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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忻尚龙 文/图

近两日，我国考古界不少专家都对
洛阳的“西周成周城”津津乐道。这一切
都缘于我市考古专家蔡运章近日在市文
物局作的一场学术报告——在报告中，
蔡运章就“西周成周城”提出了新的看
法，认为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都荟洛”应
为“六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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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常提到的“五都荟洛”可能不那么准确了？我市考古专家蔡运章
近日就“西周成周城”提出新观点，认为洛阳应有“六大都城”

您若住在老城十字街一带
脚下没准儿就是西周的宫城

在西周成周城内，居民是不可以
随便挑地方居住的——当时的统治
者以规划“里坊”的方式来安置居民，
就是以一平方里为单位来规划城市
布局，如贾肆、铸铜作坊、百姓住地、
军队驻地等。哪一个区域住什么人，
哪一片地方用来干什么，都有着严格
的限制。

《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凡工
贾、胥（庶）士、臣仆，州里俾无交为。”

“工贾”指工匠和商贾，“胥（庶）士”指
一般百姓，“臣仆”指奴仆，“州里”指
城郭及四郊的居民里坊。这是说凡
是城郭及四郊的居民，应按其身份和
职业的不同，分别居住在各自的里坊

内，不得相互混杂。
这种管理制度，在我国持续了一

两千年，直到唐宋时期才走向衰落。
在蔡运章眼里，西周成周城的里坊设
置和管理，实开我国都市里坊制度之
先河，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
代的重大意义。

“西周东都成周城的位置、形制
规模、结构布局，都已经有了初步推
断，这对研究西周王朝的历史和我国
古代都城发展史等问题，都具有重要
意义。而且我们相信，随着西周成周
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深入展开，
将会有更多的细节问题得到进一步
解决。”蔡运章说。

西周成周城的位置清楚了，那么
它是以怎样的方位坐落在这块土地
上的呢？

“西周成周城的坐向，史书未见明
确记载。虽然在《周礼》中保存有许多
西周时期的原始资料，说周代的王城
都‘坐北朝南’，是以‘宫城为中心’的
主体结构，但是根据考古发现，周、秦、
西汉时期都城的结构布局经常和这种
说法不一致。再加上《周礼》是战国晚
期经儒家重新编定的，可见这是一部
当时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化政典，不可
盲目采信。”对于《周礼》中的白纸黑
字，蔡运章并不“买账”。

在蔡运章看来，要澄清西周成周城
的结构布局，得从实际出发，根据考古发
现和文献记载，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

他认为，我国古代盛行“尊西”的
思想观念。《论衡·四讳篇》说：“夫西
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这就是

“尊西”形成的思想根源。而根据考
古发现，东周、秦、西汉时期的都城，
确实大都“坐西朝东”，多为“宫城”居

“郭城”西南隅的结构布局。譬如，山
东曲阜鲁国故城（在今山东省曲阜
市）就是“坐西朝东”的布局。

所以西周成周城，应该也是这么
一个“坐西朝东”的结构布局。

蔡运章认为，西周成周城位于
邙山与洛河之间的瀍河两岸。他
根据考古文物和文献资料，勾勒出
成周城的位置、形状和布局。

（1）西北角：元怿（yì）墓（位
于北盟路上）东南约 200 米、洛孟
公路东约100米处，也是西周贵族
墓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坐标。
（如图位置①）

（2）东北角：由元怿墓东南约
200米处向东，越过瀍河经洛阳东
郊热源厂北，延伸至238省道的南
侧。（如图位置②）

（3）西南角：老城南关西约
420 米处。这里正是西周成周城
宫城的位置，因其正好压在今天洛
阳老城的下面，所以目前考古发现
的遗迹较少。（如图位置③）

（4）东南角：经洛八办、原洛
阳日用化工厂，再向东延伸至洛河
岸边，据估计已被洛河冲毁。（如图
位置④）

成周城分为两层，就好像在一
个大盒子里面套着一个小盒子。
外面这层“盒子”是外城，即“郭
城”；里面这层“盒子”是内城，也就
是“宫城”。

成周城宫城的面积是多少？
学者们看法不一。周代文献中，常
常把西周城称为“九里”城，即外城
每边长九里，面积为八十一平方
里。但古今尺度不同，周代的“里”
和现代的“里”标准不一致。西周
时期“里”的具体标准长度，史书又
没有明确记载。

根据一件在20世纪30年代
出土的东周铜尺作为标准进行计
算，成周城宫城的面积大约相当于
今天的1.56平方公里。而成周城
的总面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12.45平方公里。

夏朝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
王城、汉魏故城和隋唐洛阳城等
五个遗址，被誉为洛阳的五大都
城。而我市考古专家蔡运章近日
提出了新的观点——洛阳应有

“六大都城”，其中包括一个长久
以来没有被人们正确认识的都城

“西周成周城”。
西周时期的成周城，是西周王

朝的东都，在西周历史和中国古代
都城发展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然而，关于成周城，至今仍
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

“在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东周
王城和成周城是同一个城。因为
《公羊传》中有记载：‘王城者何？
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在
此影响下，就连东汉的班固和郑玄
也采信了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
在王城遗址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
西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这说
明，它不可能是西周初年营建的东
都成周城。”蔡运章说。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
工作者按照传统都城考古的基本
思路，在洛阳市区西自涧河、东到
瀍河两岸的广袤地区内，苦苦寻找
西周成周的城墙和宫殿基址，至今
仍然没有明显收获。

然而，在瀍河两岸，考古人员
陆续发现大量西周时期的贵族墓
葬、铸铜作坊、车马坑、祭祀遗址、
大型建筑基址等文物遗迹，这些
重要发现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高度
关注。

一个概念逐步在蔡运章和一
些考古专家的脑海中形成——西
周初年周公、召公营建的成周城，
可能就位于邙山与洛河之间的瀍
河两岸。他们根据这些年的重要
发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西周
成周城的位置、形制规模以及结构
布局有了大致的推测。

写出《汉书》的班固，
也弄错了这个问题？1 去老城吃顿水席，

会踩在西周宫城上？2

3 西周成周城，竟然不是“坐北朝南”？

4 如果您出生在当时，
想从“启明路”搬家到“九都路”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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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