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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
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
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
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
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
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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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城市形态新的研究方法，即要素分
析法，并通过具体实例阐述了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
当然，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并不是只有一种或者几种方法和模式，而且本书所提出的方法仍处于
探索阶段，必定存在不足之处，但在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的今天，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
视角肯定会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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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综述（一）先秦时期先秦城市形态的研究主要得益于先秦城市考
古工作的发展，随着经过考古的先秦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除了个案研究之外，有些学者开始对先秦
城市的城市形态进行总体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和《史记都城考》。
作者除了使用考古资料之外，主要通过文献考证的方式，复原了先秦时期大量都城的城市布局，不过
作者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都城的复原上，并没有对先秦时期的城市形态提出总体性的认识。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书中提出自“成周”开始的“西城东郭”的布局模式，是这一时期都城布局的总体特点，并延续到东
汉时期。
不过这一观点遭到众多学者的反驳。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
文中提出了在当前先秦都城布局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以各种活动区分散存在为特点的商和西
周的都城，是都城规划的初期形态；密封式规划则是东周、两汉都城规划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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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不拘泥于前人旧说，带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对唐宋时期的坊市制、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城墙是否
长期存在，以及地方城市的行政等级是否决定城市规模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
同时，作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方法，本书就是其近年来不断研究和思考的结果。
当然，成一农提出的“要素研究法”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不太成熟，但其对当前中国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突破则毋庸置疑，必定会拓展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认识并纠正一些错误观
点。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如这本著作导言中所述，虽然当前中国城市形态的
研究成果众多，但只有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突破，才能使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加深和拓展。
虽然成一农提出的“要素研究法”在细节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他用这种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已
经拓宽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
该书是当前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李孝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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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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