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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八陉古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与景观
体系研究

Study on Tradit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Landscape System along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摘   要：太行八陉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线路与线性文化遗产的

典型代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陉道沿线设置关隘驿

站、营建聚落、发展农业，形成了自然环境与人工营建高度融

合的传统景观体系。通过梳理太行八陉的历史脉络、空间落位

和景观价值，从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2个维度系统性探究陉道沿

线的传统景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

观体系，明确了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相互影响、耦合协调的陉

道沿线传统景观营建逻辑与人居环境营建智慧，以期从新的视

角为陉道沿线地区传统地域景观的转译复写和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关 键 词：风景园林；古道；太行八陉；传统景观体系；景

观特征

Abstract: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represent a distinctive 

land transportation route and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out its extensive history, people have established 

pass stations, constructed settlements, and cultivated agriculture 

along the passages, giving rise to a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that seamlessly integrat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artificial 

construction. By examining and elucida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spatial location, and landscape value of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passages ar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considering bo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 

dimensions. Based on this exploration,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along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is delineated to clarify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coupling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andscapes, as well as the wisdom of huma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his effort aims to offer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landscape 

along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and facilitate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cient path; Eight Taihang 

Passages;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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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陆路交通体系的高效运转既保障了国家

的安全与稳定，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间文化

交流的重要基础[1]。纵观历史，中华民族的先辈从

原始时代便开始劈山开路、遇河搭桥，发展交通

事业。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在广袤的中国国土

上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2]。随着大运

河与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国家对于线性文化遗

产的保护愈加重视。古代陆路交通线路作为我国

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与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3]。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依据其所处的自

然地理环境，不断梳理土地，改造自然，创造了

自然与人工相互融合的传统景观[4]。近年来，大

量学者针对不同的典型地理单元展开了一系列的

传统景观研究，通过系统性梳理传统景观的营建

特征来构建传统景观体系，并寻求与古代经验兼

容并蓄的人居环境建设方式[5-7]。然而，当前以

古代陆路交通线路为线索开展的相关研究相对较

少，对古道交通影响下形成的传统景观特征与景

观体系缺少深入挖掘和解析。

太行八陉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线路的典型

代表。自古以来，人们为了穿越南北延伸的太行

山，沿着山脉中断之处——陉，开辟出数条东

西向道路，其中最著名的8条古道便是“太行八

陉”[8-9]。太行八陉在古代不仅承担着重要的军

事防御职能，同时也是冀、晋、豫经济贸易与文

化交流的窗口。然而，随着如今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太行八陉沿线面临着遗产资源被破坏、生态

环境持续退化、景观风貌地域性与独特性丧失等

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

太行八陉沿线地区传统景观的梳理和研究，不仅

能够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科学有效地落实文化遗产

保护，同时也是促进区域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现阶段有关太行八陉的研究得到了历史

学、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

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太行八陉的历史变迁[8，10]、陉道沿线聚落空间

格局与演变[11]、陉道影响下的民居形态特征[12]、

线性文化遗产保护[13-14]等方面。然而，有关太

行八陉沿线传统景观营建的相关研究往往针对某

一条具体陉道展开，井陉、太行陉等史料记载丰

富，沿线遗产保存较为完好的陉道受到了学者更

多的关注[11，15]，而关于轵关陉、蒲阴陉等陉道

的研究则相对缺乏[16]。此外，目前尚未有研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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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八陉这个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陉道沿线

传统景观的特征与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整体性、系统性的

视角出发，梳理太行八陉的历史脉络，复原各条

陉道的线路走向，在阐释其传统景观价值的基础

上，剖析陉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与景观体系，

以期为古道沿线地区的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提供支撑。

1  太行八陉历史概述、空间落位与价值认知

1.1  历史概述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太行八陉”这一说法

最早出现于晋代郭缘生所著的《述征记》，书中

记载：“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

凡百岭，连亘十二州之界。有八陉：第一曰轵关

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在县西十一里；第二太

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

陉，对邺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

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

在幽州。[17]”但实际上，这8条交通路线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只不过当时并未系

统地将其命名为“太行八陉”而已[18]。

虽然太行八陉各陉道的开辟时间有所差异，

但最迟至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全部投入使用，并且

已经成为各国之间军事斗争的交通要道与战略要

地[8]。从秦汉直至宋代以前，太行八陉的军事与

政治价值十分突出。自宋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治

中心的转移及民族矛盾的加剧，北四陉的军事地

位日益上升，南四陉的军事价值显著下降。明清

时期，伴随着商贸业的发展与晋商的发展壮大，

太行八陉的各条线路均承担了重要的商品运输职

能，成为晋商东进华北平原、北至蒙俄的重要商

贸通道，发挥着巨大的经济价值[19]。

1.2  空间落位

根据史料、地方志、历史测绘图以及前人

的相关研究，本文对太行八陉古道的线路走向

进行了复原。从区位条件上来看，太行八陉纵

跨了如今河南、山西、河北及北京4个省级行政

单位(图1)。作为太行八陉营建的空间载体，太

行山区不仅地处我国二、三阶梯的分界线，同时

也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互征伐

的战略要地[20]。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战略价值正

是太行八陉得以形成并长期使用的内在动因。

从线路走向上来看，陉道大多呈东西走向，

图1  太行八陉区位分析(底图引自谷歌地图)
图2  太行八陉的线路走向
图3  太行八陉沿线河流水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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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了东侧的华北平原与西侧的山西高原(图2)。

值得注意的是，陉道线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随着自然条件、政治格局、商贸需求等环

境因素的改变，陉道线路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例

如，白陉在甘河村南侧形成了主路与支路；滏口

陉在井店与徘徊两镇之间形成了南北两路；井陉

则以天长镇(井陉古城)为中心，形成4条线路。

因此，对于太行八陉的研究，应当将上述这些路

段均纳入研究范围之中，以确保更全面地分析陉

道沿线传统景观的营建特征。

1.3  价值认知

太行山区峰峦叠嶂、山势峻拔，发源于山西

高原的河流横切山体，形成了众多深邃的沟谷，

为太行八陉的开辟创造了环境基础。高山、峭

壁、河谷、盆地等形态迥异的地貌类型与穿行山

间的陉道紧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自

然景观。在太行八陉开辟并投入使用后，人们沿

陉道设置驿站、营建聚落、发展农业，逐渐形成

了既能适应太行山区自然环境，又能支撑太行八

陉政治、军事与经济功能的人工景观。因此，太

行八陉的传统景观价值既包含陉道沿线多样化景

观风貌所具有的自然价值，也包含军事交通、农

业生产和城乡聚落等各类人工营建共同构成的文

化价值。本文围绕太行八陉的自然与文化两大价

值体系，从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2个维度分析太

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传统景观体系。 

2  顺应自然：山水环境影响下太行八陉沿线

的自然景观特征

2.1  太行八陉沿线的山水环境

2.1.1  山势地形

陉，意指山脉中断的地方，太行八陉这一

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地理属性。在连绵

800余里的太行山中，局部中断的横谷为太行八

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陉道沿线地区的地形地势

特征也呈现出较强的共性。除飞狐陉外，太行八

陉的其他陉道大多呈现出从西至东高程逐渐降低

的特点。

2.1.2  河流水系

从整体上来看，太行八陉沿线的主要河流大

多发源于山西高原，向东穿越太行山进入华北平

原，最终汇入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这些河流所

经的河谷地带既能为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提供

充足的水资源，又相对适宜建设道路。然而，由

于8条陉道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陉道周边的河

流水系分布格局也存在一定差异(图3)。

2.2  山水环境影响下的陉道选址模式与自然景观

风貌类型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太行山区复杂

的自然山水环境一方面限制了太行八陉的道路走

向，另一方面也使得太行八陉沿线的选址特征有

迹可循。本文按照陉道所处的地貌类型将陉道划

分为3类，分别为位于盆地或山前平原的陉道、位

于山间谷地的陉道及位于山间高地的陉道，不同

陉道沿线地区的自然景观风貌也有所差异(图4)。

对于位于盆地或山前平原的陉道而言，地形

对陉道选址的影响较小，陉道通常与河流有所联

系，或水陆并行，或水陆相交。对于位于山间谷

地的陉道而言，出于对建设成本及工程实施难度

的考量，沿着平缓的谷底行进成为这类陉道的共

同特点。依照陉道周边山水自然环境的不同，可

进一步划分为山谷型、河谷型及跨越谷地型3个

类别。对于位于山间高地的陉道而言，由于大多

数的山间高地并不适合建设道路，因此这类陉道

的建设往往是出于2个原因：其一是谷底可能相

较于高地更难行走，其二则是由于军事防御等特

殊需求。依照陉道周边山水自然环境的不同，可

进一步划分为山腰型、山鞍型、台地型及山脊型

4个类别。

2.3  太行八陉沿线的自然景观特征

为了进一步分析太行八陉沿线的自然景观特

征，本文按照上述选址模式对应的景观风貌分类

对各个陉道沿线的景观风貌类型进行了分段识别

和统计(表1，图5)。整体而言，太行八陉沿线的

自然景观以山谷型与河谷型为主。河谷型景观风

貌的路段长度总计219.37 km，占太行八陉总

长的35.12%；山谷型景观风貌的路段长度总计

184.69 km，占太行八陉总长的29.56%。

各陉道沿线的景观风貌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轵关陉沿线以山间谷地类的风景为主，占比接近

50%，沿线风景属于盆地平原型与台地型的路

图4  太行八陉的选址模式及沿线自然景观风貌
图5  各陉道沿线景观风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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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也相对较多。太行陉沿线景观风貌以山脊型为

主，少数路段沿山腰行进。白陉沿线以山间谷地

类风景与山腰型的风景为主，属于这2类景观风

貌的路段占全线总长的90%以上。滏口陉、井

陉、飞狐陉及蒲阴陉4条陉道沿线均以山间谷地

类风景与盆地平原型风景为主，整体景观风貌上

较为相似。但相较而言，滏口陉上的盆地平原型

路段占比相对较大，约为30%；其余3条陉道上

该类型路段的占比基本相同，约为20%。而军

都陉全线的景观风貌均属于河谷型。

综上所述，大部分陉道沿线均呈现以山间

谷地类景观为主、盆地平原景观为辅的山水景观

共性特点。同时，各条陉道均依据自身的地理环

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如轵关陉沿线的

台地风光，太行陉沿太行山脊行进的壮美风景，

白陉“悬天古道”段盘旋于山腰之上的险峻美景

等。这些既具有较强共性特点又富有独特魅力的

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太行八陉的自然基底。

3  因陉而兴：陉道交通驱动下太行八陉沿线

的人工景观特征

3.1  点线结合、多元协同的军事交通景观

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的发展与各个朝代的军事

防御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太行八陉作为穿越太行

山的咽喉要道，从其开辟之初起，便主要服务于

各政权之间的军事斗争。此外，作为区域间的陆

路交通要道，太行八陉既是国家驿路网络的一部

分，也是太行山两侧民间商贸活动的重要通道。

因此，对于太行八陉而言，其军事防御功能与交

通运输功能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陉道作为

线性要素，与其沿线的关隘、驿站、递铺等服务

于军事交通系统，承载多元功能的“点状”附属

设施，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多元协同”的军

事交通景观。

3.1.1  军事防御景观

在军事防御景观方面，太行八陉上扼守险要

之地的关隘是军事防御活动的主要载体(图6-1)。

八陉上的关隘又被称为“陉关”，一条陉道上往

往设有多个关隘。从组成结构上来看，关隘包含

关城(因陉关而形成的村镇街市)、关门(包括关

门的阁楼等建筑)、关墙(为扩大防御范围，由关

城向两侧延伸的城墙)3个部分(图6-2)。在北太

行，长城在走向上常常与关城相接，从而形成更

大规模的关墙，例如娘子关便通过长城与南侧的

固关相连，构成了一道大尺度的区域联合防线[22]

(图6-3)。

3.1.2  交通运输景观

在交通运输景观方面，太行八陉中的大部分

路段都属于全国驿路网络的一部分，是国家主要

物资运输、官员往来、信息传递的重要命脉。为

保障驿路交通的正常运行，政府会在驿道沿线设

置驿站、递铺等附属设施[23]，构成了太行八陉沿

线的驿路景观(图7)。此外，这8条古道也是太行

山两侧居民进行商贸交流的纽带，一些道路虽然

不是驿路网络的一部分，但在民间商贸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价值。尤其是明清时期伴随着晋商的崛

起，八陉中的每一条道路都承担着重要的商贸功

能。受此影响，陉道沿线分布有众多商业集镇，

这些聚落内的商业店铺往往紧邻陉道分布，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商贸景观[24-25]。

3.2  因地制宜、因水而异的农业生产景观

太行八陉地处太行山区之中，其沿线地区的农

田开发过程既受到太行山区自然气候条件的制约，

又受到交通运输、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呈

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景观特征。截至明清时期，

人们已经在太行八陉沿线的盆地、台地及河谷地带

开垦了大面积的农田，即使是一些坡度较大、不利

于农耕的峡谷、山脊等区域，也通过营建梯田的形

式展开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26]。

受到自然山水环境的影响，太行八陉沿线的

农业发展有着诸多限制。一代代劳动人民依据山

区地形地势条件的差异与水资源的多寡，通过改

变地表形态或者适当营建人工水利设施的方式，

将原始的自然环境逐渐转变为具有人文内涵的人

居环境。太行八陉沿线的农田可按照地形地势条

件分为梯田与平地田2类，按照水资源利用方式

则可分为水浇地与旱地2类。太行八陉沿线的梯

田基本都属于旱地，而平地田则能够根据灌溉方

式的差异进一步细分。一部分平地田远离河流，

虽然一些地区能够借助井水或泉水进行灌溉，但

表1		 	 	 											太行八陉沿线自然景观风貌分类统计

陉道名称 类别 长度/km 占该陉道总长的百分比/%

轵关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26.83 18.9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31.64 22.30

河谷型 43.07 30.36

跨越谷地型 6.67 4.70

山间高地 台地型 33.67 23.73

太行陉 山间高地
山腰型 3.23 14.62

山脊型 18.84 85.38

白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5.51 7.68

山间谷地

山谷型 19.26 26.84

河谷型 15.84 22.07

跨越谷地型 1.80 2.50

山间高地
山腰型 29.09 40.54

山鞍型 0.27 0.37

滏口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46.31 37.4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42.06 33.98

河谷型 35.40 28.60

井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18.96 18.50

山间谷地
山谷型 53.91 52.61

河谷型 25.64 25.02

山间高地
山鞍型 1.09 1.07

台地型 2.87 2.80

飞狐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8.57 16.6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32.59 63.19

河谷型 9.18 17.80

山间高地 台地型 1.24 2.40

蒲阴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15.73 15.9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5.23 5.28

河谷型 77.94 78.81

军都陉 山间谷地 河谷型 12.2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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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农田还是以旱地为主；另一部分平地田则紧

邻河流分布，通过引水渠、河坝等水利设施的建

设，使得河水成为这类农田的主要灌溉水源，形

成了较大面积的水浇地。各种不同类别的农田类

型根据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相间分布，共同构成

了太行八陉沿线“因地制宜、因水而异”的农业

生产景观(图8)。

3.3  以陉为脉、山水营居的城乡聚落景观

太行八陉沿线独特的山水环境为城乡聚落营

建提供了自然基底；交通线路的便利性使得聚落

向道路聚集，同时道路的军事、政治、商贸等多

元价值促进了聚落功能的多样化；旱作农业种植

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得以摆脱河流的“束缚”，

而优越的交通区位又吸引着人们沿陉道开垦荒

地，发展农业。总的来说，太行八陉沿线的城乡

聚落受到自然山水环境与区域交通的共同影响，

进而表现出“以陉为脉、山水营居”的总体景观

特征。本文将太行八陉沿线的聚落划分为城市与

村镇2个类别，分别探讨其景观营建特征。

3.3.1  城市聚落景观

作为区域内人居环境营建的核心，太行八陉

沿线的城市往往选址于资源最为丰富、环境最为

宜居的天然形胜之地，同时，便利的陉道交通为

聚落的持续发展与兴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受此影响，其城市景观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

方面，太行八陉作为穿行太行山最为重要的区域

交通线路，陉道在穿越城市的过程中往往会成为

城市的主街，并发育出以陉道为核心、城市内外

交通相互呼应的街巷骨架。另一方面，陉道沿线

城市聚落的城市轴线不仅顺应周边的自然山水环

境，也往往与陉道的走向保持一致，城内的景观

标志物紧邻陉道分布，进而影响整个城市景观的

布局(图9)。

3.3.2  村镇聚落景观

太行八陉沿线的村镇聚落有着典型的山地聚

落的特点。一方面，陉道作为聚落对外交流的

重要通道，往往会成为聚落街巷骨架的主体，

对聚落的功能布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

面，地形地势是山地聚落选址和营建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27]，位于不同山地环境下的聚落，

往往会因地制宜地形成不同的空间形态特点。按

照山地环境的差异，可以将陉道沿线的聚落分为

山脊型聚落、台地型聚落、鞍部型聚落、谷地型

聚落及盆地型聚落。不难发现，太行八陉沿线的

图6  太行八陉沿线关隘分布图及军事防御景观
图6-1  明清时期太行八陉沿线关隘分布图
图6-2  明代居庸关全景图[21]

图6-3  娘子关城及其与固关相连的长城
图7  太行八陉沿线驿站与递铺分布图及驿路景观
图7-1  明清时期太行八陉沿线驿站与递铺分布图
图7-2  井陉白石岭递铺
图7-3  白石岭递铺旁古道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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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7-1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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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均以陉道为主街，自聚落中心向外形成了

“道路-建筑-农田”的功能布局。同时，不同

山地环境内的聚落又顺应地形地势展现出不同的

典型聚落形态，例如，山脊型与谷地型聚落往往

呈现条带状聚落形态，而台地型与盆地型往往呈

现以陉道为核心的鱼骨状聚落形态。在陉道交通

与自然山水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太行八陉

沿线的村镇聚落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景观风貌

(图10)。

4  太行八陉沿线传统景观体系

作为太行山间的军事、政治、商贸要道，在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太行八陉深刻地影响了沿

线传统景观的营建与发展过程，形成了富有地域

特色的传统景观特征。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

了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体系框架(图11)。

具体而言，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体系可

分为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两大部分。自然景观以

太行山间复杂交错的山川横谷与东西纵贯的河流

水系为山水骨架。按照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可

将陉道选址模式划分为盆地或山前平原、山间谷

地与山间高地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山

谷型和河谷型景观为主导的自然景观风貌。人工

景观可细分为军事交通景观、农业生产景观及城

乡聚落景观3个类别：军事交通景观以陉道沿线众

多服务于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设施为主

体，可细分为军事防御景观与交通运输景观；农

业生产景观依照地形地势的差异可分为平地田与

梯田2类，按水资源的多寡则可分为水浇地与旱地

2类；城乡聚落景观则可按照聚落类型的不同划分

为城市聚落景观与村镇聚落景观2类。

太行八陉沿线不同类别的传统景观在营建过

程中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自然景观方面，太行

山区的山水骨架对陉道选址产生了深刻影响，陉

道及其沿线的自然环境共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

观风貌，也为其他人工景观的营建提供了环境基

础。人工景观方面，各类军事交通设施为农田的

开发与聚落的营建提供了保障，农田的建设为国

家军事防御和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了支撑，而城

乡聚落的发展壮大又进一步促进了交通运输的

繁荣与农田的持续开发。上述各类景观紧密联

系、协调互动，最终形成了自然景观与人工景

观高度融合的传统景观体系，实现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

图8  太行八陉沿线农业生产景观
图9  太行八陉沿线典型城市聚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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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梳理太行八陉历史沿革、空间落位与

景观价值的基础上，从自然与人工2个层面探究

陉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详细分析了自然与人

工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构建了太行八陉

沿线的传统景观体系。

然而，由于近现代交通方式的转变及一些

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太行八陉沿线面临着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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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等多元价值协调平衡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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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太行八陉沿线村镇聚落景观
图11  太行八陉沿线传统景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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