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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丹凤门遗址之后 西安再现唐大明宫三座城门遗址

作者： 冽玮  发布时间： 2009-02-25  文章出处：中国新闻网 点击率：[142]

    记者从陕西文物部门获悉，继唐大明宫规模最大的门址——丹凤门遗址被发现之后，考古工作者近日又

在其南宫城墙沿线发现三座城门遗址，分别位居大明宫正门丹凤门遗址的左右两侧。有关专家称，文献中记

载唐大明宫共有十一座城门，截止目前，已发现了十座城门的遗址。 

    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城区的北郊，是唐初规模较大的一座皇宫。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

年)，名永安宫，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避暑而建的夏宫。贞观九年正月改名为大明宫。自唐高宗起，

唐朝历代皇帝大都在此居住和处理朝政，是二百余年间唐代的政令中枢所在。 

    最新考古结果表明，大明宫南宫城墙遗址埋藏在现地表或堆积下零点三米至一米左右。文献记载唐大明

宫南宫城墙有五门，正中为丹凤门，次东为望仙门、延政门；次西为建福门、兴安门。新发现的三个城门遗

址都埋藏在现地表以下，只残留有城门基址。试掘表明，建福门遗址东西长约三十七米、南北宽十九米左

右；兴安门遗址东西长约三十九米，南北宽约二十米左右；而望仙门遗址东西长三十三米至三十五米、南北

宽十九米左右。目前已证实所发现的四座城门规模之宏大，远胜延续至今天的西安明代城墙的城门规模。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的专家介绍，大明宫南部地区为重要的朝政区域。过去发现的丹凤

门是皇帝的御用门址；此次发现的望仙门和建福门，其规模和形制一致，对称地分布在丹凤门两侧，每个城

门都有三个约五米宽的门道，是百官入朝进入大明宫的重要门址，望仙门进文官，而建福门进武官。建福门

以西的兴安门，在唐代是通往大明宫翰林院、唐长安城城北，以及通往后宫的重要城门。据文献记载，唐代

皇帝多在此举行接受战俘投降仪式。 

    据悉，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将于二0一0建成并开放，这些城门遗址的位置、城门形状等都将有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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