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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秦城市史研究的现状
  就目前先秦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来看，涉及了先秦城市史的方方面面，当然，在学术研
究中也形成了一些讨论的热点，下面仅以这些热点问题为中心，对国内外中国先秦城市



研究的状况做一总结。
  1．城址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欠缺以及释读中的困难，包括先秦城市在内的先秦历史研究对于
考古发现的遗迹和出土文物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整合，不失为
先秦城市史研究的一条良好途径。每一次重大的相关考古发现，无疑对于先秦城市史研
究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为中国城市史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古代
城市研究与考古学的密切关系，古代城市考古、古代都城考古、古代宫城考古、古代宫
殿考古等遂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领域或分支。
城市史的研究必然要追溯到史前时代，《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
。”《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吕氏春秋�贵因》云：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舜“一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世本�作篇》又记载：“鲧作城郭。”文献
中有许多关于史前筑城的记载。大量的史前城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的
真实性，并大力推进了中国城市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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