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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朝东”方位观起源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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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东方是古代文化和建筑中重要的空间方位，以东为尊的思想由来已久。在人类早期原始时空观
念形成的过程中，从昼夜更替现象中产生最早“东”的意念，而真正意义上的东向方位则是通过长期的日影时

空测算实现的。同时作为最早方位的“东”而言，其代表性的天文现象和时空测算原理对早期建筑的朝向方式

影响很大。为了理清东方与建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建筑遗迹中朝东方式的归纳和分类研究，发现古代建

筑“朝东”方位观的规律，重新认识早期原始时空观的作用和时空测算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有助于理解

古代天文现象在建筑设计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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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东为尊”的思想曾在世界各古文明中非
常盛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将其列为重要的

礼制传统，这点在《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

的座次安排中窥见一斑。其实这种做法早在几

千年前的古代建筑遗迹中就已经存在，如英国巨

石阵、埃及金字塔、马耳他神庙的建筑布局方式

都与“东”向直接相关，这充分展示出“东”对于

当时建筑文化和礼仪宗教的重大影响。然而，

“东”的原始起源、得到尊崇的原因和方式等问

题虽获得大量的关注，却未触及相关问题的根

本。因此，本文另辟蹊径，以人类文化学和天文

考古学为研究基础，从“东”的原始文化和产生

技术的双重角度展开分析，深刻理解“东”的特

性对古代建筑文化中建造技术、空间布局的重要

作用。

　　一、时空认知与东方崇拜

　　 如何确定空间方位是人类最初活动必须解
决的问题之一，它决定人、物或建筑的空间相对

位置。以语言学为例，英文单词“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朝

向）源于古老的拉丁文，意为“升起太阳的方

向”，后代表东方、东方国家或东方人；动词 ｏｒｉ
ｅｎｔ或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ｅ指“朝东”、“使建筑物、教堂等朝
东或使建筑朝向特定的方位”。同时在其他十

几种语言中，代表“朝向”的词语都具有与 ｏｒｉｅｎｔ
相似的词根和词义，①如德语 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ｅｎ、爱尔兰
语 ｏｉｒｔｈｅａｒｃｈａ、意大利语 ｏｒｉｅｎｔｅ、瑞典语 ｏｒｉｅｎ
ｔｅｒａ、荷兰语ｏｒｉёｎｔｅｒｅｎ等，都是朝向东方的意思。
从这些古老的语言中可粗略地发现，朝向与东方

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联系，似乎是一条根植于各民

族文化中的普遍规律。

（一）“东”的原始认知

原始人类对自然和自我的认知处于一种质

朴的、直观的状态，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粗浅，所

以最早方位观很可能来自对昼夜循环的观察。

《周易》中有“在天成象”的说法，说的就是四象

的来历。但天象并非只是星象，还包括日月阴阳

的变化［１］。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云：“日出

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至

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昼和

夜、光明与黑暗的转变，是一对由太阳与地平面

共同组成的重要时空节点。原始人正是根据这



一天文特征确定最初的方位观———东与西。然

而，由于“南、北”所对应的天文现象并不直观，

所以这两个方向的概念形成相对东、西较晚。总

体而言，空间方位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并非一蹴而就，而且东、西、南、北并非同时产

生。东西作为时空辨认的起点和基础，与南北、

黎明与黄昏、春夏与秋冬等共同构成原始人类认

知时空的最初框架。

（二）朝日的风俗

在原始思维启蒙的时代，东方是一个模糊

的、意象性的概念，代表与太阳运动、昼夜循环相

关的方向。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古代太阳崇拜

仪式之中，特别是在分日、至日等特殊日子。

太阳崇拜一直延续在各文明的神话和宗教

中。古欧洲、古地中海、古亚洲、古美洲文明都有

各自固定的太阳神、黎明女神和夏至神［２］２－１６。

由于太阳神的形象偏重对黎明和黄昏的描绘，所

以“东”与“西”很早就被视为古代神圣的方向。

古希腊的黎明女神（Ａｕｒｏｒａ）和古埃及的太阳之
母（Ｈａｔｈｏｒ，太阳黎明之意）每早都将太阳神从东
方载到西方；古挪威人将这些现象抽象成“太阳

十字年轮”；古爱尔兰人在土丘顶端用 Ｔａｒａ代表
“中央土丘宇宙学”的神圣中心，每当纪念夏季

末Ｓａｍｈａｉｎ（太阳之末）时，便在Ｔａｒａ处点燃大型
的营火庆祝［２］３－４。类似的庆典还包括基督教复

活节（源自古德国的黎明女神庆典）和斯堪的纳

维亚的夏至纪念日（观看黄昏和黎明）。

太阳崇拜也普遍存在于古代城市和建筑之

中，许多伟大的城市都是知名的“太阳之城”，如

Ｂａａｌｂｅｃ、Ｒｈｏｄｅｓ、Ｈｅｌｉｏｐｏｌｉｓ等。其中大部分城镇
中心都建有太阳神庙，如希腊阿波罗神庙、古印

度Ｋｏｎａｒｋ和 Ｓｒｉｎａｇａｒ神庙、印加的 Ｃｕｚｃｏ神庙
等。为了让城市或建筑更加具有神性，古代建造

者常会创造一种与太阳的特殊联系，如埃及的卡

纳克神庙中轴线上的大门、柱殿和祭坛都朝向冬

至日出的方向，巨石阵的入口轴线朝向夏至日出

的第一缕光线，埃及金字塔主入口朝向正东。由

此可见，古人很早就将太阳代表早期的“东”。

　　二、“立竿测影”与东向辨认

　　 日出的方向并不是真正的东向，所以寻求

地理意义上的“东”成为古代初期重要的时空问

题。“立竿测影”是目前所知最原始的定向方

法，通过观测日影变化来确定空间方位，是圭表、

日晷、青铜指针等的原型。《周礼·考工记》记

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以县
!

以景。

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

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这是对古代城市设

计中“立竿测影”的详细叙述。古罗马测绘师和

规划师使用青铜指针上的“圣域图”来确定准确

的方向也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利用追影仪

（ｓｃｉｏｔｈｅｒｕｍ）和日表（ｇｎｏｍｏｎ）测算绘出“十字轴
线”，两轴分别指向四向（东西南北）［３］。

　　在解读“立竿测影”操作中，我们发现“东”
可能是最早测算出的方位，也可以说是四大基本

方位之首。基本操作步骤如下：把一根笔直的竿

子垂直立在水平的地面上，观测并记录从日出至

日落间竿顶影子的变化，经过所成弧线两端的直

线便指向东和西；北向与南向则根据正午竿影指

向而定，当影子最短时指向正北南［４］（见图１）。
显然，黎明和黄昏是竿影变化的临界点，比正午

日影更易于观测。方位校正，“昼参诸日中之

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实际上也是根据精

确的北向来修东和西。可见“东”是古代十分重

要的方位，比南北更加原始。

图１　“立竿测影”原理平面投影线示意图

　　“立竿测影”具有将天象反映在地面的特
性，逐渐演变为一种古文明崇拜太阳的新形式。

古挪威人经常将太阳轮（象征日月循环）放在一

些土丘的顶端，并插入一根竿子或柱子，象征一

个太阳指针或日晷；古印加部落的神庙附近，也常

竖立特殊的柱子代表日晷；古玛雅国王石像经常

手握一根直立的竿子来表明与太阳的联系，实际

上就是一件神圣的日晷仪或日规，他们甚至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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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至日正午时刻（竿子没有日影的时刻）作为一

年中最为神圣的事件［２］７。这些“竿子”是对“立竿

测影”的简化和保留，代表神圣的太阳崇拜和时空

测算，对古代城市和建筑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朝东的建筑

　　从原始聚落到近古城邦，从朴素民居到雄伟
庙堂，东与建筑存在特殊的对应关系，“朝东”逐

渐从祭祀的需要演变为一种设计传统。黎明时

分，美洲印第安人在草屋东侧大门迎来温暖的日

光，中国战国以前的王侯墓葬将日出所在东向作

为整个陵园的主朝向。可以说，让房屋朝向黎明

的第一缕阳光是最直接、最原始方位观的体现。

因此，根据这一特点可将朝东的建筑分为三类，即

朝向分日至日的日出、朝向特殊日子的日出和朝

向正东。

（一）至日分日的日出之“东”

至日和分日作为“立竿测影”过程中特殊的

时间节点，其日出方向常作为古代建筑朝向的重

要参照，这在陵寝和宗教建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奥斯土丘（ＫｎｏｗｔｈＴｏｍｂ，３２００ＢＣ）是著名的新石
器时代通道式坟墓，位于爱尔兰博茵河谷的 Ｂｒú
ｎａＢóｉｎｎｅ古代遗址群。底层东西两个通道式墓
室，分别朝向分日的日出日落方向（见图２）。①另
一个新石器时代神庙———马耳他岛的姆纳德拉神

庙（ＭｎａｊｄｒａＴｅｍｐｌｅｓ）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分日黎
明，站在神庙的中心轴线上面对东方，沐浴第一缕

温暖的阳光，似乎神庙就是为了迎接这一时刻而

建的一样（见图３）。②如此神圣的天文景观延续在
宗教建筑之中。建于公元初期的老圣彼得教堂，

在春分时，“方厅门廊里的大门和教堂东门在黎明

时打开，光线穿过外门，通过内门，直接穿射到中

殿，照亮高坛”。至今还有基督教堂继承这种显圣

式的设计方法。英国拜尔舍姆（Ｂａｒｓｈａｍ）的牧师
参考巨石阵的布局原理，将当地的三圣教堂（Ｈｏｌｙ
ＴｒｉｎｉｔｙＣｈｕｒｃｈ）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特殊视

觉景观的宗教场所。③分日清晨，阳光从阁楼天窗

直接照射在教堂中轴的基督十字像上，仿佛燃烧

起来似的。

图２　奥斯土丘（ＫｎｏｗｔｈＴｏｍｂ）通道朝向示意

图３　姆纳德拉神庙（ＭｎａｊｄｒａＴｅｍｐｌｅ）

分日至日日出光线示意图

　　分日日出的方向正好是正东方，但至日日出
的方向随着纬度的不同在东与南之间变化。著名

的英国巨石阵（北纬５１．７２度）是公认的原始天文
台，内部巨石的位置与至日分日的日出日落方向

有关。夏至太阳以约５０度的方位角升起，日光穿
过入口的踵石，直接照在中心轴线之上。位于北

纬５３．６９度的古爱尔兰的纽格莱奇古墓（Ｎｅ
ｗｇｒａｎｇ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ｏｍｂ），是博茵河谷现存最大的
坟墓，建造时间比巨石阵还早１０００多年。每年冬
至（前后数日）日出的光线沿着长长的古墓甬道

十分精准地照到墓穴深处［５］。此时太阳方位角大

　　①ＧｉｌｌｉｅｓＭａｃｂａｉｎ．ＦｉｎｄｉｎｇＥａｓｔｅｒａ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Ｏ／ＢＬ］．ｈｔｔｐ：／／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ｅｉｒｃｏｍ．ｎｅｔ／～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ｒｅｅ／ｋｎｏｗｔｈ．ｈｔｍ，２０１０－０１－２５．
　　②Ｍｎａｊｄｒａ：ＳｔｏｎｅＡｇｅＳｏｌａｒＴｅｍｐｌｅｉｓＡｌ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ｎｏｎＥａｃｈＥｑｕｉｎｏｘａｎｄ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ＥＯ／ＢＬ］．ｈｔｔｐ：／／ａｔｌａｓｏｂｓｃｕｒａ．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ｍｎａ
ｊｄｒａ，２０１０－０１－２５．
　　③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ＨｏｌｙＴｒｉｎｉｔｙ，ＢａｒｓｈａｍｗｉｔｈＳｈｉｐｍｅａｄｏｗ［ＥＯ／Ｂ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ｈｕｒｃｈｎｅａｒｙｏｕ．ｃｏｍ／ｂａｒｓｈａｍ－ｈｏｌｙ－ｔｒｉｎｉｔｙ／．
２０１１－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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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１３３°４９′～１３７°２９′之间。埃及卡纳克神庙群
（ＫａｒｎａｋＴｅｍｐｌｅ，北纬２５．４３度），包括至圣所的圣
堂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朝向至日日出。冬至黎

明，太阳在卡纳克神庙的轴线上升起，连续穿过太

阳神阿蒙雷（Ａｍｕｎ－Ｒａ）神庙的两个石门，沿着主
入口的通道指向神庙中心祭坛，构成整个神庙群

的东西向主轴，其方位角为１１６°左右。① 该地区的
哈特谢普苏特（Ｈａｔｓｈｅｐｓｕｔ）和阿蒙霍特普（Ａｍｅｎ
ｈｏｔｅｐ）神庙也具有相似特征。
　　（二）特殊日子的日出之“东”

除了至日和分日之外，古人也经常将纪念性

节日的日出作为建筑主朝向。英国著名的圣迈克

尔线（Ｓｔ．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ｉｎｅ）便是为了纪念“五月节”
（ＭａｙＤａｙ）而创建的大型地理景观，更像是一条世
代相承的朝圣准线。它横跨英国南部，连接英吉

利岛东西两端的海岸，途经十几个年代各异的地

标，如教堂、地景或历史遗迹，共同朝向五月节黎

明时的太阳，堪称对太阳崇拜的极致之作。② 有些

宗教节日也会选择在至日和分日举行，如基督教

圣约翰纪念日就是夏至那天。黎明的光线如约而

至地沿圣约翰教堂的东西主轴，穿过大门和门廊，

直接照射在中殿和高坛之上。在佛诞日那天，月

升和日落的光线恰好贯穿桑契堵波的东西两侧

入口，可见朝向日出的设计早已成为庆祝重要节

日的常用方式。

　　（三）正“东”
正东是影响建筑布局的主要方位之一，与日

出方向相比，更具有祭祀和礼制特性。朝向正东

的最古老建筑应属建于约５０００年前的埃及金字
塔。以胡夫金字塔为例，正方形平面对齐空间四

方，入口面对尼罗河口、朝向东方，其建造和设计

的精确度让人感叹（见图４）。虽然金字塔是法老
陵墓，但本质上是为了纪念埃及的太阳神“Ｒａ”。
这种将太阳崇拜礼制化的做法是古代时空科学发

展的必然结果，也表明古代文明中“朝东”与太阳

崇拜形式上的转变。在《出埃及记》中，基督教教

堂的原形———“会幕”按东西轴线布置祭祀空间

（见图５）。其平面是一个沿东西轴伸展的矩形，所
有的器具和朝圣空间由东向西安置在轴线上。这

样的空间结构是依照祭祀仪式而设定的：祭司迎

着日出进入庭院，将宰杀牲畜的肉放在祭坛上，

在铜脸盆洗脸洗脚后，才能进入圣所，而且只有

在特定日子才能踏入最神秘的至圣所———云柱

升起的地方。这条东西向的轴线不仅是会幕的

中心轴线，而且也是祭祀空间和朝圣路线的指引

线，一直保留在基督教圣殿之中，如所罗门神殿、

圣彼德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中国东汉之前中

原地区的都城和建筑也是以坐西朝东为主。春

秋战国时各国的都城大多是坐西朝东，以东门为

正门。秦始皇陵园整体朝向正东方，并在东方正

中设有大道和东门阙。另《史记·秦皇本纪》曾

载：“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

门。”历史专家认为，此处所指的秦东门阙的位置

正好对准都城咸阳和秦始皇陵园的东门大

道［６］２３。西汉都城长安、帝陵也是沿袭这种坐西

朝东的方法而建造的。唐朝后远离中原的契丹

人仍然保留着房屋和帐篷朝东的习俗。在《辽东

境界》、《契丹风俗》等文中多处记载有关契丹人

为祭天、朝寝而“东向设毡屋”的现象，而且辽代

的寺庙也是朝东而设 ［６］２２。其实，无论建筑布局

是坐西朝东还是沿东西轴线，本质上都是为了表

达对太阳的崇拜和尊重，强调东西向在时间、空

间和人意识中的特殊意义，这也是古代建筑礼制

特征的起源。

图４　吉萨金子塔群平面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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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会幕平面布局简图

　　上述只是对“东”的起源和古代建筑朝向方
式初步的归纳和探讨，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天

文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目前已有足够的

实例表明，“东”的产生源于对太阳运行的观察，

且“东”是太阳崇拜中重要的方位，对古代建筑朝

向的布置方式影响深刻。在早期太阳崇拜和原

始方位观的影响下，古代建筑朝东的特征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朝东建造方式与时间、季节

密切相关，主要受到传统日影辨方正位技术的影

响；其二，朝东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意在建立

“东—太阳或日出—建筑”三点一线的空间对位

关系。总体而言，太阳、东方、建筑，三者形成递

进关系的功能循环，构成早期文明的建筑体系框

架模式。当然，在现代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朝向

的确定更多地是通过设计规范和软件计算来实现

的，但研究古代建筑朝向东方的现象有助于在理

性化、数据化运算过程中唤醒原始人文设计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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