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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视野下的跨学科研究佳作

———《守制与应变: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研究》评介

徐　 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孙诗萌副教授《守制与应变: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研究》一书于 2024 年 7 月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清代台湾的城市规划为切入点,从“守制”与“应变”出发,详细论

述了清代台湾城市的发展历程、选址规划与山水格局、功能空间要素等方面,展现了一幅清代台湾

城市规划的动态图景。 该书还通过详细分析台中省城和台北府城这样的典型案例,指出清代台湾

城市规划的重要价值,可谓奏响了中国“古典规划之绝响”的精彩乐章。 该书视角新颖、史料扎实、
方法多样、论述严谨,不仅为理解清代台湾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揭示出台海两岸之间的密

切关系,呈现了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正统观念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一、 全国视野中清代台湾城市规划研究

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是没有将视野局限于台湾岛内,而是放眼于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大背景。
较之前人,作者从一时一地的研究中跳脱出来,在研究的视角上有着较大的进步。 无论是史学界还

是建筑学界,既有的清代台湾城市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但不少研究仍局限于清代台湾城市本

身的发展变化上,岛内一些学者甚至在相关研究中对两岸在城市发展上的紧密联系避而不谈。 台

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城市规划这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决策上,受中国

城市规划传统理念影响甚为深远。 这些理念在高层会影响士大夫和官员,在基层也会影响负责营

造的技术人员,乃至普通百姓。 清代两岸间的紧密联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城市的规划

和发展更是能够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体现出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作者从山水格局这一中国城市选址传统出发,仔细分析了清代台湾城市的选址模式。

作者认为,清代台湾城市选址和布局大体分为“山前模式”(背倚中央山脉的西侧分支余脉,面向

台湾海峡)和“盆地模式”(山间盆地)。 据此,作者分别以诸罗县城等 5 例和恒春县城等 4 例为

代表分析了两种模式。 通过对城市规划的过程、考量的具体因素等方面的考察,作者发现“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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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 5 座县城规划都选了大山之下的小丘西麓,东倚高山,西瞰平原和海口,南北有二溪夹

流,中踞高地,“‘倚山’‘夹溪’‘踞高’ ‘居中’是共同的选址原则”。 (第 127 页)而“盆地模式”
的 4 座城市的选址都位于盆地地形的中心位置,尤其偏爱大山之麓、二水夹流的中高之地,与“山
前模式”城市所遵循的“倚山” “夹溪” “踞高”等选址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 163 页)这些选

址原则并非台湾城市规划的独创,而是根据大陆城市规划的传统和积累的知识,可见两岸之间的

紧密联系。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山水格局的“可见层次”和“可感层次”。 作者提出,城

市四望可见,直接影响其规划的山水要素,与城市共同构成的空间格局是“可见层次”;城市四望不

可见,但仍然对城市的规划等产生影响的山水要素,与城市共同构成的空间格局是“可感层次”。
与“可见层次”对应的建构程序是在地图和实地都肉眼可见的“实质性建构”,与“可感层次”对应

的建构程序是以文字方式记录在地方志等文献中的“文本性建构”。 从可见到可感,由实质性建构

至文本性建构,这样全面且复杂的建构体系,既是在精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也是长期实践的结

果,显然是继承于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
其次,作者对台湾城市建设中的功能空间要素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作者从时序出发,将治署、

城垣、学宫、坛庙这 4 类中国传统城市中最为重要的空间要素作为分析对象,从而对其进行考察。
作者研究发现,清代台湾省 19 个府州县厅中除台湾府外都建有治署,且大部分治署都是在设治后

1—5 年内建设的;16 个府州县厅筑有城垣,但大多数是在设治 10 年以上者筑城;15 个府州县厅设

有不同形式的学宫,设治后 1—5 年内建学者较多。 至于坛庙中城隍庙建置率高,社稷、山川二坛多

同时建设,邑厉坛建设时间灵活。 作者总结认为,总体建设时序呈现多样性,与复杂的政治、经济、
军事、社会等条件相关。 但是,不论建设的顺序如何,大部分的台湾城市仍然遵循了中国城市建设

的传统。 无论是政治功能极强的治署、防御寇匪的城垣、教化地方的学宫,以及祀典必备的坛庙都

是传统中国城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作者着重分析了台中省城和台北府城的选址和规划。 作者提出,比之前期的城市,这两

座清代台湾最重要的城市的规划更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原则与方法,表现在选址理

念、规模理念、塑形理念、择向理念、配置理念、实施理念等各个方面。 选址既在“辖域”之中,又在

“山水”之中;城垣规模与其行政等级之间表现出特定关联则体现了中国古制;城垣形态则表现出

对理想“八卦形”的强烈追求;地方行政设施的建设中则体现出明显的文教设施建设先行的特征。
由此可见,清代台湾城市的建设深受中国传统规划思想的浸染,不仅在规划和选址中,而且在

建设过程中都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尊崇与坚守。 作者不仅考察了台中省城和台北府城的规划和建

设,而且比较了清代最后设置的 5 座省城,发现奉天、吉林、黑龙江 3 省仅是沿用了旧城,只有新疆、
台湾两省建设了新省城,而台湾省城的建设比迪化府城更为全面,所以“台中省城这样一座遵守传

统规制又富于象征意涵的理想城应运而生”。 (第 231 页)
此外,清代台湾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坚守中华传统,其联系纽带之一就在于大陆和

台湾之间的人员往来。 在台湾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勘定选址规划既得到地理先生基于大尺度山

水格局的建议,更是由台湾官员和福建省官员,乃至闽浙总督(噶玛兰厅城、凤山新城等城的选址

皆由闽浙总督巡台时实地勘察)勘定。 其间,崔毓英等福建官员、刘铭传等台湾主要官员,陈星

聚、刘璈等地方官员和技术人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台湾城市的样态。
可以说,清代台湾 16 座城市的营建是由大陆渡台官员和技术人员主导,在两岸人民共同参与下

完成的。

09



徐　 鑫 / 宏观视野下的跨学科研究佳作

二、 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了将清代台湾城市规划放置于全国视野之内,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展现了一个颇有启

发的跨学科研究。 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掌握和使用是热门且重要的,但其难度

也确实较高。 历史学和建筑学在学科分野中看似互不相干,但是若将其融会贯通,便可看到单一学

科不甚关注的学科领域,做出新的富有创见的研究。 该书便提供了一个有益探索的案例。
首先,贯通把握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研究。 就历史学而言,大部分历史学者更为关注时间,对时

间因素很敏感,空间因素的敏感性相对差一些。 当然,历史学中也有较为关注空间的分支领域,如
历史地理学,但这种关注仍然是建立在时间性的基础上。 历史学往往在关注空间的同时,更希望能

够挖掘出背后的故事。 建筑学的研究更专注于对空间形态的考察,即便在建筑史中,相关学者也更

为强调以建筑学的方式进行实地测绘等工作。
历史学和建筑学二者尽管各有侧重,但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双方可以互相借鉴的东西很多,尤

其是在城市史的研究中。 对历史学而言,更进一步加强对城市本身的关注是很重要的,如在台湾史

的研究中,更受关注的是国家政策与城市发展的相互作用。 对建筑学而言,除了关注城市空间变迁

外,若能深入探究城市背后的历史脉络会使得研究更为丰富。
该书将历史学和建筑学两个学科相结合,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 作者研究的是清代台湾

的城市规划,以大量的地方志和档案为基础,在第 2 章就梳理了清代台湾的行政区划及城市建置的

历程及特点。 不仅如此,作者还分析了当时城市的空间分布、人口规模、军事驻防、水陆交通等情

况,解读了清代台湾政区变迁及城市演进的深层动力。 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利用大量的图表和地

图,既清晰地展示了台湾城市空间的拓展,也呈现了清代台湾开发的过程。 在其后几章的叙述中,
作者对于时间和空间也有较确切的把握,一方面以现代制图方法绘制了大量的山水地形图,结合古

代舆图,形象地展示了台湾城市建立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在行文中讲述了清代台湾城市选址和规

划的过程,体现出了厚重的历史感。
其次,具有打破学科边界的创新性思维。 跨学科研究不是单纯的“炫技”,而是为了解决复杂

问题而采用的研究方法。 在清代台湾开发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是单纯

的建筑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都难以对清代台湾城市发展做出整体性、全景性的研究,需要综合两个

学科才有可能在研究上有所突破。 作者没有局限于建筑学或历史学的单一学科方法,而是自始至

终地从问题出发,为解决问题而综合采用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学术研究史的回顾篇章中,作者既涉及了历史学方向的筑城史研究、城市体系与城市选址研

究、地区开发研究,也关注了建筑学方向的城市空间变迁研究、风水与城市规划建设研究、城内建筑

设施研究、地图中聚落与城市研究,还注意到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地景书写中的空间变迁研究。
该书的重要问题意识是探讨清代台湾城市发展模式,其提出的清代台湾城市发展从“山前模

式”转向“盆地模式”变化过程结合了历史学和建筑学的不同方向,既考虑到了内乱外侵的刺激,更
看到了台湾天然山川形势,也综合考虑了族群治理的需要和资源开发的驱动。 由此可见,在问题意

识的驱动下,结合不同的学科特色,对研究深入有着积极意义。
除了书中的论述外,图和表的使用是该书的一大亮点,而且一目了然地展现了该书的跨学科研

究特色。 该书中的图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古代的舆图,其中又可以根据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

地方志书中的图,如山水形势图、某某城图等,另一种是古代的舆图,这些图往往是在历史学,尤其

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使用较多;二是作者自己绘制的地形图,这类图是建筑学中常用的;三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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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地考察时拍摄的照片。 这三类图的使用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针对同一城市对照使用,再加上作

者结合三者的介绍分析,使得读者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同时,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表作为分析方法。
如作者使用了“清代台湾府州县厅治署规划建设时序”“清代台湾府州县厅城垣建设信息”等表格

和示意图用以呈现台湾城市发展历程,不仅是图片,甚至表格也做得规范、漂亮,显然是花了很多心

血的杰作。 在历史学中,使用表格和图片来辅助说明文章内容并不鲜见,但是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图

片和表格(文中至少使用了数百张图片,数十份表格)来解释和说明问题的研究是较少见的。 这样

的研究又能够紧密结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可称得上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
最后,跨学科研究依赖多学科研究方法和基础材料的深度融合。 作者作为建筑学学者,对于城

市建筑史、规划史、建筑设施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应用自是驾轻就熟,对于历史学研究成果

的熟悉程度与历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也具有相当的水准。 作者一方面使用了建筑学中的遥感

影像及高程数据,近现代学者复原研究、史地调研测试数据及影像资料等,另一方面整理应用了大

量台湾地方志、清代台湾档案、地方官员文集、历史与地图等史志资料。 两个学科的资料使用得心

应手,并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 这既得益于作者多年从事规划史研究,对地方志较为熟悉,更说明

作者对地方志的搜集和运用下了很大的功夫,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地方

志中关于城址如何选择的这一部分,往往是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 但是历史学和建筑学相结合的

研究中,这一部分就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譬如,关于城市规划与清代台湾政治、社会、经

济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再加以深化。 作者在论述一些问题时,部分判断仍采旧说,如对于清政府的

治台策略,仍从“消极治台”到“积极治台”的转变方向加以论述(第 48 页),未能关注近年来史学界

对这一观点的深入批评。 但瑕不掩瑜,这些方面无损于该书的学术价值,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引起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李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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