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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宽著作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以文献资料结合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并经过许多次的实
地考察，系统地研究论证了中国古代都城及其制度的发展演变 ， 其中多所创见。作者认为先秦到唐
代是实行封闭式都城制度的历史阶段，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
的格局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又一次更大的变化，即由封
闭式变成了开放式。这是由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杨宽著作集：中
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对中国古代都城都作了详细的考察研究，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资料以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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