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讲    都邑春秋——中国古代主要都城平面布局的演变 

 
一   中国古代主要都城平面布局的演变 

1 汉长安城： ○1 汉长安城为内城，城内主要为宫殿以及百官衙署，百姓大多居住在东

门、北门外，渭河、禁苑、漕渠共同担任外城的功能。○2 城内实行里坊制，“出不由里门，

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3 街道

长短不一，宽度一致，方轨十二（一轨 1.8m）。○4 横门附近为“西市”，杜门附近为“东市”。

○5 城市没有明显的中轴线与尊崇方向。 

2 汉、魏洛阳城：○1 东汉洛阳城仍为内城，城内主要由南宫、北宫两大宫殿群组成。○2

北魏省南宫，改建北宫。铜驼街具有城市中轴线特征。外城形成。 

3 隋唐长安城：○1 先规划，后建城。○2 有内城、郭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3

实行内、中、外三朝制度。○4 仍实行里坊制度。 

4 北宋开封城：○1 三重城，宫城、里城、郭城。○2 取消里坊制，商业区出现在交通便利

的沿河、沿桥、近城门地带。 

5 元明清北京城：○1 城址由莲花池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从金中都到元大都。○2 具有

“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特征。○3 南城的发展与“凸”字型城市轮廓的形成。 

二  商业发展与宋以后城镇发展 

  1 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影响。 

2 宋明以后城市形态有了很多变化： 

1）以唐代规整的旧州县城为依托，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与市河平行的商业街，并

沿运河两岸而伸展，运河与平行市街构成城市新的成长轴线。 

2）新城城墙的轮廓不再趋向于规整。旧城受封闭的市坊制约的规整十字街区与自然发

育未经规划的新市街对比强烈。 

3 明清时期江南近代化进程与城镇的发展：大量唐宋以来的草市与农村聚落转为市镇，

形成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镇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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