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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中，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世界上没

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建筑中包含着那么多的政治意义。大的方面如城市

规划、皇宫布局中体现的皇权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城市的管理制度和建筑中

的等级礼制等；小的方面如工程营造的法式、规范，以及对平民百姓的伦理道

德教育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建筑来表现。

一、营造法与建筑学——中国和西方建筑观的差异

“建筑学”一词来自西方，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学，只有营造法。这两者的区

别绝不只是字面意思上的不同，而是有本质意义上的差异。首先，从概念上来看，

建筑学是从工程技术和艺术、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怎样把建筑做好；营造法

则是作为一种法规和规范来告诫人们怎样做建筑，怎样使建筑符合统一的规定。

其次，从基本性质上来看，建筑学是一种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本身

并不含有政治性，它是科学性的、学术性的；而营造法作为政府的法规，是由朝

廷颁布强制推行的，它是政治性的、制度性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关于建筑

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程做法则例》，本质

上就不是建筑学的专著，而是朝廷颁布的关于建筑的规范和制度，类似于今天

政府颁布的建筑规范和建筑法规。在中国古代的书籍分类中，《营造法式》和《工

程做法则例》也不是被归为工程技术或者经济类，而是和礼制、法典、律令等

一起被归为“政书”类。这一点也清楚地表明了营造法的政治性因素。

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师，只有工匠，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建筑师属于知

识阶层，他们并不亲自动手建造房屋，而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建筑设计，

最后由工匠来实现其设计意图。工匠属于劳动阶层，他们并不懂理论，一般也

不会做正规的设计，他们不知道什么风格、流派、思潮，也不懂得什么形式美

的规律。但他们有实践经验，常在细微之处有巧妙的构思。当然也有少数具有

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匠，既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又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上升

到了设计师的水平。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也是常有的，例如清朝皇家匠师“样

式雷”家族，就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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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甚至于到了现在，一般官员和老百姓都没有把建筑当作艺术，

而是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工程技术——“盖房子”。中国人一方面把建筑看作

是一种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又把建筑当作人身份地位的代表，平民百姓以建筑

来体现财富，统治者则以建筑来表达权力和威仪。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艺术性主

要就体现在这一方面——用宏大的体量和豪华的装饰来彰显社会身份。而西方

则不同，人们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属于美术的一类。美术

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这是西方自古以来的观念，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大学的

建筑学科还是设在美术学院里面的。英文中的 architecture（建筑、建筑学）与

building（建造、建构、楼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architecture 是有艺术性、文

化性的，而 building 只是功能性地盖房子。西方人理解的建筑是前者，中国人

理解的建筑是后者。所以西方在古代就有了建筑学，有了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

知识分子——建筑师。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就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写的《建

筑十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建筑学专著。由于观念的不同，中国古代建筑和西

方的建筑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学，没有一个叫作建筑师的知识阶层来专门研究建筑，

但是这并不等于不重视建筑，相反，中国人还是非常重视建筑的，甚至比西方

人更重视。中国人虽然不注重建筑的艺术性，但是非常注重建筑的政治性。古

代各朝代在兴建重要建筑，特别是与政治相关的国家重要建筑的时候，首先要

做的事情就是集中很多懂得礼仪制度的礼官、史官、史学家和经学家来研究和

考证过去这类建筑是什么样的形制。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要规划建设都城和皇

宫，首先就是考证历代关于都城和皇宫的制度和做法。这说明统治者在建造这

种重要建筑的时候很看重它的政治含义，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建造。

中国古代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建造类的书籍、专著基本上是两类：一类属

于建筑制度、规范、法规等，是由政府颁布强制执行的，主要就是《考工记》《营

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这三部；另一类是民间工匠的技术经验的总结，像《木

经》《鲁班经》等。显然，后一类不能算是建筑学的专著，它们只是一种技术书籍。

而前者（《考工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实际上也不是建筑学的专著，

而是一种“官书”或“政书”。所谓“官书”或“政书”，是由朝廷颁布、下面必

须遵照执行的规范，即我们今天的建筑法规。例如《考工记》就是一本“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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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全名叫《周礼·冬官·考工记》，是一部关于工程技术方面的规范、制度类

的书籍。《考工记》最初只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部官书，并不是《周礼》中的。《周

礼》中有“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别掌管国家各

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例如“天官”负责朝廷内部事务，而“冬官”则主管工程营

造方面的事务。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朝的战乱，到汉朝再重新整理《周礼》的时候，

“冬官”部分已经散失，《周礼》因而不全了，于是将春秋时期齐国的一部关于工

程技术的官书《考工记》补入《周礼》，因此便成了《周礼·冬官·考工记》。

宋朝的《营造法式》不仅是一部官书，而且其产生的过程有一定的政治因素。

北宋中期，官场腐败、贪污成风，朝廷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园林、庙宇建造

精美豪华，铺张浪费，主管工程的官员贪污严重。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节省

财用、杜绝贪污。王安石请将作监李诫主持编修一部建筑工程的技术规范，规定

了建筑的等级式样、用材规格、施工过程等相关技术规则，其中，尤以“工限”

和“料例”部分最有特色。“工限”和“料例”实际上就是建筑用工和用料的计

算方式。建筑设计和施工以“材”为模数，建筑上的所有构件尺度都以“材”为

模数来进行计算，例如柱子的高度是多少个“材”，柱子的直径是多少个“材”等。

“材分八等”，根据建筑的等级来决定“材”的等级，确定了“材”的等级，也就

确定了建筑上各种构件的尺度，也就知道了这座建筑需要用多少工、多少料，这

样就算是想贪污也不容易了。实际上《营造法式》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建筑学本身

的意义。后来清朝又颁布了一部《工程做法则例》，是仿照宋朝《营造法式》的

形式编撰的，其内容、作用、意义都类似于《营造法式》，只是建筑的式样、构

件的名称、尺度模数的算法不同而已，又是政治意义大于建筑学本身的意义。

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对于建筑是非常重视的，但这种重视不是从科学

的建筑学或者建筑艺术的角度来重视，而是政治上的重视。

二、	皇权思想与城市规划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政治因素所占比重之大，是全世界古代各国家、各民

族中少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种现实理性型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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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宗教型社会形态不同。例如西方古代长期受宗教文化影响，

宗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政治上教权高于皇权，文化艺术甚至

科学技术都必须服从于宗教。因此，西方古代社会历来是宗教建筑高于一切，

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庙到中世纪的教堂，欧洲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宗教建筑。世俗权力服从于宗教权力，皇权服从于教权。直到文艺

复兴以后，皇权和世俗权力才得以加强。在十六七世纪法国的夏宫、卢浮宫、

凡尔赛宫等一批皇宫建筑出现之前，欧洲几乎没有一座特别著名的皇宫，最宏

伟的建筑都是宗教建筑，如神庙和教堂。

在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在世俗社会中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任何朝代都是政

治权力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过宗教权力高于皇权的情况，

因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最宏伟的建筑一定是皇宫，如秦朝阿房宫，

汉朝未央宫、长乐宫，唐朝太极宫、大明宫以及明清紫禁城，等等。它们中的

多数已经烟消云散，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但时至今日却仍然不断地出现在许

多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中国历史上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虽然数量多，保存下

来的也不少，但其规模、名声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都远不能与宫

殿建筑相比。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皇宫就代表着那个时代，阿房宫就代表秦朝，

大明宫就代表唐朝，北京紫禁城就代表明朝和清朝。而在欧洲，却是以宗教建

筑作为代表，如帕提农神庙就代表着古希腊，巴黎圣母院就代表着法国的中世

纪，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就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等等。中国古代

的都城一定是以皇宫为中心，地方城市也以官府衙署为中心，西方古代的城市

则一定是以大教堂为中心（图 1-2-1、图 1-2-2）的。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政治和

宗教的不同关系在两部不同的文明史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政治因素首先表现在城市和皇宫的规划方面。古代城市

有两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城市，这类城市一般是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例如河流、

道路经过的地方），由于商业集市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另一类是由人工规划建成，

这类城市一般是都城或其他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都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时

候大多改换地方，重新建都，于是就要重新选址，重新规划。例如长安、洛阳、

南京、北京等都曾是多个朝代建都的地方，然而每一次建都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

也往往是异地重建。例如长安（西安），汉代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和今天的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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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在同一个位置上（图 1-2-3）。又如北京，元朝建都于北京，称为“大都”。明

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元大都被废弃。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重建北京城，城址在

元大都的基础上向南移。虽然很大一部分与元大都重合，核心的皇宫位置也与元

大都皇宫重合，但是毕竟元大都已毁，明朝北京城等于是完全重建。清朝入关倒

是没有破坏明朝的北京城和皇宫，基本上是全盘接收，适当加以改造、修复、利用。

图 1-2-1　中国城市以宫殿、衙署为中心（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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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西方城市以教堂为

中心（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

中央最高的建筑是佛罗伦萨大

教堂）

图 1-2-3 陕西西安城址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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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古代的都城总是在不断地重新规划、重新建造。都城是国家的

政治中心，皇宫又是国家最高权力所在，所以都城和皇宫的规划首先要体现的

就是政治因素。中国古代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宫殿的建造，历来都非常重视，希

望以此来表达政治权力和社会的理想，每一次规划都要组织朝廷史官及文人学

者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考证，尤其是在皇宫建筑的规划设计时特别注重考证。在

中国古代各朝各代记录朝廷事务的《会典》《会要》之类的典籍中，关于都城

皇宫的规划过程及其历史考证的记载都很详细，因为这些虽然看起来是建设工

程技术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

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中轴线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之所以首先考虑中轴

线，是因为皇宫总是处在主轴线上。不论是在中国古代最早论述城市规划制度

的《考工记》中，还是在历朝历代实实在在的城市规划中，都明确地体现了这

一基本的原则。确定了主轴线也就确定了皇宫的基本位置，虽然在不同的朝代，

皇宫在轴线上的位置有所不同，但皇宫总是处在中轴线上。例如唐长安皇宫处

在中轴线北端（图 1-2-4），元大都（北京）皇宫在中轴线南端，明清北京皇宫

处在中轴线中央。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布局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宫紫

图 1-2-4 中国古代城市中

轴线（唐长安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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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京城平面

1. 亲王府；2. 佛寺；3. 道观；4. 清真寺；5. 天主教堂；6. 仓库；7. 衙署；8. 历代

帝王庙；9. 满洲堂子；10. 官手工业局及作坊；11. 贡院；12. 八旗营房；13. 文庙、

学校；14. 黄史宬（档案库）；15. 马圈；16. 牛圈；17. 训象所；18. 义地、养育堂
图 1-2-5 北京四坛

禁城处在中轴线的中段，皇宫的大门是午门，午门南面是端门，端门南面是天

安门，天安门南面是大前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改称中华门），

大前门南面是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一直往南，直到最南端，便是北京城的正南

门——永定门。回过头往北，从紫禁城出北门神武门，正北边是景山，景山山

顶正中有一座知春亭，穿过景山知春亭再往北，中轴线上有钟楼、鼓楼和鼓楼

大街。从南到北一条笔直的中轴线纵贯北京城，皇宫处在中轴线的中段，而皇

宫的中心又是皇帝上朝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另外，都城南

边有天坛，北边有地坛，东边有日坛，西边有月坛，四方拱卫，天下以皇帝为

中心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明确（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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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以皇宫为中心，地方城市则一般以衙署为中心。翻开各地的地方志我

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地方城市虽然没有都城那样完整的规划，没有那样规

整的中轴线，但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衙署（府衙、州衙、县衙）处在城市中

心位置，这一点也足以体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政治性因素。

不仅城市的规划有着明确政治性的规划制度，皇宫的规划更是有着详细的

定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前朝后寝”“五门三朝”“左祖右社”等规定。所谓

“前朝后寝”，是指皇宫分为前、后两个区域。前面的区域被称为“朝”，是皇

帝朝会群臣处理政务的场所；后面的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后宫”，被称为“寝”，

是皇室及宫女、太监等宫中人员居住生活的场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前面是

工作区，后面是生活区”。这同时也符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

的习惯，一般情况下皇后是不能去前朝的。所谓“垂帘听政”，体现的也是一

种象征意义，因为女性是不能去前朝的，要去也得象征性地挂一道帘幕，表示

没有直接到前面去。今天北京故宫紫禁城就是以乾清门为界线，拉开一条长长

的隔墙，把整个紫禁城分割成前后两个区，即“前朝”和“后寝”（图 1-2-6）。

图 1-2-6  “前朝后寝”（北京紫禁城乾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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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革命党和清皇室达成协议，皇帝主动退位，革命党优

待皇室。优待的政策是允许退位的皇帝溥仪和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继续住在

紫禁城内，但是规定他们只准在后宫中活动，不准越过乾清门。实际上这就

是一种象征，只在后宫活动，不越过乾清门进入前朝部分，就等于只是生活，

没有政治了，由此可见建筑的政治性意义。

所谓“五门三朝”，是古代宫殿制度规定皇宫前面要有连续五座门。《礼

记·明堂位》曰：“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即五座门分别为皋门、

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而皇帝的朝堂要有三座，分别为外朝、治朝、

燕朝。在今天北京故宫中相应的“五门”就是大清门（明朝叫大明门，民

国改称中华门，1976 年拆毁）、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朝”即

故宫中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图 1-2-7）。这三座殿堂分别

有不同的功能，太和殿相当于“外朝”，是皇帝朝会文武百官和举行重大典礼

仪式的场所；中和殿相当于“治朝”，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之前临时休息的地

方，有时也在这里处理一般朝政，每届科举考试中最后皇帝亲自主考、钦点

图 1-2-7  故宫三大殿中的中和殿、保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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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的殿试也是在这里举行；保和殿相当于“燕朝”，是皇帝个别会见朝臣、

处理日常朝政的场所，点状元的殿试有时也在保和殿里举行。其中最重要的

是太和殿，它是皇宫中最重要的殿堂，皇帝的登基大典必须在这里举行，太

和殿里的皇帝宝座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图 1-2-8）。

所谓“左祖右社”，是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祀祖宗的祖庙，右边是祭祀社稷

的社稷坛。中国人是一个重视祖先的民族，祭祖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历史传统，

皇帝也不例外，而且要做全国人民的表率，要把祭祖宗的祖庙建在皇宫旁边最

重要的地方。《礼记》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礼记·曲礼下》）。祭祖宗的地方比居住的地方更重要。祭社稷也是如此，“社”

是指社神——土地之神，“稷”是指稷神——五谷之神。中国古代是农业国，皇

帝必须隆重地祭祀社神和稷神，“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祭仪》）。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中，正式确定了王宫规划中“前朝后寝，左祖右

社”的制度。在今天北京故宫的布局中我们还能完整地看到“左祖右社”的痕

迹——天安门的东边是太庙（皇帝的祖庙叫“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天安门的西边是社稷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图 1-2-9）。需要注意的是，这里

图 1-2-8  故宫太和殿中的皇帝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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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左右”，是按照皇帝坐在皇

宫中坐北朝南的方位，即他的左右。

当我们站在天安门外，面朝皇宫里

的时候，左右就正好反过来了。中

国古建筑所说的“左右”都是这样

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中

国古代建筑中，或在人们的座位次

序排列中，左右关系是有着等级地

位的差别的。

“前朝后寝”“五门三朝”“左

祖右社”等一系列关于皇宫规划的

制度，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皇权意识，

用建筑来表达社会政治观念。

不仅城市规划突出政治的因

素，就连建筑群的布局规划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古代建筑的一个区

别，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西方古代建筑重单体，重立面；中国古代建筑重

群体、重平面。西方古代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不论是神庙、教堂、宫殿，

还是其他公共建筑，都是一栋一栋独立的。中国古代建筑则基本上都是群体组

合，因为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庭院，几栋建筑围合成一个庭院，

若干个庭院组成一个建筑群。在中国的古建筑中，除了一些风景名胜和园林等

地方有一些孤立的亭台楼阁作为风景点缀以外，其他的建筑基本上没有一栋是

独立的。宫殿、寺庙、园林、祠堂、书院、会馆，直到人们居住的民居、住宅，

都是庭院组合的建筑群。西方建筑注重的是单体建筑的立面造型，柱子、墙面、

屋顶的雕刻装饰等，强调的是个性；中国建筑注重的是平面布局和建筑群体的

组合，立面造型则没有很多特色，强调的是共性（社会性）。在庭院布局和建

筑群的组合方面，中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宫殿庙宇前的大庭院，宽阔的大空

间，庄严宏大的仪式场面；住宅书楼内的小庭院，狭窄的小空间，静谧安宁的

个人天地。按照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精神需要来组合建筑、布置庭院，这是中国

建筑最精彩、最具魅力的特色，我们甚至可以说庭院就代表中国建筑。

图 1-2-9  北京故宫“左祖右社”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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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庭院和建筑群绝不只是为了满足使用功能的需要，而且是有精神功

能的。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中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有领导者

和被领导者。在一个建筑群里面也是一样，有中心的建筑、主要建筑，它一定

是最高大、最宏伟的，处在建筑群的中心位置，也有附属建筑。皇宫建筑群一

定是以皇帝上朝的殿堂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在周边；佛教寺院以如来佛所在

的大雄宝殿为中心，周围环绕有观音殿、文殊殿、弥勒殿、天王殿等；道教宫

观以玉皇殿或三清殿为中心，周围分布灵官、城隍、关帝、地藏等各路神仙；

祠堂建筑以供奉祖宗牌位的正堂为中心；书院建筑以宣教的讲堂为中心；就连

老百姓的民居住宅也是以家长居住的正房为中心，儿孙下人们居住的厢房、耳

房、后房等分布于前后左右。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小社会，建筑群的布局就是

社会结构的体现，有主有次，突出中心。

三、城市制度与城市管理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城市规划的完整制度，而且代代延续，只是各朝代

有所修改变更而已，说明中国历史上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

相比，显得特别突出。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城市规划

制度的记录，是《考工记》中记载的关于古代王城规划的制度。由于《考工记》

是朝廷颁布的官书，因此可以断定中国自古就把城市规划当作是国家政治制度

的内容之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历朝历代关于城市规划，特别是都城的规划，

都是被写入了朝廷政治制度的。

《考工记》中关于王城规划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

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 1-3-1）

文中“国”即诸侯国的王城。意思是：匠人营造的王城为四方形平面，边长九里，

每一方向有三座城门；城中有九条纵向道路和九条横向道路，主要道路的宽度

是九轨（车子两个轮子之间的宽度为“一轨”）；王宫的左边是祭祖的祖庙，右

边是社稷坛，前面是朝会场所，后面是市场，市场和朝会场所各占百步见方（边

长一百步的正方形为“一夫”）。虽然在后世的城市建设史以及现存的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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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实例中，完全符合《考工记》中规定的城市规划制度的情况还没有看到，

但是受其基本思想影响的情况却比比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

“九经九纬”；一是“左祖右社”。

《考工记》规定的“九经九纬”制度，在后世城市中并没有几个是真正按

此规划的，但是采用纵向、横向道路把城市规整地划分成方格网状，却是中国

古代城市规划最主要的、延续几千年的规划方式，应该说这种规划思想最初主

要就来自于《考工记》中“九经九纬”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一种城市规划的方

法和制度叫作“里坊制”。所谓“里坊制”，就是用纵向和横向的道路将整个城

市划分成棋盘似的许多小方格，每一个方格就是一个“里”，或者一个“坊”（北

魏以前叫“里”，北魏以后叫“坊”），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街区。每个“里”

四周都有高高的围墙，每面开有一个门，叫“里门”或“坊门”。这种“里坊制”

不仅是一种城市规划方式和规划制度，更是一种城市管理制度。中国古代是农

业国，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里坊制就是配合这种政策而制定的一种

城市制度。按照里坊制的要求，里坊四周建高墙，不准沿街设商店，城内的居

  图 1-3-1  《考工记》

“匠人营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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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只能在规定的区域、规定的时间才能买到东西，这就是“市”。例如唐朝长

安城中设有“东市”和“西市”作为买卖交易的场所（图 1-2-4）。即便是有专

做买卖的“市”，也不是随时可以买到东西，必须是上午“击鼓”开市到下午“击

钲”收市之间才能进行买卖。

里坊的里门“昏而闭，五更而启”，夜晚关闭，不准出入，城中实行宵禁

（“夜禁”）。夜晚街上不准人行走，当然也不能买东西。说到“买东西”，这个

词语历史上也就是这样来的，唐长安城中有“东市”和“西市”，要买物品必

须去那里，久之人们就习惯称“买东西”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那时的城

市生活和城市面貌：笔直宽阔的大马路，纵向横向规整严谨；大路两旁是高

高的坊墙，没有商店；夜晚人们不能出门，也没有今天的电视，只有早早睡

觉，那时的人们真可谓“早睡早起”；夜晚街上实行宵禁，有军队巡逻，遇

到有晚上出门犯了“夜禁”的人则抓起来“杖罚”，史书上就有过因犯夜禁而

被“杖杀”的记载。正因为有了如此严的制度，城中才会夜不闭户、盗贼不兴，

社会治安极好。这就是当时的城市面貌，可见这种城市规划也是首先从社会

政治管理方面出发的。

里坊制在中国延续上千年，到唐朝达到顶峰，从唐朝中后期开始衰亡，

到宋朝宋仁宗庆历年间被正式取消了（参见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里坊制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商业的发展。商业发展依靠的是市场，而像里坊制

那样沿街不准开商店、夜晚不准人上街的制度显然是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

事实上，里坊制本来就是为了抑制商业发展而制定的一种城市制度，然而人

们慢慢地意识到了商业的逐渐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对生活的改善，便有

了打破里坊制、改变城市生活状况的需要，政治上的管制最终抵挡不住经

济上的诱惑。到了唐朝中晚期，政治逐渐衰弱，管理也逐渐松懈。虽然仍然

有法令禁止，但是打破里坊制的事情屡屡发生。史书记载，长安城中有些里

坊的坊门开闭不守规矩，有的清晨更鼓尚未响时就已经开了，有的夜已深了

还未关闭；里坊内不准开商店的规矩也被打破，据史书记载，有一些里坊

内开设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到了唐朝后期，更有“侵街”的现象出现。所

谓“侵街”，就是里坊内的民居店铺打破坊墙，突出到墙外的街道边，甚至

朝向街道开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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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历史上任何

一个朝代。虽然总的来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但是

仅就商业而言，宋朝的繁荣程度已远远超过唐朝。最初，宋朝统治者还是想延

续传统的里坊制，但是终究抵挡不住商业发展的要求。宋初曾经就有“侵街”

问题引发了社会的矛盾，统治者要维持封闭的里坊制坊墙，而城市居民则要打

破坊墙朝街上开商店。不断激化的矛盾让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到宋徽

宗时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以税收的方式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将“侵街”

合法化了，可以说这就是延续千年的里坊制的正式取消。过去的坊墙不见了，

代之以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客往来于市，街道车水马龙，甚至出现了通宵

达旦经营的夜市，城市商业一派繁荣。关于这种城市景象，我们能从一幅著名

的古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直观的印象。《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北宋都

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城中商业繁荣的景象（图 1-3-2）。

古代的里坊制虽然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消亡了，但是里坊制的影响却长

久地存在。在日本，里坊制的影响非常明显。那时的日本全盘学习中国。日本

古代最著名的都城——京都和奈良都是按照中国的里坊制规划建造的，尤其是

京都（古代叫“平安京”），完全就是模仿唐朝长安城规划而成，甚至连“东市”“西

图 1-3-2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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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及城市中的一些道路名称都是模仿唐长安的，例如中轴线南端的道路

叫“朱雀大路”，南边的门叫“朱雀门”（图 1-3-3）。现在，尽管里坊制已经消

图 1-3-3  日本平安京（京都）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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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多年了，但我们仍能从元大都

和明清两代的北京城中看到它

的影响。虽然元大都和明清北

京城不是严格按照里坊制的形

式来规划建造的，但是其城市

布局方式却是沿袭里坊制，纵

向横向的道路网将城市划分成

许多方格形街区。今天北京老

城区内的街道和胡同基本上仍

然保持着南北向和东西向的网

格状格局，所不同的只是借用

了里坊制的规划方式，而没有

沿用里坊制的管理制度。

在民间，里坊作为与人们的

居住、生活关系最紧密的概念，

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心中，以至

于我们今天的语言中仍然有许多

类似于“邻里”“街坊”“里弄”“坊

间”的常用词语，全都来源于

“里坊”的观念。另外，在许多

传统城市村镇中至今仍然保存着

一些里门和坊门，它们显然都是

古老的里坊制在人们观念中的遗

存（图 1-3-4、图 1-3-5）。在这里，

里门或坊门已经没有任何控制人

们出入活动的功用，纯粹只是人

们出于对自己居住生活的小区域

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而建造的一种

标志了。

图 1-3-4  湖南长沙九如里里门

图 1-3-5  福州三坊七巷文儒坊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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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上的“形象工程”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性因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建筑的形象来表现

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以建造宏伟的建筑来展现自己的经济

实力、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人们谓之“形象工程”，殊不知在中国古代很早就

有了这种“形象工程”。

在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商、周、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代，统治阶层

中流行建造高台建筑。殷商有鹿台，周代有灵台，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建高台成

风，楚国的章华台、魏国的文台、赵国的丛台、韩国的鸿台等都是历史上著名

的高台。后来秦朝的咸阳宫、阿房宫，汉朝的长乐宫、未央宫等实际上也都是

高台建筑，直到东汉曹魏时期还有过著名的铜雀台，此后高台建筑才逐渐减少、

消失。

历代统治阶层对建造高台建筑投入如此高的热情，都是为了一点——用以

夸耀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所谓“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以至于互相攀比、

推波助澜之风大盛。汉朝张衡的《东京赋》中说：“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

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互相攀比竞相建

筑高台的事例比比皆是。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了楚国章华台的情景：“水东

入离湖……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水经注·沔水》）东汉

文学家边让在《章华赋》中写道：“穷土木之技，殚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

乃成。”举国家之财力、物力营建高台，穷极豪奢。

《说苑》中记载：“晋灵公造九层台，费用千亿，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斩！’”

（《说苑·佚文辑》）可见其劳民伤财，极尽奢靡，还不准人提意见。

《韩诗外传》中记载：“齐景公使人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顾使者曰：‘齐

有台若此者乎？’”（《韩诗外传·卷八》）楚王建造了极其宏伟华丽的九重之台，

邀请齐景公的使者登台观赏，还以挑衅的口气问：“齐国有像这样的台吗？”

春秋战国是建造高台建筑的一个高峰，到秦汉时期，逐渐以大型宫殿建筑

群取代单独的高台，但是这时期的宫殿建筑也还是建在高台之上的。秦都咸阳

的大量宫殿建筑群之间都有“阁道”相连。所谓“阁道”就是高架于空中的走廊，

宫殿与宫殿之间用阁道连接起来，说明这些宫殿都是建在高高的台基之上的。



029第一章　中国政治与中国建筑

中国古代建造“形象工程”的第一人当推秦始皇。秦始皇是一位好大喜功

的皇帝，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在征讨六国的战争中“徙天下豪富

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

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史记·秦

始皇本纪》）咸阳城中宫殿之多难以计数。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项羽攻入

咸阳，放火烧毁秦皇宫，大火三月不灭，足见其宫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

除了咸阳都城中的宫殿以外，周边地区也大兴土木，建造离宫。从史书中

能看到的建于咸阳周边的秦朝离宫就有兴乐宫、信宫、章台宫、上林苑、兰池

宫、望夷宫、长杨宫、梁山宫、甘泉宫、蕲年宫等。关外还有很多离宫则难以

考证，因为有些外地的离宫名不见经传，最远的建在了渤海之滨。

秦始皇的“形象工程”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三大工程——阿房宫、骊山陵

和长城。阿房宫究竟有多大的规模，豪华到什么程度？今天已无从考证。由于

史书记载并不详细，仅从人们的口头传说和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来看，阿房

宫是一座空前宏伟、举世无双的宫殿建筑群。相传秦朝末年项羽攻进咸阳时放

火将其烧毁，然而时至今日，在阿房宫遗址上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完全

没有焚烧的痕迹，证明这里根本没有被烧过。从考古的事实推论，直到秦朝灭

亡的时候阿房宫还没有建成。现在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的只有阿房宫前殿，这

仅仅是阿房宫中的一座殿堂，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阿房宫前殿的规模是“东

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考古结果也证实了司

马迁的记载，现存阿房宫遗址内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残高仍有 8 米

左右，经探测实际长度为 1320 米，宽 420 米。这大概就是《史记》中所说的“东

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骊山陵是秦始皇的陵墓，陵墓主体是一个三层方形夯土台，东西宽 345 米，

南北长 350 米，现存残高 87 米。它有内外两层围墙环绕，内墙长 2.5 公里，外

垣长 6.3 公里，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陵墓。秦始皇陵内部的情况，两千多年来

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也是文学作品中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用了 70

多万刑徒，干了 10 年才得以建成，其工程之浩大，内部之奢侈程度，让人们

浮想联翩。今天，我们为了保护的需要而没有发掘它，所以不能确切地知道陵

墓内部的情况。但司马迁《史记》中也有一段关于秦始皇陵内部情况的记述：“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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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

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

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陵墓地宫顶部做成半球形穹隆，镶嵌珠宝，像日月星辰；地面开挖沟渠，灌注水银，

像江河大地。用东海鱼油点长明灯。所有这些做法无非就是一种象征，即秦始皇

是天地之间永久的统治者。秦陵内的情形是否真如司马迁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目

前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近年来考古学界用科学仪器对秦陵封

土堆进行探测，发现封土堆中汞（水银）的含量高于周边土壤中几百倍，证明

陵墓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水银。此外，另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

的发掘。轰动世界、被称为“世界古代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还只是陵墓的

陪葬坑，按一般道理，陵墓主体中一定有比陪葬坑更加壮观的场面。

秦始皇三大工程中的另一项，就是著名的长城。长城之宏伟、建造工程之

浩大，已经是人尽皆知，无须更多描述。仅就它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就已经

是一个历史奇迹。长城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始终被人感叹，被文学作品所描

绘。著名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被人们熟知，可事实上“孟姜女千里寻夫”

的故事跟秦始皇修长城毫无关系，甚至连孟姜女本人都不是秦朝的人。史籍中

关于孟姜女的故事版本众多，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由来都各不相同。但是

因为秦始皇修长城工程过于浩大，劳民伤财，使人民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历

代人民就借“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来表达对统治者的怨恨。

秦王朝维持的时间不长，从公元前 221 年统一六国，到公元前 209 年灭亡，

仅有 13 年。一个这么强大的帝国，能够灭六国，统一天下，然而仅维持了十

多年的统治。其中原因与不顾国力民力大兴土木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秦朝是

因为“建筑”而亡国的。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的任何一项工程都是宏大无比，

动辄几十万人，耗费十几年、几十年的工夫。秦朝没有户籍记载，到了繁荣的

汉武帝时代，根据户口统计是全国两千万人，秦朝大约与此相当。那个时代生

产力水平低下，要好几个人才能供养起一个不生产的人。全国总人口才两千万

人，一项工程就动用几十万人，还有那么多的军队要养着。国家和人民怎么负

担得起？怎么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所以当陈胜、吴广起义一爆发，全国

各地群起响应，空前强大的秦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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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因建筑而亡国了，而紧接着的汉朝却又有一段关于建筑的故事耐人寻

味……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但是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

义军没有统一的首领，互相征战、兼并，最后由刘邦夺得天下，建立了汉朝。

这时国家已经是极度贫困，民不聊生。有史书描述当时国家的穷困状态，朝廷

官吏出巡甚至连马车都没有，只能坐牛车。汉高祖刘邦来自底层，深知民间疾苦，

约法三章，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刘邦亲率军队四处征战，平定天下，委托

他的谋士萧何在长安建设都城。《汉书·高帝纪》中记载：“二月至长安，萧何

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

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子以四

海为家，非令壮丽亡（无）以重威，且亡（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悦），

自栎阳徙都长安。”刘邦在外征战，回到长安看到萧何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宏

伟壮丽的宫殿建筑，责问他为何“治宫室过度”，而萧何关于“天子以四海为家，

非令壮丽之（无）以重威”的回答令刘邦无言以对，并且很高兴地接受了建议。

于是就在秦朝亡国后不久，汉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兴土木，只是稍有收敛，

没有了秦朝那样过度的奢华。汉朝宫殿之壮丽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有长乐宫、

未央宫、桂宫、建章宫等。皇宫中还建有园林，未央宫有沧池，建章宫有太液池。

著名的皇家苑囿上林苑，围墙周长四百多里，苑内放养野生动物，开挖昆明池，

长四十里。从出土的汉朝宫殿建筑的瓦当尺寸就可以想象当年殿宇之宏伟，所

谓“秦砖汉瓦”，确实名不虚传（图 1-4-1）。

图 1-4-1  汉朝“长乐未央”

瓦当（左）与现在琉璃瓦当

（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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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亡国的教训而有志于节俭，但是萧何的名言“非

壮丽无以重威”却明确地道出了国家建筑形象的政治意义，令人无法抗拒。自此，

这一观点也就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穷尽财力建造宏伟宫殿建筑的思想基础。而且

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就是所谓的“形象工程”。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建造

豪华办公楼，并不是实际使用功能上的需要，实际上仍然是为了表达“非壮丽

无以重威”的思想。

五、礼仪制度与建筑礼制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政治因素最集中的体现是等级礼制。礼制是中国古代一

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礼制绝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礼”也绝不只是我们平常

说的“文明礼貌”，而是贯穿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一种行为规范。“礼”所

涉及的范围包括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礼仪交往、文化教育、艺术

审美、家族关系，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所有细节方面。中

国古代强调以礼治国，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社会规范都按照“礼”的原

则来制定，所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以礼治国的思想原则是周朝确定的，周朝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叫《周

礼》。《周礼》是统一国家的时代符合中国宗法家长制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的一

种治国方式，然而在春秋战国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周礼》显然不合时宜，

于是各诸侯国都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决定治国的思想和制度。当时有很多思想

家、哲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形成了很多哲学流派，包括儒家、道家、

法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诸子百家”，

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本国的实际情况，

决定采用哪一种思想来治理国家。大家都希望富国强兵，争霸天下，而提倡谦

虚礼让的《周礼》和符合于《周礼》精神的儒家当然不被人们重视，周朝以来

形成的以礼治国的局面，至此已经是“礼崩乐坏”，一片混乱。儒家的代表人

物孔子为了恢复《周礼》而奔走呼号，却处处碰壁，不受欢迎，用他自己的话

形容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秦朝统一天下后，仍然没有恢复《周礼》，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