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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介绍

发布时间：2012-10-29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刘庆柱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的学术研究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目的：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考古学研究“古代都城”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研究

“古代国家”历史，通过古代国家的“物化载体”――“古代都城”研究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与

其发展的历史。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世界考古学范围内，探索、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大凡通过古代都城考古学

去实施，，如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玛雅文明、

印加文明等考古学研究中，其古代都城考古学均被作为“重中之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所取得

的考古学成果，构建起中国考古学从史前时代进入历史时期、从史前聚落到“邦国”、从“邦国”

到“王国”、从“王国”到“帝国”的历史发展基本架构，为从考古学认知“血政治”向“地缘政

治”的变化，寻找到科学的“物化载体”。

 

    本课题研究方法：采取以考古发现为研究基础，进行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政治学、哲

学及相关自然科学技术等多学科结合方法进行。

 

    本课题学术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成果主要内容：

    本课题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下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

究。上编按照历史编年顺序，分成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

元的都城考古发现；下编按照古代都城相关考古学内容，分成古代都城考古史、古代都城与古代社

会形态、古代都城与古代文明形成、古代都城城墙与门阙等基本要素、古代都城武库与市场及工商

业、古代都城礼制建筑、古代都城苑囿、古代都城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本课题的重要观点：

    考古学一般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人类原

始社会历史（无文字时代）与人类进入“文明”的有文字的“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古代都城是

古代国家的缩影，自然古代都城考古学属于“历史时期考古学”。“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本质的科

学研究内容是古代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作为“国家”形成、出现与发展的集中物化载

体的体现，就是“古代都城”。毋庸讳言，“古代都城”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最重要物化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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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最重要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古代国家”的最主要的物化载体。

    世界考古学范围内，探索、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大凡通过古代都城考古学去实施，如两河流域古

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考古学研究

中，其古代都城考古学均被作为“重中之重”，古代都城考古学所取得的考古学成果，如西亚的乌

尔城址、巴比伦城址、耶路撒冷古城遗址，地中海的迈锡尼城址、雅典古城遗址、罗马古城遗址、

庞培城址，北非的埃及底比斯古城址及亚历山大古城址、迦太基城址，东亚的古都长安、洛阳、殷

墟、奈良、庆州等古代城址，南亚次大陆的哈拉帕城址、摩亨佐达罗城址，中南美洲的特奧蒂瓦坎

城址、帕伦克城址、马丘比丘城址、昌昌城址等，成为世界古代史文明史的象征。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其时空当然在“古代中国”的范围之内，即有了“国家”才有

“都城”，它们二者之间应该是“同步”的。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最

早，也就是说本课题的时代上限应为夏王朝。多学科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考古发现的二里

头城址、新砦城址、王城岗城址，其时代均在夏王朝的历史编年范围之内。这些城址文化内涵的考

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不是“一般”的城址，而是应该属于“都邑”之类的遗存，也就是说可

能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这是本课题以上述三处城址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起点”的原

因之所在。

    二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传统所说的夏王朝之前，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应该出

现了比夏王朝更早的“国家”，它们可能与传统所说的“王国”有所不同，但是作为考古学研究古

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物化载体”，它们无疑昭示着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那个时期、那些地方走

进了“文明社会”、迈入了“国家的门槛”，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4100年左右山西襄汾陶寺城

址，就是科学的佐证。因为陶寺城址的时代向下基本与历史编年学上的夏代相衔接，陶寺文化与夏

文化的分布地域又接近，考虑陶寺城址与王城岗城址等（包括新砦城址、二里头城址）的紧密时空

关系，本课题将陶寺城址作为“前夏王朝”时期的“都城”或“都邑”遗址。陶寺城址应该是“国

家”的“都城”，不过是这个“国家”可能还不是“王国”，它应该是比“王国”更早一些的“邦

国”。

    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或城市）地望、形制、布局与建筑技术作为其主要学

术研究内容。当然，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阶段或前期，目，是学科发展

过程中必要与必须的，还不能说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

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

心。考古学家研究都城，是力图通过古代都城这样一座集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

动、军事指挥于一体的历史活动平台，探索它们所折射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活动

方面的重大历史，这应该是考古学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学术定位。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我们力图使这一研究“透物见人”，  通过古代都城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都城考古学的应用，使我们在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了解到更为

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如：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

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宮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

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削彼涨。又如，西汉王朝都城一一汉长安城的宫城为未央宫，此外都

城之内还有长乐宫、北宮、桂宮、明光宮等“亚宮城”，汉长安城中上述宫城与“亚宮城”并存的

空间形式，实际上反映出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对此大多只是“描述”上

述考古发现物化载体的“表象”变化，而历史文献对这些“表象”也是大多语焉不详。以上所述，

反映了考古学透过都城遗址的“物质遗存”，解析、探索“人”及“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研究特

点。

    考古学所揭示的都城、内城、宫城、宫庙的分布位置、形制结构变化，实际上折射着国家政治、

社会形态的重要变化。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涉及的“大城”（或称“外城”、“郭城”）与“小城”（或称“内

城”、“宫城，，l、“郭城”、“内城”与“宫城”问题，“聚”、“邑”二“都”等问题，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由于中国古代都城、都邑是作为政治性物化载体而存在的，它们主要是社

会历史发展的“政治”集中体现，因此这些不同“类型”的古代“社会单元”，应该是不同社会形

态的产物。就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

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宮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

城”、“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当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

体，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滞后于社会政治

变化。如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重大变化时期，但是

秦汉帝国都城中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东汉雒阳城还是保留着“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形

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从“双城制”变为“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古代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其国家社会形态改变了，在都城布局形制上必然会有明显的物

质文化变化反映，都城的“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是其“集大成”的反映，而重要的

“先期”反映，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宫殿与宗庙的布局形制变化上。从“野蛮”到“文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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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到“国家”出现，从“邦国”、“王国”到“帝国”，它们集中体现在“血缘政治”

与“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方面。“地缘政治”出现与“文明起源与形成”、“国家出现”可能是

同步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从“邦国”、“王国”到“帝国”时代是始终“共存”的两

支主要社会“政治势力”，但是二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变化说明，“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相比

较，前者越来越强，后者越来越弱。宫殿与宗庙在古代都城中的布局形制变化，可以再现这种变化

的历史。“宫殿”和“宗庙”是古代都城的“核心”建筑，“宫殿”与“宗庙”在都城布局上处于

“并列”、“共存”于“宮城”之中时，应是“王国”时代重要标示。当“宫殿”与“宗庙”在都

城的位置发生变化，“宮殿”与“宗庙”不再是二者“并列”于“宫城”之中，而是“宫殿”中的

“大朝正殿”在宮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时候，“宗庙”被“移出”宮城之

外（或都城之外），这时的“国家”已经是“皇权”（战国时代晚期的个别“王权”）至上的时

代，也就是标示着“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到来。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的“大朝正殿”与“宗

庙”位置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变化，而这种“物质文化”的变化，几乎与当时“社会政

治”、“社会形态”变化是同步的。

 

    本课题成果的学术创新：

    A•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

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

    B•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

可以通过“宗庙”与“宫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

与地缘政治的此削彼涨。

    C•西汉王朝都城一一汉长安城的宫城为未央宫，此外都城之内还有长乐宮、北宫、桂宮、明光

宫等“亚宫城”，汉长安城中上述宫城与“亚宫城”并存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反映出西汉王朝的

“二元政治”。

    D•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态是一致的，

“双城制”的“郭城”与“宫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

“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

    E•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其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历史变化，存

在“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滯后于社会政治变化。

    F•中国古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布局形制变化，反映了国家“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消长及

社会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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