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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Ga te Que tow e r has appeared by Western Zhou dynasty at the la tes.t A cco rd ing to its

form , it can be div ided into three types, i.e. sing le Que tow er, tw in Que tow ers and three Que towe rs.

Ga te Que tow erw as first used as de fence. B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gate Que tow e r had some

differences in ranks and w as used as the symbo l o f th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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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城阙至迟到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 , 根据其平面形制可分单阙 、双阙和三出阙

三种类型 。城阙最初具有防卫功能 。随着时间的发展 , 春秋时期城阙已有等级上的区别 , 成为标

识身份的礼仪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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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建筑形式 , 至迟到

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 , 通常是宫室大门外的两座

夯土墩台 , 台上有屋 , 登临可以远观 , 所以阙又

可称为观
①
。汉代刘熙 《释名 》卷五 《释宫

室》:“阙 , 阙也 , 在门两旁 , 中央阙然为道也。

观 , 观也 , 于上观望也 。” 可知两阙之间并不相

连 , 而是中央缺开为通道 , 这可能是阙得名的由

来 。 “阙 ” 和 “观 ” 都是可以登高望远的高层建

筑 , 不同的是 “观 ” 一般建在庭院内 , 是登高

望远之所。 “阙” 其实就是门观 , 建在宫殿的大

门前 , 兼有登高望远和标明宫殿主人身份的二重

作用。阙的产生一方面是登高守望防御的需要 ,

更重要的是 “标表宫门 ” 的等级需要 。文献中

有很多关于城阙的记载:最早在 《诗经  子

衿》
②
中就有 “城阙 ” 一词出现 , 所言 “城阙 ”

古人对其作了详细的注解
③
, 就是置于城门外的

高台观 , 是城门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城阙是阙的重要类型之一 , 是在城市产生以

后为防卫而产生的。城阙开始是为防卫的目的 ,

后来城阙逐渐演变成等级的标志 。秦 “作咸阳 ,

筑冀阙 ”
④
。根据文献记载 , “冀阙 ” 既是都城的

标志 , 又是防御的哨所。 “冀阙 ” 应该就是城

阙 。根据考古发现的城阙资料 , 城阙一般都是位

于都城中廓城 、 宫城的正门或宫殿位置 , 这里所

指城阙是广义的 , 包含宫阙在内。

前人对阙的研究 , 已经有不少成绩 , 特别是

对现存的东汉 、 晋石阙作过详细的调查和研

究
⑤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利用考古发

现的新材料 , 结合有关城阙的图像资料 (包括

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 、敦煌壁画 、 唐墓壁画等 )

对城阙资料进行梳理 , 以探求中国古代城阙的发

展演变及城阙形制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 。

一

随着都城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 , 重要遗址的

科学发掘 , 城阙资料也逐渐丰富起来 , 这为研究

城阙制度提供可能。

汉长安城建章宫东门外二阙基址尚存 ,这是

我国地面现存最早的古代宫阙基址 。二阙址间距

53米 ,保存较好的西阙基址底径 17米 ,现存高 11

米
⑥
。

邺南城的朱明门在我国城阙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的地位。邺南城是东魏 、北齐的都城 , 始建于

东魏。朱明门是邺南城的正门 , 位于南城垣的正

中 , 东有启夏门 , 西有厚载门。 1986年 ,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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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邺城考古工作队 , 对该门址进行大规模的全

面揭露 , 基本搞清了朱明门遗址的平面布局 、 形

制和年代
⑦
。朱明门遗址由城门墩台 、 三个门

道 、向东南和西南伸出的城墙及由墩台南伸的短

墙连接的阙组成 。 (图一 )城门墩台平面呈长方

形 , 是在南墙北边加宽 , 东西长 84米 , 门墩进

深为 20.3米;门道之间有隔墙 , 宽度为 6米 ,

中门洞最宽 , 为 5.4米 , 两旁门道宽 4.8米;阙

台基址平面呈方形 , 阙与短墙均为夯筑 , 短墙与

阙总长 49米 , 阙台边长为 14.68米 (东阙台 )

和 14.8米 (西阙台 )。这是在考古发掘中首次

发现的带有双阙的城门遗址。

据文献记载 , 北魏洛阳城宫城正南门 ———阊

阖门前有双阙
⑧
。汉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 , 最早

称谓是从曹魏初期重修洛阳宫时开始的
⑨
。北魏

迁都洛阳后 , 为了以示国统正朔 , 营造的宫城规

模与形制以及宫殿 、 门址的名称与位置似没有大

的变化 , 基本沿用魏晋 , 阊阖门也就一直沿用到

北魏。 2001—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对阊阖门遗址进行全面大规模

的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揭露了城门台基 、 门前左

右双阙 、 阙间广场及城门左右东西院落的一部

分
⑩
。 (图二 )阊阖门遗址中城门基址和宫城南

垣并不在一条直线上 , 而是门址向北内凹 , 门前

图一　朱明门遗址平面图

(来自 《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 《考

古》1996年第 1期)

的双阙直接坐在宫城南垣形成的缺口上。双阙均

系夯土筑成 , 两阙东西对称 , 单个阙体东西长约

29米 , 南北宽约 28米。两阙分别由一个母阙连

接北侧和东 (西 )侧的子阙形成的曲尺形子母

阙式 。母阙东西宽 22.7米 - 22.8米 , 南北长

22.8米 - 23.1米;东西子阙东西宽 6.2米 - 6.3

米 , 南北长度不明;北子阙南北长 6.3米 , 东西

宽度不详。阙与城门墩台间以宽 1.7米 - 1.8米

的短墙相连 。该城门是一座殿堂式建筑。阊阖门

遗址的发掘是继邺南城朱明门遗址发掘后又一次

对城阙遗址的科学发掘。阊阖门遗址所发现的双

阙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宫城门阙 , 为城阙

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隋唐东都应天门是

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 , 处在隋唐洛阳城的轴线

图二　北魏洛阳

阊阖门遗址平 、

剖面实测图

(来自 《河南洛

阳汉魏故城北魏

宫城阊阖门遗

址》, 《考古》

2003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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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距宫城东南 、西南两角各 855米 。它南对皇

城的端门和郭城的定鼎门 , 北对宫城的玄武门 ,

位置十分重要。 20世纪 60年代 , 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经过勘察 , 了解和确定了遗

址的位置和大体范围 。 1980 年 、 1990年和

2001— 2002年 ,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对该遗址进行局部

的发掘
○11
, 基本搞清了应天门遗址的平面布局和

形制:应天门是以城门楼为主体 , 两侧辅以朵

楼 , 向南伸出阙楼 , 其间以廊庑相连的庞大的建

筑群体。整体平面呈倒凹字形 , 城门是一门三

道 , 阙楼是双向三出。 (图三 )阙基夯筑 , 底部

施有条形基石 , 其平面形制为中间一平面方形母

阙 , 向北 、 向东 (西 )侧各伸出二出子阙 , 形

成双向三出形制 。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是一座重要的宫殿遗

址 , 也是隋唐宫阙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资

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两次

对该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
○12
, 基本弄清了含

元殿的平面布局及形制:中心的主殿 , 左右连接

东西向廊道 , 廊道左右两端再向南折并斜上 , 与

图三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墩台复原平面图

图四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复原总平面图

图五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中三重阙图 (摹本)

(选自傅熹年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之 《唐长安大

明宫含元殿原状探讨》)

建于高台上的翔鸾 、 栖凤二阁相连 , 整组建筑平

面呈倒凹字形。 (图四 )翔鸾 、栖凤二阁实为二

阙
○13
, 二阙东西相距 150米 , 两阙长轴与主殿长

轴平行 , 阙下部台基是方形 , 上部台基折转两次

成三出阙基 , 这已得到学术界认可 。主殿与二阁

组成的倒凹字形的布局 , 正是隋唐时期宫阙成熟

的形制 。

在许多汉唐时期的墓葬壁画的建筑中也有城

阙资料 , 在已发现的唐墓壁画中 , 部份高规格的

墓中发现了绘有唐代建筑图 , 其中在唐永泰公主

墓
○14
、三原县唐李寿墓

○15
和唐懿德太子墓

○16
中均发

现城阙壁画 。唐懿德太子墓 , 是乾陵的陪葬墓之

一 , 位于乾陵的东南隅 , 是按照唐代皇室所规定

的 “号墓为陵 ” 的制度而修建的。该墓规模宏

大 , 在墓道 、天井 、 过洞 、甬道内都绘有精美的

壁画。特别是在墓道北壁的建筑图及东西壁的城

墙和阙楼是一组完整的唐代建筑图 , 阙楼是三出

阙 , 阙楼位于城墙的南面 , 由屋顶 、屋身 、平座

和墩台四部分构成。 (图五 )

永泰公主是中宗第七女 , 生前封永泰郡主 ,

死后追封为永泰公主 , 陪葬于乾陵 , 其墓道壁画

中发现单阙 , 阙身砖砌 , 阙基方形 , 阙基与阙身

之间形成突出的台阶 。 (图六)

李寿贞观四年殁 , 为司空淮安靖王 , 在其墓

过洞及南壁的壁画上绘有城楼及其左右的二出阙

楼 , 阙楼与主体建筑间以飞廊相接 , 这是目前发

现的最早绘有城楼和阙楼的唐墓壁画。 (图七 )

在石窟寺中残存大量表现古代建筑外貌和结

构的窟廊和壁画 , 其中在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敦煌

莫高窟中就存在大量古代城阙形制的壁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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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石窟是我国现存最著名的佛

教石窟群之一 , 它始凿于西秦 , 保存大量北朝时

期的窟龛 , 其中部分表现当时建筑结构的洞窟 ,

是了解北朝建筑的重要的资料 。 127窟西魏壁画

城阙图:主体是一座城 , 城内有一座宫殿 。城的

三面都有城门 , 规模 、形制基本相同 。城门有突

出城墙的墩台 , 墩台上建有三层高的城楼 , 在城

门的两侧有垛楼 , 垛楼基础呈方形 , 方形墩台上

建方形的三层方亭。垛楼夹门而建 , 垛楼与城门

楼间以城墙相连 。垛楼的左右外侧 、 城墙之外 ,

有一对二重子母阙 。母阙身高而瘦 , 下大上小 ,

收分明显 , 母阙上建三层阙楼 , 子阙附在母阙的

后侧 , 连在母阙与城墙之间 , 子阙高度仅母阙阙

身之半 , 阙身之上也建有单层阙楼。 (图八)这

是目前所见南北朝门阙的最完整的形象资料。

　　图六　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墓道壁画中之
单阙图

(选自傅熹年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之 《唐长安

大明宫含元殿原状探讨》)

　　图七　陕西三原唐李寿墓壁画中的城楼
及二出阙图

(选自 《文物》1974年第 9期)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所存建筑资料是十分丰富

　　图八　天水麦积山西魏第 127窟壁画中的城阙

图及二出城阙图局部

的 , 从十六国时期至西夏末八百年间绵延不断。

敦煌壁画中建筑资料形式多样 , 几乎包括了中国

古代主要的建筑类型 。其中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

建筑资料 “填补了盛唐和盛唐以前近四百年的

空白”
○17
。在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古代阙的形式 ,

是研究阙的重要资料 。萧默先生已经根据敦煌壁

画中阙的资料对阙进行了详细 、 认真地研究
○18
,

这里不再赘言。现仅将敦煌壁画中有关城阙的资

料进行梳理 。

早期石窟中出现阙的场所有两种:一用作王

宫大门 , 即宫阙 , 表正王居;(图九)二用作佛

龛 , 龛内有弥勒菩萨交脚像 , 代表菩萨所居的兜

率天宫 。 (图十)
○19
这两图都是十六国晚期第 275

窟所绘壁画中的阙形 。早期石窟壁画中的城阙形

象较为简朴 , 一般都是阙体夹门而建 , 与城墙相

连 。稍晚的石窟中的阙 , 虽仍是城楼左右各夹建

一阙 , 但阙体平面已略向前凸出 , 平面形成一个

浅 “凹 ” 形 。隋代开凿而完成于初唐的第 397

窟正面佛龛外两侧下部 , 左右各绘有一座宫阙:

中为宫门 , 上建两重歇山顶城楼 , 城楼左右各夹

建一阙 , 阙体平面已略向前凸出 , 平面成为一个

浅 “凹 ” 形 。阙台上各建一歇山顶屋 。 (图十

一 )在敦煌壁画中晚唐第 9窟中 , 有一座城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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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九　敦煌莫高窟十六国晚期第 275窟南壁壁画

太子出游四门的两座城阙

(选自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 阙》)

　　图十　十六国晚期　　　　图十一　敦煌莫高窟第 397窟西

　　　　　第 275窟的阙形龛　　　　　壁壁画城阙图

(选自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 阙》)

图 , 在城楼左右各建一阙 , 与城楼呈品字形布

局 , 三座建筑间以弧形城墙相连 , 建筑整体平面

呈凹字形。 (图十二 )绘画肯定晚于现实的事

物 , 壁画中的城阙布局形制可能早就出现 。

北宋东京汴梁皇宫正门宣德门的城阙形制 ,

可参考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北宋时的文

物
○20
。一件是宋赵佶画的 《瑞鹤图》, 另一件是

北宋铜钟。 《瑞鹤图》中所画是北宋东京汴梁皇

宫正门 ———宣德门的形象:中间是单檐庑殿顶的

城门楼 , 左右是斜廊和单檐歇山顶的垛楼 , 垛楼

之前又有廊前伸 , 直通阙楼。阙楼被画中所绘云

气所掩 , 形制不明。 (图十三 )北宋铜钟上模铸

的花纹图案中 , 也绘有宣德门的城门和阙楼的形

象:单檐庑殿顶的城门楼下洞开五门 , 门楼左右

有斜廊 , 通两侧的单檐庑殿顶的垛楼 , 垛楼向前

伸出行廊和阙楼相连 , 阙楼为三重子母阙。 (图

十四)

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
○21
南殿建于金海陵王正

隆三年 , 壁画绘于金世宗大定七年 , 是寺

内保存最好 、 惟一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

的建筑物 。在南殿东 、 西壁上 , 各绘有一

组宫殿建筑群 , 外有砖砌城墙 。东壁南侧

正面是城门 , 门墩上开三个木构城门道 ,

顶上建一座面阔三间单檐庑殿顶的门楼。

门楼左右在城上各建斜廊五间 , 连接面阔

三间单檐歇山顶的垛楼 , 垛楼外侧又有

廊 , 连接面阔三间单檐庑殿顶的角楼。从

正门两侧的垛楼又向前伸出行廊 , 通向面

阔三间单檐庑殿顶的二重子母阙 。整个正

门 、 斜廊 、垛楼 、 行廊 、阙楼形成凹形平

面。西壁全幅主要画一座宫殿 , 宫殿外圈

为砖砌城墙 , 城四面各开一门 , 以画面右

侧的门为南门 。整个南门平面呈凹形 , 与

东壁南侧宫殿正门基本相同 , 仅一为重檐

一为单檐 。 (图十五 )该壁画 “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金中都宫廷制度 ”
○22
。金中都宫

殿是模仿北宋东京汴梁宫殿建造的 , “因

此 , 它是我们现在了解北宋和金代宫殿的

最重要的形象资料”
○23
。

傅熹年先生曾根据文献资料
○24
对元大

都宫城正门———崇天门进行复原研究
○25
:

崇天门的形制与唐长安承天门 、唐东都洛

阳应天门 、 北宋汴梁宣德门和金中都应天

门的相同 , 都是凹字形平面;门楼东西各

有斜廊 , 下行与垛楼相连 , 自东西垛楼向南各有

五间廊庑 , 通突出宫城之外的阙;阙是三重子母

阙 , 二子阙是附在母阙东西外侧依次缩小的两个

附属建筑 ,另在母阙北面也同样突出二个依次缩

图十二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 9窟南壁的城阙图

(选自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 阙》)

小的附属建筑 ,和廊庑相接 ,整个阙楼呈曲尺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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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

明清时期 , 北京宫城午门前也有双阙 , 平面

形成凹形 , 城楼和左右方亭间以明廊相连 , 方亭

和伸出的阙间以雁翅楼相连。阙已简化成方亭 。

图十三　北宋赵佶所绘 《瑞鹤图》中的北宋汴梁

宣德门

(选自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 阙》)

图十四　辽宁省博物馆藏北宋铜钟上的汴梁宣德

门图

(傅熹年:《山西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

绘建筑的初步分析 (一)》,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

集》, 文物出版社 , 1998年)

图十五　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所绘宫殿南城门

平面图

图十六　元大都崇天门平面复原图

图十七　四川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门阙画像砖

另外在画像砖 、 石上 , 有许多阙的形象 , 如

四川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门阙图画像砖 (图十

七 )
○26
、 北魏画像石中的二出阙 (图十九 )

○27
、 唐

代石刻二出阙 (图二十)
○28
等 。

二

城阙是城门或宫殿的附属建筑 , 由夯土筑成

的基础墩台和台上的阙楼组成 。城阙在发展演变

中 , 产生了不同的形制。根据城阙的平面形制可

分单阙 、双阙和三出阙三种类型。

单阙 , 是城阙中最简单的 、也是最早出现的

一种形制 , 一般左右相对 。单阙由阙基 、 阙身和

阙楼三部分组成:阙基一般是方形平面 , 阙基突

出台阶;阙身有收分和不收分两种;阙楼的形状

则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朱明门遗址的阙为

单阙形制 , 阙址平面呈方形 。经郭义孚先生复

原 , “阙楼为上下两层都有平座的重楼 , 阙身底

宽为边长 16.8米 , 顶宽 11.2米的正方形 , 阙身

高 14米 , 面宽 、 进深各为三间 、 九脊顶 , 每座

阙楼各有四门 , 阙楼与城楼间以行廊相连 ”
○29
。

(图二十 )唐代永泰公主墓中壁画上的单阙形

象 , 阙楼顶部已残 , 阙基平面方形 , 砖砌阙身 ,

阙身顶部施平座 , 平座上有阙楼。单阙起初只是

孤立在城 (殿 )门的外侧 , 与城门不相连 。汉

代时 , 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阙左右相对孤立

在城门外侧;一种是阙紧靠城门左右两侧 , 和城

门为一体 , 这种阙则与城垣相连 。 (图十八)至

迟在南北朝时 , 单阙与城门间以行廊连接起来 ,

形成凹形平面。

双阙 , 是城阙中形制较复杂的一种形制。双

阙一般是一母阙 , 侧旁附带一子阙形成 , 平面形

制为凸形。子阙形制与母阙同 , 只是规模小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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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北魏画像石中的二出阙　　图十九　唐代石刻中二出阙
(均选自傅熹年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之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
原状探讨》)

阙 。四川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门阙图画像砖 , 是

已知最早的双阙 , 此时的阙紧靠城门左右两侧 ,

阙身有明显的收分 , 母阙阙身上有两层阙楼 , 子

阙位于母阙的外侧 , 单层阙楼 。考古发掘曹魏

———北魏时洛阳城宫城正南门阊阖门就是双向二

出子母阙的形制 , 仅存夯土阙基 , 平面呈规整的

倒凸形 , 阙与城门间以窄墙相连 , 形成凹形平

面 。阊阖门前巨阙是与城墙相接 , 殿堂式城门向

北凹进去 , 这种凹形平面布局符合城阙发展演变

的逻辑序列 , 但是城门后座 , 阙与城墙相接的情

形在城阙发展史上仅此一例 , 甚是特殊 , 原因有

待考究 。在甘肃麦积山石窟 127窟壁画中的城阙

图 , 城墙之外画有一对二出子母阙。母阙上建三

层阙楼 , 庑殿顶 , 用鸱尾 , 母阙收分明显;子阙

位于母阙与城墙之间 , 和一般附在母阙外侧者不

同 , 高度仅母阙阙身的一半 , 单层阙楼 , 单檐歇

山顶 , 有鸱尾。壁画中的城门 、门楼 、垛楼和阙

等主要建筑都有 , 与隋唐以后的凹形平面的城阙

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唐贞观五年的李寿墓壁画中

的城楼和二出子母阙楼图 , 阙楼与城楼间已经用

廊连接起来 , 形成凹形平面。阙身无收分 , 上建

单层阙楼 , 均庑殿顶 , 用鸱尾 , 母阙与子阙似等

高 。最早的二出阙是紧靠城门左右两侧 , 汉晋

时 , 二出阙脱离城门 , 孤立在城门外侧;南北朝

时出现了行廊 , 将阙与城门连接起来 。隋唐时期

这种形制发展到极致 。

三出阙 , 是城阙中最复杂的一类 , 规格最

高 , 供皇帝专用 。一般形制是在母阙外或后侧附

两出子阙 , 子阙也是依次缩小 , 规模都较母阙

小 。三出阙中有一类型 , 是双向三出 , 即在母阙

的后侧和外侧都附有两出子阙 , 平面呈曲尺形。

母阙平面一般呈方形 , 两子阙平面呈长

方形 , 形制结构更复杂。汉代已有三出

阙的记载
○30
, 汉景帝阳陵陵园南门阙是三

出形制 , 阙是夹建在门的两侧 , (图二十

一 )这是汉家陵阙中规模最大的 , 也是

目前考古发掘中所见最早的三出阙
○31
。目

前发现的三出城阙都是隋唐及以后的 ,

形制都基本定型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

左右两侧的两阁 , “其形制是由门阙演变

而来 , 实为两阙 , 三出结构 , 即高大的

母阙外侧连接着两个高度和大小递减的

子阙 ”
○32
。这种成熟的城阙 , 与主体建筑

形成凹形平面 。隋唐洛阳城宫城应天门

也是平面呈凹形的形制 , 不同的是其城阙为双向

三出 , 结构更复杂 , 阙楼与城门间以飞廊和垛楼

连接。 “这种阙形 , 强调了宫门上的城楼是构图

的主体 。城楼特别高大巍峨 , 左右双阙与它形成

犄角之势 , 处于陪衬的地位。凹形平面拉开了整

组建筑的深度 , 使它控制的整个空间扩大了。平

面进退有致 , 更加强了立面上高低错落的效果 ,

大大丰富了建筑的造型。”
○33
隋唐以后宋元时期的

宫城正门城阙无一不是此种形制。明清时期是我

国城阙的衰退期 , 凹形平面仍存在 , 但阙已经退

化成方亭。

纵观城阙的产生 、发展和演变 , 城阙的发展

自成系统 , 大致分为四期 。春秋战国乃至以前 ,

是城阙的产生期 。城阙仅是一对孤立的台观 , 位

于宫殿城门外 , 一般与城门不发生直接的联系。

图二十　邺南城朱明门复原透视图
(选自郭义孚: 《邺南城朱明门复原研究》, 《考古》
1996年第 1期)

秦汉至魏晋 , 是城阙发展的滥觞期 , 双出 、三出

阙都已出现 , 与单阙共存 。此时出现了双阙夹建

于城门两侧的城阙形式 , 与孤立在城门外的台观

形式并存 , 两者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魏晋

以后出现短垣将阙与城门连接起来 , 凹形平面已

经形成 。南北朝至隋唐宋元 , 是凹形平面城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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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汉景帝阳陵陵园南门门阙遗
址平面图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汉阳陵》,
重庆出版社 , 2001年)

发展和成熟期。这种平面形制是对前面两种城阙

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 使阙与城门之间加强了联

系 , 又使阙突出在城门之外 , 加强了阙的威仪和

防卫作用。这时期城阙的使用更加严格 , 仅用于

宫城正门和很重要的宫殿 。城阙形制多以双出或

三出为主。明清时期 ,是城阙发展的衰退期 ,凹形

平面的形式虽仍保留 ,但阙的形象大大简化 ,只是

礼仪的象征 ,到明清时城阙已退化成简单的方亭。

春秋时期 , 阙已有等级上的区别 , 使用范围

受到严格限制 , 规定 “礼 , 天子诸侯台门;天

子外阙两观 , 诸侯内阙一观”
○33
。城阙是阙的一

种类型 , 它的出现 , 同样也是等级制度的产物 ,

故城阙与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目前的考古发

掘材料中 , 秦始皇陵园的内外城垣间发现了三出

阙是最早的
○34
。汉长安城建章宫外的阙仅存阙

基 , 形制不明。根据汉阙分类
○35
, 该城阙应是三

出阙。汉景帝阳陵陵园南门阙遗址的发掘
○36
, 证

实了汉阙分类的正确和文献记载的准确。北魏洛

阳城宫城阊阖门前的双阙遗址经科学发掘 , 属于

双向子母阙 , 阙址规模巨大 , 更突出礼仪作用。

北齐邺南城朱明门的双阙遗址经科学发掘 , 属于

单阙。在目前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城阙资料中 ,

仅有单阙和双阙两种形制 , 其中的原因有待探

讨 。唐代及以后 , 城阙仅置于南向的正门 , 结构

更复杂 , 以三出阙为主。隋唐东都应天门的双阙

遗址经科学发掘是三出阙形制 , 且是双向三出 ,

同时在城门两侧还出现了垛楼 。城门与垛楼 、 垛

楼与阙间以廊庑相连 。整组建筑更符合于作为君

临天下的皇权象征的皇宫大门的身份 , 起震慑作

用 , 从规模 、结构上 , 更加宏伟壮观 , 更突出帝

王的至高无上。

登高守望和防御是城阙产生的重要原因 , 所

以 , 观望 、 守卫是城阙最基本 、 最重要的功能。

“阙为城卫 , 以待暴卒 。国以有固 , 民以有

内 。”
○37
城阙的功能随着城阙的不断发展而完善。

阙具有标识主人身份的作用 , 不同身份的主人用

不同级别的阙。 “门必有阙者何  阙者 , 所以释

门 , 别尊卑也。”
○38
汉魏以后 , 城阙的防御功能逐

渐退化 , 而 “表正王居 、光崇帝里 ”
○39
的礼仪作

用却大大加强。北魏宫城阊阖门前的双阙与城门

间仅以窄墙相接 , 显然起不到真正的防御作用 ,

同时阙的规模相当大 , 突出城阙的礼仪意义 , 显

示了皇权的威严和至高无上。城阙还是天子张示

政令 , 显示德政 , 临抚万民 , 听穷省冤的最好地

方
○40
。隋唐东都应天门

○41
是当时重要的政治舞台 ,

许多重要的活动都在此举行 , 如大赦 、改元 、 接

见外国使节等。

中国古代城阙发展自成体系 , 一脉相承。城

阙由单阙发展成双阙 、三出阙 , 当与时间有一定

的关系 , 同时也与等级有密切的关系;当形制完

备后 , 城阙的形制便只是等级区别;城阙的功能

随着封建集权制的发展而逐渐由实用过渡成礼仪

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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