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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建筑与皇权

皇宫建筑是皇权的表征

朱诚如

    皇宫是皇帝居处之所及处理日常政务的

地方。皇宫的选址设计、建造格局历来为封

建帝王所重视。由于古代自然科学水平较

低，人类对许多自然界的现象不能作出科学

的解释，于是便把自然界的现象与人事间的

事相比附，这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

想学说。皇帝利用这一学说，自认为“受命

于天”、“奉天承运”，是天帝的儿子，人间的

最高统治者。为了树立这种绝对的权威——

皇权，皇宫建筑成为被利用来隆兴皇威的最

好手段。我们研究历代皇宫时就不难发现皇

宫建筑是皇权的表征，是皇权的物化。

    首先，我们从皇宫建筑的选址位置方面

看，历代皇宫建筑都体现天人合一的观念。

因为根据我国古代的星象学，把天上的星象

分为五大星区，叫作五宫，即东宫、西宫、南

宫、北宫、中宫。中宫在天空星宿的分布中

属于居中的位置。既然中宫星区是天上星宿

的中心，当然也是主宰万物的天帝的居所，

所以又称紫宫。而处于紫宫即中宫星区最中

心位置的便是天极星，l≥P：IL极星。显然北极

星是位置最尊贵的星。“北辰(即北极星)，居

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而北

极星是太一常居处，太一即泰一，是天帝的
别名。天帝居北极星，是“天之枢也”。人间

的皇帝是天子，即天帝的儿子。皇帝在人间

的居所皇宫当然要和天帝的居所紫宫相应，
于是历代帝王不惜一切财力、物力，大修其

人间的紫宫即皇宫。明清两代帝王为了使其

皇权神化，在定都北京以后，亦大修紫官，因
为是禁掖之地，所以明清两代修筑的皇宫叫
紫禁城。

    为了强化皇帝的权威，从秦始皇开始，

到明清两代，封建帝王从皇宫选址、建筑规

模到宫殿的构建，都费尽心机。秦始皇称帝

后，立即开始建筑庞大的皇宫，其宫廷建筑
是在其它六国国都建筑综合基础上的升华，

以充分显示其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和超越所

有君王的魄力，以及他作为专制皇帝的合理

依据。从建筑规模和布局上来看，它是以渭

水北岸的咸阳宫为中心，加上周围百公里范

围内的许多离宫别馆组成的庞大的皇宫建筑
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

的。由此便可想象得出秦始皇当年的盖世气
魄。对秦朝皇宫的规模曾有人做过如下描
述：

    从咸阳北面的九峻山，到南面的户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