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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唐大明宫第一门露出雏形

作者： 申重重  发布时间： 2005-11-08  文章出处：华商报

本报连续报道西安市道北地区改造规划以来，许多读者对大明宫遗址公园及复原丹凤门遗址很感兴趣，大明

宫是市民们熟悉的地方，但丹凤门遗址是怎么回事？不少市民提出疑问。昨日下午，记者在道北二马路和自

强东路之间的革新巷的丹凤门遗址现场，对发掘情况进行了探访。 

 

  丹凤门，大明宫诸门中规格最高 

  据文献记载，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南门，始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是唐朝皇帝出入宫城的

主要通道，故规格在大明宫诸门中最高。丹凤门上有高大的门楼，是皇帝举行大赦、登基、改元等大典的重

要场所。公元904年，唐昭宗被迫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从此，大明宫成为废墟。 

  历经时代变迁，丹凤门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旧时的王朝宫殿，成为寻常百姓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的

地方。原先恢弘的丹凤门现已被黄土掩埋，只剩下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49米，高3米多的土丘。2005年，

西安市立项实施大明宫含元殿御道的保护工程，9月，考古工作者开始对丹凤门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现

在丹凤门遗址及周边的现代建筑已全部被拆除。 

  遗址门道，是三个不是五个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正处于发掘阶段的丹凤门遗址，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土丘上忙碌地工作，原丹凤门的

三个门道已露出雏形。 

  负责该项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考古队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对遗址地下的埋藏情况

已经基本掌握，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规划保护提供资料。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完全复原丹凤门遗址可能性很

小，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离遗址不远的地方复原此门，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制作丹凤门的模型。 

  “五六十年代考古钻探初步表明，丹凤门遗址有5个门道，后来经过进一步考证发现，门道只有三个，这

跟唐代敦煌石窟壁画中所反映的三门道城门的形象相吻合，门道进深16米，宽均9米，门道隔墙间宽为4米，

我们的发掘工作大约还要进行两个月。”该负责人说。 

  日均游客猛增至二三百人 

  《长安志》卷六：“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中无间隔。” 

  丹凤门与含元殿之间的“四百余步”，就是唐时“御道”之所在。含元殿废弃后，“御道”上建起幢幢

民宅，而如今的“御道”在民宅拆迁之后，又恢复了昔日的宽阔。“御道”的尽头，就是大明宫前朝第一正

殿———含元殿。 

  “这几日来的游客猛然比以前增多了，”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景区开始

对公众开放展出，但是来景区的市民并不多，最近才开始多起来，平均每天有二三百人。” 

  含元殿遗址附近长大的蔡先生说：“这里原来只是个土堆，杂草丛生，我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在这里逮

 



蚂蚱，抓鸟，这里是我童年时候的乐园。现在我小孩已经5岁了，我经常带孩子来玩。” 

  昨日下午5时许，年过半百的沈先生和夫人在含元殿遗址景区大门前说，他们从韩森寨骑自行车过来，好

几个小时才找到这里，“就是为了亲眼看一看那根出土的唐朝石柱。宋代《贾氏谈录》记载，含元殿丹凤门

的栏槛，悉以青石为之。现在真的出土了唐朝石柱，古书记载没有错啊。”  

 ■ 返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01412363  位访问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学系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