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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城遗址发现火烧土块 或能印证衰落史

作者： 马继前 李海波  发布时间： 2011-08-05  文章出处：中国新闻网 点击率：[293]

    河北省临漳县文保所4日说，经勘探，考古工作者在邺城遗址广德门发现了深埋地下的火烧土块和炭块，印证

了1400多年前杨坚焚毁邺城的历史。 

  据该县文保所所长王福生介绍，掩埋于漳河故道沙土下的广德门尚存约2.5米的夯土门墙，并探出被火烧过的

黑色炭块和红色土块。而史书记载：公元580年(北周大象二年)，大丞相杨坚企图代周之际，相州总管尉迟迥从邺

起兵讨伐失败，杨坚焚毁邺城，千年名都化为废墟。 

  邺城遗址位于现在的临漳县城西南的邺镇、三台村一带。从春秋时期齐桓公始筑邺城，直至被杨坚焚毁，邺城

曾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居黄河流域政治、经济等中心近400年。东汉末年，曹操曾

居邺16年。 

  王福生说，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六朝古都，邺城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占有辉煌地位，开创了古代城市建筑“中

轴对称，分区明显，棋盘式格局”的先河，对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以及日本的奈良城和七世纪

的平城京都曾产生深远影响。2010年，邺城遗址作为东亚城市典范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其模型被摆放在世博会第一

展厅，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展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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