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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丽江古城的选址综合考虑了古城的地貌、地质、水文和气候等条件，其规划营造渗透着古代风水文化及耕读

思想的影响，堪称古代城市选址中的典范。本文应用虚拟地理信息系统（12-34,567.）技术，重现古城的山水景观，

分析其科学性，为现代城市的选址与营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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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年 !’ 月 ’/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丽江地区

和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设立地级丽江市，原丽江纳西

族自治县分设为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龙

县县城将在距古城 * >? 的文笔山下、文笔海边的漾

弓江一带建设。新城的创造要吸取丽江古城的历史

文化精髓，就必然要联系到古城之所以形成的自然

环境，历史渊源和格局特征。本文应用虚拟地理信

息系统（12-34,567.）技术重现古城的山水景观，并详

尽地分析其选址的科学性及古代风水文化、农耕思

想对其影响，为现代城市的营建提供借鉴。

!# 利用12-34,567. 技术重现丽江山水景观

美丽的丽江坝，四周层峦叠翠，近郊田野浩瀚，

巍峨的玉龙雪山雄峙于坝子北端。如画的山水景观

造就了丽江古城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为了尽睹

美景，总揽全局，必须亲临现场，登高望远。而 @AB
C:. 7+:67$@ 系统提供的 12-34,567. 模块技术使之

变得简单。作者以 @AC:. 7+:67$@ D& * 软件为平

台，将 C@+ 数据生成三维可视地形，以 E42F>G2-H 和

@8+ 遥感图像（插页彩片 !0）为表层纹理，并注记道

路、建筑及水系等信息。用户可根据需要编辑观测

点的位置，选择各个高度、视角静态的 12-34,567. 视

景，或者模拟高空鸟瞰、地面行驶等多种导航模式，

在虚拟的三维环境中漫游，系统自动记录漫游的三

维动画，可以进行后期剪辑制作，使之声色并茂，引

人入胜。插页彩片 ’( 是丽江盆地、狮子山、象山和

文笔山的 12-34,567. 视景图，真实再现了丽江古城壮

美的山水与人文景观，这些景观即使身临其境，也难

以观赏到。

’# 纳西族统治中心的迁徙

纳西族的先祖古羌人，在古代从陕西、甘肃一带

逐渐迁徙南下，曾经居住在四川大渡河一带，后来在

藏、汉等大民族的征战挤压之下，继续南迁，最终来

到丽江并定居下来。其政治统治中心也随着势力扩

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而不断变迁。

（!）石鼓镇。元代以前，纳西族还处于“ 依江附

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的状况，宋末元初，丽江木

氏远祖麦宗麦良迎元兵于刺巴江口，于南宋宝祐二

年（公元 !’*= 年）被授予茶罕章官民官。《 元一统

志》称至“元十五年，改茶罕章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

治巨津州云南罗波半空城”，即今石鼓镇。元至元二

十二年（公元 !’D* 年）成立宣抚司，统领一府（北胜

府）、七州（顺州、蒗蕖州、永宁州、通安州、兰州、宝定

州、巨津州），至此，纳西族实现了相对统一，石鼓成

为纳西族最早的政治统治中心。石鼓镇位于长江第

一弯的转弯处，依山枕江，是避乱世求生息的好地

方，但偏居一隅，地域狭小，并非理想的行政中心。

（’）大研里（ 丽江古城）。元末明初，阿甲阿得

任丽江宣抚司副使兼通安州知州。他审时度势，明

洪武十五年（ 公元 !)D’ 年）率先归附明朝，被赐木

姓，次年被任命为知府，并重建丽江府。“ 土官木得

建造丽江府公署，在大研里西隅，黄山东麓，管理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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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征解钱粮”（ 见《 古今图书集成》）。明代丽江府

辖通安、宝山、巨律、兰州四州和临西一县，虽然辖区

较元代丽江路大为缩小，但纳西族兵士们骁勇善战，

屡立战功，受到朝廷的信赖和嘉奖，朝廷成为木氏土

司强大的政治后盾，丽江世袭的土司木氏的统治势

力在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 明以前丽江木氏土司以白沙为势

力中心”，这是有偏差的。白沙是纳西族在丽江坝子

内最早的聚居地，元朝时期担任地方长官的纳西族

崛起于白沙，是木氏土司的发祥地，但不是行政中

心，而是丽江宣抚司治下的通安州治。“通安州治在

丽江之东、雪山之下，昔名三赕”，即今白沙。所以当

木得官职升为知府时，就要修建一所与其身份相符

的府城，而不继续使用其原来的州城。

大研里自明代成为纳西族的政治军事及商业文

化中心以来，延续至今，不再转移。经过几百年来的

发展与营造，仍保留下来众多明清民居建筑，成为举

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

%! 丽江古城选址的科学性

在农业时代，地广人稀，科学技术落后，山川地

形等自然条件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强烈，城市从选址

到建设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人们往往将

对美学、天文、宗教及伦理等文化的价值认同与城市

的选址和空间规划联系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所有

的城址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城址的选择是否准

确，地理优势能否得到充分发挥，会影响到城市的发

展，关系到族人与国家的兴旺。而木得将丽江府公

署建在大研里，正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地理条件。

!& "! 符合择中思想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南端的横断山脉向云贵高原

北部过渡的衔接地带，山高谷深，形势险要。丽江古

城处在长江“’”字形大转弯的中间，不管是向东、向

西，距离金沙江都只有几十公里。丽江坝子处于木

氏土司辖区的中央，古城（大研镇）位于坝子的中央，

四周远山环绕，近郊田野浩瀚。选择此地营建府衙，

符合中国传统选址思想：“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

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慎势》）。

!& #! 符合风水文化的要求

在古代中国，用风水的原则来考虑城市的选址

和建立已成为传统，大研里堪称典范。顾彼得在他

的《被遗忘的王国》中说“纳西人有奇怪的信仰，认为

有些地方风水好，有些地方风水不好。起初我不相

信这种风行的看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

到他们的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例如，束河是个‘好’

地方，白沙则是个‘坏’地方⋯⋯总的来说，丽江被认

为是个‘好’城镇。而鹤庆和剑川则是‘坏’的。”［(］

背山面水，负阴抱阳是风水论中基地选址的基

本格局。所谓负阴抱阳，即基址后面有主峰来龙山，

左右有次峰或冈阜的左辅右弼山，山上要保持丰茂

的植被，前面弯曲的水流；水的对面还有对景山案

山、朝山；基址正好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地势

平坦而具有一定的坡度［"］。这种环境单元相对封闭

却交通便利，军事上易守难攻。将丽江盆地的遥感

图像与风水格局图相比较（图 (、插页彩片 ()），可以

发现丽江的地形颇为典型。

图 (! 理想的风水格局图［"］

由巍峨的玉龙雪山向东西两侧延伸出去的两道

山脉，惋若人张开的的手臂，在坝子南端的邱塘关处

合拢，一个丽江坝子，被玉龙雪山抱在怀中。丽江古

城以象山、金虹山为枕，以狮子山为屏风，五台山为

案，西面的芝山与马鞍山，东边的东山与吴烈山分别

为青龙白虎，将古城左拥右抱，“东山与吴烈山并列，

中间有一个马鞍，看起来象对城里鞠躬一样”［%］，很

符合古代君王希望山川河流都对其朝贡俯首的心

态。五台山下是集丽江坝子水源汇集而成的漾弓

江，宽阔的河流在丽江坝子南端弯成一条美丽的环

带，绕过东元蛇山后由北向南奔流。蛇山属于丽江

南部五台山支脉，从北往南，延伸数公里，起于东元

村，止于邱塘关。蛇山以东的坝子里有一座孤立的

石头山，称为乌龟山。龟蛇相对，隔水成对峙状。蛇

山虽不高，但在丽江地理风水中占有重要位置，“ 东

员（圆）岗者，为丽郡东南第一重锁钥”（《 徐霞客游

记》）［*］。清朝时期曾在冈头修过一座白塔，期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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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潜龙卧虎之地，人才辈出，为山川增辉。

!% !" 安全的生态环境

《管子·乘云》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

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

省”。丽江古城西依狮子山，背靠象山、金虹山，山前

洪积扇恰好是地形高低的结合部，为潜水溢出带，水

源最为丰富，地势北高南低，南有漾弓江环绕，有利

于引水排水，减少和避免洪灾。丽江南坝子腹地广

阔，物产丰富，可以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需品。

丽江古城水力资源丰富。由地壳断陷形成丽江

坝子，断裂发育，山泉众多，晶莹雪山，溪流淙淙。据

《徐霞客游记》记载，明朝时古城的水源来自象山北

麓，称为象鼻水，入水口在狮子山与象山的夹峙处。

在《徐霞客游记校注》一书内注解为：“象鼻水今名黑

龙潭”，并不准确。黑龙潭始建于清乾隆二年（公元

!&#& 年）。象山 ’()*+,-./$ 视景图（ 插页彩片 012）

上很清楚地显示，黑龙潭在巨象的尾部，水源主要来

自象山南麓。象鼻水应为现在的清溪，清溪水不仅

水流充沛，水质也非常好，当地人称之为“石榴水”。

古城内条条街巷见流水，家家门前绕清泉，使丽江古

城形成自由布局、变化有致的空间特色。“银山一半

夕阳开，江水年年绿似醅”（ 清，牛涵万），“ 田畴资灌

溉，风月任婆娑”（杨菊生）。

丽江古城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城墙的城，她

凭借四周的群山和江河环绕，雄关险隘，自然形成封

闭的城池，不仅具有良好的防御性，而且形成良好的

环境小气候。古城选址充分利用地形和地方季风的

特点，城址北依象山、金虹山，西枕狮子山，东南两面

开朗辽阔，日照时间最长；秋冬时，狮子山成为古城

屏障，既挡住西北寒风，又构成高低起伏变化的城市

空间，城东南则是十里沃野，春季的东风、夏天的南

风则畅通无阻。由于选址得当，使得城内小气候特

别宜人，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 !0% 34，特别是在冬

季，古城内的温度比城外高 ! 5 04。徐霞客称丽江

“世代无大兵燹”。无论是阅读顾彼得的《 被遗忘的

王国》还是《徐霞客游记》，我们都会感觉到丽江古城

年丰物阜，民风朴实，生活悠然自得，在那兵荒马乱

的年代，丽江就象是桃花源，而这一切都开始于纳西

先民选择了这个风水宝地。

丽江坝子虽然被群山包围，但交通便利，“ 西方

佛地，是为通衡”，汉唐时代就已经是通往西藏和印度

等地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集散地。

与大研里相比，白沙背后则无所依靠，向北地势

愈高，土质坚硬贫瘠，第四纪冰川冰碛岩堆积，引水

较困难。从遥感图像上可以看出：从束河东往北直

到玉龙雪山山麓，是一条土黄色的条带，植被稀少；

而象山、金虹山及后山则是植被良好，郁郁葱葱。二

者的优劣不言而喻。

!% "" 优雅的自然景观

中国的传统地理学思想讲求“天人合一”，人类

社会是受地理环境抚育的，地理环境的迥异又影响

着人类社会的风貌，城市的灵魂与她所处地理山川

的灵气感应相通。于是古人用“取象比类”的手法，

取当地特有的山水灵气，形成这一城市区别于其它

城市的独特个性。人们将山水形态与社会现象相联

系，给无生命的山川赋予人文意义，使人们对环境寄

托美好的希望。

在东巴经《崇搬图》、《鲁搬鲁绕》及《黑白战争》

等经文故事中，经常出现大山意象、雪山意象。纳西

族对玉龙雪山的崇拜，深刻地渗透到民族文化的集

体潜意识之中。站在坝子的任何一处，只要是天晴

云开的时候，都能够看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玉龙

雪山，满足了纳西族对山的崇拜情结，让丽江人民引

以为豪。

但更为奇特的是从玉龙雪山往东南延伸的崇山

峻岭，迂回绵延，却在平坦的坝子里留下一个狮子

山。我国古代城市选址思想常以特殊事物为美，主

张“众大取其小，众小取其大。众高取其低，众低取

其高。⋯⋯”，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微地形的巧妙利用成为城市选址的出发点。依

照这种美学观点，位于平坝中的狮子山（黄山），在周

围巍峨的群山衬映下小巧玲珑，可谓“万绿丛中一点

红”，显得格外美（图 0）。狮子山使丽江坝子分为南

北两部分，成为古城的依托重点和立体空间控制点。

徐霞客说“众大之中，以小者为主，所以黄峰为木氏

开千代之绪也。”

图 0" 丽江南坝子三维地形模拟图

丽江的枕山———象山与金虹山更是具有独特的

地理风貌，体态优雅，寓意深刻，使人浮想联翩。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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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又名象眠山，有两个平缓的山峰，形似一只卧象

（插页彩片 "#%）。象山东侧的金虹山，有三个山峰，

金虹山为南端的山峰，海拔 " &’’( " )，其西北的鸡

鸿山海拔 " &**( * )，最北的山峰海拔 " &+,( # )，形

如孔雀的头部，连头上的翎冠都十分形似，峰巅正位

于眼睛部位。其南部冲积坡平面呈扇形，恰似孔雀

开屏（图 ,）。在云南，孔雀被称为碧鸡，大象和孔雀

是吉祥如意的象征。

图 ,! 象山、金虹山地形

“东壁图书照丽阳，湖边文笔碧霄翔，列岫层峦

皆几案，行云流水尽文章”（明，木增），在丽江人民的

心目中，另外一座重要的山峰是文笔山（ 插页彩片

"#-）。文笔山位于笔架山（五台山）西南，尖峭独拔，

海拔 , ’&* )。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里，人们信奉

“耕可致富，读可荣身”的生活理念。丽江崇文尚墨

古来有之。文笔山形似一枝中国毛笔的笔尖，五台

山形似笔架，文笔凌云，很符合堪舆九星，“ 山岳配

天”，“上应天星”的说法，丽江南坝子形如一块砚台，

看似文笔蘸墨，可以保佑家族文运昌盛。

!( "! 因地制宜，精心营造

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营建中，平原地势宽广平坦，

讲究中规中矩，方正，宽畅；而在山区因受地形的影

响，则讲求顺应自然。《 管子》云：“ 因天材，就地利，

故在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古城内道路

依山就势或顺水延伸，“顺山随水错结庐”。有人形

容丽江古城的道路犹如八卦阵，这个八卦阵的经线

就是围绕着狮子山、象山和金虹山与等高线近乎平

行的道路，纬线是以四方街为节点近似垂直于等高

线的道路。

古城的选址和营建充分考虑了地貌、地质、气

候、环境、水源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体现了我

国古代城市建设的规划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积

淀了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富含着科学和美学成分。

丽江的美让无数人为之倾倒。清代刘慥诗云：“浩淼

平铺千叠翠，纤回曲接万峰低。⋯⋯俯视川原如画

裹，名流何处觅标题。”

’! 对新城建设的启示与思考

大研里自公元 +,., 年成为木氏土司的统治中

心后，就再没有迁移过。除地震灾害外，历史上丽江

没有受到过其它大的灾害威胁。由于印度洋板块向

欧亚板块的俯冲，云南省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与

周围地区所受地震灾害的影响相比，丽江古城并不

算严重，这一带的传统民居也具有较好的抗震性。

丽江古城选址的科学性值得现代城市选址借鉴。

直到 "# 世纪 *# 年代，无论从中甸、拉市还是从

鹤庆方向进入丽江坝，站在山顶上都不能直接看到

古城，“ 丽江城是看不到的，它隐藏在一座小山背

后”［+］。“那万杆杨柳的绿野深处正是山城丽江所

在”［,］。现在古城虽然还保留着古桥、流水，但与古

城建筑相应成趣的沃野田畴已远离古城，雪线飞速

后退，水源断流，水质下降，不得不从拉市海引水；

文笔海受到污染；乌龟山业已被炸掉了一部分；人

们也不知道城北曾有大片的柳林⋯⋯。“ 青狮山下

作瓜田”（清，桑映斗）已成为遥远的追忆，古城已被

包围在钢筋水泥丛林里。

"##" 年 +" 月，丽江撤县设市，新的玉龙县县城

选择在文笔山下、文笔海边的漾弓江一带。文笔海

是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

是丽江盆地相对下沉的中心，地势最低。从丽江坝

子洪水淹没状况（ 插页彩片 "#/）分析中可以看出，

正在兴建的县城的位置是整个坝子内最容易遭受洪

水内涝灾害的地区。直到 "# 世纪 *# 年代，丽江的

南端还是水乡泽国，水面直到蛇山。丽江地区性构

造运动强烈，地质灾害频繁，所以，在新城的建设中

（下转第 $" 页）

·’&·

万方数据



国! 土! 资! 源! 遥! 感 "##$ 年

!"# $%&’()#*+ (, !"# -(.%/01"/%2% 1/& %(%3
*%01 &!*4’!4*# /0$ %!& %56(*!/0! *(3#

%0 4*/0%45 5%0#*/3%2/!%(0

&’( )* % +,-./，01 2- % 3-./，45678 9:* % ;:.
（!"#$#%& ’"(")*+, -%(.#./." 01 2*)%#/3 4"050&6，!"#$#%& <###"=，7,#%)）

/789:;<9：>,* ?@A:-./,-:B: C:./ DECF+EFC* 3-D G:D+@H*C*G IJ :.E*CKC*E:./ -.G -.-;JB:./ E,* 1>L C*M@E* D*.D:./ :MN
-/*D :. E,* OCG@D I-D:.P 2:*;G :.H*DE:/-E:@. 3-D -;D@ M-G* E@ +@.Q:CM E,* G:D+@H*CJP R*DF;ED @Q G*E-:;*G DEFG:*D :.G:N
+-E* E,-E :E :D DK*+:-; DECF+EFC* C*;-E*G E@ /-D -.G @:; Q@CM-E:@.P ’E :D +@.D:G*C*G E,-E E,:D C:./ DECF+EFC* K;-J*G -. :MN
K@CE-.E C@;* :. D-.G EJK* FC-.:FM M:.*C-;:B-E:@. @Q .@CE,*C. OCG@D I-D:.P
=>? @A:B8：OCG@D I-D:.；R:./ DECF+EFC*；2@CM-E:@. C*;-E*G E@ /-D -.G @:;；S-.G EJK* FC-.:FM G*K@D:E
第一作者简介：刘德长（<=TU % ），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遥感技术在铀矿地质和军事领域的应用。

（责任编辑：李 瑜

""""""""""""""""""""""""""""""""""""""""""""""
）

（上接第 VW 页）

不仅要考虑防震，山洪、内涝、滑坡、泥石流和内涝也

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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