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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 
 

2016 年 10 月 21 日～26 日，由中国古都学会和成都市社科联等单位在四川省成都市

共同举办了“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和“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都古

都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古都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者共百余

人齐聚成都，群英荟萃，共襄盛举。 

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

学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同频共振，发挥着认识世界、

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古都学是改革开放以

后出现的新兴学科。1983 年，在史念海先生等老一代著名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古都学会在

西安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新学科——中国古都学的建立。30余年来，在中国古都学会和

各地古都学会的领导下，在全国古都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古都学研究成绩斐然，

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学科建设，科研领域，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效，

得到学界和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的广大与会者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史念海

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古都学的贡献，同时也就以下几方面形成共识: 

一、中国古都研究应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 

中国古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构建至今仅 30余年，发展历程较短，理论基础、

学科体系还不够成熟，在学科属性上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国家现行学科体

系中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位置，特别是没有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

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

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

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加强中国古都学的学科建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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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古都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构建，而且也与当代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完善，和与中国文化复兴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都学要构建为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明确研究对象，还需要创新理论

和方法，构建学科研究体系，形成中国古都学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

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要高度注重学科范式内在性要

素和外显性要素的建设与整合，进一步加强研究方向的凝炼、学术队伍建设、

科研基地建立，加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列入

教育部学科目录。 

二、中国古都研究应具有当代情怀、国际视野 

当今中国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复兴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城市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都呼唤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具有时

代情怀。早在 30 年前，中国古都学的创始人史念海先生就大力提倡中国古都

学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都学研究者已经做出

了不少有益的贡献,对于有关现代城市建设解决了许多问题,卓有成效,加速了

现代城市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古都学研究者不仅要加强对古都的研

究，还要传承史念海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要有时代情怀，有时代使

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要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交汇点，关注当代，研究过去，

展望未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相结合，与中

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相结合。 

当今世界正在进行巨大的变革和转型，以全新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正席卷全球，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因而研究中国古都的发展变迁，不仅要具有时代情怀，还要具有全球眼光，国

际视野，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一是要将中国古都研究置于人类文明

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置于世界都城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二是要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讲好中国古都故事；三是加强中外都城比较研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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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古都研究应具有中国整体观 

中国整体观，就是要有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观念。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

性具有历时性，当代中国形成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从原始社会解体至

当代，在今天中华大地上曾有无数的国家不断兴起、消亡，也曾有若干民族在

历史长河中不断交往、交流、碰撞、冲突、融合、整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

中国作国家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和丰富。中国古都学要形成完整的、独立

的学科，必须要加强中国整体观，除了加强对中原王朝都城研究外，还应将中

国各地区、各种类型的都城纳入到中国都城整体史研究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具有整体性。在开展中国古都研

究时，应该加强内地都城与边疆都城之间的比较研究，加强汉族建立的都城与

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城之间的比较研究，加强不同少数民族之间都城的比较研究，

深入探讨各种不同类型古都的发展过程、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等。可以说当中

国古都学研究者的视野一旦变得开阔，研究思路一旦发生变化，一个新的天地

就展现在面前，大量具有创新性课题也正有待去研究和探索。 

四、成都作为古代有影响力的多代都城，实堪跻登大古都行列 

1、成都不仅是一座有着 4500 多年城市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历

史最悠久的都城之一，从宝墩古城到金沙遗址，在先秦时期先后有五代古蜀王

在成都建立都城，创造了灿烂的宝墩文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古蜀文明

被世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

发源地之一。秦以后，成都也先后成为成家、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五个

重要政权的都城，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在千年以上，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可谓特

殊样本。 

2、成都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之一，无论是作为都城时期，

还是失去都城地位之后，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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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发达，商贸繁荣，文化兴盛，成都在汉代就成为全国五大工商业都市

之一，也是“五都”之中唯一的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唐代，成都更创造了经

济和文化的辉煌，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堪

称当时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宋代蜀商在唐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发明了

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影响巨大，由此使成都一度领先于世界。 

3、成都虽然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外部有群山环绕，但是成都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从东亚宏观地理位置考察，成都是中国唯一的三大经

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因而成为

古代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早在先秦时期成都就与东南亚有着十

分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进入缅甸、

印度，于东南亚各国影响力甚大；成都早在先秦时期就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

了密切的联系，秦以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发生经济、文

化的交往；成都在汉代是中国重要的丝绸织品生产中心，尤其所产蜀锦独步天

下，自汉至唐的数百年间，蜀锦等丝绸织品成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远

销至西域、中亚、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4、成都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从杜宇王朝时期开始至今 3000 多年来，

城址一直未曾发生变化，有拓展而不迁；其城名从战国以来也未曾变更，这在

世界城市史上极为少有；成都有着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金沙遗址、

武侯祠、杜甫草堂、永陵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唐以来所形成的二江环抱城市

格局一直保持至今，充分显示出成都这座城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 

综合考察，成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一个内涵与作用不同于其它

古都的较为特殊的样本，与会者认为，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中，组织更多的从

事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古都学等领域的专

家学者协作攻关，进行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挖掘其意义与价值。

若此，则其作为中华名都的重要地位将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并得到学术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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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中国古都学会本次会议对成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共识。

与会者认为，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以肯定成都无疑是中华名都，而以其独特

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实堪跻登中国大古都之行列。 

 

中国古都学会 

2016.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