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城市发展史纲之外国城市发展史 

第六章 外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特点 



前 言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特点；拜占庭与君士坦丁堡的影响；文艺复

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特点。 

难点：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特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特点。 

【基本要求】掌握爱琴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城市建设的影响，掌握希腊古风时

期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建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掌握拜占庭建设

活动的特点，巴洛克时期建设活动的特点，俄罗斯和日本中世纪建设活动的特点

，理解不同文化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3. 拜占庭的建设活动与首都君士坦丁堡 

 4. 俄罗斯的建设活动与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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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中世纪封建城市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1.1 爱琴文化与雅典卫城 
 古希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 

 古希腊是古典文化的先驱，欧洲文明
的摇篮，影响着欧洲2000多年的建筑
史和城市史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希腊半岛、爱琴
海诸岛、小亚细亚沿海、地中海沿海
以及黑海沿岸的某些地方 

 自然地理特征：多山，沿海；亚热带
气候；盛产大理石与陶土 

问题：这样的自然地理特征
会造就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地
理特征？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1.1 古希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 

 手工业与商业占主导，以对外贸易为
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军事力量 

 气候适宜户外运动——体魄要求 
 白色大理石建筑和陶器发达 

古希腊的“爱琴文化”——青铜时代 
 克里特文明（公元前2000年-前1450年） 
 迈锡尼文明（公元前2000年-前1150年） 

克诺索斯王宫 

克里特（Crete）文化 

迈锡尼（Mycenaen）文化—《荷马史诗》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希腊本土文化的4个阶段 
 荷马时期（公元前12~公元前8世纪） 
 古风时期（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 
 古典时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 
 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 

希腊城邦 
 国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是村

镇，称为城邦； 
 著名的城邦：雅典、斯巴达 

城邦建设的特点 
 防御功能的卫城 
 庙宇位于城邦中心-公共活动中心 
 体育场、大型聚会场所、公共浴室等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古典时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 

 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的首席执行官)：民主政治，城邦利益为重。平民
参政，发展农田水利，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鼓励外地工匠移居雅典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开始。探讨了城邦的社会、人口
、家庭、伦理、贸易、宗教组织和防卫等问题。 

 柏拉图《乌托邦/理想国》：人们对理想城市的设计。国家规模适中，以站在城
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 

梭伦（
Solon；
前638

年—前
559年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

～前322） 

柏拉图（
Plato， 

约公元前
427年—

公元前
347年）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雅典与雅典卫城 

 背山面海，城市布局不规则；无轴线关系；城市中心是卫城，居民区位于卫城
山脚下；城市广场位于卫城西北角，是群众集聚中心； 

 城市街道曲折狭窄（无系统、无方向性，有利于巷战）；建筑物、庙宇、喷泉
、商铺自发地、因地制宜地、不规则地分布在广场侧旁或其中； 

 雅典卫城是宗教圣地和公共活动场所，建于城内陡峭的高70至80米的平台上，
面积约4平方千米。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1.2 希波丹姆（Hippodamus）
规划模式与米利都城 
 公元前5世纪，规划建筑师希波丹姆

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
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
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
整体的秩序和美的城市规划模式。
城市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圣地、主
要公共建筑区、住宅区。住宅区分
三种：工匠住宅区、农民住宅区、
城邦卫士和公职人员住宅区。 

 米利都城（Miletus ）三面临海，

四周筑城墙，城市路网采用棋盘式
，组成规整的街坊。中心开敞空间
呈“L”型。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1.3 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Age）的城市 
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马其顿统一了希腊，建立了包括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叙
利亚、两河流域和波斯在内的国家。这个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 



1. 爱琴文化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1.3 希腊化时期的城市 
希腊化时期的城市特征：遵循希波丹姆规划模式，功能分区；城市广场替代庙宇成
为市中心，并沿一面或几面设置开间统一的敞廊；建筑高度多为2至3层； 
城市街道变宽，敞廊与相接的街旁柱廊形成轴线布局和透视景象；阿索斯广场 
城市利用山巅蓄水供应，有排水系统；绿化种植与花园 



亚
历
山
大
城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1 古罗马时期历史与建设概述 
古罗马时代是西方奴隶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强力地改造自然，而不是因地制宜； 
古罗马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伊达拉里亚时期（公元前750—前300年） 
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10—前30年） 
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30—公元476年） 

从公元395年开始，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东罗马帝国-发展成为封建制的拜占庭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 
西罗马帝国-建都罗马，公元476年灭亡 

城市建设在罗马共和国的后100年得到极大发展：国家统一，领土扩张，财富集中 
城市建设的目的：首先是军事和运输需求——道路，桥梁和城墙等；其次是满足奴

隶主需求的剧院，娱乐场所，给排水，广场，港口，集市和法庭等；出现住宅投机行
为-出租公寓；神庙退居次要地位 
城市数量数以千计；罗马极盛时期人口达到100万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2 罗马共和时期的城市建设——营寨城 
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占领地中海地区，将派拉斯（Pyrrhus）营地建造成营寨城，
后成为欧洲上百座城市的范本。 
城市为方形，开东西南北4门，道路呈十字交叉，交叉点建神庙； 

维也纳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2 罗马共和时期的城市建设——庞贝城（Pompell） 
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淹没；现为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 
营寨城样式，面积1.8平方千米，石头城墙周长4.8千米，塔楼14座，城门7个； 
城市街道走向，公共建筑物合大府邸的轴线均对着火山；以火山为中心规划构图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3 罗马城——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位于意大利半岛中西部，台伯河下游平原地的七座小山丘上，市中心面积有
1200多平方公里；故有“七丘城”和“永恒之城”； 
根据“母狼育婴”的传说，罗马城建成于公元前753年4月21日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西班牙塞哥维亚的罗马大渡槽输
水道，约建于公元前53年，被完

好地保存下来。曾是塞哥维亚城
的框架。大渡槽的两层拱门别具
特色。世界文化遗产。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2.4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 

 撰于公元前32－22年间，分十卷，是现存最古老且最
有影响的建筑学专著。 

 建立了建筑学的基本体系；主张一切建筑物都应考虑“
实用、坚固、美观”，提出建筑物的“均衡”的关键在于
它的局部；是了解希腊化时期建筑的重要史料。 

 强调建筑师不仅要重视才，更要重视德。 



2.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建设 

汉长安城复原 

古罗马城复原 



3. 拜占庭的建设活动与首都君士坦丁堡 

3.1 拜占庭的建设活动 
从公元395年开始，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东罗马帝国-发展成为封建制的拜占庭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 
人本主义出现在拜占庭时期，崇尚理性和人的个性；提倡哲学应与神学分离。 

 公元前658年始建于巴尔干半岛东

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
位于金角湾与马尔马拉海之间地
岬上，称拜占庭。 

 公元324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

大帝从罗马迁都于此，改名君士
坦丁堡。 

 1453年土耳其人作为奥斯曼帝国
首都后，始称伊斯坦布尔。1923

年土耳其迁都安卡拉，伊斯坦布
尔成为正式名称。 



3. 拜占庭的建设活动与首都君士坦丁堡 

3.2 君士坦丁堡建设 

 城市中心由王宫、圣索
菲亚大教堂、奥古斯都
广场和竞技场组成。 

 城市周围建有水路防御
工事，城墙高耸，碉堡
林立。 

 各种宗教寺庙成为城市
建设的主要建筑景观。 



4. 俄罗斯的建设活动与首都莫斯科 

4.1 俄罗斯的建设活动 

公元10至13世纪，基辅、俄罗斯等古老城市成为封建主、贵族和公
侯们的政治据点和繁荣的商业中心。 

城市一般由要塞、内城和居住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城厢地带组成。 
城市建有上水管道，跨河桥梁，以及石结构的宫殿和教堂。 
封建主义影响下，公侯和贵族的庄园逐渐演变为规模不大的世袭城

市； 

克里姆林（俄语：内城；蒙古语：堡垒）对城市形态影响大，是
城市政治、宗教、行政和防御中心；每个城市都建有自己的克里姆
林宫和豪华的教堂建筑； 

城市规划结构多数围绕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向外放射，呈放射环形规
划系统。 



4. 俄罗斯的建设活动与首都莫斯科 

4.2 首都莫斯科 

1147年，莫斯科沿莫斯科
河而建，从莫斯科大公时
代开始，到沙皇俄国至苏
联及俄罗斯联邦一直担任
着国家首都，迄今已有800
余年的历史，是世界著名
的古城。 

14世纪，莫斯科的建设主
要集中在对克里姆林宫的
重建和扩建上。 

1917年的克里姆林宫 



4. 俄罗斯的建设活动与首都莫斯科 

莫斯科河 

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克里姆林宫 

大克里姆林宫 



5. 日本中世纪封建城市 

5.1 中世纪的日本社会概况 

公元7世纪，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城市建设方面深受中国唐代城市
建设思想的影响，至公元894年起逐渐形成日本特有的文化。 

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江户时代 
相应地都城：公元694年飞鸟地方的藤原京——公元710年奠都奈良平

城京——公元794年迁都京都平安京——公元1192年神奈川镰仓幕府建
立——公元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1868年明治政府正式更名为东京。 

藤原京 
奈良元明女皇  

江户城 镰仓大佛  

京都 





5. 日本中世纪封建城市 

5.2 中世纪的日本城市 

奈良平城京——京都平安京 

 仿照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方格状-条坊制；无城墙； 

 有宫城，朱雀大街将城分为东西两部分；町-街区为基本单元；4町建有一条大路。  



5. 日本中世纪封建城市 

5.2 中世纪的日本城市 

奈良平城京 

太极殿 

东大寺 



5. 日本中世纪封建城市 

5.2 中世纪的日本城市 

京都平安京 

京都平安京复原图 

金阁寺-鹿苑寺-室町时代 

二条城-德川幕府 

清水寺 



5. 日本中世纪封建城市 

5.3 天守阁 

起源于日本战国时代建造在卫城府邸屋顶
的瞭望楼； 

 1576年第一个大型的独立的多层建筑天守
阁在安土城（现滋贺县安土城）建成 

天守阁成为日本独特的城堡式府邸建筑； 
 1615年开始禁止建设，至1643年结束建造

历史； 
最著名的天守阁是：兵库县姬路城（白鹭

城），长野县松本城（乌鸦城），爱知县
犬山城（白帝城）和彦根城（金龟城）被
称为日本国宝四城。 



5. 日本中世纪封建城市 
天守阁内部布局 

兵库县姬路城-连立式 

长野县松本城-复合连结式 爱知县犬山城-独立式 

滋贺县彦根城-独立式 



名古屋城（金城，金龇城） 大阪城（金城、锦城 ） 
熊本城（银杏城） 

日本历史上的三大名城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6.1 文艺复兴与理想城市 

 14～15世纪的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萌芽；新的世界观对抗神学； 
早期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通常称为“人文主义”——以人为本； 
城市建设与建筑营造紧密相关，建筑师主宰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世俗化的宗旨：教堂退位给富裕的府邸 

阿尔伯蒂继承了维特鲁维的思想：城市与要塞结合—便利与美观； 
理性原则下的文艺复兴理想城市：几何图形，从细节扩展到环境； 

阿尔伯蒂的《论建筑》：自然环境对城市合理选址的影响；城市由各
种几何形体组合而成，中心为教堂、宫殿或城堡，街道从市中心向外
辐射，呈多边形星状结构。 

费拉锐特的《理想城市》；斯拉莫齐的理想城市方案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帕尔马洛城 

帕尔马诺瓦城
（Palmanova

），处于斯洛
文尼亚与意大
利边境地区的
典型文艺复兴
时期的棱城。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6.2 巴洛克风格与城市建设 

巴洛克（Baroque)，是古典主义者在16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发起的，
在17 世纪的欧洲普遍盛行，是背离了文艺复兴艺术精神的一种艺术形
式。古典主义者认为巴洛克是一种堕落瓦解的艺术，只是到了后来，
才对巴洛克艺术有了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巴洛克风格打破了对维特鲁威的盲目崇拜，冲破了文艺复兴晚期古典
主义者制定的种种清规戒律，反映了向往自由的世俗思想。另一方面
，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最为典型，反映了天主教会炫耀财富和追求神秘
感的要求。因此，巴洛克建筑从罗马发端后，不久即传遍欧洲，以至
远达美洲。有些巴洛克建筑过分追求华贵，甚至到了繁琐堆砌的地步 

 

在城市建设方面：从巴洛克风格建筑而来，强调城市的运动
感和景深（Vista） 



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 

巴洛克风格建筑-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 

罗马式建筑-伦敦圣保罗教堂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罗马 

佛罗伦萨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6.2 巴洛克风格与城市建设 

城市立面：将教堂和世俗建筑、凯旋门沿道路轴线串联起来
，丰富城市立体轮廓，形成屏风式的立面； 

城市广场：严整宏伟，采用柱廊形式，有封闭式广场；广场
内空间较开敞；雕像位于广场中心-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 

园林建设：阿尔伯蒂-外部环境的引入与延展；大自然从属于
人的尺度，按对称和比例塑造物质环境。 

  16世纪以后的巴洛克风格园林中，水的运用达到较高水平；
水与石结合塑造不同以往的园林景观。 



6.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