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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丘墟#的崇高性视觉形象
###兼教于巫鸿先生

彭兆荣

摘!要! 我国传统的#丘$#墟$#台$#坛$等!表现为以山岳自然形态为原型的视觉形象!并以其特有的#崇高性$文化表
述范式凸显#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却又不乏务实精神) #崇高性$不仅表现为帝王攀附#天$的权威性!也表现为#巫$的
通天交流技术!更反映出#祖先在上$的世系关怀与庇佑) 这一视觉形象在建筑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功能特点) 我国并
不存在像欧洲那样以个人英雄为典范的石质建筑的纪念碑!因此也难以产生所谓#纪念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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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文化特性表现为&崇高性'!彭兆

荣(&祖先在上' &#%3彭兆荣(&以德配天' &#
*"(以凸显&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为特征* 在经验
认知层面(&高'与&天'相互一体* 天由山支撑(
自古就有&载天'之说!$山海经-大荒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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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
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子孙保之'!任
自斌!和近健 ''#"* $周颂-天作%亦有此说*
其中&天作高山'之&高山'学者们较为共识为岐
山(只是对岐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争议!杨向奎
+*#'("* 这与历史上周朝建立于&凤鸣岐山'之
说有关* 对此史籍多有记述(如$史记-周本纪%
$逸周书-度邑解%等!张天恩 "))"* 其中有两
个明确指示) 一(&天作高山'的崇高神圣3二(世
系的传承纽带*

这也形成了中国视觉形象和造型的特点*
&崇高'从&山'* $说文%) &崇(嵬高也(从山(宗
声' !许慎 &)&"* &嵬'指高双耸立(原指高山*
&丘'即&山'的特指形态* &丘'甲骨文形态为一

座小山 * $说文-丘部%释) &丘(土之高也*
从北(从一(一(地也* 人居在丘南(故从北* 中邦
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
!许慎 &%)"* 注) &土高曰丘'(&非人所为也'*
&丘'有以下基本意思) 首先(山岳的自然形态*
其次(&丘陵'的祭祀形态* $礼记-祭法%) &山
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有学者认为它特指河川两旁的台地形!许进雄
(+""* 另外( &丘'还有一种解释) &丘(空也'
!$广雅%"* 巫鸿认为) &我们可以说丘的两种含
义###建筑物遗址和空虚 ! ;/0325;.." 的状
态###一起建构起一种中国本土的废墟概念'
!巫鸿 "&"*

将&丘'解释为&建筑遗址'和&空虚'或不
错(却有必要进一步言说* 丘作为高地(有两种形
态(即自然与人为3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且常常融
为一体* 自然形态与&山'相关* 故&非人所为
也*'山代表着高大(甲骨文 以三个&峰'形意
其高* 山字为一山三峰的象形(而形象四维的仙
山便以此为基本结构(如昆仑有阗风,悬圃,昆仑
三峰!或三重"(蓬莱有方丈,瀛洲,蓬莱三山!巫
鸿 "+'#+$"* 高山与&天'有着密切而神秘的关
联(这虽可归入原始思维范畴!(却由此将山高
&载天'转化为崇高价值和意识* 考古遗址中出
土不少相关的器物符号(如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
出土的一些文物中的骨器,牙器上刻有&日月山'
的符号(学者译之为&炅山'(&炅'是太阳的光芒(
&炅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李学勤 %"*

&丘'&虛' &台'等崇高性凸显范式(还配合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一点四方'的政治管理形
制* $山海经%中的&四方'即建立在此空间意识
之上!叶舒宪 "&&#&""* 为此(人工修建了各种
丘,台,坛* 汉武帝曾立过两个太一坛(&太一'
者(&道'(宇宙万物本原所谓也(与古代天文学,
天象学关系密切(为祭天中心* 传说&黄帝以来
圜丘祭天处*'甘泉宫遗址的&太一坛'即反映祭
天的郊祀制度!李零 "&#"* 这也是为什么天子
必祭山嶽(也必祭于山嶽3又以郊祭为重要*
&郊'特指正月祭祀上帝于南郊* 在郊祭中(提到
了&圜丘'!即&圆丘之形'"(&圜丘'即&郊'!刘慧
&($"*

&丘'亦有&墟'的意思* &墟'亦作&虚'(金

文 即 !&虍'的变形(虎头(借代老虎"加

!两个&匕'(表示虎爪" !土(地域"* $说
文解字%) &虚(大丘也* 昆崘丘谓之昆崘虚* 古
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 丘谓之虚* 从
丘虍声' !许慎 &%)"* $集韵-鱼韵%) &虚(从
土'!谷衍奎 &%*&"* $尔雅%) &河出昆仑虚'!阮
元 "#%"* 又(&虚'确有&空'的意思(但需有前
提* 其视觉形象以&空洞'为自然对象* $说文解
字%) &空(窍也* 从穴(工声*' &窍'(即洞穴*
&空'(原指穴* 穴中空洞无物(因此有了空无,空
洞,空虚之义* 另(&空'有高远之象(尤以&天空'
&上空'为据!白川静 )$"*

从字义的演变线索看(空(金文 ( !穴(

洞"加上&工'(指人工的,人造的的洞穴* 石窟为
&穴'3居穴为&空'* &空'更附会了诸如&空宇'
&空虚'&空灵'等* 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山水
画确有在实体形象中透露出空灵虚无,高远莫测
的意境* 是为两形象的视觉重叠) 实体在前(虚
空在后* 而西文中的&;/0325;..'(不能满足中文
语境中&空'的原型意义和形象造型* 至于在&废
墟'形态中有&空古'之说(我以为较为勉强* 真
正的&实体性废墟'更多的只是残败感* 虽然(在
中文语境中也有所谓的&空废'(但这一概念最具
代表性的表述在西来佛语中*

巫鸿考据了英语8725(法语8725;(德语8725;(
丹麦语8725;8;(皆源于一种&下落'!I41125F"(并总
与&落石' !I41125F.3-5;"有关* 因此(&我们必须
注意到欧洲废墟的这两方面###它的废墟化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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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存在###都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上(即这
些古典或中世纪的建筑及其遗存都是石质的* 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的废墟才得以具备一种特
殊的纪念碑性!/-57/;534123H""0112对石质废
墟的这两种观察###一种关注整体形象(一种聚
焦于细部###共同把半毁的建筑!或其复制品"
定义为浪漫主义艺术与文学里的审美客体* 同
时(这种观赏也暗示了木质结构由于其物质结构
的短命无常(永远无法变成可以与石质相提并论
的审美客体*'他进一步以古代的$哀郢%为例(认
为&古代中国对废墟的理解与欧洲视觉传统里的
上述两种废墟观点不同(是建立在 .取消 /
!;84.78;"这个观念之上的* 废墟所指的常常是消
失了的木质结构所留下的.空无/ !R-26"(正是这
种.空无/引发了对往昔的哀伤'!巫鸿 &)#"&"*
$哀郢%表达的是屈子哀悼楚国郢都#

被秦国攻

陷,楚怀王受辱于秦(百姓流离失所(诗人被放逐
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 这样(结论也
自然而出) 中国&表现建筑废墟的写实的.废墟建
筑/!8725 48?=23;?378;"(几乎不存在(所存在的是
一种对保护和描绘废墟的不言而喻的禁忌) 虽然
文学作品中常有对于弃城废宫的哀悼(但如果真
去用画笔描绘它们(则不吉利(违反常规的事情'
!巫鸿 *)"*

如此评说尚可接受(但置于我国情势仍需加

注) 废!廢"(篆文 即 !广(简易建筑"加上

!发(投枪发箭(代指战争"(造字本义) 战争杀

戮(摧毁房舍* $说文解字%) &废(屋顿也* 从
广(发声' !许慎 &)("* 意即房屋倒塌* $淮南
子%)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 !刘文典
"#%"* 显见(在我国文化和艺术遗产中(实体废
墟所反映的是一种败落和残破的景象(所谓的
&废墟感'更多是表现在心理体验上的因崇高被
毁而产生的摧残感* 中国的绘画艺术中少见以废
墟为题材的作品(诗歌,文学,戏剧常有(视觉上具
有某种&超现实'的形象###在&实!体"'山丘,
废墟的背后(映出的是&虚!空"'的缺失感*

二

这样(一个问题也就自然地被提出来) 是否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中存在像欧洲那样以英雄

凯旋为典范的石质建筑的&纪念碑'+ !巫鸿 ("*
我国确有将事件铸造,铭刻于金属物或石材上的
传统(即所谓&铭之于金石'* 秦始皇一生曾在峄
山,泰山,之罘,琅邪,碣石,会稽等地都有石刻铭
记(以铭其功德(树碑立传!李域铮 ("* 也有建
造墓碑以志纪念的风俗(但并非一蹴而就* 事实
上(我国远古实行&墓而不坟'的习俗(只将尸体
埋在地下(地面不树标志* 后来逐渐有了地面堆
土的坟(才有了墓碑(却是百姓习俗* 帝王陵墓并
不树碑* 连人文始祖黄帝陵今天何处(都无定论
!任常泰 "#("* 所以我国古代大多数的陵墓都
是&被发现'的(而且大多偶然(比如殷墟遗址是
以甲骨文的发现为契机才发现的!任常泰 %"*

这样的墓葬形制显然难以生成&炫耀性'的
纪念碑(自然也就难以演化为&纪念碑性'* 换一
种说法或许更准确些(即我国存在&纪念碑的历
史'(却没有&纪念碑性'!巫鸿 '"* 逻辑性地(认
知上也难以将&废墟'作为&纪念碑*'至于像圆明
园这样的废墟(恰恰是来自有&纪念碑'传统的(
以欧洲为主体的&八国联军'的制造* 对于他们
来说(圆明园是&文明人'对&野蛮人'所创造的废
墟

$!巫鸿 &'""(而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却是&丰
碑'!纪念碑性"* 看来(&纪念碑性'也包含对
&文明!欧洲"'以外的任何&野蛮'的战争,杀戮,
毁灭的行径* 这倒符合中国文字学中&废墟'的
本义(只是(伴随的是侵略,杀戮与毁灭*

由是观之(我们缺少西方那样的 &纪念碑
性'(却建构出与欧洲迥异的&崇高性'* 事实上(
&丘' &虚!墟"' &台'等(都是崇高性的&实体说
明'* 其原型就是山的神话与神化* 以昆仑山为
例($山海经%详之)

%山海经'大荒西经&0 西海之南!
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
名曰昆仑之丘$ "史礼心!李军 "&*#

%山海经'海内西经&0 海内昆仑之
虚!在西北!帝之下都$ "史礼心!李军
&*(#

%山海经'海内北经&0 西王母梯几
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
食!在昆仑虚北$ 帝尧台(帝喾台(帝丹
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
北$ "史礼心!李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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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大荒北经&0 禹湮之!三
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
昆仑之北$ "史礼心!李军 "")#

要之) &昆仑就是高大之山(昆仑山,昆仑丘,昆仑
虚(皆大山之谓也'!刘慧 $+"*

&丘'与&岳'同义(岳!嶽"会意* 从山(从
丘* 古文字形(象两座高大的山峰形(表示高山大
岭* 本义为高大的山(特指名山 &五岳'或 &四
岳'* $说文%释(东岱,南霍,西华,北恒,中泰室(
王者之所巡狩所至* 嶽从山(狱声* 古文从山(象
高形(今作岳* 按(唐虞四岳(至 $周礼-大宗
伯%(始有五岳之名% !詹鄞鑫!徐莉莉 &+)"(即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
山* 这些名山皆用&岳'(并与&一点四方'的政治
地理学相配合(故有&东岱,南霍,西华,北恒,中
泰室'之谓(王者之所巡狩所至* 嶽也是自然神(
特指大山高峰之山嶽神* $诗-大雅-崧山%有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之句* 帝王做高山祭祀自
古而然3甲骨文卜辞不乏其例) 武丁时期的卜辞
有) &戊午卜(宾贞3酒(求年于岳,河,夒*'又)
&贞(求年于岳(一月(勿于岳求*'又) &丙子卜(
贞) 酒岳(三小 (卯三 ' !$合% &##$%(
&##$)(&++$& 正"!孟世凯 ('("*

&丘'是&山'的一种特指的形态($礼记-祭
法%)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
曰神'!陈戍国 +%""* 在甲骨文中丘是一座小山

($说文-丘部%释) &丘(土之高也* 从北(从

一(一(地也* 人居在丘南(故从北* 中邦之居在
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注)
&土高曰丘'(&非人所为也'* $山海经-海内
经%记载)

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0 陶唐之
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
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
这丘(神民之丘$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
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属!下有
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昊爰过!黄
帝所为$ "史礼心!李军 "(*#

这里的&丘'与&建木'都有神山,神木之意*'
有

学者认为丘特指河川两旁的台地形 !许进雄
(+""* &土'&山' &且' & '(!谷衍奎 "*)"等
部在形态上皆呈凸显!王心怡 "'(("'%"* 山丘
是自然高耸的实体(这大约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
遗址和祭祀地为何大多见于神山圣岳的缘故* 基
于同样的理由(古代的帝王的生,居,死等也常与
丘岳有关* $史记-夏本纪%) &尧崩(帝舜问四
岳曰) .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 .伯禹
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4/'!司马迁
&"* $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居轩辕之丘*'
$史记-封禅书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神1 盖有
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
臻乎泰山者也)**+ %尚书&曰0 舜在
璇玑玉衡! 以齐七政! 遂类于上帝
)**+至于岱宗$ 岱宗!泰山也)**+
皆如岱宗之礼$ 中岳!嵩高也$ "司马
迁 ('','%#

短短的一段话(将三山五岳的神性一并囊括* 至
于&崇'&岱宗'&嵩高'!即中岳嵩山"等崇高之意
表露无遗* 上帝和祖先喜倚山而居(山丘也就成
了与天沟通的媒介(张光直这样论述)

中国古代巫师沟通天地时所用的工

具与全世界萨满式文化使用的工具大致

相同$ 这些工具可以举出来的第一个是
神山$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五座神山!
这在%史记'封禅书&里有最早的完整
的记载$ %山海经&里提到几座山!特别
讲到巫师上下这些山的情况$ 当中有个
登葆山!是-群巫所从上下也. )**+
%山海经&中还有0 -灵山)**+十巫从
此升降.!-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
下在此!至于天.等等$ 这类记载讲的
是山和巫师上下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
山是中国古代一个通天的工具$ "张光
直 $#

由是可知(古之帝王确有&居丘'传统* 传说,史
籍皆载(黄帝,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 &都帝
丘'(而古代传说中的帝居之所为&帝台'* $山海

-&%%-



论我国&丘墟'的崇高性视觉形象

经-海内北经%所载帝台) &帝尧台,帝喾台,帝丹
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史
礼心!李军 &*)"* 显然(我国的崇高性并非完
全虚空(还有务实一面* 它不仅表现为&巫'将天
地人通缀关系(也形成了完整的 &术'的形制*
&崇高'非高不可攀(相反(它从来就作用于人间*

三

在现实生活中(民众亦从&居丘'之范(这早
在商代就已成俗* 殷卜辞中的地名(凡举某京,某

,某丘,某山,某麓者(皆有高亢之义!胡厚宣

!胡振宇 (&)#"&"* 据载(建筑宫室始于黄帝)
$尸子%有&黄帝作合宫'3$白虎通%!佚文") &黄
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高承 ++#"*
商代开始就有在高台上盖高楼以资纪念及夸耀的

风气* 胡厚宣在$殷商史%中有&殷商民众之居
丘'的总结)

早年章太炎曾有%神农民时天子居
山说&一文!收入%章太炎文钞&卷四!谓
古代帝王!皆作山居$ 钱宾四先生因章
氏-仅谓帝王山居!未及一般民众之皆
山居也.!乃作%中国古代山居考&!由
%说文解字&等书!证明古代一般民众亦
作山居$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有北京大学
同学会郑郡逢原作%丘虚通征&一文!收
录%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及
其他典籍中有关丘(虚(京(阜之地名近
二百!以为古代帝王诸侯丘居之证$

那时胡厚宣在成都齐鲁大学任教!
正在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其中
亦有%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一文!主
要是从甲骨文中常有地名称某京(某

(某丘(某阜(某山(某麓等等!也是

可以证明殷人是居丘的$
山之义为高!无须多作解释$ 京之

义为高丘!%说文&0 -京!人所为绝高丘
也$.%诗经'定之方中&毛传0 -京!高
丘也.)**+

%周礼'夏官&说0 -邍师掌四方之

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
封邑者$. 是古代封邑!必择丘陵之
地**%墨子'辞过&说0 -古之民未知
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 %孟子'尽
心&说0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庄子'
则阳&说0 -何谓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
姓百者而以风俗也$.凡此所谓古之民
就陵而居!所谓丘处!所谓丘民与丘里
者!都是说古人乃是居丘$ "胡厚宣!
胡振宇 (&),"##

在建筑形制上( &居丘'的定制有名有实*
&坛' &台'等(如丘,墟一般皆秉承 &崇高性'*
&坛'的用处很多(意义也大不相同* 在众多的坛
中(天坛至为重要(它是帝王与天神交流的地方*
我国现在的文化遗产天坛占地 +### 多亩(为紫禁
城的三倍* 天坛的圜丘坛是皇帝举行祭天大礼的
地方(为三层圆形平台(圆形象征天(三层象征天
地人* 建筑中包含大量&天数')* &坛'原指用
土堆垒的土台($说文%) &坛(祭场也(从土' !许
慎 &%)"* 而&坎坛'常并用($礼记-祭法%载)
&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
0112四坎坛(祭四方也' !陈戍国 +%""* 郑注
祭山川丘陵于坛(川谷于坎(每方各为坎为坛!陈
戍国 '+"* &四坎坛'实为祭四方之神* $周官-
小宗伯%) &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即坎坛(
亦合$周礼%中春官大司乐所谓&咸池之舞(夏日
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此祭为 &社稷之壝'*
&壝'(指围绕祭坛四周的矮土墙* 简之(&以社祭
方'*

我国以&台' &坛'等具有凸显和突出特性的
建筑很多(诸如在皇家宫殿的建筑园林中(&台'
是主要的建筑物(传说帝纣建造亭台楼阁(其中有
&摘星台'(形容&台'之高(伸手可以摘下天上的
星斗!雷从云等 "%"* 另一方面(不同的地方需因
地制宜地考虑环境以及材料(比如大木等建筑材
料的限制,缺乏和节省(这使得夯土成了我国重要
的建筑方式!胡厚宣!胡振宇 (""#"$"* &台'
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祭祀建筑形制(近代考古材
料说明(我国古代的官方建筑物之高于平地(在殷
墟即已有例证(如石璋如先生按柱孔复原的宗庙(
即在土筑高台上!石璋如 &%##%&"* 按照人类
学的说法(当与天柱天极观念有颇深的血缘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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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 古人认为掌管人间事务的诸神
居住于高山之巅,层云之上(为了接近神灵(求得
庇护(便建台!储兆文 +"*

另一方面(&台'的建制与古代园囿有关(古
之时(&帝王盛游猎之风(故喜园囿(其中最常见
之建筑物厥为台* 台多方形(以土筑垒(其上或有
亭榭之类(可以登临远眺* 台之记录(史籍中可稽
者甚多'!梁思成 &)"* 台在建筑形制上与&宫'
存在关系(汉代之称&宫'者(大都由多数殿堂及
台,榭,阁,廊,簇拥而成的建筑群落(&诸殿均基
台崇伟(仍承战国嬴秦之范(因山岗之势(居高临
下(上起观宇(互相连属* 其苑囿之中(或作池沼
以行舟观鱼(或作楼台以登临远眺* 充满理想(欲
近神仙' !梁思成 "&#"""* 由此观之(我国的
&台'不独在原生形制上承续了崇高的祭祀(也是
中国园林的主要奠基之形(更融化到了社会构造
中以&台阶'为等级的从低层往高处的政治生涯
的表述词汇* 事实上(诸如台,坛,宫之类的高凸
建筑也成了后来从祭台,祭坛,祭祀&神圣的崇
高'逐渐交织融汇巡猎游乐的&现实的高贵'* 当
然(&台'也与军事上的特殊作用联系在一起(如
&烽火台'*

此外还有卫,京等(且多与城廓的建设相联
系($帝王世纪%) &始都穷桑(徏商丘!帝丘"(于
周为卫' !皇甫谧 "*"* $左传-昭公十七年%)
&卫(颛琐之虚也(故为帝丘'!左丘明 &+"'"* 杜
预注) &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
顼冢'(是为氏族聚落之原始城建的造型!雷从云
等 '"* 古之帝王建国立基以城邑为核心(而城廓
的建设在原始时期则以平原或高地突兀处为主*
一些史前的城址或稍晚的古城(如河南登峰王城
岗遗址,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山东章丘龙山镇城
子崖遗址等都具有这样的特征!雷从云等 $"* 中
国文化在这些建筑的&突出部'寄托了特殊的认
知和情感* 比如&京'(我国的都城皆称之(按$说
文%的解释(&京(人所为绝高丘也' !许慎 &&&"*
虽然(从目前我国的古都建筑形制看(其中不少并
非刻意建筑于&高丘'* 从建筑遗址的时代看(越
是远古的部族,城邦国家(由于国家建制小(核心
区域大都建筑在高丘* 进入封建国家时代(随着
都城的扩大(&高丘式'的都城越来越为适应发
展(转而在平地建设* 但并不改变&京'这一原始
文化意象的契合(我国的北京,南京等仍然

延用**

此外居住设立在高处有避水功能* 从建筑考
古学的角度以及目前所发掘的商周遗址来看(
&考古要找古人的居住地(而古人居一定要避水(
因此有点高度的小山最为合适'!陈存恭等 *#"*

概之(我国传统的以&丘'等凸显为范式的建
筑形态(皆以&崇高性'话语为基础(以实现&天人
合一'的价值观(却并不存在西方社会以尚武的
社会性为取向(以重大拓殖,战争(甚至摧毁性历
史事件为经纬(以英雄主义为文化人格的&纪念
碑性'*

注释(F"-%.)

! 在西方人类学史和思想史中(&原始思维' !列维#布
留尔"(有学者称为&野性思维'(如列维#施特劳斯3&神
话思维'(如卡西尔3还有&前逻辑思维'等(名称不同(所
指则基本一致*
" &纪念碑性'是以欧洲的凯旋门等石质建筑的&纪念
碑'为原型所提出*
# 郢(古地名*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都* 楚人有将都城
命名为郢的习惯* 楚国在历史上曾几迁都邑(其所迁的
都邑之多,迁都之频繁(是其他周初诸侯所难以比拟的*
$ 雨果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我们称自己是文明
人(称人家是野蛮人* 但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做
所为*'
% $尚书-舜典%中已有东,南,西,北四岳(到了战国时
代(四岳与中岳合称五岳*
' &建木'是神话中的神树(位于天地中心昆仑山(有沟
通天地之功(伟大的帝王伏羲,黄帝都由这一天梯往来于
天地之间* $淮南子-坠形训%有)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
自上下*'
( $说文-部%释) &小!阜"也(象形* 释为小山堆(即
.堆/的本义*'
) 古代把奇数看作阳数(天数3偶数为阴数(地数* 天坛
为祭天之地(故使用大量天数*
* 我国古代历史上东西南北各有&京城'(所称之地也随
朝代更替发生变化* 洛阳,长安,太原,开封,商丘,大同,
北京,南京等都有被称作&京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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