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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西安市阎良区秦汉栎阳城遗址2018-2020年考古收获

发布时间：2020-12-21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秦汉栎阳城是200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

区。

　　据文献记载，栎阳城在秦献公孝公时期、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塞王司马歇、汉初刘邦都曾以之为

都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阳、汉长安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此外，在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自栎阳徒

长安”后，汉太上皇仍居栎阳，死后并葬于栎阳，置万年县以奉陵寝，是汉王朝的第一个帝陵和陵

邑。

　　1963年1月，今属阎良时属临潼的武屯街道关庄大队，在村南取土中发现1口用瓦片封堵的铜

釜，内置金饼8枚。以此为契机，1964年7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派田醒农、雒忠如等先生对栎阳

城开展了15天的考古调查与勘探。

　　1980年4月-1981年12月，在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的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

发掘队，对栎阳城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定了栎阳城遗址的南墙、西墙，发现了大

量的道路、建筑遗址，并开展了太上皇陵考古，虽因当时地下水位甚高，未发现北墙、东墙。但正

是在这次考古资料的支持下，2001年栎阳城遗址从原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跃被国务院提升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充分凸显了栎阳城的历史地位，和学界对1980-1981年考古工作科学价值的

充分认可。

　　2012年，在深入思考西安市全域文物考古工作时，西安市文物局和阎良区区委区政府积极协

商，谋划重启栎阳城考古，将栎阳考古的任务，交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考

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得到陕西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多年来的大力支

持。

　　从2013年4月开始，考古队通过大范围勘探、小规模试掘方式，以1980年-1981年考古发现城

址为起点，先后确定了一号、二号、三号等三座古城。并在三号古城中勘探发现、试掘确定了多座

大型宫殿建筑，判断其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正是秦汉栎阳为都的所在地。该项工作入选

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此为契机，阎良区区委区政府主动作为，将三号古城核心区所在的95亩地租地保护，解决了

困扰开展进一步考古工作的用地问题。这样，考古队就得以根据线索，对三号古城北部区域进行了

大面积发掘，收获很大。

　　通过2018-2020年度的整体揭露，目前对三号古城北侧区域进行了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完整

揭露了栎阳城遗址的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建筑，并发现确定了四号建筑东侧向南

与三号建筑相连十号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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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发掘，确定在六号建筑北侧的东西向墙基应在三号古城中具有重要的区划意义，目前发掘

确定的一系大型建筑，均集中分布在该墙基之南，而在其北侧则建筑甚为“稀疏”。

　　根据发掘资料，四号建筑，东西长24.25-33.45、南北宽8.6-14、高0.9米；五号建筑，南北长

10.2、东西宽8.2，高0.67米；六号建筑，东西长11.35、南北宽8.25、残高0.28米；七号建筑东西

长13.8、南北宽7.8、残高0.48米；八号建筑东西长11.2、南北7.8米、高0.48米；九号建筑，南北

长34、东西宽8.1-10.7、残高0.52米。

　　通过2018-2020年度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在较大面积发掘的基础上，清理出了战国秦汉宫城区

域内的“后宫”区。

　　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核心区北侧的考古发掘，是多年来罕有的战国中期列国都城核心建筑的最

重要考古清理工作。

　　通过对三号古城核心区的一系列考古勘探、试掘和逐步的全面揭露，使我们对战国时期，特别

是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初期的建筑特点、形制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从2018-2020年度完成的三号至九号建筑的清理，是迄今为止第一次较完整的该时期“后宫”

区域的整体揭露，对深入揭示战国秦汉建筑布局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考古清理看，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的建筑规模大，等级高，与文献中秦人在栎阳城中不断进

行的制度性改变的文献记载相近。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栎阳城遗址考古中发现的建筑材料、建筑平面、建筑布局均与以往认

识有较大的发展，它们深刻的影响着之后的秦咸阳、汉长安城的相关制度。

　　从现有资料看，传统上学界所讲的“汉承秦制”，无论是从政治制度，还是从建筑文明上，均

始于栎阳，更是很多深刻影响到今天制度的直接源头。

　　对栎阳城三号古城遗址的连续发掘，至少从建筑文明的角度，不断深刻的阐释出在五千年不断

裂文明中，两千年统一王朝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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