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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选址和建设思想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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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唐长安城是世界古代规模最大的都市 , 规划整齐 , 布局合理 ,建筑独具特色 , 里坊制度堪称典范 ,其影

响远播朝鲜半岛和日本.在这座气度恢弘的大唐帝都中蕴含着丰富的城市选址思想 、城市规划思想 、建筑设计

思想和环境保护思想.这些思想是唐长安城的灵魂 ,研究 、继承其强烈的城市安全意识 、城市文化意识 、环境保

护意识及建筑节俭意识 ,不仅对于建构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对于理解 、保

护西安市的盛唐建筑文脉和建设人文化 、生态化 、国际化 、现代化的西安市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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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建设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 、繁华的长安城.唐长安城规模

空前 ,规划整齐方正 ,布局合理 ,建筑独具风格 ,里坊制度堪称典范 ,其影响远播朝鲜半岛和日本.在这些

辉煌的建设成就中蕴含着丰富的城市选址 、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 、环境保护等思想理念 ,它们是唐长安城

的灵魂 ,也是唐代建筑文化的核心内容.深入探讨唐长安城建设思想 不仅有益于总结和继承我国古代

建筑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建构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现代建筑文化 ,而且对于保护西安市盛唐文脉和突出

西安市的古都风貌 、建设具有浓郁文化内涵的生态环境优美的“人文西安 、生态西安 、和谐西安”具有重

要意义.

1　唐长安城市选址思想

城市选址是城市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城选址的意义更加重大 ,它关系着一个国家是否

能长治久安的战略问题 ,因而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在隋唐以前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形成了丰

富的城市选址思想 ,唐因袭隋 ,建都长安.其在选址思想上基本继承了西周和西汉的传统 ,以“形胜”和风

水思想为其主要指导理念.

1.1　“形胜”思想

“形胜” ,即“地形险固 ,故能胜人也.” “形胜”思想有多方面的内涵 ,它以地域广阔 、土地肥沃 、物产

丰富 、水源充沛 、交通便利 、周围有高山大河自然天险为屏障等作为都城选址的地理标准 ,其中“地形险

固” ,便于军事防卫是古人最为重视的建都条件.“形胜”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军事防卫需要所提出的都城

选址的基本思想 ,西汉初年娄敬 、张良等人发展了这一思想 , 隋唐两代继承了这一传统.

[宋]陈大猷曾分析了唐代都城选址的思想 ,他说:“洛邑在天下之至中 ,丰镐天下之至险.成王以洛

邑定鼎 ,以朝诸侯 ,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气 ,宅土中以莅四海 ,其示天下也公.于镐京定都 ,以壮基本 ,所以

据天下形胜 ,处上游以制六合 ,其虑天下也远.汉唐并建两京 ,盖亦识形势之所在 ,而有得于成王 、周公之

遗意欤?”他的意思是说 ,洛阳的特点是“在天下之至中” ;长安的特点是“天下之至险” ;周武王建都镐京

的指导思想是“据天下形胜 ,处上游以制六合” ,即“形胜”思想.汉代和唐代都继承了西周的都城选址思

想.陈大猷的分析符合唐代都城选址的实际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计划在洛阳建东都 ,张元素上书

谏曰:“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 ,自洛阳迁长安 ,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耶!”他认为洛阳的地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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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长安 ,反对建都洛阳 ,大兴土木.李世民采纳了张元素的主张.唐代宗之时 , “以吐蕃侵寇 ,欲定都东

洛.”著名将领郭子仪上奏章力谏 ,反对迁都洛阳.他说“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 ,右控陇蜀 ,左扼殽函 ,前

有终南 ,太华之险 ,后有清渭浊河之固 ,神明之奥 ,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 ,带甲十余万 ,兵强士勇 ,雄视八

方.有利则出攻 ,无利则入守 ,此用武之国 ,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 ,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于而泰 ,去之而

亡.前史所书不唯一姓 ,及隋氏末季 ,炀帝南迁 ,河洛丘废 ,兵戈乱起 ,高祖唱义 ,亦先入关 ,惟能剪灭奸

雄 ,底定区宇.以致于太宗 、高宗之盛 ,中宗 、玄宗之明 ,多在秦川 ,鲜居东洛……(洛阳)土地狭厄 ,才数百

里 ,东有成臯 ,南有二室 ,险不足恃 ,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 ,从至危之策 ,忽社稷之计 ,生天下之

心.臣虽至愚 ,窃为陛下不取.”其大意是说 ,关中的地理形势非常优越 ,秦汉定都关中 ,成就了帝业 ,后来

建都关中的王朝都比较平安 ,离开关中的就灭亡了.唐高祖反隋 ,率先攻占关中 ,建都长安 ,这是他“剪灭

奸雄” ,统一全国的根本条件;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国势强盛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多在秦川 ,鲜居东洛” ,

即坚持以长安为国都.而洛阳土地狭小 ,没有天然的险阻作为防御的屏障 ,因此迁都洛阳之策不可取.从

张元素 、郭子仪的主张看 ,追求地理“形胜”是唐长安城选址的根本思想.

隋唐所坚持的都城选址思想 ,具有强烈的城市安全意识 ,是城市军事防卫战略在城市选址方面的具

体体现 ,得到了后世政治家 、思想家的认同.如南宋大臣李纲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 ,襄阳次之 ,建康

(南京)又次之” .[明]桂萼说:关中“其山河四塞 ,形胜甲于天下.”关中“形胜甲于天下”乃是李唐王朝定

都长安的最主要原因.

1.2　风水思想

风水又称堪舆 ,对古代城市选址有重要影响.唐代出现了袁天纲 、李淳风 、杨筠松等风水大师 ,在他

们看来 ,唐长安“有风水之美” .杨筠松说“关中原是微垣” .又说“长安落在垣宿中 ,盖中干之尊也.”这里

所说的“微垣”即“紫微垣” .古代天文学以北极星为天之枢纽 ,圜北极之外为紫微垣 ,北极如帝座 ,紫微垣

如帝都.所谓“关中原是微垣” 、“长安落在垣宿中”也就是说长安的地理位置正好对应着天国的紫微垣 ,

从风水理论看 ,最适合建帝王之都.《新唐书·地理志》也盛赞长安城的风水之美:“京城前直子午谷 ,后

枕龙首山 ,右临灞岸 ,左抵沣水.”

除“形胜” 、“风水”以外 ,隋唐在龙首原营建新都城还有一些更实际的考虑.一方面 ,原汉长安都邑彫

残日久 ,水皆咸卤 ,宫室破败 ,不宜人居;而“龙首山川原秀丽 ,卉物滋阜 ,卜食相土 ,宜建都邑.”这是隋文

帝迁建“大兴城”的实际原因.另一方面 ,唐政权的核心力量乃是北周以来在关中聚集起来的政治力量 ,

即所谓“关陇集团” ,他们的根基在关中 ,这也是李唐王朝建都长安的重要原因.

2　唐长安城市规划思想

隋唐两代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工部”管理机构 ,出现了宇文恺 、阎立德等机敏巧思的建筑大师 ,他们

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往往“远寻经传 ,旁求子史 ,研究众说” ,继承和创新了天人感应 、君权神授 、风

水厌胜及区分城市功能的“公私有辨”思想 、八卦思想 、“九宫格局” 、“象天法地”思想等等 ,其中后四种思

想的作用较大.

2.1　“公私有辨”的城市功能区分思想

隋唐长安城的功能区分十分明确 ,宫城为皇室的生活起居之处 ,皇城为中央首脑机关的办公之处 ,

而郭城为大臣的宅第和手工业 、商业聚集经营之地.里坊和东 、西两市所占面积很大 ,为长安成为当时世

界最发达的商业中心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些是隋唐城市规划的重要创新之处.而指导这一规划的思想就

是隋文帝提出的“公私有辨” .关于这一点 ,宋敏求在《长安志 ·唐皇朝》中有明确的记载和评价:“自两汉

以后至晋 、齐 、梁陈并由人家在宫阙之间 ,隋文帝以为不便 ,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寺 、府 ,不使杂人居止 ,公

私有辨 ,风俗齐肃 ,实隋文新意也.”

2.2　八卦思想

据《雍录》记载:“隋宇文恺之营隋都也 ,曰 :̀朱雀大街南北尽郭 ,有六条高坡 ,象乾之六爻 ,故于九二

置宫室 ,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置百司 ,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 ,故置元都观 、大兴善寺以镇

之.' ” 由此可见 ,阴阳八卦是隋唐长安城主要的规划思想.乾卦是《周易》的第一卦 ,象征天 ,在古人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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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吉大利之卦 ,历来为帝王所尊崇.比附乾卦的六爻辞 ,第一和第六条高坡都不大吉利 ,因此 ,在其上

修筑外郭城的南北城墙;第二条坡乃“ 见龙在田”之地 ,相当吉利 , “故于九二置宫室 ,以当帝王之居”.

第三 条坡有“ 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如厉 ,无咎.”之意 ,因此在此高坡 “置百司 ,以应君子之数” .第五条坡

乃“飞龙在天”之地 ,是“九五”之尊的地位 ,故“不欲常人居之 ,故置元都观 、大兴善寺以镇之.” 从龙首原

南麓到少陵原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并且龙首原有六条余脉东西横贯 ,这给城市规划带来了困难 ,但宇文恺却

机敏地附会乾卦之六爻 ,既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 ,又雄辩地拿出了理论根据.不仅增强了城市的层次感 ,扩

大了城市的立体空间 ,而且给长安城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匠心独具 ,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2.3　九宫格局

清华大学韩骥教授认为“九宫格局”是我国古代一脉相承的首都城乡聚落图式 ,隋唐长安城规划也

运用了这一模式.从隋唐长安城的平面图看 ,韩教授的观点符合其实际.在《隋书》和《唐书》中记载有《黄

帝九宫经》 、《九宫行棋经》 、《九宫八卦式图》、《太一九宫杂占》 、《遁甲九宫经》等书籍 ,当时九宫概念比较

盛行 ,自然会对城市规划产生影响.

“九宫格局”实际上是把《洛书》中的象数 、后天八卦 、阴阳 、五行及空间方位等思想观念杂糅在一起 ,

所提出的一种空间划分模式 ,即把地面空间均衡地划分为 9块 ,将南北东西“四方”分别命名为离 ,坎 ,

震 ,兑四宫;将西南 、西北 、东南 、东北“四隅”分别命名为坤 ,乾 ,巽 ,艮四宫;中央为中宫.并赋予九宫以数

字 ,中宫为五 ,四向皆为阳数一 、三 、七 、九;四隅皆为阴数二 、四 、六 、八.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数

字排列 ,其数目纵横斜加之和均为 15 ,而这一数字排列又与《洛书》巧合 ,显得十分神秘.隋唐长安城的

规划采取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 ,东西左右均衡对称 ,里坊排列整齐 ,正如白居易所描述的那样 , “千百家

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这种棋局式的布局符合“九宫格局”的基本特点.

2.4　“象天法地”思想

“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是我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观念转化为城市规划思想 ,

便是“象天立宫” 、“象天法地” ,即建筑布局模拟天上的星宿结构和各种自然现象.它既是隋唐建筑设计

思想 ,又是长安城重要的规划思想.[唐]李庾《西都赋》描述长安城“拥乾体 ,正坤义 ,平两曜 ,据北辰 ,斥

咸阳而会龙首 ,左社稷而右宗庙” .不仅主要宫殿建筑布局效法天地 、模拟星宿 ,而且中央机关的六部 、二

十四署也是“按星分度”来布局的.在唐长安最重要的宫殿建筑群———太极宫(隋大兴宫)的南北中轴线

上 ,从南到北依次为:承天门 、嘉德门 、太极门 、太极殿 、朱明门 、两仪门 、两仪殿 、甘露门 、甘露殿……玄武

门.这个规划布局至少包含三层文化内涵:一是“承天门” 、“嘉德门”体现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思想.二

是从“太极门”到“甘露殿”的布局 ,附会“《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之意 ,体现了儒家的宇宙生

化论.而“甘露门 、甘露殿”当取阴阳和合之意.三是“太极殿”象征天上的“北辰” .北辰是天上的枢纽 ,处

于众星环拱的尊贵地位.太极殿被赋予这样的象征意义 ,是为了提高它的神圣性和至尊地位.据《长安

志》引《隋三礼图》的说法 ,城内街道 、里坊布置的意图是 ,以在宫城 、皇城东西侧的各三排布置南北十三

坊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和闰月 ,以在皇城之南东西并列四排坊象征一年中的四季 ,以在这四排中南北各划

分为九坊象征《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再如 ,长安城的北门称为“玄武门” ,南门称为“朱雀门” ,是在效法所

谓苍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天之四灵”之说.

2.5 礼制思想

“礼”是对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 、道德规范 、礼节礼仪的总称 ,是宗法等级制度的具

体体现 ,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长安城规划的礼制思想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

它继承了《周礼》 、《礼记》的一些礼制规定 ,如皇城的主要宫殿沿袭了“三朝”(前朝 、中朝 、内朝)前后相重

的布局;礼制建筑沿袭了“左祖右社”的布局.其二 ,对不同的建筑形制和宅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唐《营

缮令》明确规定:“三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 ,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

间五架.五品以上 、五品堂舍 ,不得过五间七架 ,厦两头门屋不得三间两架 ,仍通作鸟头大门.勋官各以本

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 ,不得过三间五架 ,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其士庶 、王公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人

家……庶人所造屋舍不得过三间四架 ,门屋一间两架 ,仍不得辄施装饰.又准律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

杖一百 ,虽会赦亦皆令改去” .其等级规定之严格 ,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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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设计思想

建筑设计思想是建筑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它在微观上为城市创造文化因子.隋唐长安城的设计大

师和建设者继承和创造了相当丰富的设计思想及技巧 ,如阴阳五行 、象数 、“壮美” 、“重威” 、“敬天尊祖 、

建筑节俭等等 ,其中后三种思想较为突出.

3.1　“重威”思想

汉代政治家萧何在主持汉长安城建设时提出“天子以四海为家 ,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观点 ,意思是说

只有嵯峨壮观的宫殿建筑才能与富有天下的帝王的地位相称 ,也才能显示和增强天子的权威.这一“重

威”的思想完全符合皇权至上的要求 ,因而成为宫殿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隋唐两代也不例外 ,用雄伟的

宫殿以“壮皇威”是其重要的设计意图.例如唐大明宫中的正殿含元殿正是“非壮丽无以重威”思想的物

化物.“[唐]李华在《含元殿赋》中说:含元殿是依据“《易》乾坤之说 ,曰含弘光大 ,曰元亨利贞 ,括万象以

为尊 ,特巍巍乎上京” .这座“雄丽”建筑 ,建在高出南面平地 10米的高地上 ,前壁陡直壁立 ,宛如城墙 ,其

上又加建高 3米的殿基.基上建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的殿身 ,四周加以圈深一间的回廊 ,形成外观面阔

十三间的重檐大殿.通向含元殿的道路采用漫长的坡道通上台顶 ,再用踏步通上殿.坡道为平坡相间 ,共

七折 ,称龙尾道.道共三条 ,中间为御道 ,左右为群臣上殿通道.由于通向含元殿前的坡道逶迤高峻 ,因此

李华描述说 , “趋堂涂而未半 ,望宸居而累息.”即未爬到坡道的一半就需要歇息几次.康騈《剧谈录》也

说:̀含元殿左右立栖凤 、翔鸾二阁 ,龙尾道出于阁前 ,殿门去南门二里 ,元会来朝者仰观玉座如在霄汉”.

含元殿巧妙地利用了龙首原的地势 ,采用各种设计手法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 ,容易使上朝的

群臣产生强烈的心理震撼 ,从而显示和增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3.2　尊天敬祖思想

尊天敬祖是古代礼制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唐代不仅有传统的太庙和社稷 ,而且经过激烈争论 ,设

计并营建了大唐明堂.“明堂”是古代皇帝祭祀上帝 、五帝及配祀列祖列宗的殿堂 ,是最重要的礼制建筑 ,

它集中地体现了敬天尊祖的设计思想.从《旧唐书 ·礼仪志二》所记载的唐高宗宗章二年(670年)关于

明堂规制的诏书内容看 ,为了使明堂充分表达敬天尊祖的理念 ,在设计中运用了各种象征手法.如“其明

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 ,当中置堂”象征“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总成三百六十 ,故方

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 ,处二仪之中 ,定三才之本 ,构兹一宇 ,临此万方.”“天之策”即阳数九的 24倍;“坤

之策”乃阴数六的 24倍.二者之和为 360.“二仪”即阴阳;“三才”即天 、地 、人.仅仅一个院落设计 ,就赋

于明堂以体象天地 、阴阳 、三才之本等文化意蕴.明堂上圆 ,下方 ,除象征天圆地方之一外 ,还隐喻“《道德

经》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侯王得一为天下贞”及“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之义和“天子以

四海为家 ,故置一堂以象元气 ,并取四海为家之义” .明堂的每一根柱子 、每一根大梁 、每一根椽都有文化

含义.“八柱承天 ,故置八柱.”“飞檐椽七百二十九” , “法周天之至数.” .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化观念被集成

到明堂建筑之中.

3.3　建筑节俭思想

建筑节俭是唐代 ,特别是唐朝前期比较突出的建筑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反思的

结果.唐朝初期 ,谏议大夫苏世长就劝谏唐高祖李渊“宜刈奢淫 、复朴素.” .李世民“初平洛阳 ,凡隋氏宫

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 ,但到贞观四年他又要修缮洛阳宫 ,张元素上书极谏 ,他总结出“阿房成 ,秦人散;

章华就 ,楚众离;乾阳毕功 ,隋人解体”的历史教训 ,认为李世民要修缮洛阳宫是“役疮痍之民 ,袭亡隋之

弊” .唐太宗从善如流 ,停止修缮洛阳宫的工程.魏征在《论时政疏》中认为“宫宇是饰 ,台榭是崇 ,徭役无

时”是隋朝短命而亡的重要原因 ,劝告唐太宗汲取历史教训 ,居安思危 ,“惧危亡于峻宇 ,思安处于卑宫”.

建筑节俭是唐代的一种思想传统 ,唐高宗李治要求对万年宫(即隋朝的仁寿宫)“昨者不易一椽一瓦” ,他

坚持了节俭思想.唐宪宗“大起宫室 ,广声色” .杜牧作《阿房宫赋》进行讽谏 ,提出“一人之心 ,千万人之

心” ,即皇帝奢侈 ,必然要影响千万人的奢侈之心 ,上行下效 ,危害巨大.告诫唐宪宗要汲取秦二世而亡的

教训 ,不要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覆辙.正是在这些有识大臣的劝谏下 ,

唐朝前期基本沿用了隋朝的宫殿建筑 ,比较注意建筑节俭 ,这是唐代建筑文化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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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保护思想

唐代是我国古代环境保护最好的时期之一 ,在工部下设虞部和水部 ,相当于现代司局级的管理机

构;城市环境保护思想也比较丰富 ,它是唐代建筑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其主要有以下环保思想:

(1)资源有限 , “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思想

这是由陆贽和白居易提出来的.陆贽说:“地力之生物有大数 ,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

节 ,则常足;取之无度 、用之无节 ,则常不足”.“地力之生物有大数”论述的是资源有限论;而“取之有度 、

用之有节”则是资源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白居易的《均财禁兼策》则分析了资源有限与人欲无穷之间的

尖锐矛盾 ,“天地之利有限也 ,人之欲无穷也 ,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 ,人力屈于嗜欲” .并提出

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节之以数 、用之有伦” ,即用制度加以节制 ,用道德进行规范 ,形成“寝食

起居必思其度”的社会风尚.他们在距今 1100多年前提出如此深邃的思想 ,实在是难能可贵 ,为唐代建

筑节俭提供了理论基础.

(2)关爱生命思想

在佛教的影响下 ,唐代主要采取“禁渔” 、“禁钓” 、“禁猎” 、禁屠 , ”和“放生”等方式保护各种生命.唐

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下诏 ,“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 ,所在公私宜断屠

杀” ,开了唐代以断屠杀来保护生命的先河.后来 ,唐玄宗 、武宗也都下过禁屠杀令.武则天 、唐敬宗下过

“禁民渔钓”令;唐代宗 、文宗下过在京畿内禁止打猎采捕的诏令.唐德宗 、穆宗 、懿宗下过“五坊鹰犬皆放

之”的放生令.据《长安志》记载 ,在长安楚国寺“中门内有放生池.”永崇坊也“有放生池” .杜甫所写的“筑

场怜蚁穴 ,拾穗许村童”的诗句反映了当时人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3)以法保护城市环境的思想

据《唐律疏议》记载 ,唐代颁布了严格的保护城市街巷 、道路和环境卫生的法律 , “诸侵巷街阡陌者杖

七十 ,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 ,各令复故……其穿垣出秽污者 ,杖六十.出水者勿论.六司不禁与同罪.”意

思是说 ,侵占街巷和道路者打 60棍 ,在道路上种植蔬菜 、农作物者打 50大板 ,并令其恢复原貌.在墙上

穿洞 ,倾倒污水 、垃圾者打 60棍 ,管理城市环境的官员不加禁止 ,与犯罪人同坐.唐代对于不及时修筑堤

防和盗决河堤等犯罪行为也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办法.“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 ,主司杖七十” , “有人

盗决堤防取水供用无问公私 ,各杖一百” ;对于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 、庄稼的违法行为 ,按相当于盗

窃罪论处.唐代还禁止“非时烧田野” , “诸失火及非时烧田者 ,笞五十.”这些法律规定 ,对于维护长安城

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唐代十分重视在城市道路两旁种植树木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规

定“京兆 ,每岁唯令植槐树成列.”槐树成了长安的“市树” .王维在《早朝》诗中写道:“槐雾郁不开 ,城鸦鸣

稍去” .可见长安的槐树很多 ,郁郁葱葱.长安不仅绿化很好 ,而且也是园林化城市 ,既有地域广阔的长安

“禁苑” ,又有太极宫 、大明宫 、兴庆宫内的“内苑”和游览胜地“芙蓉苑” ,在达官富商的宅第内也有私家园

林.整个长安城环境优美 ,犹如一座大花园.

4　唐长安城建设思想的现代借鉴意义

从上述枚举的部分建设理念看 ,唐长安城的建设思想博大精深 ,内容丰富 ,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文

化日益成熟的标志.在城市建设思想体系中既有不少糟粕 ,如“厌胜”思想 、等级观念等 ,但也有许多优秀

的文化理念 ,批判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1)继承唐代强烈的城市安全意识 ,对于建设现代化的大都市具有战略意义.长安城选址不仅注意

经济条件 、交通条件和供水条件 ,而且高度重视军事防卫条件.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城市选址不能仅仅考

虑经济条件 ,还必需从城市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城市安全问题 ,重视城市的地理形势.

(2)继承唐代浓厚的城市文化意识 ,对于建设具有现代文化氛围的城市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当

代的不少城市建设盛行“功利主义”思潮 ,不重视城市建筑文化的设计和建设 ,火柴盒式的建筑比比皆

是 ,这与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极不相称.唐长安城几乎每一条街道 、每一座重要建筑都有一些

文化方面的说道 ,都有美丽的传说.人们置身于城市之中是一种文化享受 ,并使人们的心灵得到陶冶.借

鉴唐代浓厚的规划和设计理念 ,不仅有益于克服城市建设的弊病 ,而且有益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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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承唐代丰富的环保意识 ,对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唐代不仅环境管理

机构和法律比较健全 ,而且人们关爱生命 、保护环境意识也较浓厚 ,更为可贵的是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资

源有限论和持续利用资源的基本原则 ,总结和发扬这些优秀思想 ,对于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 ,建设生态

城市无疑是有益的.

(4)继承唐长安城建设思想 ,对西安市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西安市已提出“国际化 、市场化 、人文

化 、生态化”的发展理念和建设“人文西安 、活力西安 、和谐西安”的目标.要落实这些理念 ,实现这些目

标 ,离不开对唐代都城建设精神积淀的探索 ,这是重新发现西安 、解读西安 ,保护西安的历史文脉 ,提升

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意蕴 ,再现长安博大开放 、齐整爽朗 、绿色优美 、气度恢弘的“盛唐气象”的

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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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study on the theory of sit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angan ,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Tang Dynasty

Z HAO An-qi

(School o f Humanitie s , Xian Univ.o f A rch.& Tech., Xian 710055 , China)

Abstract:Changan City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 sty(618 ～ 907A.D.)o rderly in manner , ra tional in layout , distinctive in

architecture , and classic in its L i f ang sy stem , was the larg est ancient me tropolis in the wo rld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

ence on the Ko rean Peninsula and Japan.This g reat capital o f the Tang Empir e embodie s rich ideas about site selection ,

urban planning , a rchitectural de sign and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 w hich a re the soul o f Changan ,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Tang Dyna sty.Therefore , the study and inhe ritance o f the consciousness in its urban safety , urban culture , env ir onmen-

tal pro tection and economical building is o f significant theor 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rchitecture

culture with the unique style of our Chine se na tion , in the under stand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pro sperous Tangs architec-

tur al contex t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 f a humanistic , eco lo gical , interna tionalized , modernized city o f Xian.

Key words:Tang Changan city;site selection theory ;plan theory ;design theory;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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