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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中轴线布局理念出现之前，中国
先民就有了对“中”的追求。1987年，考古工作者
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发现了6400多年前
的墓地。墓葬遗骸周围，用蚌壳摆成虎和龙，象
征着左青龙、右白虎的天文星座；下面还摆了一
个象征着北斗、周髀的图案，北斗是天的中心，周
髀就是古人用来“测中”的工具，后来也称为圭
表。有专家提出，墓葬里的这个人可能是古代的

“酋长”、天文学家。出现这种墓葬现象，可能意
味着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找过“中”。

进入五帝时代，求“中”的理念进一步发展。
清华简《保训篇》记载了舜求“中”于历山（今濮
阳）及商汤六世祖上甲微求“中”于“嵩山”（今洛
阳、郑州一带）的故事。

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显示，在中国古代朝代
更替过程中，求“中”理念一直在不断强化、深化、
扩展，“择中建都”“择中建宫”“择中建殿”“择中
立门”“建中立极”的文化认同，共同促进了都城
中轴线的发展演变。

关于都城中轴线，宋代司马光在《涑水记闻》
中记录了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后梁开国皇帝朱温
初镇汴梁时，将原先的宣武府官署改建为建昌
宫，后晋定都汴梁后，又将建昌宫改为大宁宫，之
后的后周世宗柴荣又对大宁宫加以修缮。然而，
等到宋太祖赵匡胤上台时，仍觉得这座宫殿的形
制不符合帝王规格，于是特意命工部按照西京洛
阳宫殿的规格着力改修，他称：“我今后坐在正殿
时，打开大宁宫的各殿大门，百官就能直接看到
我，这样我的心就像是洞开的门，如果有一点点
歪的、斜的，你们都能够看见。”

这个故事正好是对中轴线布局的一个巧妙
而深刻的解释。从赵匡胤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
推测，他所做的最大改变，就是将大宁宫正殿大
门与其前的诸殿大门布置在了一条通直的中轴
线上。

站在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发展史的宏观角站在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发展史的宏观角
度来看度来看，，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历史位置处在一个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历史位置处在一个
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它既与前代后世的都城中它既与前代后世的都城中
轴线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轴线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又有属于自己的独又有属于自己的独
特个性特个性。。下一篇下一篇，，我们来聊聊独特的隋唐洛阳城我们来聊聊独特的隋唐洛阳城
中轴线中轴线。。 洛报融媒记者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刘嘉仪

编者按 都城是国家的缩影，轴线是文化的载
体。城市中轴线以其独有的地位和担当，诉说着一
座城市的古往今来，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精神与希
望。对于见证了十三个王朝兴废、拥有五大都城遗
址的洛阳，城市中轴线更是连接着历史的繁华和未
来的复兴。依托长期的考古发掘成果，我市正在着
力推进天街遗址保护展示贯通提升工程、天津桥遗
址保护展示、宫城北区轴线遗址标识展示工程等一
批重大文旅项目，加快恢复古都中轴线气象，着力
叫响“盛世隋唐”品牌。今起，本报开设《挖掘古都
中轴线文化内涵 着力叫响“盛世隋唐”品牌》栏目，
深入挖掘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内涵，助力
我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

现在洛阳有一条时代轴线，从北至南串联起洛阳火车站枢
纽、周王城广场、中原明珠塔、洛阳博物馆、市党政办公楼、兴洛
湖公园、洛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洛阳牡丹博物馆等重要地
标，成为洛阳的核心地带。

隋唐时期的洛阳也有一条重要轴线，它北起邙山上清宫，
南至伊阙龙门，中跨洛河，串联了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
端门、天枢、天津桥、天街、定鼎门等重要建筑。

两条轴线，一古一今，虽然相隔千余年，却在文化上一脉相
承。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轴线的“前世今生”。

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先秦时期，都城建设就有了“轴线”的
概念。不过，与后世不同的是，当时多采用的是“双轴线”的设
定，即都城内存在两条平行的轴线。

比如，在夏都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内，二号宫殿建筑与一号
宫殿建筑列于宫城东西两侧，宫殿主体建筑与院落南门和宫城
南门相对，形成南北向并列的“双轴线”布局，这是目前考古发
现的最早的宫城轴线规划。

这种布局，在偃师商城中也有体现。资料显示，偃师商城遗
址宫城位于早期都城南部中央，东西分布有两组建筑。东组先
后建设有四、五、六号建筑，学术界一般认为应是宗庙建筑，西
组自南向北有二、三、七、八、九号建筑，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可
能为宫殿建筑。宫城南部东西并列二门，西部南门为宫殿建筑
南门，东部南门为宗庙南门，东西分布二南门，均为“一门三
道”。如果上述推测无误，偃师商城宫城的南北向轴线应是东
西并列两条，即西组的宫殿区轴线与东组的宗庙区轴线。

都城轴线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有专家
推测，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的“双轴线”布局，体现的是
神权与王权并立的“二元政治”，因为国家存在两个核心，也就
出现了“宫庙”并列的“双轴线”布局。

600年汉魏洛阳城，
孕育帝国时代都城中轴线

进入帝国时代，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双轴线”布局逐渐
演变为“中轴线”布局。今天，我们站在汉魏洛阳城遗址保护展
示区内，可以清晰地看见一条由阊阖门、太极殿、铜驼大街等重
要遗址组成的南北向历史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历经东汉、曹
魏、西晋、北魏4个王朝，经过约600年的不断发展演变，最终成
为后世都城中轴线的重要源头。

有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东汉洛阳城，大朝正殿与南宫的南
宫门、大城南城门—平城门形成一条南北向轴线；晚期东汉洛
阳城，大朝正殿与北宫的南门、大城南城门形成一条南北向轴
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宫城轴线与都
城轴线重合的都城中轴线。

曹魏时期，都城中轴线进一步发展成熟。随着单一宫城制
和太极殿制度的确定，规划都城中轴线时也有了更大的“发挥
空间”。在曹魏洛阳城中，中轴线自北向南依次大朝正殿太极
殿、宫城正门阊阖门、铜驼街、外城正门宣阳门，较此前的都城
中轴线更为接近“居中”位置。

北魏洛阳城最早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中涵盖宫城洛阳城最早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中涵盖宫城、、内城内城、、
郭城的郭城的““三城制三城制””布局布局，，其都城中轴线北起宫城其都城中轴线北起宫城，，向南穿过内城向南穿过内城、、
郭城郭城，，与城市的中央大道与城市的中央大道（（铜驼大街铜驼大街））重叠重叠，，轴线两侧整齐分布轴线两侧整齐分布
着着320320个里坊个里坊，，里坊中还设置有多个大型商业交易场所里坊中还设置有多个大型商业交易场所。。这条这条
明显是人为规划设计的城市中轴线明显是人为规划设计的城市中轴线，，后来成为隋大兴后来成为隋大兴、、唐长安唐长安
城城、、宋开封城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源头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源头。。

隋唐两都，
为后世都城中轴线“打样”

隋唐洛阳城中轴线，
在共性中展示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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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遗址而得名
诗意氤氲绿荫浓

西苑路，始建于1956年，因临近隋唐西苑遗址
而得名。西苑路，是一条氤氲了诗意的路，在洛阳人
心里有着重要的地位。提起她，只有一个字“美”，媒
体评选的“洛阳最美道路”她榜上有名，西苑路上的

“金光大道”还被誉为“洛阳最美24小时”的风景之
一，也是大气秀美新洛阳一道亮丽景观。

西苑路西起武汉路，东经太原路，北道与延安路
相接，南道与南昌路相接。在这条路上，天津路以西
段，两道中有宽阔的绿化带，各式造型雕塑立于其
间；天津路以东至延安路段有街心花园，也就是著名
的牡丹广场。整条道路富植花草树木，法桐入云，给
人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感，无愧“西苑”之名。

西苑，是隋唐时期都城洛阳的皇家禁苑，隋称会
通苑，又名上林苑，唐武德初年改称芳华苑，武周时
又改为神都苑，因位于隋唐东都城宫城的西面，所以
历史文献中常称其为西苑。

古代中国的都城和苑囿，互为表里，相互依存，
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大业元年（公元
605年）隋王朝营建东都洛阳时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在洛阳城西部建造了一个规模庞大、富丽繁华的苑
囿，即西苑。

《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
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元河南志》与《唐
两京城坊考》中记载，隋旧苑周长二百二十九里一
百三十八步，隋唐东都城的外郭城周回六十九里二
百一十步。如此看来，西苑的周长是东都洛阳城的
3倍多，折算成面积的话则更为广大。《资治通鉴》卷
一百八十《隋纪四》记载：“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
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
以实园苑。”也就是说，隋炀帝在建造西苑时，依托
强大的社会物质基础，将来自四面八方的珍稀动、
植物皆聚集于西苑，其富丽景象可想而知。西苑建
成以后，隋炀帝曾在西苑接待国外使臣，并时常在西
苑中与群臣、诸妃宴饮作乐。

随着隋末农民战争爆发，洛阳作为战争的主战
场，西苑也难以幸免于难。《资治通鉴》记载，义宁
元年（公元 617 年），“时密（即李密，隋末唐初割据
群雄之一）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兵连战”。《资治
通鉴》卷一百八十五记载，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世子建成（李建成，唐高祖李渊长子）等至
东都，军于芳华苑”。连年战事，给西苑造成了很
大的破坏。

唐太宗曾多次下令对洛阳宫进行修治，但是遭
到大臣的谏阻，没有成愿，直到唐高宗李治时西苑才
再次兴盛起来。李治曾长期寓居洛阳，并说“两京，
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在此情况
下，唐政府开始对西苑进行大规模的恢复重建，为皇
室所享用。

隋唐两代苦心经营150余年的西苑，最终在“安
史之乱”中饱经摧残，退出历史舞台，留下了如今的
隋唐东都西苑遗址，并于2004年并入国家重点保护
单位隋唐洛阳城的保护范围。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西苑路仍然延续着
“苑囿基因”——道路两旁法桐荫浓，好似两道绿色
长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重要的重工业基
地的洛阳，西苑路两边的这些法桐，也都是在苏联
援助时期种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梧桐树
高高大大，挺拔向上，树枝相互接连，向上看只能看
到绿色的树叶和从树叶缝隙中露出点点的天空和
零碎的阳光，为行走在它下面的人呈上一片充满诗
意的世界。

西苑路依然是老涧西人喜爱的乐园，有人喜欢
西苑路的文艺，有人喜欢西苑路的法桐，有人喜欢西
苑路的慢节奏，不同的人对其有着不同的感情。漫
步其间，南北各两排高大的法桐高耸入云，道路中心
的绿化带中矗立着一座座造型雕塑，不少市民在跳
舞、打球、踢毽子、下象棋……这条以昔日皇家宫苑
命名的道路，如今已成为市民的“文娱乐园”。

洛报融媒记者 梁笑宇 文/图

西苑路

对都城中轴线布局作严整的规划，到隋唐时
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

隋灭北周后，在今陕西西安新建都城大兴
城，由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和营造。唐仍
以大兴城为都，更名长安城。这座都城呈长方
形，分为外郭城、宫城和皇城，宫城和皇城位于外
郭城北部的中央。宫城中部为太极宫，正殿太极
殿位于宫殿区南部正中，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
相对，构成了宫城的中轴线。皇城正门朱雀门，
北对宫城正门承天门，南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
正门明德门，形成了一条串联宫城、皇城、外郭城
的规模宏大的中轴线。此外，以这条中轴线为
界，两侧对称分布着东市、西市和110个里坊，形
成极为规整的中轴对称布局。同时期的隋唐洛
阳城，也是基本一致的形制布局。两者最大的区
别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并非位于城市东西居中
位置，这与当时的山川地理、宫殿方位有关。

自隋唐以后，将一座都城按照左右对称式的
规划处理，从而形成一条城市中轴线，并且在大
部分情况下，将帝王的宫殿布置在这条轴线上，
几乎成了惯例。

正在申遗的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朝，发展
于明朝，完善于清朝，有 700 余年的历史。这条
中轴线以位于全城中心的故宫太和殿为基点，首
先形成宫城中轴线，随后又向南北延伸，将外城、
内城、皇城和宫城串联起来，形成一条长约 8 公
里、南北贯穿全城的都城中轴线，最终影响了整
个北京城的空间格局，成为中国历代都城“最后
的结晶”。

最早的宫城轴线规划，
出现在洛阳二里头遗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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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鼎门是隋唐洛阳城外郭城正门定鼎门是隋唐洛阳城外郭城正门，，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如今在原址上建了遗址博物馆如今在原址上建了遗址博物馆（（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现在洛阳南北中轴线一瞥现在洛阳南北中轴线一瞥（（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市民“文娱乐园”

绿化带中的造型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