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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衙署作为中央在地方实现政权传达的载体,
 

其营建需权衡既定规制并观照在地“形胜”以循势平衡.
 

巴渝地

区衙署选址便在多山多水的自然条件与博采融汇的人文情境影响下展现鲜明地域特色.
 

通过田野调查、
 

文献稽考

与图示分析等方法,
 

以整体环境观视角梳理巴渝衙署选址的自然 人文环境背景,
 

分析其受风水学说与山地观念、
 

礼法规范与权力象征、
 

防御思维与时局意识的三大因素影响,
 

归纳了巴渝地区衙署观照山水下适应性落位、
 

礼教规

制下在地化因循、
 

因战事需要防御式转变的选址智慧,
 

总结出其选址经历因应外界条件与主动参与城市形塑的“地

文”系统组织过程规律.
 

整体环境观视角下巴渝地区衙署的选址研究还提示着其遗存保护或遗址复建工作应形成统

筹古城形态与山水风景资源的工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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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vey
 

its
 

power
 

at
 

the
 

local
 

leve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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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ffice
 

needs
 

to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consider
 

the
 

local
 

"Xingsheng"
 

in
 

order
 

to
 

follow
 

the
 

balance
 

of
 

the
 

situation.
 

Bayu
 

area
 

government
 

offices
 

were
 

located
 

in
 

the
 

mountainous
 

and
 

watery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
 

wide
 

range
 

of
 

humanistic
 

situation
 

under
 

the
 

influ-

ence
 

of
 

the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through
 

field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and
 

graphical
 

analysis,
 

the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of
 

the
 

government
 

offices
 

in
 

Bayu
 

was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viewpoint,
 

and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of
 

geomancy
 

and
 

mountainous
 

terrain,
 

rituals
 

and
 

symbols
 

of
 

power,
 

and
 

defensive
 

thinking
 

and
 

awarenes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wisdom
 

of
 

the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e
 

Bayu
 

region
 

in
 

their
 

adaptive
 

placement
 

in
 

view
 

of
 

the
 

mountains
 

and
 

waters,
 

their
 

compliance
 

with
 

the
 

ritual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localization,
 

and
 

the
 

defensive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needs
 

of
 

the
 

war
 

were
 

summarized
 

to
 

conclude
 

the
 

site
 

selec-

tion
 

experience
 

as
 

to
 

respond
 

to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eomancy
 

system
 

organi-

zation
 

process
 

of
 

the
 

city's
 

shaping.
 

The
 

study
 

on
 

the
 

siting
 

of
 

government
 

offices
 

in
 

Bayu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environmen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remains
 

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sites
 

should
 

form
 

a
 

working
 

path
 

that
 

integrates
 

the
 

image
 

of
 

the
 

ancient
 

city
 

with
 

the
 

resources
 

of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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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地方行政长官办公的法定场所与地方各级吏员、
 

差役处理公务的机构———衙署

(治所)[1],
 

象征着国家的政权,
 

反映着中央于地方施政的理念,
 

并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趣与军事属性.
 

“衙”

源自“牙”,
 

唐宋以来成为通谓,
 

实指“牙城”这一多功能综合空间;
 

“署”则对应为具体的行政机构建筑群.
 

衙署在古代城市格局中占据显要位置,
 

两宋以后衙署空间形态完整、
 

独立且具有共性[2].
 

尽管地方衙署建

设受中央制定的形制和规格限定,
 

具有一定的标准化营建范式,
 

但由于人居建设的因应思维与地域差距,
 

在实际营建中仍具鲜明地域特色[3].
 

各地区衙署的营建凝聚是时、
 

是地的营建技艺,
 

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

意义与文化遗产价值.
既往研究更多关注衙署建筑及其布局[4-6]、

 

形制特征及其演变机制[7-10]、
 

建筑及其空间文化内涵[11],
 

观

察角度更多聚焦在衙署内部[12].
 

实际上,
 

衙署因其政治功能和行政属性往往关注“形胜”,
 

其选址需平衡地

宜地文、
 

宣扬政治地位、
 

保障防御安全等诸多因素.
 

并在不同人居产物、
 

不同影响因素间反复权衡,
 

最终落

定,
 

折射出整体环境观与系统性人居思维.
 

因此,
 

将衙署本体与整体人居空间关联考察,
 

是深化地方衙署

整体认知的有效途径.
巴渝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独特孕育积淀着其地域人文环境,

 

地区衙署营建受此影响深刻.
 

过去对于巴

渝地区衙署的讨论,
 

更多聚焦于个案发掘考察[13],
 

讨论关注其内部空间形态、
 

布局分析[14],
 

尚未从整体环

境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这不仅影响着对其整体面貌的把握,
 

也不利于现有遗存保护或遗址复建等工作

的开展.
 

其中,
 

地区衙署因应自然 人文环境如何选址,
 

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此过程中如何与城市产生何

种互动,
 

是形成全面认识的基础性工作.
 

本研究回溯巴渝地区衙署发展,
 

通过田野调查、
 

文献稽考整理研

究材料,
 

首先分析选址的自然 人文环境背景,
 

然后对其重要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并结合图示分析从衙署观

照山水、
 

因循礼制与战时转变角度去理解其选址,
 

重点剖析其成因与智慧.

1 巴渝地区衙署的发展历程与概况

巴渝地区的衙署发展历程,
 

历经“秦汉三国至魏晋南北朝生成期—隋唐两宋渐盛期—宋末至明初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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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明清发展臻善期”4个阶段:
 

汉时就有择址濒江狭地的考古遗存[15];
 

唐宋时期相关营建规制成熟,
 

建造

技艺发展;
 

元代地区受祸尤惨,
 

兵燹造成各级衙署荡然无存,
 

建造亦滞缓;
 

明清时,
 

严格的官式建筑形制规

范下,
 

衙署有着固定且标准化的营建模式,
 

突显着等级差异.
受官式营建事务等级观的影响,

 

巴渝地区的衙署根据府、
 

州、
 

县行政级别、
 

官位品级和职权划分等级,
 

不能僭越.
 

为更全面地对地区衙署选址进行分析,
 

调查整理现存和方志中所提及的衙署,
 

情况如下:
 

①
 

巴

渝地区现存衙署旧址7处,
 

分别是合川石照县衙、
 

石柱古城坝土司遗址、
 

秀山平茶土司府、
 

渝中巴县衙门、
 

大足县衙、
 

永川县衙、
 

长寿县衙.
 

主要分布于以重庆主城渝中区和渝西片区,
 

部分衙署经历多次变迁和重

修.
 

②
 

梳理文献有,
 

两府(重庆府、
 

夔州府),
 

四州(合州、
 

忠州、
 

涪州、
 

酉阳直隶州),
 

二十四县(巴县、
 

江

津、
 

长寿、
 

永川、
 

荣昌、
 

綦江、
 

南川、
 

铜梁、
 

大足、
 

璧山、
 

奉节、
 

巫山、
 

云阳、
 

万州、
 

开州、
 

秀山、
 

黔江、
 

彭水、
 

丰都、
 

垫江、
 

梁平、
 

石柱、
 

城口、
 

巫溪)治所基本信息.
 

③
 

近年来,
 

重庆渝中老鼓楼衙署遗址、
 

合川钓鱼城范

家堰衙署遗址等考古调研成果的发布,
 

为南宋地区衙署选址分析补充了材料(图1).
总体看来,

 

地区衙署选址回应其独特山水形胜,
 

并受人文环境流变而变化.
 

经长久发展,
 

凝结了关键

性选址影响因素与特征.
 

研究一方面从衙署本体对其进行选址考察,
 

同时结合对城池格局、
 

战事需要等角

度的关联讨论,
 

旨在形成整体认知.

底图来自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中国分省(区、
 

市)地图(审图号:
 

GS(2019)3333号).

图1 巴渝地区衙署选址信息现状分布

2 巴渝地区衙署选址的背景分析

2.1 多山多水的自然条件

巴渝地区多丘陵、
 

陡坡,
 

地势高低落差悬殊,
 

整体向长江河谷地带倾斜,
 

坡地面积大.
 

巫山、
 

武陵山、
 

大娄山等山脉构成了地区峡谷风貌之骨架,
 

且多“一山一岭”,
 

溶洞、
 

温泉、
 

峡谷、
 

关隘众多.
 

复杂之地形成

为地区人居营建的最大挑战,
 

也成就了与之相适的人居风貌与营建技艺.
 

同时,
 

长江、
 

嘉陵江贯穿全境,
 

乌

江、
 

涪江、
 

大宁河、
 

阿蓬江等支流,
 

河谷纵横,
 

水网发达又为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重要条件.
 

因受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影响,
 

地区冬暖夏热、
 

湿润多阴,
 

雨量充沛,
 

又多云雾,
 

还有着较大的垂直气候特征,
 

即河谷地区

炎热而山地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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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衙署的选址适应地区自然条件,
 

总体上能够依托沿长江及其支流两岸城镇而面水落位,
 

又依山为

天然屏障,
 

结合建筑的群组化布置顺应山地的起伏态势,
 

尽量减少对原生生态环境的破坏,
 

使得自然景观

与人工构筑融合一体[16].

2.2 博采融汇的人文情境

巴渝与荆楚、
 

蜀地相接,
 

地处西北、
 

东南、
 

西南三大地理区域交接地带,
 

既作为南下之要冲,
 

又是北上

之前哨.
 

同时,
 

其占据黄金水道扼东西往来,
 

控制江汉咽喉.
 

因此,
 

其历来为兵家必争地,
 

地缘关系较为紧

张.
 

“巴有将,
 

蜀有相”[17]即点明巴人“尚武”“劲勇”.
 

秦举巴蜀后,
 

本土巴文化与中原文明逐步融合流变,
 

如古巴人“锐气喜舞”,
 

其表现军战的“巴渝舞”,
 

到唐宋时已与“竹枝词”结合而阴柔软绵.
 

儒文化渗透与“礼

制”宣扬,
 

影响到地区人居营建事务.
借自然禀赋,

 

地区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与水运传统.
 

唐宋以来,
 

梯田开垦、
 

农业技术在地化发展,
 

地区

成为旱地粮食主要产区;
 

明清时,
 

又在移民措施影响下多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并举.
 

而借天然航道之利,
 

出现大量沿江场镇,
 

成为川江水运枢纽,
 

宋代以降地区商贸活动频繁,
 

至清乾隆时已是“水陆冲衢,
 

商贾云

屯,
 

百物萃聚”[18]的繁荣景象.

3 巴渝地区衙署选址的影响因素

3.1 风水学说与山地观念

风水学说以儒、
 

道、
 

释影响下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环境与人居模式建构为表征,
 

实现路径在于对自然

环境和社会文化进行分析、
 

利用和适度改造.
 

因此,
 

古代经典人居营建实践案例、
 

理想总以风水面目呈

现[19].
 

而地区山地观念的形成亦与“天道”观念,
 

佛、
 

道教影响相涉.
 

“天道”强调顺应“自然造化”,
 

听从“天

命”,
 

“佛教”主张爱护生灵,
 

尊重自然,
 

“道教”宣扬“淡泊”而“依道”“依序”,
 

因而在人居实践上强调“因借”

思想,
 

表现为其与山地环境的合糅.
 

风水学说与山地观念的结合,
 

引导巴渝地区衙署择址对于理想山水格

局的观照,
 

以“背山面水”“山环水抱”为理想选址环境.
风水学说通过对于整体环境的评价、

 

抉择为古代人居建设的安全保障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其

中,
 

“形式派”注重人居建设的整体环境问题,
 

在评估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整体考虑选址落位与其是否相适.
 

“理气派”则关注人居单元本身的立基、
 

朝向、
 

布局等是否合理.
 

地区衙署立于各府、
 

州、
 

县城中,
 

而城池本

身就是在风水堪舆影响下选址落位的,
 

由此地区衙署选址自然建立起风水意识.
 

从本体视角看,
 

官署选址

受到“京都以朝殿为正穴,
 

州郡以公厅(大堂)为正穴”[20]的选址传统影响.
 

而地区山地观念与基底面貌,
 

加

之在地营建技术,
 

在遵循“枕山面水、
 

阴阳合和”的基本原则同时,
 

当其本体所涉的外部环境存有缺陷时,
 

适度地运以修景、
 

造景、
 

关联等手段获取视觉或心理上的平衡.

3.2 礼法规范与权力象征

“乐殊贵贱,
 

礼别尊卑”[21],
 

封建王朝有着森严的尊卑等级观与礼法秩序.
 

衙署作为官式建筑之代表,
 

其营建受到严格的规制限制,
 

涉及外部选址、
 

空间布局、
 

建筑形制等诸多方面.
 

《大清会典》中明确规定“无

论省、
 

府、
 

厅、
 

州、
 

县建置,
 

都需环以为城,
 

城中设置衙署”[22].
 

由于“署位之表也”[23],
 

衙署作为封建皇权

于地方的政治统领中心与封建官员权力地位的象征,
 

需要体现其威仪,
 

以占中、
 

居高、
 

宏大为实现之重要

手段.
 

地区因僻居西南,
 

尽管衙署建设于形制规范之遵循多有便宜行事之举,
 

但更多地还是反映在营建细

节上.
 

在关联城市选址角度看来,
 

其仍尽可能居中择要,
 

坐北朝南,
 

背山面水,
 

规模宏大.
同时,

 

衙署作为中央皇权统治与地方行政联系的纽带,
 

需发挥出行使政令、
 

管理地方、
 

解民诉求等权

力中心作用.
 

地区各级衙署的选址不论是盘踞山林还是平地,
 

位于角隅还是城市中心,
 

都尽可能考虑良好

通达性.
 

当然,
 

受环境条件限制与空间动态发展等影响,
 

地区衙署并不一定位于城池的“绝对”几何中心,
 

但均试图参与城市轴线构建,
 

并利用地势与形胜而成视觉“焦点”.
 

此外,
 

即便因各种原因限制选址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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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署,
 

仍能够吸引学署、
 

城隍庙、
 

商业街、
 

民居等不同功能层次的建筑围绕其布置,
 

从而发展为城市“重

心”,
 

成为城中密度与活力最高的区域.

3.3 防御思维与时局意识

因扼长江之咽喉,
 

又亘于川、
 

陕、
 

楚、
 

黔军事区之纽带,
 

巴渝地区在华夏历史战略版图中一直举足轻

重.
 

加之航道山高谷深,
 

丛林密布,
 

大量少数民族杂居于此,
 

故历史上朝代更迭、
 

割据政权时,
 

沿江城镇往

往成为争衡之所在.
 

据统计,
 

自春秋战国起至清朝灭亡,
 

地区发生战事至少200余起,
 

尤以清代与宋元时

期为最,
 

占全部战事1/2强.
 

从空间分布来看,
 

由于重庆当长江、
 

嘉陵江交会要冲,
 

奉节为入川门户,
 

开县

为大巴山南下要冲,
 

故发生战事最多.
 

此外,
 

涪陵、
 

梁平、
 

忠县、
 

万州、
 

巫溪、
 

巫山亦是战事发生较多的地

方[24].
 

出于历史经验与政治敏感,
 

地区衙署在选址营建之初就带有很强的防御思维,
 

除依托城防系统外,
 

常借助其选址与设置高耸院墙强化其防御功能.
巴渝地区在历史上还因经历的数次混战争衡催生出战时山城防御体系.

 

如宋元时地区战事最集中的阶

段———南宋末年,
 

是时朝廷鉴于成都平原无险可守,
 

将四川制置司建于重庆,
 

使得地区成为川陕战区的军

事、
 

政治中心,
 

并积极建构山城防御体系.
 

又如清初,
 

地区各方势力相角逐,
 

兵燹影响下几无遗民,
 

重庆府

甚有“群虎白日出游”之况[25],
 

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
 

战事遍及各县,
 

至康熙时才稍平定.
 

而这些时期,
 

出

于时局意识,
 

衙署能够应变而择址,
 

带有很强的军事属性.
 

诸如在战时发挥联防功能的合川钓鱼城、
 

奉节

白帝城、
 

万州天生城、
 

云阳磐石城等著名军事寨堡,
 

其迁建的衙署作为军事指挥中心选址多背倚高山,
 

三

面环江,
 

扼峡江之要领,
 

具备进可攻退可守的作战指挥的优势.

4 巴渝地区衙署的选址智慧

基于上述探讨,
 

可以认知到,
 

地区衙署的选址一方面受到风水、
 

礼法、
 

宣政等传统衙署的普适性营建

观念影响,
 

又在山地观念、
 

防御等在地化的具体条件影响下与其他地方衙署相异.
 

这些影响因素彼此渗透、
 

相互关联地影响着地区衙署的选址.
 

由此,
 

结合文献与图像资料对地区衙署进行整体观察,
 

总结巴渝地区

衙署的选址智慧.

4.1 观照山水下的适应性落位

因借地区内群山环绕、
 

江河纵横自然基底条件,
 

衙署依山傍水,
 

择清幽秀丽佳境,
 

以“背山面水”为选

址原则.
 

其保证一面视线向水开敞,
 

不仅获得良好的视觉体验,
 

亦符合风水堪舆“负阴抱阳”的要求,
 

有着

良好的局部小气候环境.
 

如此,
 

还可借地势突显政府形象,
 

并减少营建时的土方工程.
 

时局稳定的历史时

期,
 

地区衙署会据具体需求于山麓、
 

山腰选址,
 

折射其适应性“落位”智慧.
 

选址山麓的衙署交通便利,
 

毗连

关键性城市设施或住区,
 

并与城市景观高度融合而风景宜人.
 

山麓地带地势较缓,
 

临江近,
 

内通外达,
 

生息

条件优渥.
 

清时重庆府、
 

涪州、
 

合州、
 

巴县、
 

云阳、
 

梁山、
 

黔江、
 

彭水、
 

巫溪、
 

璧山、
 

万县、
 

石柱衙署均属此

类.
 

如重庆府署“右倚金碧山,
 

前临大江,
 

其基址与白象街毗连,
 

依金碧山而上建金碧山堂,
 

花木繁盛,
 

且

屏山带江,
 

登高眺远[18]”.
 

梁山“县署后正阳山与城垣连接,
 

其最高处建四照楼层檐高耸,
 

四壁空明,
 

登眺

之余,
 

万山环拱,
 

城郭历历在目[26]”.
 

合州州署“依瑞应山麓,
 

距一州之胜,
 

可俯瞰全城,
 

目光所及之处数千

余家户鳞次栉比,
 

烟火通明[27]”(图2).
 

由此可窥见选址于山麓的衙署,
 

除于山地与城市相接的平坦地带布

设核心建筑群外,
 

还借其背后错落峰峦,
 

开辟专区营建亭台楼阁为游赏之所,
 

从而促使衙署与城市景观的

渗透互融.
而一些沿江分布的城池受季节水文影响大,

 

面临洪涝风险,
 

其衙署选址地势较高的山腰处兼顾着防洪

目的.
 

这一类衙署发展出顺应地形、
 

逐级抬高以体现其高大威仪之形象的营建手法.
 

一方面,
 

建筑群顺地

势的高低错落布局有利于成为视觉焦点,
 

从而提升衙署行政中心形象.
 

另一方面,
 

由于衙署功能复合,
 

有

着一定的规模要求,
 

选址在山腰“凹”状平缓地带或沿山脊线依次排列,
 

不仅有较充裕的空间进行建筑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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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以满足需求,
 

也尽可能少地扰动山地地形,
 

减少土方工程.
 

永川县衙的建筑院落沿山脊线逐级布局,
 

一侧与依山而建的民居相连,
 

另一侧面向长江,
 

借山势以突显气势的选址意图明显(图3).

根据《乾隆巴县志》[28]《光绪梁山县志》[26]《乾隆合州州志》[27]地方志城图及现状地理信息整理绘制.

图2 选址山麓的巴渝地区衙署选址释例:
 

重庆府衙、
 

巴县县衙、
 

梁山县衙、
 

合州州衙

4.2 礼教规制下的在地化因循

事实上,
 

作为地方城池重要施政中心,
 

衙署的选址绝不仅局限于本体营建的考虑.
 

其在彰显威仪的

同时,
 

须协同地区人文情境与地文秩序,
 

参与城市景观格局构建、
 

城市脉络组织.
 

建构城市关联视角并

以此观察分析发现,
 

巴渝地区衙署选址深受礼制规范,
 

地形多变的环境条件下仍追求“择中而治”,
 

同时

资借重要建筑、
 

风景,
 

促进城市边界的融合.
 

落定后的衙署又对城市格局产生“凝聚”作用,
 

往往成为城

市景观焦点.
衙署以古代宫室建设为源,

 

深受“居中不偏”布局思想的影响.
 

尽管巴渝地区地形崎岖,
 

古代集权稳定

期衙署仍尽可能选址城池中心,
 

且坐北朝南布局.
 

如夔州府城处瞿塘峡地势险要之关口,
 

后枕高山,
 

前临

大江,
 

控水陆津要.
 

因应上倚绝壁,
 

下临断岩的地形条件,
 

城池“凸”形,
 

其府衙选址仍“择中而治”(图4a).
 

此外,
 

万县(图4b)、
 

荣昌(图4c)等县衙同样居中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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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状地理信息及实物遗存整理绘制,
 

2b鸟瞰图(右)引自网络http:
 

//k.sina.com.cn/article_6418550233_17e934dd900100664t.html.

图3 选址山腰的巴渝地区衙署选址释例:
 

永川县衙(松溉)

根据《正德夔州府志》[29]《光绪荣昌县志》[30]地方志城图整理绘制.

图4 城市关联视角下“择中而治”选址的巴渝地区衙署释例:
 

夔州府署、
 

万县县署、
 

荣昌县署

部分择中而治的衙署常选址于城池十字街附近,
 

周围还分布有学宫、
 

文庙等重要建筑,
 

方便公务人

员执法和民众上诉.
 

如清光绪时的大足县城状似椭圆形,
 

城门东西、
 

南北相对,
 

城内干道呈典型十字形

布局,
 

县衙位于东西大街北侧,
 

周围分布有典史署、
 

学院、
 

城隍庙、
 

营署等(图5a).
 

类似选址的还有忠

州州署(图5b)、
 

秀山县署(图5c)、
 

长寿县署(图5d)、
 

开县县署(图5e)等.
地区城池规划修建因借山水资源,

 

依托其形胜作为自然骨架,
 

在重要节点安排衙署、
 

塔阁、
 

庙宇等人

工建筑,
 

由此建构起城市地景格局,
 

逐渐缔结形成城市地文秩序.
 

地区衙署选址时亦观照城市中地文秩序

的组织.
 

一方面,
 

将其位置经营前置于城市整体布局阶段予以统筹.
 

不同城池衙署或盘踞山林间,
 

或处繁

华闹市,
 

但因需树立权威,
 

并有着官府资金全额保障以及官员自身的才学底蕴加持,
 

其总会居地势高处,
 

立一城之冠,
 

收山河之景.
 

同时,
 

由于其宏大规模,
 

错落布置,
 

往往成州府之胜概,
 

是城市的视觉焦点,
 

也

成为城市中人口最密集、
 

市容最繁华、
 

交通最发达的地区[36].
 

另一方面,
 

依托其聚合特质以及在城中的中

枢位置,
 

组织起城市空间秩序.
 

地区自然条件决定城池断面形式的复杂,
 

故可供建设的空间在竖向上相对

破碎,
 

而规则轴线设置时常失效.
 

衙署选址时则主动与城中其他标志性建筑构成互借关系,
 

以顺应地形的

梯坎曲路为空间引导,
 

以关键建筑群的视线对望为空间关联,
 

形成具有山地特色的轴线,
 

由此建立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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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
 

而关联山水结构与城市竖向关系的衙署落位还补充并形塑天际线、
 

城际线、
 

水岸线,
 

优化了城市风

貌,
 

推进了城市地文秩序与理想格局的形成(图6).

根据《光绪大足县志》[31]《忠州直隶州志》[32]《光绪秀山县志》[33]《光绪长寿县志》[34]《咸丰开县县志》[35]地方志城图整理绘制.

图5 城市关联视角下近“十字街”选址的巴渝地区衙署释例:
 

大足县署、
 

忠州州署、
 

秀山县署、
 

长寿县署、
 

开县县署

图6 城市关联视角下衙署选址参与城市地文秩序释例:
 

梁山县署及其城市景观格局

4.3 因战事需要的防御式转变

巴渝地区历史上战事不休,
 

各城池兼备军事功能,
 

其衙署的位置在观照山水与遵循礼制的基础上还因

应战事有着防御性的考虑.
 

如奉节(图7a)、
 

开县(图7b)、
 

巫山(图7c)、
 

綦江、
 

奉节、
 

铜梁、
 

南川、
 

城口、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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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江津等各府州边界地带的城池中的衙署选址不局限于“居中而治”,
 

而是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城池军事防

御体系的建构中,
 

偏好近城口处或者依托城内山体等易守难攻的悬崖高地或城池角隅之处立址.
 

一些衙署

还与城墙相连,
 

以此强化城池防御系统.
 

突显威仪的同时以便瞭望、
 

侦察和战时指挥.
 

如梁山县署,
 

衙署核

心建筑群依偎正阳山麓,
 

城墙上建有亭台,
 

以便观望城外的动静.

根据《正德夔州府志》[29]
 

《咸丰开县志》[35]《光绪巫山县志》[37]地方志城图整理绘制.

图7 城市关联视角下近“角隅之处”选址的巴渝地区衙署释例:
 

奉节县署、
 

开县县署、
 

巫山县署

宋蒙(元)对四川争夺时期,
 

巴渝地区以重庆为中心.
 

是时名将余玠主导构建的山城防御体系,
 

便以

“依山制奇,
 

据险而守”为方略,
 

修筑了诸如合川钓鱼城、
 

奉节白帝城、
 

涪陵龟陵城、
 

云阳磐石城、
 

万州天

生城等数十座相互呼应的城池,
 

且均围绕高耸的悬崖峭壁修筑城墙等防御设施.
 

此时这些城池中的衙署

军事意义亦十分突出,
 

其坐落山巅并以险峻山体为屏障,
 

易守难攻,
 

兼具军事碉堡作用(图8).
 

如2010
年在渝中区考古发掘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便是当时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及重庆府治所,

 

考古已发掘该衙署的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谯楼(兼望楼)遗址,
 

清晚期张云轩所绘《重庆府治全图》

中标记为“老鼓楼”.
 

经分析,
 

该衙署背靠金碧山而“逆”江选址,
 

即坐“东北”朝“西南”(延续至明代晚

期),
 

不同于清代重庆府衙坐“西北”朝“东南”的“面”江选址,
 

这是值得关注的.
 

这一背靠朝天门,
 

“右倚

金碧山,
 

为江州结脉处,
 

左与白象街廛舍毗连”的吞吐长江之势的选址,
 

除与山地地形和风水理论有关

外,
 

军事防御意义十分显著.
 

又如合川钓鱼城遗址考古中有学者认为位于钓鱼城西部二级阶地上,
 

选址

其上呈圈椅状的山坳地带的范家堰遗址为合州衙署所在[38].
 

其选址背倚钓鱼山,
 

三面环山而一面朝江,
 

以薄刀岭、
 

马鞍山为南北两翼,
 

西临外城悬崖,
 

与高望山、
 

虎头寨等隔嘉陵江相望;
 

亦有学者提出不同

意见,
 

认为是时衙署应位于内城山顶平台[39].
 

此外,
 

近年考古勘探明确了南宋涪州龟陵城[40]、
 

忠州皇华

城[41]等衙署遗址落位山顶开阔处掌控全城,
 

更是山城防御体系凭险而立、
 

兼具军事指挥中心的衙署与

城防系统紧密联系的有力证明.

5 结论与讨论

巴渝地区高山峡谷、
 

丘陵交错的自然环境孕育着地区独特而个性的人居观;
 

而悠久的农耕历史与水

运条件为巴渝衙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源远流长的巴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汇使得巴渝衙署

在符合礼制要求的同时又展现其地域文化底蕴;
 

地缘关系的紧张,
 

战时的兵家必争又赋予了巴渝衙署浓

厚的军事色彩.
衙署的政治属性对其选址起到规范作用,

 

而地区自然条件、
 

人文情境则影响其选址的特性表达.
 

因此,
 

地区衙署在观照山水与因循规制背景下,
 

形成“背山面水”“择中而治”的共通原则,
 

但具体选址时又能够根

据实际情况适应性落位与在地化调适,
 

以融入或建构地文秩序,
 

充分反映出整体环境观念.
 

战争时期,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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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状地理信息及考古、
 

实物遗存整理绘制.

图8 盘踞山顶的巴渝地区衙署选址释例:
 

石照县衙

渝衙署所呈现出势高与灵活的选址特点,
 

反映其就时局应变的智慧.
 

地区衙署的选址除因应自然条件外,
 

还协同交通便利、
 

礼制规范、
 

军事防御等历史人文情境演变.
 

选址过程主动参与到城市的形塑发展中,
 

并

影响着其形态格局,
 

还联合其他要素共同组织起城市所在区域的“地文”系统.
目前,

 

巴渝地区传统衙署遗产存在识别要素失真、
 

历史脉络不明、
 

理法特征有待厘清等诸多问题,
 

有

待深入研究.
 

本研究从整体性观察与认知视角开展巴渝衙署选址智慧的讨论,
 

研究提示着地区衙署遗产的

保护除关注建筑本体外,
 

还需统筹与其紧密关联的古城形态、
 

山水风景资源.
 

现代化城市发展背景下,
 

区

域环境变迁且衙署原有职能丧失,
 

未来巴渝衙署遗产保护研究需协同历史情境与当前城市环境,
 

如此才能

客观且原真地实现巴渝衙署的保护与活化利用.
注:

 

文中图片除标注出处外,
 

均为作者所摄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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