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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都城城址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谢雪宁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土木工程系, 天津 300384)

摘要: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古都是一个特殊的城市群体。古都的兴建与发

展除了具有一般城市的特点之外, 还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拟从西安和北京作为都城时, 影

响其选址的因素方面进行探讨。通过分析可知: 古都选址是综合地理自然环境、地理地势、

气候条件以及其作为都城的政治意义来考虑的。但从最本质上来说, 其政治意义最终决定了

都城的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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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factors about the site selection of ancient capital

XIE Xue-ning

( Department of Civil Eng ineering, Tianjin Institute of Urban Construction,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c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ancient capitals are the especial

group of cit ies. The site select ion of the ancient capital is not only the same to general cities but also has

itself peculiar point . This paper talks about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site selecting by taking examples of

the site selection of Xi� an and Beijing. Then we know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ite select ing in-

clud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terrain, climate conditions, and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be-

ing capital, but the last one is the essent ial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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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 1]
教授对于古

都是这样定义的: 广义的古都是凡作为王朝或政

权的都城都包括在内, 狭义的古都只是指作为重

点保护和研究对象的都城而言。西安作为中国早

期的知名古都, 大致上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即丰、

镐期, 咸阳期,西汉长安期,隋、唐长安期。在长达

千年左右的时间内,西安地区先后有 12个王朝在

这一带建都
[ 2]
。北京地区虽然早在周朝时期就已

经是地方诸侯国的都城, 但是其作为真正意义上

的国都是1267年忽必烈于中都北郊外修建大都开

始的, 此后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古都。陈桥驿
[ 3]

在�中国的古都研究�中也曾指出: � 西安是中华帝
国早期最大的古都, 而北京是中华帝国晚期最大

的古都�。因此通过对于古都西安与北京的都城
选址问题的研究,考虑影响都城选址的主要因素,

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

1古代城市的产生与选址原则

邵凤芝
[ 4]
在�试论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诞

生�中详细论述了人类早期城市产生的条件, 诸

如:定居生活的确定、劳动分工、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财富的集中。张学海
[ 5]
先生也认为作为原始

城市必须具备如下要素: 首先存在政治权利和行

政管理中心,其次存在手工业阶层, 最后是人口相

对集中。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

切相关的。早期城市是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之

后建立的,城市是劳动生产不断分工之后的产物。

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实践, 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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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选址的基本观点。

据史料记载在仰韶、龙山时代, 人们已经开始

注重对城的具体位置与周围地理环境进行有意识

的选择。诸如, 城址须在高台之上, 需要临近自然

水源,其周围有一定范围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

或小盆地
[ 6]
。及至先秦时期人们已经非常重视城

市的选址问题, 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关

于城市选址的一些基本观点。先秦时关于城市选

址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择中�思想、

�形胜�思想、因地制宜的实用思想 [ 7]
。程骏、马正

林
[ 8]
在�中国城市的选址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中

论述了关于古代城市选址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

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 水源丰富、地

形高低适中、气候温和, 物产丰盈。在封建时代,

城市的选址除了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之外还

受到当时的风水理论的影响。风水理论是将自然

生态环境、人为环境及景观的视觉环境等做了统

一的考虑, 对传统住宅、村镇、城市的选址及规划

设计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发挥过正面的作

用
[ 9]
。风水理论也是影响古代城市选址规划的一

个重要方面。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 城市的选址在

自然因素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 早期的城市一般

都是在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平原地区产生的。

城市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产物, 最初的城市在此建

立也正是得益于当地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古代

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农业的发

展,良好的地理自然条件造就了当地�物产丰富�、
�天府�的美称, 因而最初的城市也就修建在此。

结合当时的风水理论, 于是最初的城市就诞生在

自然环境良好、生态环境优越之地, 形成�依山傍

水�的城市格局。

2古代都城的形成条件及建都原则

都城是人类社会踏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是人

类社会物质生产水平获得较大提高后的产物。中

国古代都城既是当时相关朝代的政治、军事中心,

又是那时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中心, 是中华民族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象征
[ 2]
。成

为都城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须有宗庙先君之主、住

有国君、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具有宫室和其他相

关建筑、已有朝见礼仪
[ 10]
。

古代都城所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职能是其作为

政治中心的政治职能作用。古都作为全国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政治意义是首位的,

其他的古代城市虽然或多或少的是当地的军事中

心、经济中心或是文化中心,但是只有国都才具备

政治中心的职能。古都的政治中心职能也是伴随

着王朝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和重视的。

关于建都的原则问题, 一些专家学者都曾有

过专门论述。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在�大国都�一

书中提出了建都的三个条件: ( 1)叉路口, 意指交

通便利之地。( 2)谷仓, 意指都城附近地区粮食及

其他物资供应能满足都城平时和战时所需。( 3)

要塞, 意指交通地理形势好, 便于防守, 以利安

全
[ 11]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则认为: 选

择都城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三方面的

条件来考虑的
[12]
。经济条件方面要求都城附近须

有一片富饶的地区, 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

的物质需要。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制

内,又利于御外。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

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 道里

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如若地理

位置并不居中, 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

向四方 � 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 则

不居中也就等同于居中。

古都的选址最主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王朝

统治的安全。不管是良好的交通条件, 还是作为

要塞的要求, 都是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古都作

为政治中心的同时虽然也是军事中心、经济、文化

中心, 但是其最本质的作用就是作为政治中心的

职能。军事中心是从安全方面进行考虑, 同时也

就是为了维护其作为政治中心的职能。古都作为

经济中心的职能, 也是因为其是政治中心。为了

王朝的安定, 都城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就必须得

到满足,逐渐使得古都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考

察中国古代的历史,凡是在农业生产力不足之时,

往往也是王朝末期动乱之时。因此王朝选址之初

一般也会选在土地肥沃之地, 用以维系王朝发展

所需的物质资料, 进而保证王朝统治的安全。因

此,影响古都选址的因素从表面看来是自然因素

和地势因素,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古都选址所需要

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维系其作为政治中心的

职能。

3西安与北京作为古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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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地理自然因素的作用

首先, 西安和北京的地理环境都很优越。以

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 自古以来号称�关
中�。在关中平原上较大的河流有渭、洛、泾三水,

古代三水支流很多, 又有许多的泽薮、湖泊相调

节,使这片黄土更加适于农作物生长, 而且很肥

沃
[ 13]
。正是得益于关中地区良好的地理环境使得

本地区自古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区, 且在人类

发展的早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部, 整体地势为西北

高东南低。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 西部的永定河

和拒马河贯穿北京小平原境内。北京小平原左环

沧海, 右拥太行, 北枕居庸, 南襟河济, 自古就有

�天府之国�之称。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的顺义

区,地处燕山南麓, 华北大平原的边缘, 区内村镇

密布、交通便利, 水丰土沃、气候温和,素有�京郊

粮仓�之称。

其次, 两地的地形地势都很有利。以西安为

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 东有函谷关, 西有大散关,

南有武关。其南部的终南山横亘百里, 成为西安

南部天然的屏障;其支脉骊山、翠华山、南台山、圭

峰山等,山势险峻自古就有�四塞之国�的美称 [ 2]
。

北京位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三

大地理单元的交接处, 其西、北、东北三面群山环

峙,地势高耸, 只有南面开口, 面向广阔的华北大

平原。古代, 其南面一带, 水网稠密, 又多湖沼淀

泊,也成为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的天然

屏蔽
[ 14]
。�日下旧闻考�中也曾经这样评论过北京

地区的地理形势: �幽州之地, 左环沧海, 右拥太

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 �绵亘千里,重关峻口�,

�独开南面,以朝万国� [ 15]
。

西安和北京在军事上都极具地形优势, 进可

攻退可守,是王朝统治的安全屏障。

最后, 交通情况都很便利。关中虽然有�四

塞�之国美称,但四围山地中仍有不少孔道、关隘

可与邻近地区相互往来。秦、西汉时期的陆路交

通网是以京师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四外延伸, 形成

以京师为中心西行达西域诸国, 北行至今天的内

蒙古后套地区, 东行达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 东南

至今天的广州市, 西南可到成都。由此可知当时

的关中地区交通四通八达, 辐射周边,带动周边与

京师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16]
。关中平原的渭水道

包括陆路、渭水水路和潜渠三部分组成, 它东出函

谷关,西越陇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经济发达

地区的漕粮和其他商品主要是通过它来运抵长

安
[ 17]
。

水运历来被认为是比较经济的一种运输方

式,尤其是运输大宗货物的时候。北京处于京杭

大运河的起点, 可以在不卸船转装的情况下直接

将南方的赋税运抵北京
[ 18]
。北京与当时南方的经

济中心 � 江南相距约 2 000km 之遥, 为了维护北

方的政治中心职能,除了依靠北方本地的生产、生

活资料之外仍需将南方的赋税源源不断运往京师

北京。元朝时期郭守敬根据地势特点, 自大都西

北(今凤凰山麓)的白浮泉引水, 修渠穿过大都城

中, 下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今北运河) ,接济了江

河水量,从此运河畅通, 使满载粮食与货物的漕船

自江南能直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中
[ 14]
。朝廷通过

修筑四通八达的驿道, 开凿、延伸和维护运河, 从

而形成了�八方辐辏�的交通格局, 把大量生产生

活资料从江南地区配置到北京。

3. 2政治意义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决定定都之际, 娄敬论及

西汉时期关中地区之地理形势, 与西汉建国时之

政治斗争形势进行分析后向刘邦提议建都关中,

指出刘邦是起自布衣, 以力战取天下, 人心未必尽

附,因此选择国都不能不考虑地理形势。从西汉

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关系看, 当时对之威胁最大

的乃是西北方面的匈奴。因而保卫西北边境, 抵

御匈奴袭扰, 就成为西汉统治者面临的生死攸关

的大问题
[19]
。因而西汉统治者综合考虑当时的内

地潜在割据势力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 为了王

朝的政治安定,决定定都关中。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

的交界处。周朝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 燕

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朝统一全国后, 修建了

万里长城, �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元清两代

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 北京的位置处于农牧交

错带上,从辽金时起就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

化融合的枢纽。并且北京背靠游牧民族政权的发

源地, 在统治阶层心理上能够产生较强的安全感

与归属感
[18]
。

由此可见, 通过定都北京, 元、清的统治者实

现了对原初民族地域的超越, 改变了原初的游牧

民族的特征, 拉近了它与中原封建文明空间的距

离。北京最终可以成为元、清的都城, 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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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都城的政治意义。一方面, 定都北京可

以向南方发动进攻, 同时又可以向北方退守, 回到

其原来的统治区域; 另一方面, 定都北京, 同时也

是与中原封建文明融合的过程, 通过定都北京北

方游牧民族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 通过对中原文

化的学习与融合增强了对于整个王朝的统治。

4结语

古都选址的影响因素在历史发展初期受地理

地势、气候条件的影响因素较大, 但是在历史发展

的后期却是由其政治意义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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