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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晋建康城市权力空间--兼对儒家三朝五门观念史的考察》(作者庞骏)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制
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主要探讨两个话题：一是对东晋建康都城空间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之关系
进行讨论。从都城规划思想、皇权政治制度、建筑实体空间等三个层面探讨东晋都城的规划特色；并
重点解析建康都城中的宫城权力空间的形成、演变过程，揭示古代宫城制度所体现的政治实用、文化
象征两大功能。二是探讨中国古代都城权力空间规划特征的成因，尤其是儒家仁政思想下的三朝五门
观念的形成、内容、性质，及它所承载的顺天应民终极文化价值等。
    《东晋建康城市权力空间--兼对儒家三朝五门观念史的考察》由序言、正文、余论三部分构成，正
文共分四篇。
    第一篇探讨都城内外部政治空间。首先，从国家政权控制的角度剖析都城的地位与作用，影响都城
规划的思想和原则。其次，指出东晋江南定都的利与弊，它对都城建设、发展的深远影响。再次，从
一般的城市物质构成出发，探讨建康都城形制、都城六门制度及空间发展轨迹等。
    第二篇对都城内部空间中的核心权力空间——宫城制度进行考察。首先，比较了作为周汉典型政治
制度的内(中)外朝制度与汉儒复古《周礼》理想王朝都城模型规划下的三朝五门制度之间的区别与联
系，指出其对宫城制度的影响，儒学三朝异于匠师三朝。从现实空间的实用功能和政权的合法性象征
物两个层面解析宫城规划的主导思想。其次，从现实实用空间入手，具体考察宫内主要机构尚书、中
书、门下三省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趋势。
    第三篇对另一核心权力空间东宫进行探讨，从东宫的位置和宫内建筑名称、格局了解东宫空间的特
征。
    第四篇对都城礼制中的郊祀加以重点探讨。
    余论对东晋建康城市重要权力空问的特征及成因进行分析。
    本书以东晋建康为例，主要探讨了儒学三朝与匠师三朝的异同，分析东晋建康城市重要权力空间的
特征及成因。建康都城是统治者实行“仁治”合法性统治工具，儒家礼制理想与王权政治现实交媾的
复合产物，体现了形神兼备的城市整体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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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骏，女，1969年12月出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历史博士后。现为上海对外经
贸学院会展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与文化，城市遗产保护与利用等。曾在
《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建筑学报》、《城市规划》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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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题目不错，但论证有些不太妥当，学术性很浓，值得参考
2、书的内容不错。目前对我的研究的方向很有帮助。
3、作者太能谈了～～什么都想说～～什么又都说了～～说出来的又互相打架；书宅学者的作品，真
不知道在现实中权力是怎么运作的，以及读不透史料里的微妙所在；引用超过10年以上的学术结论，
却不加以辨析，太偷懒了；还有，作者真没读懂福柯等人说的意思～～
4、研究中古文学场域、文学与权力关系可参考；研究中古都城、典章制度可参考。
5、在目前缺乏东晋建康城考古材料的情况下谈这个题目，只能靠理论、文献和大量衍申性内容来展
开。也就一般博士论文的水平。
6、还可以，书比预期想得要小，是小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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