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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东京人工水系看“天人合一”

孙盛楠，田国行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人工水系是北宋东京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对北宋东京城的水系建设进行传统文

化溯源，从儒家、道家和禅宗三个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多种内涵对水系营建的影

响。在水系营建过程中体现的尊重自然、趋利避害的设计方法论，人与自然相感应的艺术创作

思维和以御沟、大方池一水心殿为代表的理水文化符号对当今的城市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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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philosophical

thought by view of artificial fiver system in Dongj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SUN Sheng—nan，TIAN Guo—xing

(College of Forestry，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nan 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The artificial water systems is one of important contents of Dongjing capital construc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article carrie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racing to the capital Dongjing

§water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t the view of three angle explanation in-

cluding the Confucianism，Taoism and the zen，philosophic thinking—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

ture，the influence of many kinds of connotations on building the water system were discussed．The

design methodolog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fiver system，which manifested the respect nature，

made use of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avoided unfavorable conditions，were shown．The artistic crea—

tion thought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nature and the imperial palace moat，the natural pond—

middle of the water palace still had the model significance as representative principle water cuhure

mark to the urban construction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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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公元960年，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

周政权后仍选择东京开封作为北宋国都。很多研

究者认为定都开封先天条件不足，甚至在北宋开宝

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开国皇帝赵匡胤西巡洛阳

时还曾提出迁都洛阳的想法。尽管从地势上看，北

宋东京不如长安和洛阳险固，地势起伏不大，仅在

城外分布有一些如、堆、坡等微型起伏地形，易攻难

守，是古时的四战之地。但四周水资源丰富的东京

城历经隋唐和五代的建设在北宋定都时已建成了

宋太祖称为三条玉带的汴河、蔡河和五丈河一分别

连接东南江淮和京城东部广大地区的漕运要道、罗

城城濠和少量人工池沼，宫城、罗城两层城墙构成

了都城框架。当时的开封已初步具有国都的气象

和格局。水陆交通便捷的东京城在被定为国都后，

历经北宋长达167年的建设，最终成为世界东方人

口逾百万，“八荒争凑，万国咸通”¨1的大都市，北

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直观展示了北

宋东京城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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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东京水系概述

北宋东京城外自然河湖众多，不但有黄河、济

水、汝水、京水、洧水、颖水、涡水、溪水等河流环

绕，在西北、东南和东北方向还分布着圃田泽、孟

诸泽和蓬泽等三个较大的天然湖泊旧J。丰富的水

资源为东京城市人工水系的营建提供较好的物质

基础。北宋定都东京期间，开挖了城市河渠金水

河、外城城壕、253条里坊沟渠、水军教习用的讲武

池以及遍布东京城的官私园林中的人工池沼，构

建了布局更丰富、层次更多样、连通性更强的北宋

东京城人工水系系统。逐渐形成了北宋东京城由

四座人工河渠一汴河、五丈河、蔡河和金水河、内

外城城壕、教习水军的讲武池、城市官私园林内的

池沼和城市沟渠构成的人工水系系统。

2传统文化影响因素

北宋东京城人工系统是北宋统治者基于北宋

东京城的自然条件和历代营建作用下形成的基础

现状在原地进行都城扩建、改建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和禅宗都影响了北宋

东京人工水系的建设。

2．1儒家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加上董仲舒

倡导将“天人感应论”与“君权神授”相结合，使儒

家学说更有利于皇权的统治，代表儒家正统礼制

观念的“周礼考工记”备受推崇【3 J。北宋东京城在

自然发展成不规则形态的汴州城的原址上不断扩

建、改建而成，五代和北宋的封建帝王们在营建都

城时不免受到儒家正统礼制的影响。北宋东京城

御街上的御沟可溯源至唐长安御街上御沟，古代

帝王在都城营建“天京”以彰显“君权神授”，秦咸

阳城中“渭水贯都，以象天河”L41的理水手法是引

金水河贯东京皇城做法的原型。而大内御苑后苑

中灵沼与周文王时期开挖的灵沼密切相关，表征

正统统治地位不言而喻。

引金水河贯皇城：太祖建隆二年春，将源自祝

龙泉的京水从荥阳黄堆山上引下，经过中牟从东

京城西人城，“架其水横绝于汴(汴河)，设斗门，人

浚沟，通城濠，东汇于五丈河，公私利焉。””1尽管

此次开凿金水河引入东京城已达到公私便利的结

果，但在四年之后的“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又

引(金水河)贯皇城，历后苑，内廷池沼，水皆至

焉。”¨o明人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点明“帝王阙

内置金水河，表天河银汉之义也，自周有之”[6]。

点明了引金水河贯宋东京皇城是用金水河象征天

上的“银河”，其实早在秦咸阳城就有“渭水贯都，

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H1。而作为北宋

东京城宫殿区建设原型的隋唐洛阳城“北据邝

山，南直伊网之VI，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1。

御沟：因“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L5 J

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分遣入内内侍八人

督京城内外坊里开溶沟渠”怕1，至天圣四年(1026

年)，开封府言：“新、旧城为沟注河中，凡二百五十

三。”【81东京城内坊里分布的253条沟渠应直接与

四条河渠相通，“凡沟渠上广一丈，则底广八尺，其

深四尺，地形高处或至五六尺，以此为率””1的沟

渠是北宋东京城人工水系中的最小单元。

东京城内的御沟是指从宣德楼一直南去的坊

巷御街上不得人马行往的中心御道旁砖石甏砌御

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杏。杂

花相间，望之如绣。”u1在御沟内种植莲荷，并在沟

岸近旁种植桃李杏树，形成了东京城内独特的主

干道景观。御街又称“天街”，是皇宫外部展示皇

权的重要场所。李合群在“北宋东京布局研究”中

的考证认为玉津桥南存在御沟的可能性不大，那

么，始于宣德楼经州桥止于玉津桥的御沟联通汴

河与蔡河，是东京城内沟渠的特例，因其位于皇家

空间而被赋予彰显皇权的功用，砌筑御沟的砖石

和独具特色的植物种植是着力彰显皇权的表现。

灵沼：《和刘原父从幸后苑观稻呈讲筵诸公》

中的“分渠自灵沼，种稻满浇田”一1确认了大内御

苑后苑中存在灵沼。而宋祁的“代赋后苑赏花钓

鱼”中有“黄图包汉志，灵沼象周家”一1确认了后

苑的灵沼的原型就是周文王在丰都城郊建的灵

沼，周文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中央之

神一黄帝的后代，北宋皇帝试图用大内御苑中的

灵沼表征其皇权统治的正统性。

2．2道教

从中国古代整个宗教发展史上看，宋代僧尼

超过前代，道教更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东京道

教宫观修建的质量，远超寺院之上[10|。作为中国

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逐

渐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源于道教的阴阳

五行思想也随之广泛传播，其对东京人工水系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四条河渠的整体布局、吉位排水

VI的设置、外城濠的开挖和皇家园林的大方池一
水心殿模式等四个方面。

四条河渠的整体布局：北宋东京城选址在一

马平川之地，无险可守，是我国平原古都的唯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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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u多被认为风水不佳，颜廷真运用平洋风水

格局理论解读北宋东京城整体水系布局，认为其

是运用风水理论的经典之作。“从大的地貌单元

看，东京城北以黄河为玄武，其他三面为汴河，五

丈河、蔡河、惠民河、金水河等河流围绕”【12]。

排水口吉位的选则：《易经》写有“巽为风，巽

为人”【l 3|，故水121(入口)以居东南为吉，否则凶。

北宋东京城的水口所在的东南隅地势偏低，水流

东南走向为顺水口，也是人口。在伏羲／k圭t"中属

于巽位(东南位)之所在。李合群¨41和颜廷真112
J

均认为北宋东京汴河和蔡河皆为东南向的出水口

受到周易的影响，符合吉位排水的观念。基于朱

育帆先生对艮岳的研究，它的主要水系虽然从艮

岳主山西侧引入到山前，但其在山北景龙江处的

引水口却在较为偏东的位置，园内水流方向为先

自东向西，转而向南，再向东、南¨5I。艮岳的引水

口和出水口的位置均设在东方和东南方，是吉位

水口设置在园林理水中的实例。

城壕：北宋东京城的城濠分为内城城壕和外

城城濠，周宝珠考证认为：北宋东京内城有护城

濠，但由于里城南濠缺乏记载，还不能确定内城濠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形城濠¨0|。宋廷十分重视

外城城壕的开挖与疏浚，在元丰五年(1082年)十

二月，宋廷下诏：“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开阔五十

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

止”旧J。到北宋末年，外城濠护龙河，“阔十余丈。

濠之内外。皆植杨柳。”¨1形成了环线。

邓烨和李合群根据“说郛”中记载的神宗元丰

时期，李士京在按照规划图纸开挖外城城濠时，

“来山乾良，例皆发掘，将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

家尤有避忌，况天子巨大之君乎”，和《九朝编年备

要》内直到北宋末年，这一区域仍“壕水浅小，绝难

保守”的记录，认为在开挖东京外城城濠时，由于

避讳八卦中的震地而在实施过程中做了方位的

避让E161。

皇家园林中的大方池一水心殿模式：水心殿

和方池是两个在梳理北宋东京皇家园林的池沼资

料的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诸如后苑、玉津

园、瑞圣苑、金明池等皇家园林中都有涉及水心殿

的记录，而瑞圣苑的方塘、琼林苑的方池、艮岳中

的大方沼和金明池都说明方池是北宋皇家园林中

一种常见的理水方式。由于其他皇家园苑的池沼

较少有具像描述，唯一具有直观形象描述的金明

池就具有分析、研究的必要。张择端的名画“金明

池争标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都描绘了北

宋东京皇家御苑金明池开池时的盛大场面，也互

为印证地确认了金明池广阔、方整的水面以及池

中心处水心五殿的平面布局形式。

鲍沁星依据韩国学者提出的与宋代同时的朝

鲜半岛高丽时代(877—943年)的园林可能受到

宋朝的影响的论断将韩国的景福宫内，庆会楼的

香远池与金明池对照认为两者在水池形状、桥梁

和岛屿的构成布局等都很相似【17 J。又依据韩向

真在其博士论文“中韩末代皇家园林”中对韩国皇

家园林的解读认为北宋皇家园林中的方形、规则

形水池现象受到道教和风水术的影响。而我认为

其推导过程有所跳跃，根据韩向真在其论文中的

表述可确认方池中湖心岛的存在，韩向真的论证

仅证明大方池湖心岛模式受道教阴阳思想影响，

“此中方池塘的形态象征地，即象征阴，而池塘内

的圆形岛象征天，即象征阳。从而方形池塘中筑

圆形岛是在显示阴阳结合能生成万物的三才思

想，这是以古代阴阳思想为基础而发展的，，意味

着宇宙的三个根源一天、地、人。天、地、人有着不

可分割的缘，构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引。

2．3禅宗

宋代禅宗的兴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

至广，禅宗教义着重于现实的内心自我解脱，经常

用山水花木等大自然景物和景象来比拟禅境，启

发悟性。在佛僧看来，自然之境与禅境并无二致，

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

若”，“翠竹黄花皆佛性，白云流水是禅心”¨9|。融

灵性与佛性为一体的自然山水便成为禅僧和士大

夫修身养性的理想场所，而北宋东京地处平原，四

周无自然山林，无法在自然山林中修养参悟的文

人在东京城中建造了大量园林，“大抵都城左近，

皆是园圃”¨J，东京城的园林为方便从河渠引水

多靠近河渠分布，而理水也成为园林营建“自然禅

境”的重点。

艮岳是我国著名的大型人工山水园，它把大

自然环境和各地的山水风景加以高度的概况、提

炼、典型化而缩移摹写，在园中形成的一套完整水

系几乎包罗了内陆天然水体的全部形态，河、湖、

沼、游、溪、瀑、潭均有体现。景物真实自然，是对

真实山水的成功摹拟¨9|。徽宗《艮岳记》中的“徐

步一到，不知崇高富贵之荣，而腾山赴壑，穷深探

险，绿叶朱苞，华阁飞升，玩心惬志，与神合契，遂

忘尘俗之缤纷，而飘然有凌云之志，终可乐也。”点

出了艮岳“放怀适情，游心赏玩”的功用，用自然形

态的水体“涤荡”人世纷扰、体悟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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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人合一"的多种解读

道家、儒家和禅宗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基石。儒家的“君权神授”、道教“阴阳五行”和

禅宗的“自然禅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北宋东京城人

工水系营建体现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多种

内涵。

“中国古代从畏惧自然、崇敬自然到形成尊重

自然，到形成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哲学观，由于道家

学说的阐述而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佛教传人

中国形成的禅宗也以不同的语义表述了相近的自

然观。这些自然观在古代城市时有体现，如对地

形好的配合利用，对河流山川的配合，对景观的考

虑，在布局及命名中运用春夏秋冬天地日月的概

念”∞J。总体上看，基于北宋东京城周边自然河

湖的自然现状和前代营建基础的人工水系的建设

体现出对自然过程和建设现状的尊重。道教由阴

阳五行发展出的堪舆学说提倡依据自然现状开展

以趋利避害为特征的人居环境建设，体现出了

“天”“人”地位平等、以人类尊重自然环境与过程

为特征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倡导可持续发

展的当代，该思想仍是能有效指导人居环境建设

的设计方法论。

艮岳中的理水采用摹拟自然界所有真实水体

形式，并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集中反映了人类

欣赏因禅宗而被赋予禅境的自然并通过在其中参

悟禅意而实现“天”与“人”合而为一的内涵。这

种欣赏自然进而与自然融合的“天人合一”哲学

思想反映出更为亲密的天人关系，更注重人在真

实自然的主观感受和修悟。影响了我国古典艺术

的发展。加强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传统艺术的

传承与发展。

而西汉儒学家董仲舒将“天人感应论”和“君

权神授”结合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人畏惧、崇敬

自然阶段对神秘的天人关系的猜想与构建。与

“女娲造人”、“三皇五帝”等神话传说一脉相承，

“君王”被塑造为“天”与“人”的联系媒介，反映出

人完全臣服于天来达成“天人合一”的实质。该学

说因有利于封建统治而备受推崇，对中国古代都

城的营建影响巨大。该“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作

用于皇家空间内的理水模式，表现为城市皇权空

间的神化及其与平民空间的隔离。其想象下的理

水模式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当今城市

水系建设中可用作传统文化符号。

4结语

在皇家空间、城市范围不同尺度以及具有艺

术性的人工山水园中出现的不同理水方式分别体

现出人屈服于天来达到“天人合一”和“天”“人”

平等、以人类尊重自然环境与过程建设理想人居

环境的“天人合一”以及人类欣赏因禅宗而被赋予

禅境的自然，并通过在其中参悟禅意而实现的“天

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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