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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是日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个别研究”时代，都城史与制度史、

地域史、敦煌吐鲁番社会等领域一样，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1
。2001 年 10

月，講談社出版了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一书，又为古代都城研究增添了一部新作。 

妹尾達彦主要致力于中国都市史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发表了多种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专

著
2
，在日本有“中国都市史研究第一人”之誉。 

《長安の都市計画》，全书由三章构成。在第一章《ユーラシア大陸の３つの都》（《欧

亚大陆三都》）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历史即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史”的命题，并强调他本人

的研究旨趣，在于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即尝试用一种能够将整个地球史与详述某一地区的

地域史相结合的新的叙述方式。作者发现，自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到公元十五、六世纪，在

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欧亚大陆曾反复出现游牧民族自东向西的、长距离、大规模的迁徙活

动，这在世界各大洲中是罕见的，也带来了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东亚文明的激烈碰撞和

融合。其中 4—7 世纪鲜卑族自北方草原南下，9 世纪土耳其人的西迁，13 世纪蒙古人的远

征等，都对中亚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重点考察了 8—9 世纪欧亚大陆三大著名都市——长安、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在

当时，这三大名都具有汇集最高文明成果、融合多种文化、人口繁多以及处于经济文化中心

和世界性宗教圈中心等共同点。总之，在第一章中，作者从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政治与文

化地理等多个视角来考察隋唐长安出现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是作者对世界史、中国史的基本

认识的理论阐述，也是其隋唐长安研究的切入点。 

第二章《長安は、宇宙の都として設計された》（《被设计为宇宙之都的长安》），长达

67 页，分为《都市のデザィン》（《都市的设计构思》）和《王都は正统性を主張する》（《王

都主张正统性》）两个小节，是全书重点论述的部分。作者认为：4—7 世纪欧亚大陆的变动、

特别是鲜卑人的迁徙，直接与隋唐长安的历史变迁有关。在中国陷于南北分裂的背景下，鲜

卑族在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以后的隋唐政权也是由混有胡族血统的军事贵族建立的王朝。

而隋文帝重建大兴城的目的，不仅在于强化隋朝的治安和军事防御能力，同时还在于强调杨

氏隋朝的正统性，以改变所谓南朝承汉正朔的偏见。在这一部分，作者还从考古发现考察了

长安的整体构造，以及隋、唐长安存在着的异同。作者发现：棋格模式是隋、唐长安所共有

的特征，而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首先是与鲜卑族入主中原后注重继承和吸收汉民族的文化

传统有关，此外，西北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也适合于版筑。至于棋格模式的思想内涵和象征

意义，更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包含了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和《周礼》中理想都城的成分，同

时还包含了《周易》中具有调和自然与文化功能的阴阳五行思想，以及给空间注入生命的风

水说等等。看来，在长安都城设计和建立之初，统治者更注重仪礼功能的发挥，试图使皇都

具有摹写宇宙、联系上天与人世间的功能。总之，强调和体现隋唐王朝的正统性，是长安都

城设计理念的核心。 

如果说，作者在第二章中侧重于考察长安的设计思想和象征意义，那么，在第三章《住

民が、長安を生活の都に変えた》（《居民将长安变成了生活之都》）中，作者则侧重于隋唐

长安都城政治功能的转变，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地域及其变动过程。在第一节《宇宙の都

から生活の都へ》（《从宇宙之都到生活之都》）中，作者注意到，9世纪以后，长安社会文

化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道教开始抬头，祭天礼和南郊仪礼等各种王朝礼仪也开始注重强

化社会统和功能，重视道德伦理教化功能的发挥，同时，世俗倾向增加，如公主的出嫁仪式、

迎佛骨仪式等，都十分大众化，带有享乐性，动辄万人空巷，出现大众高度兴奋、狂热的场

面。特别是 9世纪以后，士人阶层的思想活动出现了某些新变化，如华夷之辨思想以及复古、

怀旧的思想开始抬头，思想意识方面呈现出某种排他性。作者认为，这些变化与安史之乱后

唐朝所面对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有关，在当时，河北三镇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央而独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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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吐蕃等周边民族政权的领土扩张，造成唐朝疆域的急剧萎缩，武宗会昌大举灭佛以及祆

教、摩尼教的被禁止，都标志着唐朝作为君临东亚的大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其国际性和典

范性已经消失。总之，9世纪长安思想界的变化，与唐朝在世界历史中地位的改变，存在着

直接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到唐朝后期，长安都城原本具有的摹写宇宙、显示王朝正统性的

功能以及联系上天与人世的桥梁作用，都已经弱化。 

在对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地域及其变动过程的动态考察中，作者选取了以下三则有代表性

的史料，即宋敏求的《长安志》、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唐末到访长安

的伊斯兰商人的见闻录（P199-201），考察了 8 世纪前期官僚阶层的居住状况、长安高级商

业区的变迁以及长安东西区居民的生活样式。通过分析、比较，作者认为长安出现了居民按

社会阶层选择居住区的倾向，形成了所谓“精英区”与“平民区”。而这种现象的出现，首

先与科举制度的影响有关，文人举子为实现所谓“长安梦”而竞逐科场，云集首都；其次则

与长安人口增加，工商业发达，商贾往来频繁以及坊制的松弛等因素有关。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隋唐长安研究的新作迭出，其中一些著作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为基础，在增补校订坊里史料，考察宫城和皇城建置沿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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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从长

安市民生活、“胡风”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以及科场风习等方面来考察唐代长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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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

的看，考察都城制度沿革之作与论说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变迁之作，似乎是畛域分明，能够将

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还较少见。 

妹尾達彦的《長安の都市計画》，初看起来，“学域”边界似乎有些模糊，因为它涉及方

面广泛，有关自然环境、中亚历史地理及都城文化的内容占据了相当篇幅。此外，这应该说

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带有普及性的作品。但是由于作者在此前已经有多篇古代都城研究方面的

专门论文发表，故此书的学术性还是显而易见。作者以世界史的整体眼光，通过地理环境、

民族迁徙、社会思想演变等多个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在综合性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

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如作者将 9世纪以后唐朝统治空间的盈缩，

与长安社会生活的变化相联系，并指出唐后期士人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宋代思想学术的

面貌。这一认识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平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白居易《西凉

伎》）。唐前后期疆域的这种巨大变化，确实对 9世纪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

该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比较而言，统治空间的丧失及其给唐人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应该是浅显而易发现的；而由统治空间丧失带来的“丧失感”，亦即唐人精神世界和思想意

识的变化，则是深潜而不易考察的。就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后者来说，学界现有的研究显然是

不够充分的，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在写作方法方面，妹尾達彦也自有其长处。本书的部分章节，明显地带有游记风格。作

者将其自青年时代起利用“休学旅行”探访欧亚大陆名胜古迹的经历穿插于全书中，文笔细

腻优美，增添了作品的亲切感。此外，图的运用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全书共有插图 66 幅，

大多为作者自己设计、绘制，也有些是直接引用或经作者修改过的他人之作。每幅图都注明

了文献或史料的依据。有些示意图，如图 9“世界历史の第二期”（P40），图 40“宇宙の都”

（P139）等，通过富有创意的构思，收到了文字表述所难替代的效果。此外，在书的卷末附

录部分，作者用 6 页篇幅，编辑了“長安を知るための読書案内”，即从宋代至今，包括中

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部分西方学者的长安研究成果“指南”，不仅为这个题目的后继研究

者提供了便利，实际上也是有关长安研究的学术史的扼要介绍。 

当然，此书涉及的某些问题，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例如，作者明确地将隋政权与

北魏政权同视为鲜卑文化的代表，认为“由拥有鲜卑系和匈奴系血统的隋王朝完成了中国大

陆的再统一，并建立了新都大兴城”（P59；同义的表述还见 P84，P101）；此外，作者还认

为，9世纪以后，唐文化的主流，开始从欧亚大陆共有的游牧民族的普遍性质，向中国固有

的汉传统文化复归（P188）。这些提法，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隋唐王朝的种族与文化属性问

题。就杨隋先世的血统问题来说，尽管有史学家对隋文帝自称是汉太尉杨震第 14 代孙表示

怀疑，但杨坚父杨忠系汉族，西魏时被赐鲜卑姓“普六如氏”，母吕氏，亦汉族，均无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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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即便至杨坚时代，开始与独孤氏联姻，子孙一代也并非纯粹胡族血统。而从杨坚、杨

广父子钦慕南朝文化，宗室子弟多有深厚诗书修养来看，很难将杨氏隋朝视为鲜卑军事贵族。

诚然，都城史也是建筑史，是建筑师、设计师作品的历史，而研究都城的设计者家族学术背

景，无疑是审视都城设计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唐长安制度多承自隋大兴城，而设计建造

大兴城的宇文恺、阎毗、何稠等人，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西域胡族血统和文化背景，

对隋唐长安的设计自然会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

论”《都城建筑》中指出：虽然宇文恺等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但其“久为华夏文化所

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陈氏还以“西域奇技”为“用”，

“中国经典”为“体”来比喻两者间的关系，与唐人自己所说的“长安有胡风”，都是比较

接近历史实际的说法。可否这样理解：与其说隋唐长安的设计，是鲜卑民族融合汉文化的产

物，毋宁说是汉文化吸收了若干西域文化元素的结果。 

此外，作者认为：近代国家与前近代国家首都的机能和象征意义，基本上是不同的。十

九世紀以后的近代国家的首都，是军队、警察、政治的中心，而在前近代，王都不过是多数

军阀的军事据点之一而已（P92—93）。然而，倘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的都城，情况
却有所不同。首先，隋唐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城市，据文献和考古发掘，从整个城市宫

殿区所占的地位、封闭式的坊市和受到严格控制的市场来看，这种封建城市与欧洲中古时期

的城市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其次，以唐朝为例，在皇权和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的时期，首都

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军事上的防御功能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前期的兵府多集中在关内道及其外

围地区，里坊制度甚至也有军事管制的倾向，等等。这些现象都表明，“前近代”的中国都

城，也有军队、警察、政治中心的作用，而政治军事功能远远大于经济功能，一直是中国古

代都城的特点之一。 
 

收稿日期：2003-10-31 

作者简介：王力平，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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