 巷、桥 头、
大内前广场

非专设空间
(点状、线状
或面状)

商业活动、交通功能、节日狂欢、日常娱乐休
闲 ,流动艺人临时性“作场”地点 ,居民日常
娱乐、纳凉、聊天、交际、听书甚至体育活动
的场所 ,成为城市人温馨的生活空间。

重要街巷的端头或交接处、桥头甚至整
条街道。如朱雀大街、宣德门前广场、州
桥、龙津桥、相国寺门前等。通过娱乐休
闲活动把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城市中
的人黏合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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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京娱乐空间地域分布及结构示意图

　　三、公共娱乐空间的表现形态与地域结构

(一) 、娱乐空间的表现形态
11 娱乐空间的扩展。与唐代及其以前的都城

相比 ,东京公共娱乐空间极大地扩展了 ,这种扩展
首先表现在休闲空间要素种类的增多上 ,除了前代
已有的酒肆茶坊、寺院道观、公共园林外 ,还开设了
城市居民自己的文化艺术娱乐天地 ———瓦子勾栏
专设娱乐空间 ,它的出现表明东京公共娱乐文化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次还表现在空间要素的
结构性增长上 ,东京酒楼茶坊 ,不仅数量增多 ,遍布
全城 ,而且有正店、脚店之分 ,相互之间既有分工又
有合作 ,形成了合理的层次结构 ,满足不同阶层顾
客的需要 ,并且服务项目增多 ,营业时间延长 ,休闲
娱乐功能大为增强。再如皇家苑囿、官私园林 ,这

些在过去专为皇家权贵士大夫阶层享用的娱乐空
间 ,也在一定时段内对居民开放 ,逐渐具有了公共
园林的性质。再次还表现在居民休闲娱乐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极大延展上 ,既有节日的狂欢 ,也有日
常瓦子勾栏里的不避风雨寒暑、酒楼茶坊的通宵达
旦。因此东京休闲主体的社会化程度、娱乐空间的
公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反映了宋代城市居民生活
的进步与生活观念上的进一步开放。

21 娱乐空间与商业空间的整合。东京的公共
娱乐空间 ,大多从产生起就与商业有着直接联系 ,
并且即使某些元素本身的商业化特质相对弱一些 ,

但在为大众群体所使用的特定状况下 ,与商业也不
可避免地要发生关系。比如园林 ,在某些特定时间
为居民所使用时 ,往往也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发生。
瓦子勾栏常常集演艺与集市为一体。寺院兼顾商
业运作 ,经营邸店和开办庙会 ,既是娱乐空间又是
商业空间 ,两者并行不悖[4 ] (P79 - 83) 。东京娱乐空间
逐渐集体育、艺术、娱乐、消闲为一身 ,向内容多样
化、功能多元化方向发展。甚至在东京城还产生了
由于某种休闲娱乐空间具有较强的整合功能和强
磁引力 ,带动周边地区随之发达起来 ,形成具有复
合性功能的中心区域。如东京城内鳞次栉比的酒
楼茶坊 ,布局在主要的街道和商业繁华的区域 ,而
这些区域也往往以酒楼茶肆为中心形成繁华的街
市 ;里城城关外既是流动人口集聚处 ,又是交通节
点 ,形成了以瓦子为中心的综合性商业娱乐业功能
区 ;此外还有以大型寺庙为中心形成的复合功能区。

(二)娱乐空间地域结构
在娱乐空间要素地理分布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

娱乐空间要素积聚程度的高低、承载娱乐活动人口
数量的多少、娱乐空间规模的大小、娱乐空间核心
要素对周围空间整合能力的强弱等指标来考察 ,把
东京娱乐空间分为 1 个中心区和 8 个次中心区 ,见
表 2。

表 2 　东京休闲娱乐中心区分布、结构一览表

　　　类别 　位置 　　娱乐空间核心要素 　其他辅助要素

中心休闲娱乐区 里城潘楼街周围 桑家瓦子、中瓦和次里瓦 ;潘楼、杨楼、丰乐楼、任店等
酒店和北山子茶房等

都城政治、经济中心

州西休闲娱乐次中心区 大梁门处 州西瓦子、班楼酒店、宜城楼酒店 使馆、药铺、金银铺
新门休闲娱乐次中心 新门处 新门瓦子、杀猪巷妓馆、茶房、东西教坊、会仙正店 食品店

保康门休闲娱乐次中心 保康门处 保康门瓦子、妓馆、李庆家酒楼等 水运码头区 , 批发行
市、邸店、食店

旧曹门休闲娱乐次中心 旧曹门处 从行里角茶房、朱家桥瓦子、蛮王家、看牛楼酒店、砖筒
李家、铁屑楼酒店、中山正店、乳酪张家正店、妓馆等

药铺等行市相连 ,夜市
繁闹

旧封丘休闲娱乐次中心 旧封丘门处 八仙楼、时楼、旧封丘门外州北瓦子 ,茶坊酒店、勾肆
饮食

药铺、行市和夜市

相国寺休闲娱乐次中心 州桥东 长庆楼、万姓交易市场 ,茶店、妓馆、熙熙楼客店、高阳
正店 (酒楼)等

行市、书市、综合性批
发市场

新郑门———万胜门休闲
娱乐次中心区

外城城关处 金明池、琼林苑、酒楼、妓馆亭榭、画舫、私家园林、崔
府君庙、寺院、妓馆等

鱼市、官河东、陕西五
路之别馆

陈州———东水门休闲娱
乐次中心

外城城关及沿
汴河外至虹桥

门外“馆园尤多”,距东水门东南七里的汴河虹桥上著
名的桥市、酒楼

商旅 ,大宗交易 ,流动
人口汇聚 ,都人清明出
城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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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高级综合性娱乐中心分布在都城中心区
域 ,毗邻宫城 ,由几类娱乐空间要素为核心形成 ,并
与政治和经济中心相融合 ,成为都城一个极化程度
极高的中心区。其他两类是分布在里城外城关处
由酒楼、瓦子、茶坊等空间要素为核心并整合周围
地域而成的综合性娱乐文化次中心 ,和分布在外城
城关处由园林、酒楼等要素复合形成的次中心。

以一种或几种娱乐空间要素为核心形成的都
城娱乐文化中心 ,在分布上具有不规则的圈层结
构 ,与都城商业中心地域分布有很大的一致性 ,凸
显了东京休闲娱乐空间与商业空间两者之间互动
整合的关系[5 ] (P78) 。

　　四、公共娱乐空间与都城空间形态的关系

城市娱乐空间的扩展 ,归根结底是城市社会、经
济发展的结果。居民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追求 ,实质
上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精神物化。北宋东京为了
满足日益膨胀的城市居民对情感活动与精神娱乐的
需要 ,休闲娱乐空间在城市的层面上广泛设置开来 ,

丰富了都城空间结构形态 ,形成了一些综合性的功
能区域 ,驱动都城空间结构进行重新组合 ,使都城空
间形态也日趋复杂。娱乐空间形成与扩展对都城空
间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心复合性增强
传统都城都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中心即皇城 (或

宫城) ,皇城是都城的政治核心 ,统治者往往通过一
系列的程式达到对这一中心的强化 ,完成对都城全
方位的控制。这一中心对都城经济、文化往往有很
强的控制力和辐射力。从古代城市发展史来看 ,唐
代以前都城中心的复合性较弱 ,中心区的性质较单
纯。北宋东京 ,宫城对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十分明
显 ,城市中最繁华的商业区呈半包围状态紧密环绕
着宫城 ,大众娱乐空间 ———勾栏瓦子也设立在这一
中心区域 ,经济文化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区域。城
市繁荣的商业文化娱乐区表现出由宫城强势力量

激发生成的特征 ,商业经济、娱乐文化与政治更多
地表现出相互融合。都城中心由单纯的政治功能
性质向与城市生活组织密切联系、辐射范围更为广
泛、功能更加多样化的复合性中心发展。

(二)空间形态三维方向的生长
我国古代城市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水平特

征 ,由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都城中除却宫殿、寺
观外 ,少有较高的建筑物。但是到了宋代都城这一
水平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削弱 ,东京街道上林立着堂
堂皇皇的酒楼 ,如宣和间修的丰乐楼“三层相高 ,五
楼相向 ⋯⋯以第一层下视禁中”[2 ] (卷2《酒楼》) 。这些
酒楼的起立 ,大大丰富了城市的立体空间形态 ,导
致了宋以前传统都城中心皇家宫殿在立体空间形
态上的统帅地位被打破 ,城市立体空间形态更趋复
杂。娱乐空间的发展还带来了边缘形态的拓展 ,那
些向居民开放的皇家苑囿、私家园林别墅以及优美
的风景区主要分布在外城城垣外 ,娱乐空间突破城
垣限制 ,在外城城关处衍生出以娱乐功能为主的集
赏游、商贸为一体的综合性形态区 ,使都城的平面
形态也得到了扩展。

(三)整合了都城社会空间结构
公共娱乐空间的产生和拓展 ,是市民阶层不断

壮大 ,商业经济繁荣 ,市民生存权力的一种体现。
宋代城市经济充分发展 ,一方面为市民的娱乐消遣
提供了经济来源 ,另一方面市民在繁忙的商品交易
活动中 ,没有文化娱乐的精神调剂是不可想像的 ,

休闲娱乐空间成为市民们抒发感情 ,释放自我的场
所 ,对城市社会协调发展起着调节器的作用。同
时 ,公共娱乐活动增强了市民的认同感和团结精
神 ,加强了居民的凝聚力 ,使城市趋于形成比较一
致的文化结构 ,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而达到对
市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性整合的目的[6 ] (P67) 。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 ,休闲娱乐是东京城市社会的
润滑剂和加油站 ,对社会深层结构协调有着重要意
义 ,具有重要的都城社会空间结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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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Form of Public Leisure Places in Dongjing in Song Dynasty

LI Rui

(The Tourist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Department of Nanyang Teachers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Public leisure activities of Dongjing in Song Dynasty were rich and colorful , and its public leisure places ever had arrived at

resplendent level 1By historic literature information , the paper analyses the factors represent character and distributing feature of public

leisure places in Dongjing in Song Dynasty , opens out places form and region structure of public leisure1
Key words :Dongjing in Song Dynasty ;public leisure places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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