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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荐书：

一、《图像中国建筑史》
作者：梁思成
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理由：这是梁思成于

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李庄的
农舍完成的一本中国建筑史
著作。原书用英文写成，上世
纪80年代由梁思成之子梁从
诫译为中文，其中有大量科学
而精美的建筑测绘图，包括唐
代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
大殿、隋代赵州桥等。这部著
作见证了梁思成那一代学人
脚踏实地的学术风范。

二、《中国天文考古学》
作者：冯时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推荐理由：这部著作为我

们提供了开启中国文化宝库
的钥匙。冯时以深厚的研究
功力、扎实的考古文献资料、
高远的学术境界，揭示了支撑
古代中国文明发生、发展的宏
大知识与思想体系。中国所
在地区一万多年前独立产生
了种植农业，中华先人那时必
须掌握什么样的知识？这部
著作给出了明确答案。

讲座预告：
《世界这么大，怎么去旅

游——您所关心的旅游维权》
时间：6月2日1400
地点：宁波市图书馆三楼

报告厅
主讲人：杨静，宁波市旅游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
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将
讲解旅行购物的各种常识，以
及旅游维权应注意些什么等。

此外，当天 1330，在市
图书馆一楼大厅，还有一场旅
游维权现场咨询会，宁波市旅
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
将现场为您解答各类旅游维
权问题，欢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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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王军，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曾任新华
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副
总编辑，著有《城记》等。其著作
先后获得中国出版集团奖、全国
优秀畅销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
图书奖、中国建筑图书奖等。

5月26日，王军做客宁波市图
书馆天一讲堂，主讲了《紫禁城时
空格局探源》。

故宫门口每天人山
人海的参观者，影视作
品中各种扣人心弦的宫
斗和秘史，近年来持续
走红的故宫文创产品
……这些都让紫禁城在
国人眼里显得既熟悉又
神秘，也让王军的讲座
《紫禁城时空格局探源》
吸引了很多市民的目
光。当天，他从天文学、
建筑学、历史学等多个
学科的角度，讲解了紫
禁城的基本构造及其所
蕴含的天文思想和人文
理念，“希望大家在我这
个层面和故宫打交道，
而不是去故宫的时候就
看这场宫斗发生在哪
里。故宫最伟大的是，
其时空格局体现了中华
民族农业文明持续不间
断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
知识体系与哲学观念，
彰显了中华文化惊人的
连续性，真的是把农业
文明产生以来的知识体
系记录了下来。”

王军是第二次来宁波了，他说10
年前在构思自己的第二本书时，曾来
过天一阁，当时一边参观一边思考。
从天一阁出来后，吃着宁波美味的竹
笋，“我突然得到一个灵感，第二本书
就勾勒出来了。感谢天一阁的巨大帮
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次来宁波像
是还了一个愿。”

2016年到故宫从事学术研究后，
“我经常会路过紫禁城钦安殿前面的天
一门，还有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这座
皇家藏书楼的形制就仿照天一阁构置，
它们和宁波这个城市有着深刻的联
系。特别是做学问的人，经常需要查阅
古籍，有时候资料很难找，就找《四库全
书》，而一查《四库全书》就一定会想到
天一阁。当年为了支持《四库全书》的
编纂，天一阁进呈了600多种阁藏书
籍，在民间藏书家中作出了表率，而我
们这些读书人都是得到了先人的恩
惠。我今天也很想对天一阁的‘天一’
介绍一下我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紫禁城的时空格局。”王军说。

王军介绍，在中国古代，时间和空
间是一体的，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是拴
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最具基础性的一套
知识体系。比如古人造一个瓷器，它有
四个面，每个面上要有四种花的图案，
便一定会是春夏秋冬的花，我们的时间
和空间是密合的。而古代西方没有产
生时间和空间完全一体化的人文观
念。就像西方绘画用的是焦点透视，中
国画则是散点透视一样。“你看《清明上
河图》是无数的散点透视，你恨不得走
着看，不同的空间里有不同的时间，而
西方只有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如果不
了解中国古代的时空观，要了解中国古
代文化就非常困难。”

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国古代为什
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时空观呢？

宁波人都知道，7000年前的河姆
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谷。

“后来的考古又发现了比这更早的被
驯化的作物，是在一万多年前。一万
多年前的古人种植农作物，需要掌握
一种知识——时间！否则，连什么时
候播种都搞不清楚，怎么种呢？所以
古人必须非常准确地知道时间，因为
误了农时可不得了。误了农时会导致
绝收，就可能导致一个氏族的灭亡。
所以说知道时间太重要了。”

而时间又必须借助空间才能读出
来。“就像我的手表一样，上面有刻度，
它就是一个空间，用时针来指示，才能
标明时间。”所以《周礼》记载：“惟王建
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就是说，王建
自己的都城，第一件事是要辨方正位。
辨方正位是为了什么？为了定时！准
确的时间必须通过天文观测来知道，天
文观测的前提是能够辨方正位、认识空
间。古人规划空间和测定时间的方法
就导致了一个独特的人文观念，即时间
和空间密合的人文观念，紫禁城的时空
格局就是此种观念的经典之作。“这个
时空格局太伟大了，虽然紫禁城建成于
1420年，但是它承载的这套知识体系
跟河姆渡文化都有关系，是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的伟大建筑。”王军说。

王军介绍，北京有条南北向的中
轴线，叫子午线，但东西向的线没有人
做过连接，“2016年9月我刚调到故宫
的时候，应邀做了一个‘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的专题研究。我们在地图上把
东边的日坛和西边的月坛进行连接画
了一条线，它和子午线交会于紫禁城
的太和殿前广场。那一刻我们豁然开
朗，一下子弄明白了乾隆皇帝书写的
太和殿‘建极绥猷’匾、中和殿‘允执厥
中’匾、保和殿‘皇建有极’匾是什么意
义。”

通过平面分析可知，明清北京城
之卯酉线，即日坛与月坛连接线，正与
春分、秋分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
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
祭，迎月于西。南北轴线（子午线）两
端左近，则是冬至祭天之天坛，夏至祭
地之地坛。子午线与卯酉线交会于紫
禁城三大殿区域，这是非常重要的测
定时间的地平方位体系，它象征着三
大殿乃立表之位，与“建极绥猷”“允
执厥中”“皇建有极”的真义一致 。

“在子午卯酉、东南西北这几个观
测点上，我们各读出了春、夏、秋、冬，
这是一个测定时间的空间系统，它和
中华文明的产生息息相关。中华先人
独创的天文观测体系，塑造了时空密
合之人文观，催生以天地自然环境为
本体、整体生成之规划法，紫禁城与明
清北京城时空格局乃此种规划法之集
大成者，代表了迥异于西方的城市营
造模式。”王军说。

记者 俞素梅/文 周建平/摄

感谢天一阁的巨大帮助
到宁波仿佛还愿来了

紫禁城的营造格局
承载着中国古代时空观

子午卯酉的时空格局
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