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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黎明时期起，直到当今现代化的时代，人们都孕育着对两种基本知识的渴求。
　　一代的人物过去了，新生的另一代人物又登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生生不息，像滔滔流逝的江
河之水。
所以“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们的先人总是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生活过的一些痕迹。
这些痕迹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渴求——想要知道先人生活的轨迹。
也就是如何来正确认识曾经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生活的经历、思想及其活动过程。
人们希望对自身世代相传的来源有越来越多的明晰了解，这就发展了历史学。
　　只有从祖先世代相传的经验中吸取智慧，人们才能较好地克服盲目、减少糊涂，做一个明白人。
这就自然而然地渴望对祖先、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对人类的历史有所了解。
人们需要不断熟悉自己的历史，也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现在。
人类是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从发源地经一波三折、九曲回肠穿过时空的隧道，一步又一步走
到了今天。
明天会怎么样走下去？
这就需要不断地认识过去.同时又展望未来。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使我们明白怎么来认识与处理今天的事件，能够从历史的影子中窥见今
天世事的变化，使我们明哲，给我们睿智。
这就是人的第一种知识渴求。
　　除此之外，人们还要对赖以生活，提供衣、食、住、行的地理环境有所认识。
人们生活的环境广阔无边，有大山大河等自然环境，又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
其中，人们更需要重点认识的是人口集中、人类活动频繁的地理环境的中心舞台——城市。
城市特别是国都城市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价值取向和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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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和风水学者于希贤的最新力作（网上有14600多条与他相
关的记录）。
作者认为，城市是历史和文化的中心舞台，是最能反映人类社会活动和历史发展的地理集中点。
作者运用周易理论及道家思想，揭示了中国古都天、地、人合一的和谐宇宙图示，从建筑风水学、环
境生态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方面对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
究和解读，以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国都城市为例，阐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四象八卦、阴阳五行等
传统建筑哲学理论在城市的选址、规划、布局中的具体应用。
作者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入发掘和创造性应用，对现代城市规划特别是当今如火如荼的城市化
建设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和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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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希贤，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的历史地理和风水学者
。
现任北京大学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中心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古都学会理事。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建筑风水学领域有极深造诣，并享有很高声誉。
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人类生存环境的沧海桑田》、《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
址》等。

    曾同海内外同仁合作开展中国风水学理论及其在景观设计上的应用的研究。
1987年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尹弘基教授合作研究中国风水起源和风水景观设计原理。
1989年在台湾《大地地理》杂志上发表《中国的风水与古都城市规划》学术论文，引起极大关注。
1985至1990年期间担任常务副主编，协助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院士完成《黄河文化》大型学术
著作（120万字）。

    曾多次受邀到国外讲学。
1991年受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玛·费·维佳索娃教授的邀请赴莫斯科大学讲学，并作为博士研究
生导师指导三位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
1995年受莫斯科大学副校长托罗宾教授的邀请再次到莫斯科大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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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历史文化与城市关系概论　　第一章　城市的历史文化透视　　第一节　城市与历史文化
　　城市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
从外观上看，城市是高大建筑集中、街道网络稠密的文化景观，是运转不息的经产、文化空间。
城市一般来说较周围农村集中了更多的科学、艺术、文化机构和人才；集中了更多的生产设施与生活
设施；集中了更多的公用设施，其中包括给排水、供电、供热、交通、消防、电信、邮电、教育、商
业、治安警卫、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
城市和周围农村比较起来，其第二产业——手工业和工业、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也更为集中。
总之，城是人类作用于地理环境的相对集中的“点”，而它周围的农村则是一个辽阔的“面”。
这个点和面，也即城市和农村郊野是一对阴、阳互补的统一体。
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有联系也有区别。
因此，每一个城市对它所在的那个地区，在一定的范围内都会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现代化交通、电信设施出现和普及以后，这种吸引力会达到较为遥远的空间。
城市从周边以至更远的地区吸引人口、技术、文化知识和财富。
同时，又不断地向此城影响的地区，乃至遥远的范围，输出深加工的、更为有特色的物质、文化、技
术和精神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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