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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唐大明宫遗址考古有重要发现（组图）

作者： 西安唐城队 何岁利  发布时间： 2009-02-04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点击率：[490]

    2008年11～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在配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一五”重点项目―

―唐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项目的南宫城墙遗址考古工作中获重要考古发现。 

    唐大明宫南宫城墙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自强东路以北、二马路以南、建强路以东、太华南路以西区域。考

古工作者经过艰辛的细致的考古试掘，对大明宫南宫城墙遗址及悬而未决的相关城门遗址获重要考古发现。 

    1、大明宫南宫城墙遗址： 

    系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北垣的一部分。今大致分布在二马路以南、自强东路以北、建强路以东区域。因

处于现在的西安市区，城墙上部墙体多被破坏，但城基保存相对较好，除局部被近现代建筑房基破坏外，绝

大部分仍保存完好。 

考古工作表明：大明宫南宫城墙遗址埋藏在现地表或近现代堆积下0.3～1.0米左右。由城墙与城基二部分组

成，断面呈“凸”字形状。城墙与城基均为夯土结构。质密、硬实。与大明宫其它三面城墙（即东宫城墙、

西宫城墙、北宫城墙）略有不同的是，南宫城墙基宽窄不一。宽度在9.8～13.5米不等。这可能是由于建筑的

时代不同而为之。考古结果表明，南宫城墙城址夯土现保存厚度1.2～3.5米。 

    2、相关城门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建福门遗址（南－北） 

    ①建福门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位于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遗址以西430米左右（丹凤门遗址中心――建福门遗址中心）。遗址埋藏在

地表下0.5～1.2米左右，唯残留有城门基址。基址上仍发现有少量门道路面与存留的个别排叉柱础石。对于

建福门遗址的形制，考古试掘工作表明：建福门遗址东西约37、南北约19米左右，三个门道，门道宽度均为5

米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我队还在建福门遗址外（建福门南）靠近门址两侧考古发现了大片夯土遗迹。这可能就

是文献中记载的建福门外“百官待漏院”遗迹。 

 



望仙门（南－北） 

    ②望仙门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位于丹凤门遗址以东430米左右（丹凤门遗址中心――望仙门遗址中心）。遗址埋藏在地表下0.5～1.5米

左右，唯残留有城门基址。保存较差。对于望仙门遗址的形制，考古试掘工作只揭露出望仙门遗址东墩台以

西部分，遗址的东墩台与东门道现仍被现代建筑占压（未拆迁）。据考古试掘工作推测：望仙门遗址东西可

能在33～35、南北19米左右，可能亦为三个门道，门道东西宽度在５米左右。 

兴安门（南－北） 

    ③兴安门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位于建福门遗址以西220余米左右（建福门遗址中心――兴安门遗址中心）。遗址埋藏在地表下0.5～1.1

米左右，唯残留有城门基址。基址上仍发现有少量门道路面与存留的个别排叉柱础石。对于兴安门遗址的形

制，考古试掘工作表明：兴安门遗址东西约39、南北约20米左右，三个门道，门道宽度均为5米左右。 

    兴安门遗址初建于隋代，是为隋大兴城北垣上的一处城门遗址。唐大明宫修筑时，其位于唐大明宫西南

城角外与大明宫比邻，后大明宫修筑夹城，其又被“限定”在大明宫西夹城与西宫城墙之间的唐长安城北垣

上。是通往大明宫翰林院、唐长安城北的重要城门遗址。据文献记载，唐代皇帝也多在此举行“受俘”仪式

等。 

    ④南宫城墙一带有关的道路遗迹： 

    在南宫城墙遗址的考古工作当中，考古队还在破损的遗迹里间断发现了南宫城墙南、北侧沿线的东西向

道路残迹等。 

    目前，考古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上述遗址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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