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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宫在秦以前是中国居住建筑的通用名，秦汉以后成为皇帝居所的专用名；殿原指
大房屋，汉以后也成为帝王居所中重要建筑的专用名。秦统一中国后，建造了大批宫殿。仅关中平原
和咸阳周围就有建于渭水北阪上的咸阳旧宫，旧宫以南隔渭水在上林苑中建造的信宫，骊山北麓为太
后所居的甘泉宫，旧宫北面“北陵”上新建的北宫等。这些宫殿和周围270所宫观之间，有阁道或甬道
相连。后来，又在渭水南另营宏伟的朝宫，别称阿房宫，但未完成而秦亡。 苑，又称宫苑，是秦汉以
来在囿（用于狩猎、游憩的园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有宫室的一种园林。秦汉时期典型的宫苑
建筑非上林苑莫属。上林苑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
，规模宏伟，宫室众多。上林苑地跨长安（今陕西西安）、咸宁、整屋（今陕西周至东）、鄂县（今
户县）、蓝田五县县境，纵横三百里，有霸、沪、泾、渭、丰、镐、牢、濡八水出入其中。苑中不仅
天然植被丰富，初修时群臣还从远方各献名果异树2000余种。苑中分布着华美的宫室组群，计有三十
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苑中还有许多池沼，其中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所凿，在
长安西南，周长四十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十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 （2）帝陵与陵邑 远
古时代，殉葬制度简单。《易·系辞》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至迟是
在周代，殡葬制度被纳入朝廷礼制范围。战国时期陵墓开始形成巨大坟丘，设有固定陵区。陕西临潼
骊山秦始皇陵，规划和造型都很严格整齐。陵丘为三层方形夯土台，顶部建有寝殿；坟上遍植柏树，
以象征山林。古代帝王坟墓通称陵寝，又称山陵，即从这种形象而来。秦始皇陵周围有两层围墙，围
墙正中建门阙，整齐对称；陵墙外还有规模宏大的兵马俑坑。西汉帝陵大部分位于长安西北咸阳至兴
平一带，陵丘都是正方形截锥体，称为方上。陵上面建寝殿，四周建围墙，呈十字轴线对称。帝陵旁
还有后妃、功臣贵戚的坟墓，形式与帝陵相似，但规模大为减小。帝陵周围还建有官署、贵戚第宅、
苑囿，外绕城墙，称为陵邑，是一种很特别的贵族居住区。东汉帝陵大部分集中在洛阳（北魏）北邙
山上，形制继承西汉，但体量缩小，而且没有障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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