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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15日，第15届城市规划

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2024

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

与理论分会年会在我市举行。来自

全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规划管

理、规划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

“都城规划历史与理论”主题，进行深

入研讨交流。

此次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主办，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洛

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是国内

城市规划领域重要学术会议之一。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从古至

今在城市规划上有着独特的演变进

程。在活动现场，不少专家学者以洛

阳为研究范例，从历史与现在的延续

呼应、与其他古都的对比等角度，深

入分析洛阳的城市规划理念。

第15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在洛举行
与会专家围绕“都城规划历史与理论”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隋唐洛阳城是不可多得的中华古都典范

“都城是国家中枢所在，

都城规划是国家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

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董卫表示，作为我国古代

著名都城，隋唐洛阳城的都城

规划体现了多处创新，是不可

多得的中华古都典范。

公元 605 年，宇文恺奉

命营建隋唐洛阳城。在建设

过程中，宇文恺充分汲取隋

大兴城规划建设的经验，没

有选择比较平坦的地方，而

是在靠近东周王城的斜坡地

上营造东都，形成北依邙山、

南望龙门、洛水贯都的整体

格局。

董卫认为，隋唐洛阳城

的都城规划主要有三点创

新。首先，充分考虑了国家、

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为都

城运行营造了可靠的经济环

境；其次，隋唐洛阳城秉持

“天地之中”的理念，凿河修

路、完善都城周边水路交通

网，发展次级城市，形成了都

城城市群体系；再次，选择坡

地布局皇城宫城的隋唐洛阳

城近洛水而无洪涝之虞、依

邙山而望龙门伊阙，进一步

提升了中轴线的都城价值和

意义，是因地制宜开展中轴

线布局的优秀案例。

“隋唐长安与洛阳是我国古代都

城制度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蕴含的

都城观念图谱亟须厘清与构建。”重

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助理研究员孙

新飞从西安与洛阳两大古都的规划

手法、文化意涵等方面进行对比，深

入分析古代都城的营造策略。

孙新飞聚焦空间规划的图式观

念，对隋唐长安、洛阳形制布局进行

数理图式分析，发现内含以宫设都的

尺度规划图式、60°方位设计的空

间布局图式。“这与‘九五至尊’象征

君位、都城‘择中’与‘敬天’等文化意

涵有关。”孙新飞说。

孙新飞认为，隋唐两都尺度规

划均以宫城为尊，以相同比例设置

子城与外郭城尺度。其中，长安尺

度比例与“九五之数”十分契合，洛

阳尺度比例更加齐整，也更因地制

宜。另外，隋唐两都宏微观空间布

局均遵循60°方位设计，体现了王

城规划绵延不断的图式基因。

“隋唐两都规划图式是糅合南北

朝都城制度与隋代现实政治后的‘托

古创制’，深刻影响了后世都城的规

划实践。”孙新飞说。

“洛阳历史文化悠久，大

遗址数量较多且分布密集，如

何利用规划手段，在保护的基

础上，创新做好新时期大遗址

的活化利用，是当下洛阳城市

规划领域的重点问题。”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

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鞠德

东说。

鞠德东深入分析了洛阳

自古以来的名城特点，以及大

古都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重点和难点，回顾此前洛阳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历

程，总结成功经验。

他结合新时期国家关于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最

新要求，提出正本清源明价

值、守文持正控底线、与时俱

进塑格局、规矩方圆强管控的

理念和技术路线，为洛阳名城

规划和大遗址保护提出了意

见建议。

“洛阳要针对自身的大遗

址分布特点，完善多层次整体

保护机制，用科学合理的规划

实现以用促保、活化利用。”鞠

德东建议，从大历史观方面

和中华文明传承的高度系统

认知洛阳历史地位，构建文

化安全空间体系，构筑支撑

国土空间高质量保护开发的

总体格局。

“汉魏洛阳城是形制变化最为频

繁复杂的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考古队队长刘

涛以考古领域专家身份跨界分享，结

合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分析其规

划理念和布局思想。

刘涛认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都

城之一，汉魏洛阳城的规划理念和布

局思想，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

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其中，“建

中立极”“天人合一”思想，在其宫城

布局和功能分区中有明显继承体现。

“汉魏洛阳城在延续之前的都城

布局基础上，结合宫城主要轴线、坊

市分区等进行调整，形成了从多宫制

向单一宫制的转变。这是汉魏洛阳

城形制变化的一个重点，对后世都城

的规划布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刘

涛说，近20年对汉魏洛阳城遗址的

系统考古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

对汉魏洛阳城宫城内部空间结构和

功能划分的认识，也对深入理解历

史上的都城规划思想提供了有力的

考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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