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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宇文 恺是公元 六世纪 时我 国的一 位 建筑 家
。

他 曾经主持规划著名 的隋大兴城

唐 长安城的前身 和 东都城 今洛 阳 市
,

创造 了里坊制城市的典 范
。

他的建

筑 实践
,

发展和丰 富了我 国城市建筑 的 独特风格和 优 秀传统
,

从 而 在中国科学技

术 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

隋代是我国建筑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

这一时期的建筑技术
,

在继承 西汉以

来成就的基础上开拓了隋唐时期建筑 爵度 发展的新阶段
。

隋朝的首都大兴城
,

依据详密的

规划进行建 设
,

它的规模宏大
,

分区明确与街道整齐都超过 了前代的都城
。

它的规划设舒

者就是隋代著名的建筑大师 —事 文恺
。

隋代的一些重要建筑工程
,

几乎都是在宇文恺的

设爵
、

规划和主持下建成的
。

他不仅在城市建筑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

而月 在水利建设和

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 也有显著的成绩
。

宇文恺
,

宇安乐
,

寸且培为 朔方夏州 今陕西靖边 县北部的白城子 一带 人
。

他生于西魏

恭帝二年 梁敬帝绍泰元年
,

公元 年 , ,

卒于隋场帝大业八年 公元 年
,

享年
·

岁
。

当隋文帝杨坚在公元 年灭周建隋以后
,

为 了巩 固其政权
,

对于同北周皇帝同姓的宇

文 氏大肆杀戳
。

宇文恺本 也是被捕杀的对象
,

但因为他的才 干颇得杨坚 均器重
, 又因他的

兄长宇文忻在建隋征战
,户功勋 卓著

,

所 以隋文帝派人飞马传救
,

才使这位大 建 筑 家 得以

幸免
。

宇文恺的家庭是魏一隋时期为鲜卑贵族
。

他的父亲宇文贵
,

在北魏时是大将军
,

在北

周孝阂帝 公元 年 时进位柱国
,

封许国公
。

他的几个兄长也都是武将
,

喜欢骑射
,

武

艺高强
。

宇文恺在三岁时即被赐爵双泉伯
,

七岁晋封为安平郡公 , 邑两千户
。

宇文恺的志趣在

他的家庭里是独特的
。

唯他喜欢读书炸文
,

博涉经史众籍
,

尤其喜欢钻研建筑 方面的 书籍

知识
,

为他后来在建筑方 、
甲仅得 为成就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

。



宇文恺成年后
,

他的志趣和专长得到了很好发挥
,

隋文帝开皇元年 公元 年
,

他

以营山副监之职督修宗庙
。

开皇二年负责规划 大兴城
。

开皇十三年 公元 年
,

诏杨素

监修仁寿宫
。

当时宇文恺因兄 民宇文忻谋反被诛
,

而除名在家
,

杨素奏请宇文恺为检校将

作大匠 , 不久拜为仁寿宫监
。

隋场帝杨广即位
,

他 又被任以营新都副监
,

转升将作大匠
。

大业四年 公元 年
,

宇文恺官拜工部尚书
,

大 业八年 公元 年
,

又进位金紫光

禄大夫
。

宇文恺的两个儿子
,

即宇文儒童和宇文温
,

后来 也都在朝廷供职
。

开皇二年 公元 年 六月
,

隋文帝以北周 旧 都 “ 制度狭小 ” , “ 水皆 咸 卤
,

不甚

宜人 ” ” ,

不能满足当时社会政治
、

经济发展的需要
,

而诏令左仆 射 高顺
、

太子左庶子

宇文恺
、

将作大匠刘龙
、

工部尚书贺楼子干和太府少卿高龙义等人主持营建新部
。 “ 高顺虽

总大纲
,

凡所规划
,

皆出于恺 ‘’ 」。

由此可见
,

宇文恺实际上是新者的总设爵者
。

宇 文恺在新都的规划设舒 中对于城址周围的山势
、

河流
、

水陆交通
、

自然风景等都作

了精心的选择
,

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条件
。

新都的城址位于风景秀美的龙首原南麓
,

这里

间北向南都很开阔
,

足 以容纳规模宏大的城市
。

这与汉长安城以龙首原北麓作城址相比
,

龙

首原南麓在地理形势和引水方面确比北麓要优 越得多
。

但是
,

比较而言
,

龙首原南麓地形

起伏 变化大
,

需要控制的高地多于北麓
。

因此
,

宇文恺在设舒中
,

充分发挥东西向六条高

坡的作用
,

用以布置宫庭
、

衙署
、

寺
、

观等高大建筑物
,

使其高耸巍峨
。

坡与坡之间的低

地 除布置居 民 区外
,

还 利用凹陀地带
,

开辟湖泊
,

使其成为名胜风景 区
。

这样
,

就使各种

地形得到了充分 利用
,

哥低错落
,

疏密得当
,

增大了城市建筑的立 沐空间
。

宇文恺还 ,’尊

考群籍
” , “ 研究众订护 〔 ’ ,

甚 至事先实池访视过一些城市
, ’ ‘

泛借鉴 了一千多年来中国社

会在城市建 设方面的经验
,

特别是借鉴了东汉洛阳
、

曹魏邺城
,

北魏洛阳等 城 建 设的经

验
礴 〕。

宇文恺规划的新都于开皇二年 公元 年
一

七月开始破土动工
,

次年三月初步竣工
。

这座新落成的都市被命名为 “ 大兴城 ” 。

这是因为 “ 隋文 帝 初封大兴公
,

及登极
,

县
、

门
、

园
、

地多取共名 ” ,

所 以这座新京城也以 “ 大兴 ” 为名
。

大兴城历经修建
,

逐步达到

了后 来的规模
。

隋文帝时修建了大兴宫
,

隋场帝时又修筑了外廓城
。

其中大业九年 公元

年 三月一次修建工程
,

竟动用 了 万多人
。

宇文恺所设舒的新都大兴城有儿个显 明的特点

气势雄伟
,

规模宏大
。

大兴城东西约 公里
,

南北约 公里
,

周围长达 公里
,

总面积达 平方 公里
。

其规模大约是现在西安城 明
、

清所建 的 了倍多
,

比北京旧城也

大得多
。

大兴城全城分为宫城
、

皇城和外廓城三个部分
。

其中宫城东西长 米
,

南北长

米
,

周长 公里多
。

皇城东西长度和宫城相等
,

而南北长 米
,

周长 公 里 多
。

外廓

城周围有宽约 米
,

哥约 米的城墙环绕
,

共有 座城门
,

每面开 门
。

南面居于全城中轴

线的明德门开有 个门洞
,

突出了它的显要地位
。

这种城中有城的设舒
,

显然非常合乎于国

都这样的行政中枢的特点
,

既可加强防范和保证安全
,

又能便于统治和管理
。

这种城中城

的设舒思想
,

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比如北宋汁梁城 今开封 和元明清的北京城就都



因袭了这一特点
。

。

皇宫
、

百官衙署
、

市民住宅
、

商业区 ,

分布长 理
。

宫城和皇城集中布置在中轴线的

北端
,

南半部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六省
、

九寺
、

一台
、

四监
、

十八卫等百官衙署的所在地
,

北半部供皇帝和皇室成员居住
,

形成了 “ 前朝后寝 ” 的中国封建帝王宫殿的传统布局
。

皇

城之南和宫城的东西两侧为外廓城
,

是居民和官吏的住宅区
。

东市和西市为商业区
,

是当

时最大的商业市场
。

宇文恺对大兴城的分区万式
,

是非常合理的
。

这比起过去宫庭混杂于街坊里弄间的布

局来
, 无疑是个进步

。

这在我国的都市建设史上是个首创
。

采用里坊制的设舒原则
。

大兴城的东西南北大街纵横交错
,

形成了具有 个方

块 不包括东西两市所占的 个 的网格式布局
。

每一 个方块称为一 “ 里 ”
唐时称坊

,

故称 “里坊制” 。

其中里有大小之分
,

大里相当于两个至四个小里
,

各里都 有 各 自的名

称
。

各个里都自成为独立的居民区
,

俨如一座座的小城
。

大兴城就是由宽少
’一

笔直的林荫大

道所界划出的 多个排列整齐的小城所组成
。

里内有官民住宅
、

寺庙
、

道观
,

也 有 少量

的店铺
、

饭馆
、

旅馆
、

酒肆
、

手工业作坊和维持治安的 “ 武侯铺 ” 等
。

里的周 围
,

又有高

墙环卫
。

小里有东西街
,

开东西两门 大里有十字街
,

开东西南北四门
。

正如宋代 吕大防

所评价的 “ ⋯ ⋯畦分棋布
,

闻巷皆中绳墨
,

坊有墉
,

墉有门
,

通亡奸伪
,

无所容足
,

而

朝庭
,

宫寺
、

门居
、

市区不复相参
,

亦一代精制也 ” 〔 ’ 。

唐代诗人 白居易 曾有 “ 百 千 家

似围棋局
,

十二街如种菜畦 ” 〔”’的诗句
,

生动地描绘了大兴城一长安城的这种里 坊 制的

布局
。

·

整齐宽直的街道
。

城内的东西刊条大街和南北 条大街
,

加上里内街道和巷
、

曲

等
,

构成了一个畅通豁达的交通网
。

街道两旁树木成荫
。

路旁还筑有排水沟
。

其中 条主

要大街的宽度都在百米以上
,

最窄的街道也有 至 米
,

最宽的是明德门内贯穿都城南北

的主下道 —朱雀大街 今西安市厂
‘

济街一线 宽度达 米
,

长 余华里
。

·

因地制宜的风景区布置
。

大兴城的东南部地势变化较大
,

林木茂盛
,

低洼处形成

水面
,

因为水势弯曲而称 “ ” 曲江 ” 。

宇文恺在设剖中
,

发展 了这种自然风景
,

辟为风景

区
,

并在曲江建芙蓉园 ” 。

考古实测芙蓉园遗址南北长约 米
,

东西宽约 多米
,

周

长 公里
。

史籍载 “开元 隋开皇元年 中
,

疏 龄为妙境
,

花卉周 环
,

烟水明媚
,

都人

游赏盛中和节
。

江侧抓蒲葱翠
,

柳荫四合
,

碧波红英
,

湛然可爱 ” ‘门 。

大兴城内
,

隋初还开掘了龙首
,

清明
、

永安三条水渠
,

分别从城东
、

城南引济水
、

漩

水和剥丙水进城
,

这些入城的渠水
,

不仅便利了航运交通和城内污水的排除
,

而 目渠流萦回

曲析
,

积汇成池
,

使城内的风景更加秀丽多姿
。

大兴城的修建
,

是人类改造 自然环境的一个壮举
。

它孕育了新的城市生活面貌
,

是里

坊制城市的典范
。

尤其突出的是
,

这座城市不是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的
,

也不是盲 目仓促

扩建而成的
,

而是在一次规划短期内完成的 ’。

到唐代后
,

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
,

除局部修建扩建外
,

基本维持了大兴城的原貌
。

在

兴盛的唐代
,

长安城成为世界上最大
。

最繁华的国际都市之一
,

人 日 多达百万
,

还有为数

众多的外国侨民和来中国留学
、

经商
、

办理外交事务的各国人士
。

远在一千多年以前
,

要

规划建设好这样一座百万人 口的大城市
,

确很不 易
。

事先必须考虑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

诸如



生活用水 守弓, 六
、

汀水守引阶
、

刘兀跳禾尸
。

夕汀邵诊言
‘ 、

疚答口我护茄
、

牡很郎红介
、

风景 区的布置等很多问题
,

这些都要求设舒者事先有一个总体设想
,

一一解 决
。

事 实 证

是
,

宇文恺对这些问题作 了很好的安排
。

这充分反映了我们 中华民族 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

水平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

隋大兴城人 集中
,

供给依靠嘈运
,

关中渭水盆 业显然 已不能负担
。

晰朝以之后所以

放弃长安为都而东移汁梁
,

经济和运输是其卞要原因
。

这 也是 户挤文恺当时设舒所未预料到

的
。

此外
,

大兴城过于空阔
,

大而无当
, 一 直到盛唐

,

廓城南部四列坊 仍 ,’杯无 居 人 第

宅 ” 。

中唐以后
,

永达里还有 “ 园林深僻处 ” ,

所谓 “ 围外 ” 始终荒凉而少有居 民
,

这 又

反映了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和城市规划的形式主义一面
。

唐天复四年 公元 帆年 黄巢起义军 的叛徒朱涅
,

进占长安
,

强迫店昭宗李哗诉城
,

迁都洛阳
。

于
、

是
,

偌大一座都市建筑
,

尽遭破坏
,

一代繁华帝 都
,

儿平成为废莽
。

隋文帝仁寿四年 公元 魂年
,

隋场帝杨广杀父即位
。

由于大兴城地 处 内陆
,

水运

物资不便
,

难于满足朝廷巨大的消费
,

并
‘

巨也不利于统治全国
。

于是
,

在他即位的第二年

隋大业元年
,

公元 年 三月
,

命 今己经升
一

仟将作大 匠的 ’笋文恺主持设剖修 建另 一座

大城市 —东都城 今洛阳市
。

东都城 的营建
,

工程非常浩大
。 “ 始建东都

,

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
,

每月役丁二

百万人 ” ’。 “ 初卫尉刘权
、

秘书承韦万顷总监筑宫城
,

一时布兵夫
,

周 匝 四 面
,

有七

十万人
。

城周 匝两重
,

延寰三十余里
,

高四十七尺
。

六十 日成
。

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
,

又

役十余万人
,

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
,

其木工
、

瓦工
、

金工
、

石工又役十余万 人”

‘’ ”’。

据说
,

仅 从豫章 今江西境 运一 很柱子到东都
,

就要用三 千 人 花费数 十万工
。

“ 大业二年 公元弓。 年 春正月辛酉
,

东京成 ” ” ” 。

如
’‘

巨大的工程
,

在当时的技术

条件
,

居然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
,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宇文恺规划的东都城
,

原则上与大兴城相同
。

全城分为宫城
、

皇城和外廓城 也叫大

城或罗城
。

外城南北长 公里 东西最宽 公里
,

平面近似方形
,

规 模 比 大 兴城略

小
,

城共有 门
,

东南各 门
,

北面 门
,

西面无门
。

城内有 坊
,

分布 在 皇城的东
、

南两面
。

横穿 全城的洛水之上
,

建有四条桥梁
,

连接南北两大 区
。

宫城东西壁各长约

米
,

北壁长约 。。米
,

南壁正中有南向凸出部分
,

长约 。米
。

耀仪
、

圆壁两城紧接官城

之北
,

为宫城北面的隔城
。

皇城围绕在宫城的尔
、

西
、

南三面
,

夯筑城壁
,

内外砌砖
。

官

城
、

皇城是行政区
,

居 于城的北部
。

南部是官民住宅区
,

街坊 都 大 致 呈正方形
。

外城的

东
、

南
、

北三市
,

是三个规模很大的国际性市场
。

北市 又名通远市 南靠洛河
,

是船舶

商业集中的地方
。

东都城与大兴城
,

虽然都是由宇文 岂参与设舒的
,

但在布局上却也有不同之处
。

为了适 应地形
,

东都城不象大兴城那样弧刹南北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
。

其

宫城
、

皇城位于城的最高位置西北隅
,

这比起大兴城的布局来
,

也许更有利于防御
。

宫城除南 置皇城外
,

又北建重城
,

东隔东城
·

西面连苑
。

宫城
、

皇城本身又都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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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 东都城 复原 因

外砌砖
,

皇城之南并界以 洛河
。

东都戒备的坚固严密
,

远在大兴城之上
。

缩小里坊面积
,

划一方 步 的里坊规格
。

坊的面积一般为 连 米
,

普 遍 比

大兴城的里坊面积小
,

这样对里坊居民爪控制
,

比大兴城更加强化
。

、 道路宽度比大兴城小
。

最宽的主 干道定鼎 门去街
,

初步探测的结果为 米宽
。

正对城门的主干道宽 至 米
,

一般干道宽在 米以下
,

这是吸取 了大兴城的教训
,

能适

应当时的交通要求而不至于过多的占用土地
。

东都城小于大兴城但比大兴城却多设 了一个市至三个市
。

这些市都傍以可行船只

的河渠 通远市南沿洛河
,

北傍膺水渠 丰都市连通运渠 , 大同市通通济
、

通津两渠
。

这

样规划的目的
,

显然比大兴城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
。

东都 建成后
,

其地位 几乎与大兴城相等
。

是隋朝政治
、

经济
、

丈化的重要中心之一
。

东都在隋未的战争 中曾受到破坏
,

唐代才得以修复
。

唐末的战争中又 受到严重破坏
,

此后

一直没有修复
。



四

宇 丈恺除了设舒规划大兴城
、

东都城和宗庙等建筑外
,

还有一些颇值称道 的建筑杰

作
。

大业年间 公元 仅年 — 年
,

隋朝国力富足
。

好大喜功的隋场帝
,

东征西讨
,

大肆挥霍
。

大业三年 公元 年
,

隋场帝北巡榆林
,

为 了显赫于突厥启民可汗
,

令 宇

文恺主持制作 “ 大帐 ” ‘ ” 可能类似大礼堂的作用 帐下可坐数千人
。

同年
,

隋场帝至

金河
,

又令宇文恺造 “观风行殿 ” ‘’ ”’。

殿下设有轮轴
,

推 移 迅 速
,

能够 很 便 利 的离

合
,

随意分散开行动
,

必要时又能在倾刻之间集合成一大殿
,

可以容纳几百名侍卫
。 “

观

风行殿 ” 可谓宫殿建筑方面的一项独特的发明
,

应为世界上最早的活房屋
。

隋朝在 大业三
、

四年间 公元 — 年 修筑长城
,

也是宇文恺一手规划的
。

大业

八年 公元 年
,

场帝征高丽时
,

又下令宇文恺 “ 造浮桥三道 于辽水北岸 ” 〔’‘ ’。

明堂是古代国家举行大典的大殿
,

至晋代 又王之乱 ” 已经久废
,

隋朝准备恢复这一

古制
。

当时
,

大臣们议论纷纭
,

莫衷一是
,

宇文恺遂作成 《 进明堂议表 》和 《 明堂图议 》

文中列举了历代关于明堂 的沿革史实
,

并绘制了图样
,

作成了模型
。

在明堂图中
,

宇文恺

已明确使用 了比例尺
,

即 “ 以一分为 一 尺 ” ‘’ ’。

这种使用图纸 和 模 型 的方

法
,

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一大突破
’‘ ’。

明堂实际上是一座上圆下万 古人认为天圆地

方 宫殿建筑
,

风格颇为独特
。

这一 设舒隋场帝本 已决定采用
,

但因 东 征 高 丽
,

未及开

工
。

不久
,

宇 文恺又病故了
,

因而这一建筑设刽
一

未能实施
。

除土木工程建筑外
,

宇文恺还主持 修筑过一些水利工程
。

开皇 四年 公元邓 年
,

隋

文帝 “ 以渭水多沙
,

深浅不常
,

嘈 运 者苦之 ” “ ” ,

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几万人开凿广

通渠
。

该渠引渭水 自大兴城
, 东至撞关

,

长达 余华里
。

在此渠的修筑中
,

宇文 恺 亲 自

踏勘河流
,

考察地理环境
,

制定了周密的舒划
,

使这一工程获得 了完满的成功
。

这一河渠

通航以后
,

既改善了嘈运
,

又 使两岸农田获得了灌溉
,

因而被百姓称为 “ 富民渠 ” 。

厂
‘

通

渠的修筑
,

是隋朝开凿大运河 的先声
,

它为以后大运河各段的开凿取得了经验
。

宇文恺不但有很多工程实践
,

而且也有一些建筑设舒及 理 论 著 作
。

其中有 《 东都图

记 》 卷
、 《 释疑 》 卷和《 明堂图议 》 卷

。

这些著作至店代仍传世
,

对唐修两京
、

筑

明堂起 了很大作用
。

现在
,

除《 隋史 》中保存了《 明堂图 议 》的部分内容外
,

其他著作都

失传了
。

宇文恺对天 文学也很有造诣
,

曾设舒制作 “ 称水漏器 ” , “ 倾影分 箭 上 水 方器 ” 、

“ 马上漏刻 ” 等多种哥时器具
’“ 。

应该指出的是
,

宇文恺作为封建朝廷的建筑官员
,

他一生的建筑活动都是为封建统治

者服务的
。

但是
。

作为六世纪时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市的设舒者
,

宇文恺无可非议是一位卓

越的建筑科学家
。

宇文恺和他 的科学成就
,

得到了当时和以后社会的普遍公认
,

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

建筑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
。

他所规划的大兴城和东都城
,

对 中国以后各代以及 日本等国

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如 日本的平京城 今奈 良市 和平安京 今京都市 都墓

本上照此仿建
。



子文恺的建筑实践
,

发展和丰富了我国城市建筑的独特风格和优秀传统
。

他本人也因

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后世的尊重和崇敬
。

据宋代宋敏求《 长安志 》 记载
,

唐代万年县 今

长安县 的门屋
,

就是宇文恺建造的
。

有一年
,

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了薛绍
。

于是

便在县衙内大设婚宴
,

人来车往
,

宾客盈 门
,

热闹非凡
。

但是 , 由于县门狭窄
,

有碍通行
,

便准备予以拆毁
。

唐高宗得知 了这件事
,

当即
一

旨 “ 宇文恺所造
,

制作多奇
,

不须拆毁

也 ” 〔‘ ” 县府 的门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建筑
,

就因为是宇文恺所造
,

虽 已事隔数十年之

久
,

却仍被人们另眼看待
,

甚至连皇帝也救令保护
。

由此足见
,

人们对这位建筑师是何等

的崇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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