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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及其城市营建思想探析 

毙 糖 。 

(重庆建筑天孚垂 ii 40∞45) 

摘 要 管仲是拳秋初期杰出的政治挛思想挛，他的思想论速汇集而成一部不朽巨著 ‘管 

子)。本文从‘管子)一书入手，就城市功能、舟敷、密度、遗址、型制、市局和防洪等方面探讨管 

忡的城市营建思想。通过这一研兜．昭示世人：管仲在历吏上最早以科学、系坑的观点论速丁 

城市营建问题．形成 了较先进的城市营建思想体 系，对中圆古代城 市规划建设作 出丁巨大的 

贡缺。管仲堪称中国古代城 市规划建谩的一代索师 

关键词 塑 ．皇!萱塞墼 ， 虢 史、．e {建设． 
中圈法分类号 TU09B、l 

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所 占的重要地位是早为国际学术界一致公 

认的。丰富的历史资料与考古学上的不断发现也一次又一次提供实证，表明我国是世界上 

城市规划科学技术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最迟在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开国之初 (公元前 ll世 

纪)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城市规划建设体系。这个体系比古希腊 “城市规划之父”希渡丹姆 

(hippodanusl的规划体系早出现约六个世纪。 

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技术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占有如此领先地位 ，这是与古代社会制 

度密不可分的。在我中漫长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统治者一直把城市规划建设纳入国家 

的基本制度当中，归属。礼制”的范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历代统治集团的一些显要官员 

(特别是宰辅之类的重臣)都不可避免地要参加到城市规划建设当中，井由此对我国古代城 

市规划建设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督仲便是其中杰出的人物。 

然而一部漫长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历史却是“见物不见人”的历史。古代众多的规 

划思想家们随时间的推移而深深地臆没于历史的尘封，这是很可惜的，这种状况也极大地局 

限了我们对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史的研究。然而这就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太难题。 

本文在收集历史紊材的基础上，展开对督仲及其城市营建思想的研究，从而在城建史漫 

长的进程中给督仲及其城市营建思想一个合适的定位。 

1 管仲其人其书 

督仲( 一公元前 645年)名夷吾，字仲，一字敬仲，颖上 (今安徽境内)人 ，是春秋初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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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管仲出身贫寒，历经坎坷 。但是忍辱负重、忠孝务实、志向远大。所以被齐桓公任为宰 

相后 。他执正四十余年，因势利导，实行改革 ．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并且 “尊王攘夷”、“九 

合诸候”、励精 图霸，使齐国不断富强，终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主。 

管仲的思想学说在春秋战国极为盛行 ，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派 ．被列为儒 (孔子)、道 (老 

子)、法(管子)墨(墨子)“四大显学”之一。由其思想论述汇集而成的不朽巨著《管子)历来后 

后世所推崇。 

太久远的不去追溯，仅就近现代而言，民国时期的治管学者石一参先生在所著《管子今 

诠 ·概论》中指出，“(管仲)习于权谋术数之说，崇尚功利．政取简易”。并认为“治中国古代 

之政术者 ，以管子为能集殷周开国二勋伊尹、吕尚之大成，与老聘之集道学之大成 ，孔子之 

集儒学之大成，实堪鼎足．合墨子而为周代之四哲”。石先生在《管子今诠 ·界说)中还指出： 

“老氏言皇制 ．孔氏大同之学盲帝制，而小康之学言王镧，管氏盖纯乎言霸制”。又认为“中国 

之言古代社会学者，概尊老氏为开宗明义之导师，然关于社会之组织与其政治．独管氏之书 

特详”。 

近人罗根泽《管子探源》中有一段话，认为《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秩，远非他书所 

及”，“诸篇亦皆率有孤诣”．“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当代学者滕新才《管子白话今译 ·导言)亦称：“先秦诸子之糟探．无出《管子)其右者， 

孔孟老庄申韩苟墨所不及也”。又认为“实则《管子)其书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 

以阴阳、兵、农、儒各家学说，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 、最大的杂家 ，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 

涵盖本书的丰富内容，而又远非《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属所能仰望项背”。还称， 管仲 

之所以 世所谓贤臣 ，其利在于亲自操纵国家机器，清醒认识国情，敢冒学理之大不韪 ，因 

时期宜 ，因地制宜，发展工商．本末兼骸”。而“儒墨道法各家皆拘于学理 ，未曾实际操戈，逊 

之管仲远甚矣”【 

2 管仲城市营建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都把城市营建纳人国家的基本镧度当中，枧城市营建为立国图霸 

的根本。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不可或缺部分就是如何搞好城市营建 ．强国富民。他的 

城市营建思想散见于《管子)各篇当中。通过耙梳，可归纳为下列几方面： 

2、1 关于城市功能问题 

我国自古都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说法。这表明城市最初都是以防翻为目的 

建设起来的统治据点 ．政治与军事是城市的主要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管仲适时地抓住了城市功能新的内涵。他在《治国》中称。凡治国 

之道，必先富民”。在《牧民》中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在《权惨)中指出“国 

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民，民之守在粟”。可见，他认为发展经济是城市功能中不 

可缺少的新内容，发展经济是立城立国的根本。为了搞好城市经济建设 ，就要摆正统治者与 

老百姓的位置关系。为此他在《小匡》中提出了“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 

十五”以及“士农工商四民，国之石民也”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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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反映出管仲的城市营建思想强调了城市经济功能 ，将城市不仅当着政治中心，而且 

更是一个经济生产中心，所以城市的主体不应是少数统治者，而应是广大从事经济生产的市 

民。城市功能由“筑城以卫君”转化为“城以盛民”。 

2．2 关于城市分级问题 

我国古代城市的分极，一度完全是从政治上根据封建礼制和宗法等级原则而定的，例如 

《周礼 ·营国制度》就严格地将各类城市划分为王城、诸侯城和都三等。 管仲对这种分级概 

念作了根本否定，他在《乘马》中提出“千室之都，万室之国”的新概念，主张按城市人口的多 

寡作为分极标准。人口多，城市 自必大 ，故称“国”；人 口少 ，城市则小，故称“都”。按人口来划 

分城市等级，实际上就是按城市经济繁荣程度来体现“城 以盛民”观点的分级方法，更抓住了 

事物的本质。这对礼法至上的古代社会而言，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观念。 

我们现在划分城市等级一般就是以人VI和经济作为标准的。这也验证 了管仲思想的先 

进性与科学性。 

2．3 关于城市密度问题 

管仲提出了根据土地等级安排城市，控制城市密度的新主张，重视城市与农村的配合关 

系。他在《乘马》中出：“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 

千室之都四，下地方二百里 ，万室之国一 ，千室之都四”。这就是说 ，在土地肥沃的地区，耕地 

产量高，可以供养较多的城市人口，故城市密度可大。反之，则城市密度宜小。 

他还进一步在《八观》中阐述了上面的观点。他指出：“夫国城大而田野浅者，其野不足 

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 ，其民不足以守其城”。他又指出：“凡田野，万家之众 ，可食之 

地方五十里 ，可以为足矣 。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 

这些思想换成今天的说法 ，就是要根据具体的用地条件，科学地确定城市开发强度，处 

理好“人 一城市 一环境”三者的有机关系，使之和谐发展。 

我国当前城市规划界推崇与追求的可持续发展观可以从此找到思想的滥觞。 

2．4 关于城市选址问题 

我国古代有非常重视城市选址问题的优良传统，在《诗经》中就有三首很典型的择址诗 

《公刘》、《绵》和《定之方中》分别记述了公刘居豳、古公居歧和卫文公居楚丘的选址过程、内 

容和方法。 

管仲对城市选址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在《乘马》中是这么说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 

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他在《度地》中还说：“圣人之 

处 国者 ，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这些主张表明管仲在选 

址时很重视地利，讲求城市建设的经济效果，使城市既有险可依，得交通便利 ，又根植于富足 

的农业资源的基础上，有可靠的物质保证。管仲的这些思想对后代城市建设的选址工作有 

深刻的影响。 

2．5 关于城市型制问题 

由于管仲在城址选择上重地利，讲实效，所以他在《乘马》中对城市型制也相应提出了 

“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见解，强调城市型制应充分结合地利 

条件，务必视地形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对突出城市个性特色，摒弃 

单一的城市格局，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古代崇尚自然的传统观念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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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关于城市布局问题 

管仲从有利于城市功能发挥，便于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在《大匡》中提出城市的组织要 

“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又在《小匡》中进一步了阐述 r“士农商四民者， 

国之石民也 ，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 

野 ，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的按职业作为分区依据的城市布局思想。 

关于宫城的布局，管伸认为应居中而处，故在《度地》中指出“天子择中而处。此谓因天 

之固，归地之利。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 

由此可见管伸关于城市布局的论述，不仅涉及了城、郭的具体安排以及按职业聚居划定 

分区，实际上还形成了以功能分区作为规划结构的基本组织单元的见解。 

2 7 关于城市防洪问题 

管伸在《度地》中将城市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归为五种，即“水 ，一害也：旱 ，一害也 ；风雾雹 

霜 ，一害也 ；厉，一害也；虫，一害也，”并进一步指 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因此重点论述了 

在城市营建当中如何防治水害 

他认为首先应从选址上避免水害，所以在《乘马》中指出城市选址应该“高毋近阜而水用 

足 低毋近水而沟防省”。其次要建设好城市的堤防和沟渠排水系统，他在《小匡》中提到要 

“渠弥于沟渚 ，在《度地》中叉说，“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 

“大者为之堤 ，小者为之防 ，夹水四道”。为加固堤防可以“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 以柏 

杨，以备水决”。为了做好防洪工作，他认为应当加强组织与管理。在《度地》中他指出：“请为 

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 、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 

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廓、堤川、沟地、官府、寺舍及洲中”。还要“常令水官之 

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又在《问》中建议 

国君应督促防洪建设，“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阊之尊卑，宜而不修者，上必讥 

之”。最后管伸还对修筑堤防的最佳时机作了选择，他认为“春三月，天地干燥 ，水纠列之时 

也，山川涸落 ；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 ；故事 已，新事未起，草木荑 ，生可食；寒暑调 ，日可 

分，分之后，夜 日益短，昼 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 

由此可见，从城市选址到堤防、沟渠排水系统建设、管理、监督等方面，管仲都作有详细 

论述 ，形成了古代完备的城市防洪学说。 

3 结 语 

通过上各节的探讨、分析、研究 ，可以看出管仲城市营建思想的系统性 ，完整性与科学 

性，也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确认管仲在历史上最早以系统、科学的观点论述了城市营建问 

题，形成了较先进的城市营建思想体系。他的城市营建思想较之《周礼 -营国制度》来说有 

显著差异和巨大的进步，突破了《周礼 ·营国制度》中封建礼法等级至上的桎梏，更加着重 

于从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诸方面来探索城市营建方法。这种观点更科学也更贴近城市的本 

质。因此对后世的城市营建活动产生 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不仅指导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城 

市建设发展方面，是“秦制”的形成基础，为西汉所取法 ，对前期封建社会规划制度的确立作 

了显著的贡献；而且在东汉以来的城市营建活动中产生 了实质性深刻影响，对中后期封建社 

http://www.cqvip.com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第 19卷 

会规划制度的确立作了实质性的贡献。称管仲为城市建设方面的一代宗师并不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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