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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建造的都城和被迫南

迁的东晋南朝建康都城一样，也是一座以太

极殿为中心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其核心格

局完全继承了中原正统王朝曹魏西晋都城的

模式和制度。而且近年的考古发掘也证实，

北魏宫城太极殿及宫院的主要格局也都是沿

自曹魏西晋洛阳宫城，是对曹魏两晋都城形

制格局的沿承和发展。

对北魏洛阳宫城形制布局的研究，是

与考古勘察的进展相联系的。早在1962年

对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探时，考古工作者就

在北魏内城中北部发现了该宫城遗址［1］。

1978～1986年，宿白［2］、王仲殊［3］、段

鹏琦［4］等相继对北魏宫城的整体形制与

大致格局进行了概述。2001年傅熹年［5］、

2002～2003年钱国祥［6］又分别结合大量文献

资料对其做了细致研究。这些研究虽然缺乏

考古资料佐证，但却为后续的考古勘察发掘

提供了重要资料。

对北魏洛阳宫城系统的考古勘查始于

1999年，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了北魏宫城墙

垣、正门阊阖门、二号宫门、三号宫门、正

殿太极殿、太极东堂、宫城西门神虎门等遗

址［7］，了解了该宫城中枢区南部主要宫殿建

筑布局及始建与沿用时代的重要发现。在上

述考古工作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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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魏洛阳宫城的宫门及建筑形制

在北魏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墙垣上，

均发现有宫门。其中南墙有2座宫门，西墙有

4座宫门，东墙有2座宫门。此外，太极殿与

显阳殿宫院所在的朝殿区东墙上也有2座宫

门。

（一）宫城南墙的宫门

宫城南墙上有2座宫门。东面宫门为司马

门，延续了曹魏西晋时的宫门名称与位置，

其北面朝向尚书省与朝堂。据记载该宫门在

曹魏筑阙时阙体崩塌，故不再筑阙［8］，笔者

推测该处原来是汉代北宫正门朱雀司马门所

在［9］。北魏司马门是一座规模较小的廊道式

宫门，位于宫城南墙缺口北侧60米处，在宫

墙缺口两侧也发现有巨大的夯土基址，可能

与汉代阙基或曹魏未夯筑完成的阙基有关。

宫城南墙西面的宫门即曹魏至北魏宫城

的正门阊阖门，北面正对宫中正殿太极殿，

南面直对内城南北大街铜驼街。经发掘的北

魏阊阖门是一座门前筑有巨大夯土双阙的礼

仪式宫门，其城门楼后坐于宫墙，门前两旁

双阙则修筑在两侧的宫墙上，建筑形制独

特，且门阙基址始建于曹魏。城门楼基址东

西长44.50米，南北宽24.40米，残存由40个础

坑组成的建筑柱网，中间有3个门道，门道之

间有隔间墙，两侧夯筑有墩台，是一座面阔7

间、进深4间的三门道殿堂式宫门。结合《洛

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南门三重门楼是仿

制宫城端门，推测宫城阊阖门也是三重门

楼。门前左右双阙基址巨大，单个阙台29米

见方，平面均为曲尺形双向子母阙式，符合

宫城阊阖门夹建巨阙的相关记载［10］。

（二）宫城西墙的宫门

宫城西墙上有4座宫门，基本为等距设

置。南段有3座宫门，分别是西掖门、神虎

门、千秋门［11］，均是沿用曹魏门名与位

人研究成果重做一番梳理和归纳，对北魏宫

城的规模形制、空间格局和重要建筑的位置

做进一步的复原研究。

一、北魏洛阳宫城墙垣的规模与形制

据最新考察研究，北魏宫城基本沿用

了曹魏创建的居北居中的宫城——“洛阳

宫”，不仅名称相同，规模形制也基本相

当，是在曹魏西晋时期宫墙的外侧或基础之

上重新修筑宫墙。北魏宫城位于内城的北中

部略偏西，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1398

米，东西660米，总面积约92.30万平方米，占

内城面积的1/10。（图一）

北魏宫城南邻内城中间的东西横街西

阳门—东阳门大街，北面接皇家禁苑——华

林园。宫城中部被内城北面的东西横街阊阖

门—建春门大街横穿。宫城西门千秋门至

宫城东门万岁门之间的一段横街即宫中的永

巷，主要起着分隔宫城南部和北部不同空间

的作用。宫城南半部主要为正殿太极殿、显

阳殿、朝堂和重要的三省官署区，太极殿宫

院的东侧可能还是皇家的粮仓——太仓所

在。宫城北半部则是皇太后及嫔妃的寝宫和

掖庭所在，尤其被称为西游园（或西林园）

的后宫院落，其内殿堂楼台耸立，廊… 沟渠

环绕，花草奇木遍植，池沼碧波映绿，是帝

后嫔妃舒适的行止休憩之地。宫城的北面至

内城北墙之间广阔的区域，北魏则重修了曹

魏始建的皇家内苑华林园。

北魏宫城残存的夯土墙垣皆在现地面

以下，其东、南、西三面保存较好，经过勘

探发现墙基大都还能连接起来。南墙墙基宽

8～10米；东墙北段不明，南段墙基宽4～8

米；西墙南段墙基宽约13米，北段墙基宽约

20米，由发掘解剖可知该墙基是北魏在废弃

的曹魏墙基外侧重新并排夯筑而形成的；北

墙未发现墙垣，但发现大片夯土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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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北魏洛阳宫城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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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北段有1座，缺口宽约7米，北魏门名不

详，推测是曹魏以建始殿为朝会大殿的宫门

承明门［12］。南起第一座宫门西掖门，位于

宫城西南角北侧120～150米处，《水经注》

称“通门掖门西”，应是指该西掖门与东掖

门直通，其道路分别从止车门和尚书省之前

横穿。西墙第二座宫门神虎门，南距西掖门

280～320米，正处在宫城中枢太极殿宫院西

侧的宫墙中段，也是该宫院的西门。西墙第

三座宫门千秋门，南距神虎门280～320米，

文献记载为右宫门，西接内城阊阖门内御

道，距内城阊阖门二里，御道进入宫中后与

永巷相接，永巷北侧即后宫西游园。西墙第

四座宫门在后宫西游园的西北，即魏晋时北

宫的承明门，南距千秋门320米，北距华林园

西门约290米。

经发掘的神虎门，也是一座门前夹建双

阙的三门道殿堂式宫门，门阙形制与正门阊

阖门相似，仅规格略小，推测门楼为两重。

根据考察，千秋门和西掖门门前也都有类似

神虎门双阙的遗迹，门址也都具有一定规

模。尤其西掖门位置比较特殊，由于阊阖门

是宫城最重要的礼仪性宫门，一般极少用于

通行，从南部出入宫中主要是通过东掖门和

西掖门［13］。如司马师废曹芳后，曹髦入宫即

皇帝位，就是从西掖门入宫，又经过止车门

才到达太极殿宫院的太极东堂［14］，显然西掖

门应位于止车门前的东西御道西端。正因为

西掖门和千秋门都是帝王和高官经常出入的

宫门，地位明显较高，所以具有双阙合乎情

理，也可能是夹建双阙的三门道多重楼殿堂

式宫门。

（三）宫城东墙的宫门

宫城东墙上可确认2座宫门，据勘查也均

有双阙迹象。南面一座应该是东掖门，位于

宫城东南角北侧120～150米处，其西面对应

西掖门，东掖门内的南面可能是司空府［15］，

北面则有尚书省、朝堂和太仓等。尔朱世隆

为尚书令时，且封为王，其出入尚书省时经

常要经过此东掖门［16］。此宫门位置特殊，

应该也是具有双阙的三门道二重楼殿堂式宫

门。

北面一座宫门南距东掖门600～630米，

北距宫城北墙约620米，东接内城东墙建春门

内御道，位于建春门内三里处，西面直对宫

内永巷及宫城西墙千秋门。该宫门虽然位于

千秋门东面，但由于不在太极殿宫院东门云

龙门正北面，却是在宫殿区以东的太仓东墙

上，显然不是千秋门东对的左宫门万岁门。

据陆机《洛阳记》记载，魏晋时的“太子宫

在大宫东，薄室门外，中有承华门。”此薄

室门显然和后宫的掖庭有关，而北魏太子东

宫也恰好就在该门址以东的建春门内道路北

侧［17］，其位置很可能是魏晋之旧，即大宫东

面薄室门外。由此推测这座宫门可能就是魏

晋时的薄室门，至于北魏是否还称薄室门，

尚需进一步考证。

（四）朝殿区宫院东墙的宫门

在上述宫城东墙内侧，即太极殿和显阳

殿所在的朝殿区宫院东墙上，也有2座宫门。

南面1座即文献记载的宫东门云龙门［18］，位

于太极殿宫院东墙中段，南距南面的东、西

掖门之间道路280～320米。其西对神虎门，

东面门外紧邻司马门内的南北向道路，且直

对朝堂，门前也有双阙遗迹，应是一座与神

虎门相同的三门道殿堂式宫门。

北面一座宫门，位于显阳殿宫院东墙

横穿永巷处，笔者认为是万岁门。其南距云

龙门280～320米，西对千秋门，东直宫城东

墙薄室门和内城建春门内御道，北面紧接后

宫西游园南墙。该宫门作为内城东侧进入宫

禁区的重要通道，门内南侧是皇帝寝殿显阳

殿、式乾殿等重要殿堂，北面是皇太后与嫔

妃们居住的后宫西游园，门外南面是太仓，

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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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是掖庭，位置十分重要。如果说太极殿

宫院两侧一对宫门是神虎门和云龙门的话，

显阳殿宫院两侧的一对宫门就分别是千秋门

和万岁门，而且四门位置应该相互对应。记载

中宣武帝崩于式乾殿，辅政大臣崔光从东宫奉

迎孝明帝入显阳殿，即是从万岁门进宫［19］。

因此这座宫门等级也比较高，至少也是一座

三门道殿堂式宫门。

三、宫城南半部的宫院格局与建筑分布

北魏宫城南半部大致中间位置有一南北

向道路，南对宫城司马门，北面直抵永巷，

两侧均有夯土院墙，将宫城南部又隔成东西

两个空间。西侧空间即包含三道宫城正门和

太极殿、显阳殿等宫院的大朝殿堂与寝殿

区；东侧空间南部是处理日常政务的尚书省

与朝堂等外朝官署区，北部则是太仓、府库

等仓储区。

（一）西侧大朝殿堂与皇帝寝殿区

西侧的大朝殿堂区是北魏宫城的中枢核

心所在，东西宽330米，南北长790米，分布

着三道宫城正门、中书与门下二省、大朝正

殿太极殿与东西堂、皇帝寝殿显阳殿等主要

建筑。从院落格局来看，自宫城南墙至永巷

分布有四进宫院。

第一进宫院，即宫城第一道正门阊阖门

至第二道正门止车门之间的宫院，南北长约

160米。宫院内除了阊阖门至止车门之间的南

北向铺砖御道，院落北部止车门前也有东西

向的御道，御道宽约8米，向东通至宫城东墙

东掖门，西端通向宫城西墙西掖门。东、西

掖门也均设置有双阙，显然是从宫城东西两

侧进入宫中大朝区和三省官署区的重要宫门

与通道。东西向御道南部阊阖宫门的两侧，

均为夯土墙围合的院落。东侧院落内发现有

成排的大型灶坑、水池、水渠等生活设施遗

迹；西南院落内发现较多的铁兵器、铠甲片

等；东北院落院门门槛石上有碾压的车辙沟

槽。这些院落显然和驻守皇宫的禁军或放置

车舆的官署有关，这些禁军当由负责宫城门

禁的卫尉掌管。

第二进宫院，即止车门至第三道正门端

门之间的宫院，南北长约120米。根据考察，

止车门和端门的规模形制，除不设双阙外，

与第一道正门阊阖门完全一致。两座宫门两

侧均有东西向的廊庑，两侧廊庑均长约100

米。廊庑中间是东西向的夯土隔墙，南北两

侧均有檐柱，应为长廊阁道式的建筑。

该宫院中间的庭院南北长约100米，东

西宽约210米，院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铺

砖道路。南北向道路南接止车门、北达端

门，东西向道路两端各通往一处大型夯土基

址。根据该宫院东面的司马门内设置有尚书

省，并结合南朝宋建康城中书省设置在太极

殿西南侧神虎门附近［20］，以及唐长安城和东

都洛阳城正殿前方左右分别为门下省和中书

省的设置［21］，推测该庭院东西向道路的东

端可能是门下省，西端是中书省。如此，尚

书、门下、中书三省并排设置在东西掖门道

路的北侧。

第三进宫院，即端门至太极殿台基北壁

的太极殿宫院，南北长约300米。太极殿主

殿和两侧东堂、西堂作为主体建筑位于宫院

北部中间，是宫城的大朝正殿。太极殿主殿

东西长102米，南北宽61米，北魏时面阔为

12间，应是继承魏晋洛阳［22］和建康［23］两

座都城太极殿的开间格局，北周晚期重修洛

阳宫则改为13间。太极东、西堂东西各长48

米，南北宽约23米，面阔皆为7间。三座殿

堂东西并列，台基南侧各设置两条南北向踏

道，太极殿北壁还设有两条自中间向东、西

两侧坡下的踏道。太极殿与东、西堂之间各

有… …门，即从殿前庭院可通至殿后的东… …门和

西… …门，二… ……门之上可能还有从太极殿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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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东、西堂的上层… …道，故这两座閤门所

在的建筑也称之为“东上… …”和“西上… …”。

太极殿与东西堂前方的庭院约220米见

方，根据太极殿北侧发现的廊庑形制，太极

殿宫院的南、东、西三面也均应设置有同样

的廊庑。其廊庑是围合在太极殿庭院周围的

步廊，可能也装有木隔扇，是为 道，故其

东、西两侧廊道也称为“东… …”“西… …”。

三面廊道中段外侧均设置有大型宫门，南门

为端门，东门为云龙门，西门为神虎门，皆

为殿堂式的宫门。至于云龙门和神虎门内侧

的廊道上是否还有… …门，因被北周夯土基址

破坏，已无从知晓。东西两侧廊道的外侧，

还发现成组的小型宫院，再外侧则是围绕在

宫墙内侧的夹道。其中，在太极东堂和西堂

外侧发现的小型宫院，中间有略呈方形的殿

堂，殿前设1个踏道，根据位置推测可能是文

献记载的太极东柏堂和西柏堂［24］。

第四进宫院，即太极殿北侧至永巷的显

阳殿宫院，南北长约210米，是皇帝与皇后寝

宫。宫院北部为永巷，永巷东西两端分别为

左宫门万岁门和右宫门千秋门。南部有东、

中、西三组院落，院落之间以两条南北向廊

道分隔。中间院落120米见方，北部居中的

大型殿基是主殿显阳殿，两侧的南北向廊道

（即… …道）应该也叫显阳殿东… …、西… …［25］。

显阳殿南侧60米、即太极殿北侧30米的东西向

廊道中，设置有三道… …门，应是显阳殿宫院南

面的殿门和左右… …门，其左右… …门向南分别与太

极殿北侧的两处踏道相接。据《邺中记》记载，

邺南城的皇帝寝殿昭（显）阳殿前的殿门叫朱华

门［26］，也许该门也称为朱华门［27］。

显阳殿两侧的东、西院落，皆南北长

170米，东西宽94米，自南向北各发现有三组

宫院，院中各有一座大型殿基，两侧还有小

型宫院和房舍等，它们显然都是皇帝与皇后

的寝殿及侍从人员办公或居住之所。据《太

平御览》记载：“皇后正殿曰显阳，东曰

含章，西曰徽音。”［28］三殿呈东西并列之

势。而皇帝常住的寝殿，除此之外还有式乾

殿［29］。另据记载，刘腾诬奏元怿，“肃宗闻

而信之，乃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太后

不得出。（元）怿入，遇（元）叉于含章殿

后，欲入晖章东… …，叉命宗士等执怿，将入

含章东省，使数十人防守之”［30］。当时灵太

后住在显阳殿北面的后宫前殿宣光殿［31］，元

怿正要从晖章东… …入宫拜见太后，被元叉阻

止。由此可知，含章殿和晖章殿距离很近，

均在永巷东端万岁门附近，即一殿在永巷南

显阳殿东面，另一殿在永巷北宣光殿东侧。

如此，含章殿应该在显阳殿东北的第三座宫

院中，同样显阳殿西北的第三座宫院就是徽

音殿所在。而式乾殿可能在显阳殿东南，即

含章殿南面宫院。宣武帝崩于式乾殿，孝明

帝即位后迁到显阳殿西北的徽音殿居住［32］，

辅政大臣元雍住在太极殿西侧的西柏堂，元

叉则住在徽音殿之右，即应该称为徽音西省

的西侧小宫院中。

一般来讲，皇后称为中宫。而在空间位

置上，显阳殿宫院相对于南面的大朝太极殿

和北面嫔妃居住的后宫，既属于禁中，也是

真正意义上的中宫所在。

（二）东侧尚书省、朝堂外朝区与府

库仓储区

北魏宫城东侧的空间，东西宽280米，南

北长750米。主要有4个建筑空间：最南面有司

空府；中间是尚书省；尚书省北面则是皇家的

粮仓——太仓与府库；太仓西侧、太极殿宫院

东门云龙门东面，还有皇家议政的朝堂。

司空府推测在东掖门至西掖门东西向

道路东段南侧。据记载，司空府在司马门东

面、太仓的南面［33］。近年在宫城东掖门内

以北考察，发现了可能是北魏时期太仓的遗

迹，由此司空府的位置可以大致认定于此。

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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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东西约250米，南北约120米，其西侧

司马门两侧可能也是卫尉管辖的禁军所在，

司空府官署建筑应主要位于司马门东侧，有

多处殿堂等基址。

尚书省与朝堂是北魏皇宫中重要的外朝

听政议事场所，其制度也是承自魏晋。根据

记载，尚书省与朝堂位于宫城南墙东侧宫门

司马门内北侧［34］、东掖门内附近［35］，是与

宫城正门阊阖门至太极殿建筑轴线并列的东

侧次要建筑轴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座

都城中，尚书省与朝堂都设置在大朝正殿区

东侧，南面皆有独立的宫门，呈现出宫城内

并列有大朝太极殿与外朝尚书朝堂两条建筑

轴线的通制。根据勘查，笔者推测尚书省在

宫城东半部东掖门内道路北侧，南面有夯土

院墙或廊庑，中间的夯土基址东西约100米，

南北约50米，北面还有东西长约180米的廊房

式建筑。文献记载有省东门和省西门，省内

左右分列各曹。

推测朝堂在云龙门的外侧、太仓的西

面。考古发现的大型夯土基址约80米见方，

规模较大，应是朝堂遗存。根据记载，朝堂

是重要的外朝议政殿堂，皇帝有时也到朝

堂，是仅次于太极殿及东西堂的重要朝殿建

筑。因此，其距离太极殿宫院以及皇帝办公

的东堂、官员们处理政务的尚书省都比较接

近，以便皇帝和朝臣们处理朝政。

太仓是皇家重要的粮食仓储区，文献记

载的北魏与前朝太仓位置不尽相同。如西晋

太仓在建春门内道北，即东宫北侧翟泉的东

北部［36］。而北魏太仓，《水经注》有记，渠

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历司空府前，迳

太仓南［37］。另《河南志》记载：“太仓署，

在东阳门内道北。”但上述太仓和太仓署性

质不同，一个是皇家仓储设施，一个管理仓

储的官署机构，可能在不同地点。近年在北

魏宫城东部，即东掖门内道路北侧拍摄遥感

影像，在东西约230米、南北约300米的范围

内，发现有近百座类似圆形仓窖的遗迹。

该圆形遗迹直径约10米，东西成排，南北成

列，无论形制、规模、排列方式，都与考察

发现的洛阳城唐含嘉仓、隋回洛仓等仓窖遗

址极为相似。笔者推测可能是《水经注》记

载的北魏太仓所在，其在宫城核心中枢区的

东面，也和唐东都洛阳城含嘉仓在东城北部

的位置基本一致。太仓的北面，可能还有皇

家府库。

四、宫城北半部的宫院格局与建筑分布

北魏宫城北半部南临永巷，北接皇家禁

苑华林园，南北长约610米。据勘查实测图，

该区域主要分为三部分建筑空间：北部空间

南北长约180米，推测属于宫城北面禁苑华林

园的一部分（后续再专文探讨）；西南部空

间约430米见方，北部为后宫夹院，南部为一

处略呈方形的完整宫院，即后宫的核心部分

西游园；东南部空间则可能是后宫的掖庭官

署区。

（一）西南部的后宫寝殿区

宫城北半部西南角的完整宫院，北魏称

之为西游园（西林园），是后宫寝殿区的核

心区域。其位于宫城中部的西门千秋门内道

北，东西约430米，南北约370米，四面围合

有墙垣或廊庑，中间是殿堂和池沼。宫院内

的主要宫殿建筑，有南面的主殿宣光殿、北

面的主殿嘉福殿、西侧的九龙殿、东侧的建

始殿，以及灵芝钓台、宣慈观、陵云台等。

殿台之间还有碧海曲池、灵芝九龙池等池沼

水系。

各个殿台的相对位置与空间布局，主

要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凌云）

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钧

台。……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

有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凡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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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灵芝九龙池。钓台西侧的宣慈观是一座

台观，仅高十丈，远低于钓台。在宣慈观西

面，还有一座著名的高台建筑—陵云台。

陵云台是一座方形台观建筑，史料中也

记作凌云台，位于后宫西游园西北部。残存

台基约25米见方，残高2.50米。台基夯土内有

条砖砌筑的圆桶形基址，砖壁内径4.90米，残

高3.60米，基址底部砌筑有向中间圆形水池

倾斜泛水的铺地砖，砖壁上残有原来架构上

下两层“井”字形枋梁的壁槽，考察认定这

是一处藏冰的圆形冰井设施［42］。根据记载，

陵云台始筑于曹魏文帝黄初二年［43］，内有冰

井［44］，西晋、北魏均有沿用，北魏时台上有

八角井，孝文帝在井北还建造有避暑乘凉的

殿宇凉风观［45］。依据冰井内两层“井”字形

梁架的结构分析，下层梁架用于放置一定重

量的冰块，而上层梁架则是为了铺设殿堂地

板并将井口作成八角形，所以该冰井也称为

“八角井”。由此证实，陵云台不仅可以登

高望远，还是一座利用台内冰井储藏冰块向

上散发冷气的避暑乘凉台观建筑。陵云台南

面的水池称为碧海曲池，应该是和灵芝池、

九龙池连通的池沼。陵云台临近大型水池，

显然是为了方便台内冰井在冬季凿冰储藏。

西游园内的池水，主要引自内城西墙

阊阖门外侧的阳渠，《水经注》：“渠水又

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右宫门也。又

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即从宫

城西墙下经石券暗渠潜流注入宫中的池沼。

（二）东南部的后宫掖庭官署区

宫城北半部东南部的空间南北长430米，

东西宽230米，应属于为后宫服务的掖庭官署

区。根据记载，这个区域在魏晋时期可能是

薄室署所在，其东侧宫城东墙上的宫门即称

为薄室门。薄室即暴室，取暴晒之名，是宫

中主织造染练的宫女和犯罪官僚女眷的劳作

之所，也兼作宫中妇女有病及皇后、贵人有

皆有飞阁向灵芝往来。三伏之月，皇帝在灵

芝台以避暑。”此文提到灵芝钓台周围有四

殿，即南面宣光殿，北面嘉福殿，西面九

龙殿，东面似有缺句。而明代王士点《禁

扁》：“嘉福（灵芝、钓台之北）、建始

（东）、九龙（西）、宣光（南四殿，皆有

飞阁入凑）。”［38］…则恰好补充了钓台东面

的宫殿是建始殿，这也与曹魏建始殿在洛阳

宫北部后宫的位置相一致［39］。

南面的主殿宣光殿，东西两侧也各有配

殿，结合记载推测东面是晖章殿，西面可能

是明光殿［40］，也是三殿东西并列。各殿分别

有廊庑… …道围绕，各个殿堂两侧的廊道分别

被称为东… …、西… …，如晖章殿东面廊道称为晖

章东… …，西面廊道也就是晖章西… …。宣光殿和

明光殿也与之类同，也是各有东… …、西… …。

上述三殿所在宫院南面廊道上或两侧… …道南

端，也都开有院门。如宣光殿南面院门也是

殿门，可能也称永巷门，故刘腾关闭永巷门

后，居住在宣光殿的灵太后就无法出宫。而

元怿欲进入晖章东… …的院门，可能就是晖章

东… …门。

宣光殿向北有阁道直通钓台，推测是

架空的阁道，所以称为“飞阁”。经钓台又

分别有阁道连接北面的嘉福殿、西面的九龙

殿、东面的建始殿。其中嘉福殿和九龙殿也

都是皇帝嫔妃或皇太后居住的重要寝殿［41］，

尤其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殿前

的池水也称九龙池，显然是临水的观景殿堂

建筑。

灵芝钓台是建于水池中间的高大木构台

观，《洛阳伽蓝记》：“累木为之，出于海

中，去地二十丈。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

既如从地面踊出，又似空中飞下。”此钓台

称为灵芝钓台，所在的水池也名灵芝池，是

盛夏时节皇帝与后妃避暑乘凉垂钓赏玩的地

方。该水池与九龙殿前的水池相通，故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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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幽禁之处，故也称暴室狱。汉魏时薄室

属掖庭令管辖，即掖庭的一部分。

古代掌管后妃宫女事务的官吏，秦代

为永巷令，汉武帝改为掖庭永巷令，东汉以

后分设掖庭令和永巷令，隶属于少府，魏晋

时隶属于光禄勋，南北朝时隶属长秋寺，其

首领都是接近皇帝或皇后的近臣。根据北魏

宫城永巷的位置，其位于帝后寝殿显阳殿北

面，空间不是很大，其主要管理官婢侍使，

有可能和掖庭还是分设。而作为掌管宫内后

宫贵人采女之事的掖庭，应该拥有更大的空

间，而且也应在后宫附近。从唐长安城掖庭

位置来看，除了靠近帝后寝宫，还在太仓的

南面，主要是为了兼做与宫内生活相关的劳

作。由此笔者推测，北魏皇宫的掖庭应也沿

用前朝，可能就设置在太仓北面、后宫东面

这一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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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5）.…

［4］… 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研

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

物出版社，1986：244～253.…

［5］…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09～114.…

［6］… a.…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21

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纪念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50周年大会暨21世纪中国

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37～452.……

… b.…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

古，2003，（7）.…

［7］…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

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

2003，（7）.……

…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

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

南洛阳市汉魏故城新发现北魏宫城二号建筑遗址.…

考古，2009，（5）.……

…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

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三号建筑遗址.…

考古，2010，（6）.……

…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

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四号建筑遗址.…考

古，2014，（8）.……

… 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

2016，（7）.…

［8］… 《水经注·谷水》：“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

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

故无阙门。”见：（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

永乐大典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

303.…（以下注释《水经注》版本同此）

［9］… 同［6］b.…

［10］…a.…《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阊阖门阙，阊阖

门外挟。”见：（清）徐松，辑.…河南志.…高敏，点

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81～82.…（以下注释

《三国志》版本同此）

…… b.…《水经注·谷水》：“白虎通曰：门必有阙

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今阊阖门外

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犹象而魏之，

上加复思，以易观矣。”同［8］：302.…

［11］…a.…《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千秋门。宫西

门，西对阊阖门。”同［10］a.……

… b.…《水经注·谷水》：“其一水自千秋门南流，

迳神虎门下，东对云龙门。……又南迳通门掖门

西，又南流东转迳阊阖门南。”…同［8］：301.…

［12］…a.…《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

十二月，初营洛阳宫。”臣松之案：“诸书记是

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见：

（晋）陈寿，撰.…三国志.…（宋）裴松之，注.…北京：

中华书局，1959：76.…

… b.…《河南志·魏城阙古迹》：“承明门。陆机

《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吾常

怪曹子建诗：谒帝承明庐。问张公，公云：魏明

（文）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同

［10］a.…

［13］…《晋书·荀勖传》：“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

军掾孙佑等守阊阖门。帝弟安阳侯干闻难欲入，

佑谓干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见：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4：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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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讳

髦。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至止车门

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

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

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同［12］：

131～132.…

［15］…a.…《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司空府，在太

仓南。”同［10］a：88.……

… b.…《水经注·谷水》：“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

门南，……渠水历司空府前，迳太仓南，出东阳

门石桥下，注阳渠。”同［8］：303～304.…

［16］…《魏书·尔朱世隆传》：“又此年正月晦日，

令、仆并不上省，西门不开。忽有河内太守田

怗家奴告省门亭长云：‘今旦为令王借车牛一

乘，终日于洛滨游观。至晚，王还省，将车出东

掖门，始觉车上无褥，请为记识’。”见：（北

齐）魏收，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70.…（以下注释《魏书》版本同此）

［17］…a.…《洛阳伽蓝记·卷1》：“建春门内，……御

道北有空地，拟作东宫，晋中朝时太仓处也。”

见：（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

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65.……

… b.…《水经注·谷水》：“（天渊）池水又东流于洛

阳县之南池。池即故狄泉也。注云‘今按：周威烈

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塚在洛阳太仓中，翟泉

在两塚之间，侧广莫门道东，建春门路北，路即东

宫街也’。”…同［8］：298.…

［18］…a.…《魏书·前废帝纪》：“入自建春、云龙门，升

太极前殿，群臣拜贺。”…同［16］：274.……

… b.…《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云龙门。宫东

门。”…同［10］a：82.…

［19］…《魏书·礼志》：“（延昌）四年春正月丁巳

夜，世宗崩于式乾殿，……崔光奉迎肃宗于东

宫，入自万岁门，至显阳殿，哭踊久之，乃

复。”同［16］：2806.…

［20］…a.…《资治通鉴·卷138·齐纪4》武帝永明十一

年：“大行出太极殿，（肖）子良居中书省，帝

（郁林王）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仗屯太极

殿西階以防之。”胡三省注云：“中书省盖在太

极殿西，故使屯于西階以防子良。”见：（宋）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元）胡三省，音注.…北

京：中华书局，1956：4334.…

… b.…《宋书·傅亮传》：“永初元年，迁太子詹

士，中书令如故。……入直中书省，专典诏命。

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神虎门外，每旦车

常数百辆。”见：（梁）沈约，撰.…宋书.…北京：

中华书局，1974：1337.…

［21］…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60～375.…

［22］…《太平御览·卷175·居处部3·殿》：“《晋宫

阁名》曰：太极殿十二间。”“戴延之《西征

记》曰：“太极殿上有金井阑，金博山，金鹿

炉，蛟龙负山于井上，又有金狮子。”（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855.…）

［23］…《景定建康志·卷21·古宫殿》：“太极殿，建

康宫内正殿也。晋初造，以十二间像十二月。至

梁武帝改制十三间，象闰焉。……次东有太极东

堂七间，次西有太极西堂七间，……更有东西二

上閤，在殿堂之间。”（引自《宋元方志丛刊》

本.…北京：中华书局，554.）

［24］…《魏书·高阳王雍传》：“肃宗初，诏雍入居

太极西柏堂，谘决大政，给亲信二十人。”同

［16］：554.…

［25］…《历代宅京记·卷12·邺下》宫室：“东 、西

，二 在昭阳殿东西。……《邺中记》曰：昭

阳殿东有长廊，通东 ， 内有含光殿；西有长

廊，通西 ， 内有凉风殿。内外通廊，往还流

水，珍木香草，布护阶庭。”笔者注：魏晋洛阳

城昭阳殿，晋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显阳殿，邺南城

与洛阳城二殿位置相同，皆为宫中第二座正殿，

即皇帝寝殿。见：（清）顾炎武，著.…历代宅京

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183.…

［26］…《历代宅京记·卷12.…邺下》宫室：“《邺中记》

云：太极殿后三十步，至朱华门，门内即昭阳

殿。”…同［25］：183.…

［27］…《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朱华门。”笔

者注：《河南志》记载北魏洛阳的宫门有朱华

门，但位置不详，参照东魏北齐邺南城的朱华

门，正在太极殿后、昭阳殿前，当承自北魏。

同［10］a：82.…

［28］…《太平御览·卷175·居处部3·殿》：“山谦之

《丹阳记》曰：太极殿周制路寝也。……皇后

正殿曰显阳，东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宫之

旧也。”（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四部丛刊本，

855.）

［29］…a.…《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十有一

月，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

经》。”同［16］：209.…

… b.…《魏书·世宗纪》：“（延昌）四年春正月甲

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时年三十三。

同［16］：215.…

［30］…《魏书·元叉传》：“腾以具奏，肃宗闻而信

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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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乃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太后不得出。

怿入，遇叉于含章殿后，欲入徽（晖）章东 ，……

叉命宗士及直齐等三十人执怿衣袂，将入含章东

省，使数十人防守之。”同［16］：404.

［31］…《资治通鉴·卷149·梁纪5》武帝普通二年：

“太后信之，适下殿，桀即扶帝出东序，前御显

阳殿，闭太后于宣光殿。”…同［20］：4665.…

［32］…《魏书·元叉传》：“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辅

政，常直禁中，肃宗呼为姨夫。……是后，肃宗徙

御徽音殿，叉亦入居殿右。”同［16］：404.…

［33］…同［15］.…

［34］…《魏书·郭祚传》：“（世宗）下诏：‘御在太

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

同［16］：1423.…

［35］…同［16］.…

［36］…a.…《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太仓。在建春门

内。杜预曰：翟泉在太仓西南。”同［10］a：76.…

… b.…同［17］.…

［37］…同［15］b.…

［38］…《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卷一·司州上·河

南尹·洛阳》：注引明代王士点《禁扁》曰：

“嘉福（灵芝、钓台之北）、建始（东）、九

龙（西）、宣光（南四殿，皆有飞阁入凑）。”

见：（清）张穆原，著.…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

校：司州上：河南尹：洛阳.… …济南：齐鲁书社，

2011：19～20.…

［39］…a.…《河南志·魏城阙古迹》：“陆机《洛阳记》

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同［10］a：82，60.…

… b.…同［12］a.…

［40］同［5］.…

［41］…a.…《魏书·肃宗纪》：“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帝生于

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同［16］：221.…

… b.…《魏书·奚康生传》：“正光二年三月，肃宗

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日暮，太后欲携肃宗宿宣光

殿。”同［16］：1632.……

… c.…《魏书·江阳王继子叉传》：“灵太后时在嘉

福，未御前殿（指宣光殿）。”同［16］：404.……

… d.…《魏书·胡国珍传》：“神龟元年四月，太

后还宫，成服于九龙殿，遂居九龙寝室。”同

［16］：1834.…

［42］…a.…冯承泽，杨鸿勋.…洛阳汉魏故城圆形建筑遗址初

探.…考古，1990，（3）.……

… b.…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圆形建筑遗址殿名考辨.…中

原文物，1998，（1）.…

［43］…《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是岁

筑陵云台。”…同［12］a：76.…

［44］…《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冰室。戴延之《西

征记》曰：凌云台有冰井。延之以六月持去，经

日尤坚。《述征记》曰：冰井在陵云台北，古旧

藏冰处。”同［10］a：72，73.…

［45］…《洛阳伽蓝记·卷1》：“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

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

八角井，高祖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

洛川。……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

同［8］：46.…

（责任编辑：张 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