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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寻访古代城市的源头——从“万国林立”的古史传说时代开始中国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炎帝与黄
帝是传说中上古的两个伟大的部落首领。
炎帝与黄帝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发明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这一时代的历
史只通过“口耳相传”的办法流传下来，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古史传说时代。
直到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人们大概对上古的这段传说仍然深信不疑，所以，伟大的史学家司马
迁将黄帝等五个上古人物的事迹写进了他不朽的著作《史记》中，将他们作为信史的开篇。
据说五帝时代，天下战争连绵不断。
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帝部落逐渐强大，传说他曾与炎帝在阪泉作战，又与蚩尤在涿鹿较量，他以武
力东攻西讨，南征北战，终于统一了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大联盟，奠定了华夏古国的基
础。
《史记》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
”这五城十二楼究竟在何处，已无从考证。
但考古学家还真的找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古城，这些城址表现的功能及出土遗物反映的文化面貌，与
史书记载的炎黄时代有着惊人的相合之处，也证明在其后的大禹时代，天下万国林立，绝不是无稽之
谈。
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最早的城址也在它们的怀抱中得以孕育。
早在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了一座公元前2600年的龙山文化古城。
近五十年来，史前城址已有众多的发现，这些遍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古城址，大都建于公元
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一段时间，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地区、长江中下游两湖平原
以及太湖平原、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
这些城址普遍面积不大，一般建在河流两岸的高地上，绝大多数古城有土筑的城圈，在城圈外面还挖
壕沟，有些城垣本身就是用开挖壕沟的土堆筑而成的。
由于南北方自然环境的不同，古城也显示出不同的地域特色。
黄河流域的史前古城以方形居多，先民们利用黄土的直立性，将城垣修筑得又高又陡，还用石块或捆
绑在一起的棍棒夯打土层，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先进的版筑法。
这种险峻而坚固的城圈成为护卫古城的第一道防线。
在中国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这里湖网密布，地形复杂，史前古城一般不太
规整。
南方粘湿的土壤无法像黄河流域一样夯打成陡峭的城垣，所以先民们巧妙地利用水乡泽国的地理环境
，在城外缺乏自然水域的地段，挖出宽大而深陷的壕沟，并使它们与附近的河流或湖泊相通，类似后
来的护城河。
有人称这类城为“水城”，因为这里的一切都离不开水的作用，壕沟保护着古城的安全，水门供城内
的人出入并提供自然饮水。
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发现的石城，则是另外一番景观。
先民们从这一带发达的基岩中就地取材，将城建于河流两岸地势险要的岗阜或山峁之上，根据地势险
阻修建城垣，只在一些不利防御的地段以大石砌出城垣，在形状不规则的石城内多见石砌房屋。
如今走在无人的旷野，看着突兀其间的土垣，环抱它的是断断续续的水域，农家的炊烟在不远的前方
袅袅落落。
你很难将眼前的这一幅景观与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联系在一起。
然而，当考古学家揭开它们那厚重的沉埃，把一幕幕惊奇的发现展示眼前，我们分明看到这些雏形中
的城市，书写着一段中华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围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
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
”成排的房基，成为龙山文化城址的标志之一，奠基坑与祭祀遗存已经习见，烧制陶器的窑址和冶铸
青铜的遗存也时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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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淮阳是传说中的东方民族首领“太昊”的根据地——史称“太昊之墟”，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南城
门两侧发现了门卫房，在门道下及城内多处还发现铺设有陶制排水管道，这种形成规模的排水系统，
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新事物。
史前古城成为集居住、生活、宗教礼仪、生产、交通和埋葬功能于一体的新的人居环境。
鲧是上古治洪专家禹的父亲，传说他只会用一种叫“息壤”的神物堵水，却不会疏通河道，弄得天下
泛滥，以致遭到天帝的惩罚。
虽说他治水无方，却能造城。
古人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不管他是不是城的创始者，卫君和守民的确是史前古城的两大功能。
商和西周时期通过分封制产生了一批据点式的城邦国家，它们星罗棋布地呈点状分布在中国大地上，
城邦国家之间是大片无主的空地。
商人将统治地域根据距离国都的远近分成五个不同的部分，即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区叫作“甸
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级；其次每五百里一个等级，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最偏远的地
区则称之为“荒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级的。
这是一种基于血缘政治的空间布局。
到了东周时期，一些诸侯国开始设立郡县，郡县的出现标志着地缘政治对血缘纽带的取代，一些摆脱
了分封制约束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规模的造城运动由是展开。
在它们成长的初期，多以一种小型军事城堡的面目出现。
出于征战的需要，列国都城可能在一些主要的城市间迁徙不定。
如楚国曾先后在郢（今湖北江陵）、陈（今安徽寿春），魏国曾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大梁（今河
南开封），晋国曾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等地定都。
早期城邦间的隙地被列国瓜分，疆域的观念得以强化。
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的建立，郡县制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得到了推广。
东周时期众多的列国都城统统被纳入了郡县制系统，它们不再是防卫森严的国君处所，而成为一座座
失去特殊光环的地方城市。
在一个统一王朝里，都城与地方城市已经有了明确的分野。
东周时期各封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构成了秦帝国庞大的城市网络的基础。
它们被划分为郡、县两级，其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
新兴的地方城市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都城，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便利的交通或丰富的物产，随
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日益繁华。
到了汉代，被分封的诸侯王们多从中选择一些基础较好的城市作为国都。
西汉初期各诸侯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在封国内享有很高的自主权，作为诸侯国首府的城市，客观
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洛阳、邯郸、临淄、宛（河南南阳）、成都和番禹（今广州）在当时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城市，蓟（今
北京）、阳翟（今河南禹州）、江陵、寿春（今安徽寿县）等也称得上一方都会。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海上航线的拓展，对外贸易发达起来。
急剧增加的人口与社会财富，为城市的成长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已有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些地处
交通要道的村聚也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现近百处汉代城址。
考古发现表明，它们或沿用或改建了东周以来的旧城址，或在毁弃的战国城址旁另建新城，或从前代
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在许多城址附近发现了冶铁、制陶和铸钱遗址，一些城址的外围辟出了专用公共墓地，密集的墓群和
丰富的随葬品蕴含着城市生活的信息。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西郊的涧河东岸小屯村，发掘了深埋于地下的汉河南县城，它是在
周王城故址上修建的，位于周王城中部。
城址平面近方形，有夯土筑造的城墙，在城内中部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半地穴房址，房址内堆积了瓦当
、筒瓦、板瓦和残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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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陶器上有“河南”、“河市”、“河亭”等戳印字样。
房址附近出土了“河南太守章”、“雒阳丞印”的封泥，表明这里可能是官衙所在。
在城内中部偏东，清理出了一处东汉时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居住区。
内有石子路、水井、水道、粮仓和石磨等加工粮食的工具以及铁制农具、纺轮等。
在秦汉长城沿线，还存在一类特殊的城市——边城，它们规模普遍不大，但一般有土筑的城垣。
在一些较大的城址中，可辨认出官署、民居、街道，有的还附有城郭和烽火燧。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境内的居延烽燧遗址，是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2世纪初的边
塞屯戍遗存。
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简牍，经过释读，发现这些简牍绝大部分是汉代
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
由于数量巨大且内容丰富，居延汉简被称为继敦煌汉简发现以来，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由统一走向了分裂。
一些拥有武力的汉族官吏或边疆民族部落首领，在各地的中心城市建立起割据政权。
战国秦汉以来的郡县城，如武昌（今湖北鄂州）、成都、建邺（今南京）、邺城（今河北临漳）、平
城（今山西大同）第一次登上了都城的舞台。
分裂时期频繁的战事和政权变更，使得城市在功能上更多地体现了军事防御的需要。
这一时期的地方城市一般规模不大，但大都修建了较为完备的防御设施，如马面、女墙、瓮城等。
公元6世纪末，隋统一中国，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到来了。
这一时期，不仅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城，而且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区域性的政
治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冲，成长为较大的商业城市。
唐代最著名的城市，除了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还有扬州、益州（今成都）等地方中心城市。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城市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地方城市从数量和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
旧有的州县城市在这一时期继续沿用，且规模扩大。
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些州城，进入宋以后，城区均向四周有了较大的扩展。
在一些两河交汇处交通便利的地方，出现了许多日出而聚、日落而息的商品集散地——墟市，随着定
居人口的增多，逐渐形成市镇。
纯粹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市镇与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传统城市截然不同，它们是中国城市舞台
上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
在金元统治区内也出现了大量新的地方城市。
据统计，仅考古发现的金代城市就达200座以上，它们分布于主要交通线沿线，或分布于都城周围，城
市规模一般不大，这些城市现在多已废弃。
这一时期的地方城市中还有一类专门用于军事防御的城堡。
例如，在南宋后期的宋蒙战争中，为抵御元军的进攻，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堡。
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城堡大多成为废墟。
明代则在东南沿海一带，为抗击倭寇入侵，修筑了一些小型的城堡，位于深圳龙岗区的大鹏古城，就
是其中保存完好的一座。
从文明早期林立的小国，到东周秦汉时代的郡县，地方城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如果说作为政治中心的古代都城是一国经济、文化与艺术成就的最高体现，那么遍布于中国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的地方城市，则以其缤纷的个性装点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大观园。
在这些城市里，也同样诞生着名垂青史的人物、伟大的发明、醉人的艺术，它们或许留在现代城市的
脚下，或许已经成为废墟，但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载体，却是我们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从洞穴走向平原，再从聚落走向城市，在人类向文明迈进的步履中，有过辉煌与梦想，也有过苦难与
艰辛。
或许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有一方碑石，或者一间古亭，一段古木，它们并不起眼地站立
于此，却一定蕴藏着长长的故事，它们或许并不美丽，但那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城市的故事，也是我们
这个民族的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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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城》这可能是一次伤感的巡阅，历史的标本在身边，我们同它一起
老去。
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系列以恢弘的视野，高度的文明自觉，用充满情趣的文字配以精美的图片，从
古村落到古城、从古河渠到古桥、从古道到古关隘、从古民俗到古文明，带你在历史和民俗的画廊中
诗意行走。
一千多幅美图，权威考古专家的解读，展现了朝代更迭的频繁、帝王居所的繁华、百姓生存的智慧。
历史因此而变得鲜活灵动。

　　从洞穴走向平原，再从聚落走向城市，在人类向文明迈进的步履中，有过辉煌与梦想，也有过苦
难与艰辛。
或许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有一方碑石，或者一间古亭，一段古木，它们并不起眼地站立
于此，却一定蕴藏着长长的故事，它们或许并不美丽，但那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城市的故事，也是我们
这个民族的共同的记忆。

　　让我们走进那些消失中的古城，去了解、去发现、去留住它的历史胜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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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群星璀璨--中国古代的都城
第一节 封邦建国：商周时代的都城
商和西周时期通过分封制产生了一批据点式的城邦国家，它们星罗棋布地呈点状分布在中国大地上，
城邦国家之间是大片无主的空地。
到了东周时期，一些诸侯国开始设立郡县，郡县的出现标志着地缘政治对血缘纽带的取代。

第二节 营国之最：统一王朝的都城
三代以降，中国历史进入有确切纪年的时期。
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王朝开始，各王朝的更替呈现出创立、发展、兴盛到衰落、灭亡的周期性变
化。
其间，统一与分裂成为两个交替的主题，但统一终究是中国历史的大势。
在统一的时代，中国的都城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文化都达到一个时期的高峰。

第三节 浪花淘尽英雄：分裂时代的都城
分裂时期频繁的战事和政权变更，使得城市在功能上更多地体现了军事防御的需要。
这一时期的地方城市一般规模不大，但大都修建了较为完备的防御设施，如马面、女墙、瓮城等。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的都城
这些城市大都湮没于沙海，难寻踪迹，少数城址为后人发现，它们带有异域风情的文明无不震撼世界
，让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之痴迷。
楼兰遗址、尼雅遗址就是其中最伟大的发现。

第二章 山川形胜--都城的选址
第一节 高屋建瓴：北京
巍巍群山给北京城带来了君临天下的王者之气，涓涓的河流又带给这座城市以无限的生机。
从北部和西部的山地中，永定河、潮白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奔涌而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
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披山戴河、四塞之固：西安
由于造化的情有独钟，这块宜人的土地至迟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开始了都市的进程，而且一走就是十个
多世纪。
三面环山的关中平原，东临黄河，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山川形势十分险
要。
先后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前后长达1140年之久。
西安是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历史最久的城市。

第三节 天下之中：洛阳
在交通与信息都不够发达的时代，寻求国土的中心，是古代政治家选择都城的重要原则。
因此，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起，洛阳就被认为是一处建邦立国的宝地。

第四节 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南京
长江天堑横亘西北，东南和南面群山连绵起伏，城内外冈峦林立，河网密布。
东郊的钟山耸入云天，与西边的石头山遥相呼应，恰如两位守卫着金陵门户的武士。
诸葛亮曾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

”
第三章 拂去尘埃--都城的布局
第一节 中原地区都城的布局
揭开城市史的篇章，不难发现，中国的都城布局走过的是一段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道路，就像中华
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城市的血脉也绝无仅有地得到延续。
从蒙昧的史前时代到近代社会，当我们透过古都浓妆的外表，会发现她们蕴含着饱满而鲜活的个性。

第二节 边疆民族地区都城的布局
众多边疆民族政权往往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纽带，它们的国都也带上了中西文化交融的色
彩。
尽管汉文化在这些城市的某些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从它们遗留的废墟上，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些
富有异域风情的遗存。

第四章 世事沧桑--巍巍古都今安在
第一节 山河为证：饱经风霜的古都
一部古都史总是与人类血雨腥风的仇杀、肆无忌惮的摧残无法分开，非但长安和洛阳，中国古代众多
的都城都走过这样的路程。

第二节 彼黍离离：沉寂于荒野的古城
更多的都城，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它们毁于战火或天灾后，荒草压径，城颓宫废，无人问津。
置于荒野的都城遗址，只是考古学家手中的无字天书，通过对他们的解读，这些沉寂多年的古城方能
重返人们的视野。

第三节 黄沙掩埋的辉煌：逝去的绿洲古城
尼雅人在不断追求更富庶的生活时，却付出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
绿洲脆弱的生态组合，经不起人们无节制的开发，水源、植被资源的过量使用，负面影响日渐严重。
土地沙漠化，沙丘位置的变化，导致河流改道，使城市失去赖以为生的水源，人们不得不放弃故城，
远走他乡。

第五章 人文渊薮--古城胜迹撷英
第一节 西安
作为中国文化最悠久的古都，西安有着众多的历史遗迹，涵盖了从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到明清
时期各个历史阶段。
游古都西安，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多年来的物质文明，可以说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有趣而实效的途
径。

第二节 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表达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
杭州在元朝时曾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第三节 洛阳
这是一座在世界上唯一能号称国色天香的古都。
5000年文明史，4000余年建城史，1529年建都史，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

第四节 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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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127年的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在开封167年的统治。
在此后的历史时期中，开封做过金国20年的首都，也做过明王朝早期的陪都。
它一直以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行政中心的地位活跃于历史的舞台。
古老的开封给我们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名胜古迹，其中最著名的有铁塔、龙亭和相国寺。

第五节 北京
三千年的城市发展史，近八百年的都城史，给北京城留下深刻的印记。
以巨大的广场和辉煌的古代宫廷建筑为代表，北京的人文历史资源厚实得铺排不开。

第六节 南京
南京是中国南方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古都，这里有钟山、玄武湖、莫愁湖、栖霞山、秦淮河等众多的风
景名胜区，不仅有江南水乡的宜人自然风光，而且有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胜古迹。
自古以来，金陵就是文人学士游历怀古的佳处。

第六章 群星璀璨的地方城市
第一节 一方都会
大约在唐宋之交，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传统城市功能发生了分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城市以独立的经济中心的身份闪亮登场。
扬州、淮安等城市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二节 海洋城市
在内地城市功能发生分化的时候，沿海地区的泉州、广州、宁波、福州等口岸城市也兴旺起来，它们
是中国最早接触海洋文化的城市。
这些城市在为封建王朝带来巨大贸易利税的同时，也出色地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第三节 山水城市
山水城市桂林、园林之城苏州等，无不凭籍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成为中国城市的瑰
宝。

第四节 民族古城
中国儒家文化的圣地曲阜、纳西文化的宝库丽江以及蒙、藏文化中心的呼和浩特、拉萨等，它们共同
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多彩的历史宝藏。

未完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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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

编辑推荐

《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城》编辑推荐：拯救消失文明国家工程，图文全纪录。
1、这不是耸人听闻！
也许你能看到，但你的子孙不一定能看到！
这是比故宫更难保护的文明记录，惊心的数字还在变大：中国有129种语言，但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活
力未被激发，而且还有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长城已有近三分之二被腐蚀；几乎每天都有优秀
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失传和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古村落7年锐减两千个⋯⋯古城、古
村落、古桥、古道、古关隘、古河渠、古民俗，这些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古文明，正在悄无声息地离
我们远去⋯⋯2、在风物中驻足的省思之旅，我们不能用含泪的目光与它们在凋谢之路上同行！
这是一次伤感的文明巡阅，历史的标本就在我们身边，展现了我国朝代更迭的频繁、帝王居所的繁华
、百姓生存的智慧，在现代化的咆哮中和城镇化的机器轰鸣声中，河道遭淤积、城墙被风蚀、祖屋遭
强拆、古桥被泥掩.....在把五千年文明留于书案的同时，我们又该做何感想和担当！
3、在画页上挽留的文明消失，1000余幅实拍美图，五千年文明全彩呈现，让历史不再黑白！
 全书1000多幅彩图，全景展现古老中国的古村、古城、古桥、古道古关、古民俗等风物人情。
用一册书，把五千年文明搬回家，历史因此变得鲜活而灵动。
4、经济实惠，物超所值，免费带您领略英雄凯歌的悲壮、帝王居所的繁华、百姓生活的智慧！
不足两百元，搬回华夏根。
这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浓缩了华夏文明的精粹，既可给中小学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为
资金不足旅游的俊男靓女免费导游，同时也是规划设计人员的决策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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