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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回顾

第一节、秦都咸阳的城市建设

1、营建背景

1）、时代背景

（1）、处在无序向有序的转型时期

（2）、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



2）、城市背景

（1）、秦都咸阳是战国时期秦国国都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2）、独特的地理环境



2、营建特点

秦咸阳城打破了传统的

集中封闭形制的约束，

扬弃了旧有的城廓配置

观念，秦咸阳并非仅仅

是一个城池，而是一个

城市综合区。 

3、形成原因

。主观因素 

。时间因素

。自然因素 



3、秦咸阳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的意义

  秦咸阳的建设，开创了封建社会京城京畿有机结合的规

划体制，或者说是京城的区域规划体制。



第二节、汉长安的城市建设

1、营建背景

1）、“揽秦制，跨周法”的营建思想

2）、选址背景

3）、逐步营建，非统一规划 



2、汉长安城的区域规划思想

1）、汉沿袭了秦的京

城区域规划体制，及京

城与京畿有机结合的规

划体制 



（1）、秦时将京畿称为“内史”，统领关中之地，汉武帝时将

其分为京兆伊、左凤翔、右扶风三部，称为“三辅”。 

（2）、汉长安城区域规划的总体构架就是“八水”，



2）、京畿同京城互为依托，京城的繁荣稳定，是京

畿地区郊县经济发展的前提，京城在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等各方面起着组织整个区域的主导作

用，而广阔的的三辅地区则是长安城是赖以生存

的坚强后盾，而这些郊县又作为一道屏障保证了

京城的安全。 



2、汉长安城的区域规划思想

3）、三辅地区的构成：

            三辅地区由京城、陵邑、郊县、上林苑组成 

郊县

经济性郊县：

郑县、夏县、雍县、漆县

一般性郊县

：2－3万人，从京城至郊

区，人口密度递减



3、汉长安城区域规划的特点

1）、由概念性的城市群组合，演进而为实

体城市组合。

2）、革新区域宏观规划，协调区域内各级城

市经济和政治的分工配合，进一步强化

京城和京畿相结合的规划体制。

3）、扩大渭南离宫范围，发展渭北陵邑及

重点郊县的工商业基地，从区域层级

进行功能分区。 



4、汉长安城的总体布局

1）、形制与规模

2）、汉长安的城市分区

宫廷区

市

居住区

手工业区

礼制建筑区



第三节、中国古代经学与《考工记》

一、中国古代经学

1、“经学”是注经式学术

2、“经学”所谓的“经”专指一部分儒家典籍

3、“经学”是官方学术



二、《周礼》与《考工记》

1、《周礼》原名《周官》

      十三经之一，是一部讲述政治制度的书

2、《周官》

● 天官冢宰 ●  地官司徒 ●  春官宗伯 

● 夏官司马 ●  秋官司寇 ●  冬官司空

3、《周礼。冬官。考工记》

三、《考工记》性质及其成书地点和时代问题



四、《考工记》中有关城市布局的阐述

●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

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

以轨。庙门容大局七个，闱门容小局叁个，路门不容乘车

之五个，应门二辙叁个。 
●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蔫。九分

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 



五、《考工记》营国制度的基本内容

●  城邑建设体制 

●  礼制营建制度 

●  城邑规划制度



●  城邑建设体制 

●  礼制营建制度 

●  城邑规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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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背景

2）、处在军阀混战的时期

1）、处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历史上

的一个思想、观念发生变革的

时期 

四、曹魏邺城的城市建设



2、曹魏邺城的布局特点



3、曹魏邺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重大意义

        严格的功能分区，改变了此前宫室与闾里杂

处的局面，从多个宫室，变成了单一宫室，实现了

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采用了城廓之制，城市平面方正整齐，以宫城

内正殿引出的主轴线，采用轴线对称的手法进行城

市布局，使城市主次分明，结构清晰。 



五、南朝建康的城市建设

2、布局特点

1、建设背景



六、北魏洛阳的城市建设

1、建设背景



2、城市特点



七、隋唐都城的城市建设

1、长安城的建设背景

1）、A.D 581－A.D618   隋

A.D 618－A.D907   唐

2）、全国又一次得到了统一



2、长安城的建设特征

1）、城市平面轮廓方

整，呈现棋盘式路

网格局 



2、长安城的建设特征

2）、宫城居中

及对称布局



2、长安城的建设特征

3）、严格的里坊与

市肆制度



3、长安城的影响下的都城建设

1）、东都洛阳城

2）、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





八、北宋东京汴梁的城市建设

1、东京汴梁在中

国城市建设史

中的地位

2、后周世宗有关城市建设的诏书

3、东京汴梁的建设特点



九、明朝都城建设

1、时代背景

2、南京城的布局特点



3、明中都城市概况

1）、封建社会的

都城建设此时已逐

渐成熟，为南北两

座都城建设的蓝本



3、明中都城市概况

2）、讲究风水、

追求礼制等级的营

建



十、元后北京的城市建设

1、城市变迁概况

AD  916－AD1125     辽

AD1115－AD1234     金

AD1271－AD1368     元（大蒙古）



2、城市建设概况

1）、金中都的城市建设特点

2）、元大都的城市建设概况



3、清北京城建设

1)、时代背景

2)、明清北京城的布局特点



4、金中都、元大都、明中都、明南京、明清北京城的发展与变化



4、金中都、元大都、明中都、明南京、明清北京城的发展与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