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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毓芳研究员来中心作“阿房宫前殿遗址考古收获”的学术报告
【作者：】李令福   

    11月17日晚，西北历史环发中心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秦阿房宫考古工作队领队李毓芳先生作了一场题为“阿房

宫前殿遗址考古收获”的学术报告。报告会在我校文科科研楼三层会议室举行，西北环发中心原主任朱士光教授、现正副主任侯甬坚教

授与王社教研究员及西北环发中心、历史文化学院等科研教学单位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约60人听取了报告。报告由西北环发中心李令福

研究员主持。 

    李毓芳先生首先用50余帧图片介绍了3年来阿房宫考古队的主要收获，在每平方米5个探孔的密集式钻探和多处大面积发掘的基础

上，考古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通过勘探发掘出土的秦代板瓦、筒瓦碎片为阿房宫前殿东、北、西三墙的顶部覆瓦残片，而在前殿

遗址的其它地区，地层自上而下一般为耕土层、扰土层、汉代堆积层、秦夯土台基，未发现秦地面建筑的遗存堆积，连宫殿建筑最常见

也是必不可少的材料瓦当及其残块也没有找到，更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红烧土、灰渣等痕迹。李毓芳先生认为：没有发现秦代建筑材

料遗迹，表明阿房宫前殿并未建成，只是打好了夯土台基和东、北、西三堵墙而已。没有发现焚烧遗迹，表明阿房宫并没被烧。“覆压

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楚人一烛，可怜焦土”，这是杜牧《阿房宫赋》描述的阿房宫，属于文学家的艺术想象，不应该看作历史真

实。 

李先生还对《史记》等历史文献记载的阿房宫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以与上述考古发掘结果相佐证，给大家上了一堂精彩的“二重证

据”历史考据课。李先生认为：过去考古人员钻探认定的阿房宫前殿广场是不存在的，前殿周边20余处建筑遗址应该是战国秦上林苑或

西汉上林苑建筑遗址，考古队正在进行具体的分区选点发掘，希望用器物学与地层学等来证明各建筑遗址的年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彻底揭开阿房宫神秘的面纱，给国人与学者以满意的答案。 

李先生精彩的学术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报告后半部分，广大师生分别就“阿房宫的来历与读音”、“‘阿房宫被烧’的

始作俑者”、“仿六国宫的修建”以及秦汉上林苑和汉长安城的相关问题等，向李毓芳研究员进行了请教，李先生也一一给与解答。解

答过程中，李先生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及人生经历讲出来，教育年轻一代专心致志搞科研，下苦功流大汗，才能有所收获。  

最后，李令福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代表西北历史环发中心向考古学专家李毓芳先生带来的学术大餐与思想大餐表示

感谢。                

                                                                                                            

 

相关链接： 

李毓芳，女，1943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长

期从事秦汉考古学研究。先后参加并主持秦咸阳城、秦汉栎阳城、汉长安城及汉唐帝陵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2002

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考古研究所合作组建秦阿房宫考古队，李毓芳任领队。3年来，阿房宫

考古队进行了大面积高密度的勘探、试掘和发掘，除在秦阿房宫前殿考古上取得大量突破性收获外，还发掘了秦汉上

林苑中的建筑遗址和汉代到宋代的一些墓葬遗址，成果颇丰。据李毓芳先生介绍，他们将在明年申请下一个5年计划

（2007—2012年），对秦汉上林苑进行考古发掘。 

2005-11-22 8:37:06 

Email: xbhjbq@snnu.edu.cn  Tel: 029-85303935 Fax: 029-85308547 

Copyright © 中国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技术支持:“十万个为什么”电脑学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