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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是人存在的重要维度。
人对时间本质的认识、对时间规律的掌
握，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走向。

作为世界上最早产生种植农业的国
家之一，中国有着漫长的农业社会历
史。而要发展农业，需要有足够的掌握
时间规律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观象授
时对农业文明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衍
生的时空观，也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产
生了深刻影响。

1月26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做客名人大讲堂，在四川阆中古城开启

“古城保护季”第二讲。王军的讲座以《中
国文化的时间与空间》为题，细说支撑农
业文明的观象授时体系，对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城市、建筑营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王军认为，中华先人有着测定、规划
时间的卓越能力，并发展出天人合一的
哲学观。古人对时间的测定，必须要借
助空间来完成。这种测定方式又反过来
定义地面上的城市，乃至建筑的平面布
局。而且，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主要方
式，是通过地平方位测定天体的位置以
获得时间。东南西北是春夏秋冬的授时
方位，由此衍生出东南西北即春夏秋冬、
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观念。

在整场讲座中，王军以紫禁城、五台
山、丽江古城、黄平旧州古镇、安徽黟县、
河姆渡、良渚等多个古建筑、古城、考古
遗址为具体案例，仔细分析了中国古代
文化中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在现实生活中
深入、细微的体现。

中国先民如何掌握时间？
“辨方正位”+“历象日月星辰”

王军首先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古稻
遗存、良渚遗址稻谷遗存等为例，梳理了
中国农业源于一万年前的发展史。他提
到，农业文明之发生，意味着人类不但驯
化了作物和动物，还准确掌握了时间，后
者则以“辨方正位”（《周礼》语）、“历象日
月星辰”（《尚书》语）为基本方法。

在《周礼》中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
位，体国经野”。所谓“辨方正位”，即通
过立表测影，以知东西南北，进而掌握二
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得知一
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此乃最古老的正
位定时方法。

中国先民这种“时间与空间密切融
合”的人文观与敬天信仰，又奠定了中国
文化的基石——不但塑造了独具中国文
化特色的物质形态，还催生了顺时施政
的用事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其
对建筑制度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时间统
领空间的设计，由此形成建筑设计与城
市规划的时空法式，这在紫禁城与北京
城的时空规划中有着经典体现。

1943年，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
书中指出：“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遵
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
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
者。”1949年3月，梁思成组织编制完成
《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提出的第一
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简目》在说明
中称明清北京城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
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
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谈到北京城时，王军说，不同于蔓长
型西方城市发展模式，北京所代表的以
天地自然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东方
城市营造模式，导源于中华先人固有之
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息息相关。

北京中轴线，当下正在申请进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取意于正
南北的子午线，古人可以利用这条线测
定一年的天数。王军说，如果画不出一
个正南北的线，将意味着“找不着北”，将
意味着不知道一年有多少天，也意味着
没法正常展开农业生产。古人正是通过
这条线，测定了一个太阳年的周期，进而
分出24节气，然后指导农业生产。如果
测定不了空间与时间，就没办法发展农
业，也就无法迈入文明的门槛。

王军还讲到，中国的“中”的多种含
义。在“中庸”之道中，不偏之谓“中”，不
易之谓“庸”。

立表测影与“中”字型城市布局也有
密切的联系。在《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了立表测影之法：“匠人建国。水地以
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
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
之极星，以正朝夕。”其中的槷，即观测日
影用的表杆；规，即以槷为中心在地上画
出的圆。太阳东升时，表杆之影与圆有
一个交点；太阳西落时，表杆之影与圆又
有一个交点；将两点连接，即得正东正西
之线，此线垂直折向表杆基点，即得正南
正北之线。夜里，再考察北极星，可进一
步核准方位。在这套观测体系中，“槷”
与“规”共同组成了“中”字之形，这正是
汉语“中”字所象之形，这对中国建筑乃
至城市、村镇以中轴对称的“中”字型布
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一把解读中国文化的强大钥匙
在空间里测定和掌握时间

王军长期致力于建筑历史与遗产保
护研究，著有《城记》《历史的峡口》《尧风
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等。
曾获文津图书奖、中国建筑图书奖、全国
优秀畅销书奖等。其中《城记》被译为英
文、日文出版，2009年被《中华读书报》
选入新中国“六十年·六十书”。

2016年，王军从新华社被调到故宫
博物院工作。故宫博物院的老院长、考
古学家张忠培对王军说，你能不能做一
下故宫宫廷建筑平面布局的研究？通俗
来说，就是弄明白故宫为什么要这么摆
房子？有的房子摆在东边，有的房子摆
在西边，不能弄反了，这些讲究的背后道
理是什么？故宫博物馆需要这样的专业
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市营建、空间布局
有着很深的文化内涵。我跟老院长说，
你交给我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他建议
我，先秦两汉的书要读一遍，把涉及宫廷

制度的考古报告都看一遍。后来我又把
《二十四史》里的相关内容也看了一遍。”

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王军把自己深
深涉入了阆中先贤落下闳从事的天文历法
研究领域中，也真切感受到这种研究的重
要性。“我也终于找到一把解读很多问题的
钥匙，其中包括张忠培老院长给我提的关
于故宫建筑的布局方面的问题。这把钥匙
就是古人在空间里准确测定时间运行的规
律。也就是说，不管是故宫的建筑布局，还
是中国其他重要的传统建筑，其布局核心
理念跟古人测定、掌握时间的方式密切相
关。那么古人到底是如何测定时间的？时
间的测定需要在空间里展开。在测定时间
之前，必须先要测定空间。”

来到阆中，向先贤致敬
向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致敬

这次入川来到阆中登上名人大讲堂
的讲台，王军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阆
中。这里是我梦寐已久之地。来到阆中，
向先贤致敬，向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致
敬，是我人生很幸福的事情。昨天我到的
时候，已是晚上。但我还是专门去看了一
圈。看到锦屏山，看到嘉陵江弯弯绕绕、
缓缓流过，我就想到故宫里的金水河的水
路，跟嘉陵江的走势很像。金水河的走向
是从西北进故宫，从南弯曲，到了太和门
前广场，弯曲折向东北、东南，到出水口。
这里面包含着古人利用自然选择、构建居
住环境场所方面的智慧。”

王军说，自己最想做一个“弄明白中
国文化的人。像落下闳这样的先贤所做
的天文历法方面的工作，跟每个人的生
命、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农业
社会时代，天文历法是农业生产顺利发
展的重要知识条件。在中国古代，统治
者深知观象授时的重要性，‘为治莫大于
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在漫长的农业
社会时期，谁能够为民众提供观象授时
这样的生死攸关的公共服务，谁就能获
得权力。告诉人民时间，指导农业生产，
是统治者承担的巨大的责任。”

在本场讲座最后，王军强调说，古人
这一套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并非“玄
学”，而是来源于对世界最为朴实的认
知，跟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呼
吁大家平时多珍惜还留在大地上的空间
建筑，培养格物致知的精神，挖掘其中蕴
含着的深厚的文化基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苏佳馨

名 人 大 讲 堂“ 古 城 保 护 季 ” 第二讲·

古人对时间的测定为何能影响城市布局？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详解中国文化的时空观

1月26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做客名人大讲堂，在阆中古城开讲《中国文化的时间与空间》。

“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主要方
式，是通过地平方位测定天体的位
置以获得时间，在立表测影和对北
斗、东宫苍龙的观测中，东南西北是
春夏秋冬的授时方位，由此衍生东
南西北即春夏秋冬、时间与空间合
一的观念……”

1月26日，深冬的阆中古城，一场
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讲座正在展
开。最新一期“名人大讲堂”来到有
着数千年历史的阆中古城正式开讲，
并邀请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做客，以《中国文化的时间与空间》为
题，细说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对中国
城市、建筑营建所产生的影响。

在王军看来，中国传统的时空
观迥异于西方，对中国古代思想艺
术造成根本影响，不但塑造了独具
中国文化特色的物质形态，还催生
了顺时施政的用事制度、天人合一
的思想观念。“对建筑制度的影响，
突出体现在时间统领空间的设计，
由此形成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
时空法式，这在紫禁城与北京城的
时空规划中有着经典体现。”

数据显示，当天的【名人大讲
堂 (51)｜中国文化的时间与空间】
直播，在封面新闻客户端的观看量
达到了120.8万；此外，在封面新闻
微博、封面新闻视频微博、手机百度
等平台，观看量为41.6万。此外，本
场讲座也在四川发布、川观新闻、四
川观察等客户端进行了播出。数据
显示，本场讲座全网的观看量达到
了173.5万。

将时光倒回到2023年，名人大
讲堂迎来全新启航后，先后进行了

“杜甫文化季”“李白文化季”两个主
题季，并以每期超百万的网络观看
量，保持着居高不下的热度。而在
2024年的首月，迎来了“古城保护
季”。接下来，名人大讲堂还将陆续
邀请多位名家来到讲座现场，讲述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当名人大讲堂走进阆中古城

超170万网友
领略中国文化的时空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