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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E_86_E4_c34_42460.htm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

民族，几十个朝代和政权的兴替，随之产生了丰富的都城文

化。都城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枢纽、军事的城堡，因此，

在地理上必须很讲究。选择城址，一定要考虑自然条件，诸

如山川地利、水土物产、气候风景、都要精心分析。这样，

就产生了都城风水的理论和实践。 古汉语中，“国”字往往 

者城的代名词。《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

之中而立国。” 一般情况，都城简称为都。《释名》说：“

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都城又称京师。《公羊传

》说：“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师者，众也。

” 夏朝、商朝的都城称邑。 如夏邑、商邑。周朝至京朝，都

城多被称为京师。 建筑城邑、住宅是很严肃而重大的事情。

从考古看，殷商的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建筑的记载，如“王乍

邑？帝若？”（王要建邑？上帝同意吗？）“王有石才鹿北

东，乍邑于之？” （王有石在鹿地的东北，作邑于此。）这

些卜辞是问修城邑有没有祸祟？方向合不合适？ 殷商的城建

颇具规模，从郑州和安阳发掘的遗址看，基址的朝向接近磁

针的正方向，即正南北向或正东西向。基址底部呈水平状。

这些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测定方向的水平的技术。 风水关于

都城的建筑观念，与般的阳宅理论基本相同，只是有两点区

别： 一是求大。都城基址必须选择大环境，地大、山大、明

堂大、水的弯曲大，只有容易大，才能修建庞大的都城。 一

是龙脉集结处。缪希雍《葬经翼》说：“关中者，天下之脊



，中原之龙首也。翼州者，太行之正，中条之干也。洛阳者

，天地之中，中原之粹也。燕都者，北陇尽，鸭绿界其后，

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复，北方一大人也。之数者

自三代以来靡不为帝王之宅，然兴衰迭异者，以其气有去来

之不齐也。”这段话讲的是西安、洛阳、北京的龙脉地形，

特别推崇北京，因为作者所处的明代都城在北京，所以向封

建统治者献媚。 下面，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分别介绍古代都

城的营建情况。 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 北京是我们伟大

祖国的首都。它有3千多年的历史，周武王封尧的后代于此，

当时叫蓟丘，后来成为燕国的国都。辽代以北京为陪都，称

燕京或南京。金代于1153年迁都北京，改名为中都，从此成

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元代以北京为大都，以“前朝后市，左

祖右社”的原则建设北京，奠定了北京城的规模。明初定都

应天（今南京），为了杀元代的王气，拆除了元朝的宫殿，

把北城墙向南推移。明成祖迁都北京，为了体现皇权的核心

地位，把全城的中轴线向东推移了150米，新建的宫殿都在中

轴线上，又在线北堆筑了一座景山，用以镇元代残余的王气

，以便明代长治久安。清代仍以北京为都城，增建了地坛、

日坛、月坛，用以祭祀。北京城南面有天坛，北面有地坛，

东南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分别表示前朱雀、后玄武、左青

龙、右白虎。 北京之所以历来成为军事重镇、政治中心，这

与其地理形势有关。它地处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东北

松辽平面之间，西北是燕山山脉，西南是太行山脉，南面是

华北平原，东面是渤海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渤海，

成为拱卫北京的屏障。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处于北京

小平原、南方大平原、北方山地之间，必然引起历代先哲的



重视。 元代蒙古贵州巴图南曾对忽必烈极力推荐北京，《元

史巴图鲁》记载巴图南语：“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

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

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决

定定都于燕。 元代的士人都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重要，陶宗

仪在《南村辍耕录》描述北京“右拥太行，左注小伙子海，

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 明初，朱元璋攻下北

平（北京），询问大臣可否在此建都。臣僚们认为这是元代

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翰林修撰鲍频说：胡主起

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

不必改图。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赶走明惠帝后，他不愿意到南

京去当皇帝，有意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他的封地（时称燕

京），龙潜于此，多有经营。上有所好，下必应之，他的臣

僚纷纷表示赞同。《明实录太宗实录》记载群臣上疏：“伏

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

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

成帝王万世之都也。” 明人普遍认为定都北京是明智之举。

万历年间修撰的《顺天府志》卷一云：“燕环沧海以为池，

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

，东西贡道来万国之朝宗，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雉堞，万年强

御，百世治安。” 明末，朱明政权江河日下，大厦将倾。有

些风水先生认为应归罪于明成祖迁都北京，明代都燕200年，

英宗被俘，武宗被围阳和、李自成围京师，多灾多难，政局

一直不稳。 北京离北边的边界太近，确实造成明政权时有不

安。但是，明政权衰败的原因不在地理，而在封建统治者。

如果不是这样，清朝怎么能继续在北京建都二百多年？ 现在



，北京正在全国、全世界发挥它的巨大作用。 南京：虎踞龙

盘、依山傍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

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中的几句诗。“虎踞龙盘”四个字是对南京地形

的描述。 南京的西面有座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

像一个蹲着的老虎，东面有钟山，像盘曲的卧龙。所以，历

来的人们称南京为“虎踞龙盘”。这个称呼由来已久，据晋

代张勃的《吴录》，刘备派遣诸葛亮到南京，诸葛亮叹道：

“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北周庚信在《哀江

南赋》云：“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唐代刘知几

在《史通书志》解释说：“虎踞龙盘，帝王表其尊极。”唐

代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云：“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

访古丘。”可见，“虎踞龙盘”一词已为人们认同。 南京先

后有不少王朝和政权在此建都。三国的东吴以及后来的东晋

、宋、齐、梁、陈连续在此建都，史称六朝古都。以后，南

唐、明朝、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蒋介石国民政府都在此建都

。 南京的名称多有变化，战国时楚置金陵邑，秦称秣陵，东

吴称建业，晋及南朝称建康。明称南京，南唐和清朝称江宁

府，太平天国称天京。 南京地势险要，四周是山，北高南低

，易守不易攻。西边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

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

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

南边有长命州、张公州、白鹭州等沙州形成夹江，这些天然

屏障拱卫着南京，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很看中这块宝地。 不仅

如此，南京还处在经济发达和交通便利大环境中，东南的太

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是资源丰富的粮仓，形成了很好的经济



基础。沿江可上溯到九江、武汉，沿江下行可到上海，加上

秦淮河与太湖水系，使得南京四通八达。 据说，早在公元

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今清凉山筑城，又埋金以压王气。 

元末朱元璋起兵，儒士冯国用、陶安、叶兑纷纷主张取南京

而定天下。《明史冯国用传》记载冯对朱元璋说：“金陵龙

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朱元璋曾命儒士为

钟山赋诗，邓伯言云：“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这是

一句极赞南京有帝王之气的诗，朱元璋拍案大声叫绝，邓件

言以为太祖发怒了，吓得半死。 朱元璋听从了儒士的建议，

由刘基等人相地，精心营建南京。《明实录》卷21记载元至

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修筑城墙和宫殿的情况：“

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

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

卑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乐

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

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胜焉。” [1] [2] [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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