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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洛隋唐洛隋唐洛隋唐洛阳阳阳阳城城城城国国国国家考古家考古家考古家考古遗遗遗遗址公址公址公址公园园园园    

【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编辑：ww 2011-06-08

    2005年以来，国家把大遗址保护工作提上重要日程，国家文物局对洛阳片区大遗址保护工作给予了优先支持，并寄予了厚望，明确将洛阳片

区大遗址的保护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努力，隋唐城和汉魏城等2处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2010年10月，隋唐洛阳城遗址入选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汉魏洛阳故城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隋唐洛隋唐洛隋唐洛隋唐洛阳阳阳阳城城城城国国国国家考古家考古家考古家考古遗遗遗遗址公址公址公址公园园园园的建的建的建的建设设设设 

       国家对隋唐洛阳城遗址的保护非常重视，将隋唐洛阳城作为2006年全国重点支持的3处大遗址之一。从2005年10月开始，经过5年时间，《隋

唐洛阳城遗址保护整体规划》已编制完成，并结合丝绸之路申遗和大运河申遗工作，以文物保护为前提，展开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隋唐洛阳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初具规模。 

隋唐洛阳城遗址的突出价值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唐、五代、北宋仍作都城或陪都，相继沿用530余年。隋唐洛阳城遗址占地47平方公里，

由外郭城、皇城、宫城以及东城、含嘉仓城、圆璧城和曜仪城等小城构成，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城西还有范围广大的皇家园林——西苑。 

         隋唐洛阳城遗址是我国现存隋唐时期保留较为完整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文明发展史

上拥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在历史价值方面，隋唐洛阳城作为帝国东都（东京），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并列为隋唐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丝绸之路

的东方起点之一，是中国7~10世纪帝国时期具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之一，其遗址当属中华文明史上昌盛繁荣时期的重要物证。 

          隋唐洛阳城的整体格局中包含了诸多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模式，如空间布局轴线、城郭制度、里坊制度等，是中国农耕文明中期传统城市的

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对我国北方和东亚各国古代城市的规划产生过深远影响。如：渤海国的龙泉上京与中京、

东京以及日本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后半叶修建的藤原、难波、平城、长冈、平安五座都城的规划设计，都明显受到隋唐洛阳城的影响。隋唐洛阳

城的洛南里坊遗址区是我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目前仅存的具备系统地进行考古研究的里坊遗址区，是中国农耕文明时期城市住居模式的

最佳范例。 

        隋唐洛阳城在隋唐时期是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它将国家漕运系统与城市布局进行了密切结合，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格局与物流能

力直接结合的典型案例，对我国古代漕运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展 

       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城市建成区的洛河两岸，地跨瀍河区、老城区、西工区、洛龙区等四个城市区，皇城、宫城遗址位于今洛河北

岸，洛河以南有22平方公里的里坊遗址区。隋唐洛阳城遗址区内人口密集、企事业单位众多，且遗址多被现代建筑包围或覆压，随着城市建设的

进展，随时都有被蚕食和破坏的危险。特别是洛北宫皇城遗址位于城市建成区，保护难度很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

后两次亲临洛阳，调研大遗址保护工作，并明确指出，隋唐洛阳城的保护十分紧迫和必要，要下大力气，把隋唐洛阳城遗址建成全国规模最大、

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大型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多次来洛阳调研、指导，为洛阳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对隋唐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主要是在前期保护的基础上，按照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的。先期开展的有两个区域： 



       一是宫城核心区，初步规划保护范围：北至春都路北200米、南至凯旋路和中州渠东西一线、西至玻璃厂路和光华路南北一线、东至金业路

和环城西路南北一线。主要保护展示中轴线附近明堂、天堂、应天门和九洲池等重要遗迹以及洛阳玻璃厂工业遗产。 

       二是龙门大道以西的里坊区，占地约7平方公里，已建成2800亩的遗址植物园和占地650亩的定鼎门遗址公园。 

       长期以来，洛阳历届政府都能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近些年，在城市规划和项目选址上优先考虑大遗址保护，涉及重要历史遗

迹保护的建设项目坚决调整。注重文物本体和环境风貌的整体保护，统筹考虑文物保护与城乡发展、改善民生的关系。 

       洛南里坊区遗址占地约22平方公里，是我国现存中国古代隋唐都市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里坊制遗址区，这是隋唐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的

特色之一。里坊区遗址位于原洛阳城市区的洛河南岸，是城市发展的黄金地段。为了完整保护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区遗址，早在上世纪90年代第

三期城市规划时，洛阳市就提出以洛河为轴线洛河南北对称发展，跨越洛河和隋唐城里坊区遗址向南建设新区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将22平方公里

的隋唐城里坊区遗址划为非建设用地。为全面做好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展示，首先在洛南里坊遗址区西部、现代城市的中心部位规划为城市绿

地，建成了2800亩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成为洛阳城市中心的“绿肺”。 

        定鼎门为隋唐洛阳城的外郭城南面正门，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隋代，唐、五代一直沿用至北宋末年，前后历时530

年左右。门址位于今洛阳市龙门大道西450米，古城路北侧。上世纪90年代曾做过抢救性发掘。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定鼎门为三门道过梁式建筑

结构，门址系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垛楼，其间以城垣相连接的巨大建筑群。定鼎门规模宏大，地位十分重要，且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具有

较强的观瞻效果和展示价值。洛阳市政府决定，首先以定鼎门遗址保护为契机，进而保护整个洛南里坊区。 

        在定鼎门保护展示工程开始以前，遗址被现代村庄和乡镇企业占压严重，周围不协调建筑比比皆是，环境较恶劣。此外，修建于清代的古

洛渠是洛河以南重要的农业灌溉渠，至今仍在使用，古洛渠流经遗址北部，对遗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为了积极响应大遗址保护，自2005年底开

始，洛阳市政府累计投资8000余万元，用于隋唐城里坊区周边环境的整治，对古城路北侧位于隋唐城遗址保护范围内的古城村、曹屯村的村民和

乡镇企业实施整体搬迁，累计拆除不协调建筑物、构筑物5万余平方米，对部分区域实施了绿化保护。特别是根据定鼎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的需

要，下大力气搬迁拆除了水泥制品厂等6家乡镇企业；对占压定鼎门和南城墙遗址的古洛渠实施改道，解决了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大改善了

定鼎门遗址和洛南里坊区的周边环境。 

        在制定保护展示方案过程中，文物保护工作者以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为原则，努力开拓保护新思路、新方式，分别制定了地面模拟展示、

建现代风格的保护房、建仿唐代风格的保护房等三种保护展示方式。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论证，最终确定了既能有效保护遗址，又能展示遗

址原貌，同时还能使公众领略到唐代建筑风格的方案，即建仿唐代风格的保护房，对定鼎门遗址、飞廊、东西阙台全部进行原址保护展示。保护

工程建筑主体采用钢架加桁架结构，上下共三层，其中地下一层为遗址原貌展示，地上两层拟作为博物馆陈列展厅，重点展示定鼎门遗址出土的

文物和与丝绸之路有关的精品文物。保护工程完工后建成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并已对外开放，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下一步要对定鼎门大街（天街）、车辙和骆驼蹄印等遗迹进行保护展示，逐步同西侧占地2800亩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先期形成占地面积约5000亩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  

        隋唐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位于城市建成区。对于位于城市中心区的洛河北部宫皇城区，文物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手

段进行控制和保护，由于对文物遗址的保护政策，这里的建设一直受到严格控制。特别是天堂、明堂遗址所在的宫城核心区，居民们仍然居住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盖的房子或由车间改造的简陋住房。长期以来，这里成为环境脏乱差的地方。 

       随着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做好隋唐城里坊区保护的同时，洛阳市启动了隋唐城宫城核心区重要文物遗迹的保护展示，重点保护展

示明堂、天堂、应天门等重要文物遗迹。2007年9月，洛阳市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议，专题研究隋唐城遗址整体保护问题，决定投资2.7亿

元，启动宫城核心区域的拆迁整治，拟在此建设隋唐洛阳城宫城考古遗址公园，将对从隋至北宋不同时期重要的建筑遗址根据考古工作提供的遗

址保存状况，采用覆土保护、建筑台明复建展示、跨空结构建设保护性建筑、绿化标识展示等多种方式加以保护展示。 

       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拆迁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抽调文物、建设、拆迁、规划、土地、财政以及遗址所在地老城区政府的相关人员成立了拆迁

指挥部，隋唐城宫城核心区拆迁工作全面启动，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宫城核心区域218亩土地已划归文物部门管理使用，涉及的原印刷

厂、市公交公司、建机厂等近30家企事业单位和800多户居民已拆迁完毕。累计拆迁10余万平方米，并对城市主干道唐宫路实施了改线。实现了

和谐拆迁，并为拆迁居民建设经济适用房，进行了妥善安置。 

      目前明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已开工建设，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正加紧施工方案的制定，争取年底前动工。应天门保护项目已完成前期拆迁

和考古发掘工作，正在制定保护展示方案。宫城考古遗址公园景观规划已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在编制，年底可开工建设，计划明年牡丹花

会实现局部建成和开放。不久的将来，大遗址保护将使这处城市中最脏乱差的地方能够成为城市中最美好的地方，成为市民们流连忘返的场所。 

        最近，为进一步扩大隋唐城宫城核心区保护展示规模，结合大遗址和工业遗产保护，洛阳市委、市政府决定斥资10亿元，规划整体搬迁占

地877亩的洛阳玻璃厂，彻底解决占压隋唐城宫城核心区的问题，使皇家园林九洲池等重要文物遗迹得以有效保护，把九洲池区域和明堂、天堂

遗址区域连为一个整体，精心打造大遗址保护和工业遗产保护相协调的文化展示园区，真正实现隋唐城大遗址保护 “出形象、出效果、成规

模”的目标。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在有效保护遗址的前提下，对遗址进行科学的展示，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和完善的服务，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使民众进一步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从而把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种自觉。同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使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初步形成，我们坚信，在政府的主导下，在全

社会的积极参与下，文化遗产工作者一定能够做好大遗址的保护、保存、展示和传承工作，一定能够建设好一批高品位、富有特色和吸引力的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 

(2010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13日第日第日第日第11版版版版)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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