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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长妥域考劣 的 收疚 、 遂展 与 思 考

□ 徐龙国 （ 中雖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从 １ ９ ５ ６ 年至 ２０２ １ 年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考 古 研 究

所 已在汉长安城做 了 长达 ６ ５ 年 的 考 古 工 作 ，
调查和

发掘 了城墙 、城门 、城 内 道路 、 宫殿 、 官 署 、 武 库 、 角 楼 、

南郊礼 制建筑及手 工业作坊等 遗址
，
出 土 了砖瓦 、 骨

签 、封 泥 、铜钱等
一

大批 重要文物
， 出 版 了 大 量考 古 简

报 、 报告及研 究 著 作
，
为 研 究 汉长安城 的 布局 、 内 涵 、

建 筑思 想以及汉代 的政治 、经 济 、 文化 、 艺术 等提供 了

丰 富 的 实 物 资 料 。 汉长 安城是 中 国 考 古 工 作 开 展最

多 、取得成果最丰硕 、形 制布局最清晰 的 古代都城 。 尽

管如 此
，
汉长安城还存在很 多 尚 未解 决 的 问题 。 笔 者

在梳理 以往考 古成 果 的基础 上
，
拟对 困扰学 界 的

一

些

问题
，
尤其是汉长安城 的 布局 、长 乐宫 的 北 界 、横 门大

街及桂宫形制 、 西 汉 以后 的 未 央 宫 等
，
谈谈个人粗 浅

的认识
，
以此 向大家请教 。

一

、 汉 长 安城 建城简 史

汉长安城 的营建
，
大致经 历 了 四个时期 。

第
一

期 ： 汉 高帝 五年至 九 年
（
公元 前 ２０２

—前 １ ９８

年
） ，
由 萧何总 主持

，
在秦代兴 乐 宫基 础 上 修建 了长 乐

宫
，
并营建 了未央宫 ，

立 东 阙 、 北 阙 、 前 殿 、 武库 、 太仓 、

大 市 等气 萧何作 为 丞相 ，
是 汉初城市建设 的 总负 责

人
，
具体 的规划实施 由 匠 作 少府 阳城延负 责 。

第 二期 ： 汉惠帝 三年 至 六 年
（
公 元 前 １ ９ ２

—前 １ ８ ９

年
） ，
分段修筑 了 汉城城墙气 第

一

、二 期 工程均是 由 阳

成延具体设计和安排施工 的 。 阳成延
“

以 军 匠从起郏
，

入汉 ， 后 为 少 府 ， 作长 乐 、 未 央 宫 ， 筑长安城 ， 先就 ， 功

侯
，

五百 户
” ？

。 《史记集解 》徐 广 曰 ：

“

姓 阳成 也 。 延 以

军 匠起
，
作 宫 筑城也 。

” ＠惠帝 六年
，
起长安西市 ，

修敖

仓⑤
。

第三期 ： 汉武帝 时 期 。 汉武帝大兴土木 ，
修建了建

章宫 、桂宫 、 明 光宫 ，
增修 了北 宫 ， 并广 开 上林苑 ， 开凿

了 昆 明 池等 。 文景 时 期 营建活动较 少 ， 汉 文帝在位 ２３

年
，
宫 室 无所增益

，
欲修建

一

座露台
， 因 需百金之费而

作罢？
。 《汉 书 ？ 翼奉传 》载 ，

翼奉上疏元帝 ：

“

孝 文皇帝

躬行节俭
，
外省徭役 。 其 时未有甘泉 、建章及上林 中 诸

离 宫馆也 。 未 央 宫又 无高 门 、 武 台 、麒麟 、 凤皇 、 白 虎 、

玉堂 、 金华之殿 ，
独有 前殿 、 曲 台 、渐 台 、 宣室 、 温室 、承

明耳 。 孝 文欲作
一

台 ，
度 用百金

，
重 民之财 ，

废而不为
，

其积土基
，

至今犹存 。

” ＠景帝 时除修建阳 陵和 渭桥外 ，

未见 有其他大规模建 筑 活动 的 记载 ？
。

第 四 期 ： 西汉末年 。 王莽拆除建章 、承光等 十余所

宫 观 ，
修 建 了 王莽九庙 、 辟雍 ，

重修 了社稷坛 ，
扩建 了

太学？
。

西汉 以 后
，
东汉献帝 、 西 晋 惠 帝 和愍帝都 曾 短暂

以此为都 。 十六 国 至北 周 时 期
，
前 赵 、 前秦 、 后 秦 、 西

魏 、 北 周 等 朝 代 皆在 长安城定都
，

直至隋 文帝迁都 大

兴城 。 后 赵虽未定都长 安 ，
但 也 曾 于长安城 内 大兴 土

木 。 见于 文 献记 载 的 有未央 宫 、 小城 、 外城 、 东 宫 、 西

宫 、 皇城等 。 直 到 隋朝迁都大兴城以后 ， 汉长安城渐成

废墟 。

汉长 安城 的 营建是
一

个动态 的 历 史 过程 。 现在 我

们看到 的平面 图
，
既是不 同 历 史 时期 建筑 遗存叠加 的

总和 ， 也是各个时 期破坏 以后 的 孑 遗 。 古代城址
一

般

都被后 代 占压破坏 ，
现在勘探和发掘 的 都是残迹

，
很

少 有像庞 贝 古城那样被 完整地保存下来 。 在汉长安城

平面 图 上 有很 多 空 白 区 域
，
大 多 为现代村庄 占 压

， 村

庄 占压之地
，

一

般 又 是古 代遗址 众 多 的地方 ，
因 此

，
虽

经 ６ ５ 年 的勘探与发掘 ， 我们现在看 到 的仍 非汉长 安

城 的 全貌
，
这就提醒 我 们

，
在 研 究过程 中 切不 可 以 偏

概全 。

二
、 考 古调 查 与 发 掘 收获

２０ 世纪 ５ ０
—

６ ０ 年代初调查了 城墙 、 城门 、 大街和

各宫范 围 ， 并发掘 了部分城 门 及 南郊礼制建筑 。 ７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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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后 期 发掘 了 武库遗址 。 ８０ 年 代发掘未 央 宫 内 几处

重要宫殿及 官署遗址 。 ９０ 年 代发掘 了 部分手 工业作

坊遗址 ， 勘探 出 北 宫 宫 墙 ，
发 掘 了 桂 宫 内 的 几 座 宫殿

遗址 。 １ ９ ９ ４ 年 ， 勘探了北宫 的范 围
， 并发掘 １ １ 座西汉

早 期窑址 。 进入 ２ １ 世纪 以后
，
汉长安城考 古取得较大

进展 。 ２０００ 年在相家巷遗址发现了
一

大批秦代封泥 。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７ 年 发 掘 了 长 乐 宫 内 ６ 座建 筑 遗址 。 ２００３

年勘探 了 十 六 国北 周 时 期 的 小城 ， 并发掘 了
一

座 宫 门

址 。 ２００４ 年 ， 清理北 周 佛造像坑 。 ２００５ 年发掘了 建章

宫
一

号 遗址 。 ２００８ 年 重新揭露 了 直城 门 和西安 门 遗

址 。 ２００９ 年对 直城门大街 、安门大街进行试掘 。 ２０ １ １

年勘探沧池 并进 行 局部试掘 。 ２０ １ ３ 年 发掘 了 未 央 宫

南宫 门址和 西安 门 外建 筑遗址 。 ２０ １ ４ 年 解 剖 了 西安

门外护城壕 。 ２０ １ ８ 年 至今发掘 了 北宫 ３ 座建 筑遗址 。

梳理这 些 成 果
，
对认 识 汉 长 安城布 局 具 有 重 要帮 助

（
图 一

） 。

（

一

）城墙 、城 门及道路

１ ．城墙

汉长安城大部 分城墙地 表 尚 存 ， 平面 大致 呈 不规

则长方 形 ， 东 西两面较直 ， 南北两面有 多处 曲折 。 四面

城墙 的长度分别 为 ： 东 ６０００ 、 西 ４９ ００ 、 南 ７６００ 、 北 ７ ２００

米
，
周 长 ２ ５ ７ ００ 米

，
面积约 ３６ 平方千米 。 汉长安城南高

北低 ， 宫殿集 中 于 南部 的龙 首原上
，
龙首原海拔 ３９０

？

４００ 米
，
未央宫前殿基址海拔 ４ １ ２ 米 。 从 北 向 南看 ， 前



图 二 汉 长 安 城 霸 城 门 遗址 平 面 复 原 图

殿显得更加高大雄伟 。 长安城 南墙建在海拔 ３ ９ ０ 米的

等高线上 ，
北墙建在 海拔 ３ ８０ 米 的等高线上气

２ ． 城 门

“

披三条之 广路 ，
立十二之通 门 。

”

汉 长安城每面

城墙有 ３ 座城 门
，
共 １ ２ 座

，
是 中 国 古 代 第

一

座如此安

排城门 的都城 。 据记载 ，

“

面三门
”

是 应地支十 二子之

数＾ 目 前 已 经发掘 的 有东面 的霸城 门 、 宣 平 门
，
西面

的 直城 门和 南面 的西安 门气各城 门均 有 ３ 个门道
，
每

个 门道宽 均 为 ８ 米 。 直对未央宫 的西安门和直对长乐

宫 的 霸城 门
，
门 道之 间 的 隔墙 宽 １ ４ 米 ， 城 门 总 宽 ５ ２

米 。 其他城 门 隔墙均宽 ４ 米
， 城 门总 宽 ３２ 米 。 各城门

在王莽末年 的战乱 中被焚毁 ，

至东 汉 、魏晋 、 十六 国 北

朝时期 ，
多数 只启 用

一

个或二个 门道 。 宣平 门 因 靠近

东北部 的 小城 ，

三个 门 道被 重新修 复 启 用 。 东面 的 ３

座城门两侧有 向外伸 出 的 类似
“

门 阙
”

的 夯 土墙 ， 其他

城 门未见 （
图 二

） 。 在直城门和西安门 外发现城 门 下有

砖券 的 涵 洞 ， 是通往城外护城河 的排水设施 。 霸城门 、

直城门和西安门 内 侧 的城墙 上 发现通往城墙 的马道
，

马道 与城墙之间 有驻守 人 员 的 房间 在章城门 和西

安 门外发现呈凸字形 伸 向 壕沟 的 门 前场地 ， 西安 门外

城壕 中 还发现架桥 的 木桩 ，
推测凸 出 部位应 是架桥 的

地方 。 在 直城 门 外护城壕东侧 ， 发现路土 、路沟及大面

积 的穷 土建筑基础 〇

３ ．道路

文献记载
，
汉长安城八街九陌 ， 街衢洞达 。 道路在

都城 中 形成路 网
，
成 为都城 的 骨架 。 通过 多年 的 勘探 ，

汉长安城大 的路 网 基 本呈现 出 来 ，
与 １ ２ 座城门相连

的东西 、 南北 向 的道路 ，
把城 内 分成 １ １ 个

“

区
”

， 各

“

区
”

功能 不 同 。 南部 为宫殿 区 ，
中 部既有宫殿 ，

也有贵

族及官 员府第 ，
北部 为手工业及 居民区 。 城墙 内 、 外还

有环涂用 于通行或守 卫 。

２００９ 年对直城门大街及安 门大街 的试掘 表 明 ， 每

条 大街都 分 为 三股道
，
每股道 中 间 未 发现分隔 的路

沟 。 西汉 初期 直城 门大街宽度约 ３ ２ 米
，

一

侧有路沟
；

西汉 中 期拓宽至 ６ １ ． ４ 米
，
两侧都 有路沟 。 有学 者认为

三股道 中 间 有路沟相隔 ， 但试掘并未发现此种迹象 ，

只发现三股道 中间 路土较薄 ，
几乎 不见行走踩踏 的迹

象？
。

（
二

）武库 、太仓

武库位于 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
，

１ ９７６ 年勘探发掘

了７ 座建筑遗址
，
分属于 东 、 西两 个院落 ， 其 中 东院 ４

座
，
西院 ３ 座 。 院落东西 总长 ７ １ ０ 、 南北宽 ３２２ 米 。 ７ 座

建筑平面均呈长方形 ，
大小 不等

，
多 以隔墙 分成若干

房 间 。 建筑墙体夯筑 ，
以土坯包砌

，

一

面或两面 开 门
，

有 的 在 门 道 旁 设守 卫 用 房 。 房 内 地面及墙壁抹草拌

泥
，
正面墙外有廊道和散水 。 其 中 ，

西院七号建筑面积

最大
，
东西长 ２３４ 、 南北宽 ４５ ． ７ 米 ， 夯土 台基厚 ２ ． ８

米
，
四 面墙宽 ６ ． ５ 、 残存最 高 １ ． ４ 米 。 建筑 内 有 ３ 道南

北向 隔墙 ，
将 其 分 为 ４ 个 房 间 ， 每个房 间面积大 致相

同
， 以 １ 号房 间 为例 ， 房 间东西长 ４８ 、 南北 宽 ３２ ． ７ 米

，

有 ４ 道 南北 向墙垛 。 房 间有 ２ 个 南北对应 的 门 ， 宽 ２ ． １

米 。 房 间 内 有成排 的 础石
，
东西 ２ １ 列

，
南北 １ ７列

阻 １ ． １

？

２ 米 。 此建筑基址保存较好 ，
柱 网 结构清楚 ， 可

以据此复原其建筑形制 ， 是研究 西汉武库 的 重要资料

图 三 汉 长 安城 武 库 七 号 建 筑 遗 址 发 掘 场 景

（
西 ＞东

）

隔 墙 隔 墙

２ ０２ ２ ． ０２ 务 方 夂 物
ＮＡＮ ＦＡＮＧ ＷＥＮＷＵ

北 — ＾


城

墙

突

出

部

分

城

墙

突

出

部

： ＾
＿



金烹 盔 ｔ
２０２ ２ ． ０２

１ ． 前殿建筑遗址 ２ ． 椒房殿建筑遗址 ３ ． 中 央官署建筑遗址

４ ． 少府建筑遗址 ５ ． 宫城西南角楼建筑遗址 ６ ． 天禄阁建筑遗址

７ ． 石渠阁建筑遗址 ８ １ ４ ． 第 ８ １ ４号建筑遗址

图 四 汉 长 安 城 未 央 宫 平 面 图
（
据 １ ９９６ 年 《汉 长 安城 未 央 宫 》修 改 ）

（
图 三 ）

？
。 近年 来 ，

我们在该建筑北部 又探出 类似 的

建筑结构
， 可 能也 属 于 武库 的 范 围 。

太 仓位置 至今 不 明 。 从 汉初营建到汉 末 ，
文献 中

都是武库 、 太仓相 连 ，
如

“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 ， 立 东 阙 、

北 阙 、 前殿 、 武 库 、 太仓
”

。 再如
“

初 ，
王莽败 ，

唯未央宫

被焚而 已
， 其余宫 馆

一

无所毁 ， 宫女数 千 ，
备 列 后 庭 。

自钟鼓 、 帷帐 、舆 辇 、器服 、太仓 、 武库 、 官府 、市里不改

于 旧 。 更 始 既至 ，
居 长 乐 宫

，
升 前 殿 ， 郎 吏 以 次 列 庭

中
” ？

。 推测 武库 、太仓相距 不远 ，
太仓可能在 武库南

部 。 《三辅黄 图 》 太仓
，
萧何造

，
在长安城外东 南 。

”

北宋 吕 大防 《长安城 图 》及元代李 好 文 《长安志 图 》均

把汉太仓画在汉长安城外 东 南部 ， 而在这个位置 ，
我

们发掘 的是唐代太仓 ，
未见汉代太仓 ？

。

在 武库 以 南 ， 考古 勘探发现两个长方形院落 ，
四

周 有夯 土 围 墙 。

一

个院落东西 ３６２ 、 南 北 ３７ ８ 米
， 南 、

北墙 中 部各有
一个伸 出 的类似阙 的夯土 。 另

一个院落

在上
一 院落东 南 侧

，
东 西 ４ ８ ５ 、 南 北 ４９０ 米

，
因 被村 庄

占压 ，
未勘探 到西墙 ，

仅 勘探到
一

段南墙 。 两个院落夯

土 围 墙宽约 ６ 米 。 据记载 ， 高庙 、樗里疾墓均在这
一

区

域？ 。

（
三

） 宫殿官署

１ ．未央 宫

考 古勘探基本探明 了未央宫 的 四面宫墙 、 宫 内 道

路及众 多夯 土建筑基址 。 未 央宫平面基本呈方形 ， 宫

墙东 西 ２ ２５ ０ 、 南 北 ２ １ ５ ０ 米 ，
周 长 ８ ８００ 米 ， 宽 ７

？

８ 米 。

未央宫 内 有
“
一

纵两横
”

３ 条道路
，
路宽约 １ ２ 米 。 南北

向道路
，
南起西安门 中 门道 ，

经未央 宫 南 宫门
，
北至未

央宫北宫 门 。 前殿遗址位于南北道路 的 西侧及两条东

西道 路之 间 。 现在 地面 上还存 有 ４ 个高 大 的 夯 土 基

址 ： 前殿 、 石 渠 阁 、 天禄 阁 和 位 于 卢 家 口 村 的 编 号 为

１ ００ 号 的基址 。 据 以往 的 收藏 资 料 ，
天禄 阁 和 石 渠 阁

附近分别 发现
“

天禄 阁
”

及
“

石 渠春秋
”

文 字瓦 当 ， 他们

应是 以各 自 夯土 台 为 主体的建筑群 的 总称 。 已 经发掘

或部分发掘 的 有
一

（ 前殿 Ａ 、 Ｂ 区 ） 、
二 、 三 、 四 、 五号建

筑基址并 出 版 了阶段性考古报告 ？
（
图 四

） 。 前殿基址

的局 部发掘
，
使我们对 西汉 的 宫殿平面及立面形制 有

了
一

定 的 了解 。 未央 宫二 、
三 、 四 号遗址 的发掘 ，

结合

考 古 勘探
，
使我们大致 了解 了未央 宫 的平面布局及 各

区域 的功能 。

前殿夯 土基址 上 勘探发现了３ 座大殿 ， 每 座大殿

前 各有
一

个院落
，
各院落 的 地势 由 南 到 北逐级升高

，

在 中 部与 南部大殿之 间 有
一

道夯 土隔墙或廊道 。 Ａ 区

位于 前殿西南边缘
，
在此 发掘 了 众 多 由 南 向 北依 台基

分层而建 的 小房 间 ，
属 于 为 皇 室服 务 的

一

般人 员 的办

公用 房 。

二 号基址位于 前殿北部 ３３０ 米处 。 有 正殿 、 配殿

和附属建 筑三部分 。
正殿居建筑群之 南 ， 长方 形 ，

坐北

朝 南
，
建在 夯 土 台 基 上

，
台 基 东 西 ５ ４ ． ７

、 南 北 ２９
？

３２

米 ， 台基面 已被破坏 ， 仅 高 出 附近廊道 ０ ． ２ 米 。 东西 有

慢道
，
南部有 上殿 的 台阶 。 发掘报 告推 测 为 皇 后 的椒

房殿 。

三号基址位 于 前殿 西 ８ ５ ０ 米 处 。 长 方 形 ，
东 西



２ ０ ２ ２ ． ０ ２

１ ３５ ． ４ 、 南北 ７ １ ． ２ 米 ， 以 中 部排 水道 为 界分 为 东 、 西两

个院落 ，
每个院落各有 南 、北两排房屋

，
房屋 南面 为 天

井
， 共 １ ５ 间房屋 ，

５ 个天井 。 房屋
一

般呈长方形 ，
依个

别 房屋 后 面 的 踏步分析 ， 房屋 应 不 止
一

层 。 房 间 内 发

现 ６ ． ４ 万枚骨签
，
其 中 ５ ． ７ 万枚刻 有文字 ，

记载 了河

南 、颍 川 、 南 阳三工官 向 中 央政府贡进 的物品 ，
主要 有

武器及其他乘舆器 ， 据 此判断 ，
三号基址应 为 西汉 中

央官 署建筑遗址气

四 号基址位于前 殿西北 ４３０ 米处 。 发掘范 围东西

１ ０ ９ ． ９
、 南北 ５ ９ 米 ，

包括 早 、 晚两期建筑 。 早 期建 筑包

括南 、北两座 宫殿及 周 围附属建筑 。 从揭露 的情况看 ，

四 面仍未 到 建 筑边缘 。 两 座 宫殿建 筑 有 覆 斗 形 的 柱

础 ，
上面有大型础石

，
建筑体量 巨 大 。 其 中 Ｆ４ 、 Ｆ５ 地面

铺方砖 ，
其上 有排列整齐 的 石础 ，

石础 上架设木梁
，
木

梁 上 铺木地板 ，
两室 北部各设 两条通气道 。 Ｆ １ ０ 南北

长 ５ 、东西宽 ２ ． ２ 米 ， 墙面贴砖 ， 地面铺砖 ，
可能是 门 卫

房 ，
房 内 发现 １ １ ０ 枚封泥

，
其 中 ５ ４ 枚 为

“

汤 官饮 监

章
”

。 汤官 为 少府属 官 ，
因 此推测 四号基址为 少府或其

官署 。 晚期建筑建于 早 期建筑 的 原址上 ，
规模逊于 早

期建筑 ， 多被破坏 。

五 号建筑位于宫城西 南 角 ，
为宫城 的 角 楼基址 ，

与 宫墙相连
，
平面呈 曲尺形

，
其外侧宽 出 宫墙 ，

内 侧有

壁柱柱础 、铺砖坡道及 曲尺形散水遗迹 。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
探 出 ４ 个宫门及作室 门 的 位置 ，

对北宫 门进行 了 试掘 ， 门 道宽 ８ 米 。 ２０ １ ３ 年
，
对 未 央

宫 南宫 门 进行 了发掘 。 宫门 为 一个 门道 ， 宽约 ３ ． ６ 米
，

南 直对西安门 中 门道 。

沧池 位于未央宫西南部 。 原 来认 为平面呈不规 则

形
，

２０ １ １ 年
，
汉城考 古 队 勘 探 结 果 表 明

，
沧池 呈 曲 尺

形
，
有 砖砌 的 池岸 。 东 岸长 ３ ７ ３ 、 西 岸长 ４６０ 、 南 岸 长

１ ０ ６ ０ 、 北岸长 ９ ３ ４ 米
，
面积 ３９ 万 平方米 。 在沧池 南岸

转折处 的 小 池 ， 呈 南 北 长 方 形 ，
东 岸长 １ １ ２

、 西 岸 长

１ １ ０
、北岸长 ６ ５

、 南岸长 ６ ８ 米
，
面积 ７３ １ ５ 平方米 。 沧池

西 岸发现石 子铺 的 小路 。 池 的 东 北 部还 探得较 多 石

块
， 可能 是 当 时池 内 建 筑遗存 。 沧池是汉长安城及未

央 宫 中 的 蓄水 池
，
通 过 蓄水抬高水位 ， 将水输送 到城

内 和 宫 内 地 势较低 的 地方 。 试掘发现 的 砌砖 多 是 残

砖
，
为 二次利 用 。 根据 出 土遗物 推测 ，

规整 的池岸大约

砌 筑于西汉 中 期气 原来平面图 中 的 不规则形沧池 ， 可

能是最深 区 域 的边缘线或最后 毁坏以后 的 形状 。

沧池 是未央宫 中 的 皇家池苑
，

池 中 有 象征
“

山
”

的

渐 台 ， 成为 皇家游 乐 的
“

山 水
”

池苑 。 渐 台 可能位于 沧

池 的东 北 区 域
， 勘探发现 的 石块 可能 是通 往渐 台 的 栈

桥基础 。

２ ．长 乐宫

长 乐 宫位于未央 宫 以东
，
因 此也称东 宫 。 根据 勘

二号建筑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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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 汉 长 安 城 长 乐 宫 遗 址钻探 平 面 示 意 图
（ 《考 古 》２００６ 年 １ 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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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 务 ， ２０２２ ． ０２

探 ， 宫城 呈 长方 形 ， 东 西 直 线 距 离 约 ３ ０００ 、 南 北 直 线

距 离约 ２０ ４ ４ 米 。 北墙和 南墙均有 曲 折
，
宫墙 周长约

１ ００００ 米 。 宫墙基础部 分
一

般宽 ５
？

９ 米
，
有 的 地方 宽

达 １ ２ 米 。 探 出 宫 内 主要道路 ３ 条 ， 东西 向 主道 即霸城

门 内 道路
，
偏于宫城 的 北部 ，

东 出 东宫 门通霸城 门
，
西

出西宫 门 通安 门大街
，
探得路宽约 ２ １ ． ８ 米 。 南北 向 主

道略偏 向 宫城东部 ， 向 南 出 南 宫 门 通 覆 盎 门 ， 向 北 与

霸城门 内 道路交汇
，
路 土现存宽约 ３０ 米 。 在霸城 门 内

道路之 南还探得
一

条断断续续 的 东 西 向 道路 ，

二者 南

北相 距约 ５ ００ 米 （
图 五

） 。 关 于长 乐 宫 的 范 围
，
有 人认

为 包括霸城 门 内 道路 以 北部分 ， 有 人认 为 仅 为 霸城门

内道路 以南部分 。 西 晋 时 的 《关 中 记 》记载 ，
长 乐宫

“

周

回 二十里
”

，
如果按西 晋

一

尺 ２４ ． ４ 厘 米
，

一

步 六尺 ，

一

里三 百 步计算 ，

一

里 合今 ４３ ９ ． ２ 米
，

二 十 里 为 ８７ ８４

米 ， 差 不 多 是干道以 南部分 的 周 长 。 我们在霸城门 内

道路 南壕沟南侧探得
一

段东 西并行 的 两道夯 土 墙 ， 长

图 六 汉 长 安城 桂 宫 遗 址 平 面 图

（ 《汉 长 安 城桂 宫 》 ２００７ 年 ）

度约 ２６０ 米
，
每道宽 ２

？

３ ． ５ 米
，

二 者 相 距 １ ． ３ 米
，
目 前

还 无法 确定 是否 为 宫 墙还 是宫 内 建筑 围 墙 。 勘探 表

明 ， 以正对长 乐 宫 北 宫墙 的 地方 为 界 ， 长 安城东城 墙

南宽 北 窄 ， 以 南 宽 １ ９
？

２０ 米
，
以北宽 １ ３ ． ５

？

１ ５ 米 。

宫殿及 官署基址主要分布于东 南 、 西北及西 南三

个 区 域 。 南部 的 东西 向道路似乎 把东南及西 南两个 区

域连接起来 。 在东南 区 霸城 门附近 、 樊寨村 东 南探得

一大 片 夯土
，
东 西长 １ １ ６ 、 南 北 宽 １ ９７ 米

，
刘 庆柱 先 生

推测可能是长乐 宫 的 前殿基址＠
。 长乐宫 的 考 古发掘

工作集 中 在宫城 的西北部 罗 寨村附近 ，
已经试掘 、 发

掘 ６ 处建筑遗址和 １ 处排水管道 ， 其 中 五号基址性质

明确 ，
为 藏冰 的 凌室建筑 。 四 、 六号基址 南北相连 ，

为

宫殿建筑 。 四号 中 部 为夯台建筑
，
东 、西两端 各有

一

组

地下建筑 ， 东部
一

组地下建筑房 间 地面涂 朱 。 在六号

西汉基址之下发现了战 国秦或秦代 的 建 筑基址？
。 有

学 者认 为
，
六号建筑 可 能 是长 乐 宫 的 前殿基址 ，

四 号

建筑 则 为 临华殿 的基址气

３ ． 北宫

北宫遗址 是 １ ９９ ４ 年勘探发现 的 。 宫城平面 呈长

方形 ，
南北 １ ７ １ ０ 、 东西 ６２０ 米

，
周 长 ４６６０ 米

，
面积 １ ０６

万平方米 。 北 宫 南对汉长安城武库 ，
东部 与长 乐宫 相

邻 ， 西南与未 央宫相 望气 自 ２０ １ ８ 年起
，

汉城考 古队在

北宫连续发掘 了３ 处夯土建筑基址
， 其 中

一

号基址 由

主体建筑及附属建筑两部分组成 。 主体建筑位于发掘

区 东部
，
残存 主夯土 台及 台基外侧 的 廊道 、散水 。 附属

建筑位于发掘 区 西部 ，
与 主体建 筑之 间相 隔

一

条 南 北

向长廊 ， 附 属建筑大致可分 为东 、 西 两组建 筑
，
分别 以

东部天井和西部院落 为 中 心而建 。 在北宫南部居 中 位

置发现
一

条 南 北 向 道 路
，
发掘残 宽 ４ ． ５ 米 ， 路 基 上 有

车辙 ， 辙距 １ ． １ ５ 米 。 在北宫 南 墙外 曾 经发 掘 １ １ 座 窑

址
，
年代 为 西汉 早 期 ，

是宫殿附近烧 制砖瓦建 筑材料

的 窑址 。 除发现西汉遗存 外 ，
北宫还发现十 六 国 北 周

时 期 的遗存 ，
且对西汉建筑造成了很大破坏 。

４ ． 桂宫

桂宫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修建 的 后 妃之宫 。 平面 呈

长方形
，
南北长 １ ８４０ 、东西宽 ９００ 米

， 周 长 ５ ４８０ 米
， 约

合汉代 １ ３ 里
，
与 文献所记

“

周 回 十余里
”

相近 。 四面宫

墙 宽 ５ 米
，
但均仅存

一

段 ，
最长 的 是东 墙

， 长 ４３０ 米 。

已经发掘 的 南 宫 门分早 、晚两 期 ， 早 期 宽 ５ ． ６ ５ 、 晚 期 宽

４ ． ８ 米 。 宫 内发现南北及东西 向道路各
一

条 。 南北 向道

路 由 南宫门至 五 号建筑遗址 ，
几 乎 贯 穿桂宫 南北 。 宫

内 发现 ７ 处建筑基址 ， 除
一

号基址 为 高 出 地面 的 夯 土

台外 ， 其他均为地下基址 ， 发掘 了 二至 四 号基址 ，
试掘

了其他遗址 。 大型建 筑 主要 分布于 中 南部 ，

一

、
二号建

筑位于桂宫南部 中偏 西位置 ， 应 为 宫 中 的 主要建筑 。

一

号 为 假 山 性 质 的 遗迹
，
可 能 是 文 献 中 的

“

明 光殿 土



２ ０２ ２ ． ０２

山
”

。
二号基址有 南 北相连 的两组建筑

，
似 为 宫 内 主要

宫殿
“

明光殿
”

。 三号建筑位于宫 内北部 ，
为南北向长方

形建筑
， 由 ７ 座小房址组成 ，

坐东朝西
，
面 阔小于进深 ，

每座房址均在西檐墙辟门 ，
应为 宫内 的

一

处仓储建筑 ？

（
图 六 ｈ

５ ． 建章宫

建章宫位于 汉长安城外西部 ，
建于汉武帝太初元

年 ？
。 因未勘探 出 宫墙 ，

范 围 尚 不 清楚 。 勘探发现 的夯

土遗迹范 围 东西长 ２ １ ５ ０ 、 南北宽 １ ６００ 米 ， 外 围 有 的被

占压无法勘探
，
推测建章宫范 围 不小于未央 宫 。 现地

面上仍有 前殿 、神明 台 、双凤阙 、太液 池及其湖心 岛等

遗址 。 前殿遗址在今高低堡村 ， 位居 宫 内 东南部 ，
与未

央宫隔护城河及沆水相 望 。 前殿基址下曾 是 武帝元鼎

年 间设 立 的巧官铸钱作坊遗址 ，
建设建章宫 时巧官作

坊迁 出 。 前殿西北是太液池 ，
池 中探 出 成组 的 大 型建

筑基址 。 已 经发掘 的 建章宫
一

号基址位于前殿西北 、

太 液 池西岸
，
由 主体建 筑及 南 、 北 两侧 的 附属建 筑和

庭 院组成
，
时代 属 于 西汉 中 晚 期

，
有 可 能 是 太液 池 的

岸边建筑之
一？

。

（ 四 ） 手工 业作坊

汉 长 安 城 已 发现 的 手 工 业 遗 存 主 要 有 窑 址 、 模

范 、 生产 工具及产品 等 。 在汉长安城 内 共发掘 了５ ０ 座

窑址
，
其 中 ３７ 座 位于 汉长 安城西 北 角 的

“

西 市
”

及其

附近 。 根 据 窑 址 内 的 遗存 判 断 ，
３ ３ 座 为 烧 制 陶 俑 的

窑
，
４ 座 为 铸铁窑

（
图 七

） 。 另 外 ， 在相家巷村附近还发

现大量铸 造 五铢钱 的 陶范 。 从发现 的 陶俑 、 铸铁及铸

钱遗存判断
，
该 区域应是官方设 立 的

“

手 工业 园
”

。 在

这个 区 域 内还有
一 些 比较分散 的 窑址

，
发掘者认 为可

能属 于私营作坊 ， 笔 者认 为 应该还属于 官府性质 的作

坊 。 北宫 南墙之 外发掘 了１ １ 座砖瓦 窑 。 此外 ，
在施寨

小学发掘 了２ 座砖瓦 窑 。

除汉长安城 内 发现 的 窑 址 外
， 在近郊 也发现了

一

些手 工业作坊遗址 。 在汉长安城东郊 ， 现郭家村和三

九村共发现了３ 座 王莽时期 的 窑址
，
主要铸 造大泉五

十和小泉直一 铸范
，
同 窑 中 也发现 铸 造其他 金属 器物

的 陶范 。 陕西 省考古研 究院在宣平 门外 曾 经发掘过数

座西汉时期 的 砖瓦 窑 ，
但资料至今未发表 。

在 西 汉 上 林苑及 汉长安 城 内 还 发现 西 汉 中 期 以

后 的铸钱遗址 ４ 处
， 其 中 ３ 处分布 于西汉 上林苑 内 、 １

处位于汉长安城西北部 的
“

西市
”

内 。 此 外
， 发现王莽

时 期 的铸钱遗址 ３ 处
，
２ 处在 上林苑 内 、 １ 处位于汉长

安城东郊 。

根据 上 述 发现情 况 ， 在汉长 安城 内 、 近 郊及 上 林

苑 内 分布 有三 大手 工 业 门 类
，
分别 是 制 陶 、 铸钱和 铸

铁 。 从三大手工业 门 类 看 ，
都城手工业有 四 大职能 ：

一

是 为都城建设提供砖瓦建筑材料
；

二 是 为 帝王陵 墓提

供随葬用 品
；
三是金属 铸 造

，
主要是铁 器 铸 造

，
多 为车

马器及部分 曰 用器
；
四 是 西汉 中 期 中 央控 制 了铸 币 权

以后 ， 专设上林三官负责钱币 铸 造 ，供应全 国使 用 。 王

莽时 期 ， 前 、后 锺 官 为 全 国铸钱并提供技术 支持 。 以 上

是 我们根据 汉 长 安城及 其 周 边 考 古 发现所得 出 的 初

步认识 。

（ 五 ）礼制 建 筑

主要分布 于汉长安城外 南郊 。 １ ９ ５ ８
？

１ ９ ６０ 年发掘

了
“

王莽九庙
”

的 １ ２ 座建筑 、 十三 、 十 四号遗址及大土

门遗址 。 十三号遗址可能 是汉初利 用 秦社稷 旧址修建

的 汉社稷
，
十 四号遗址可 能 是 王莽修 建 的新莽社稷 。

大土 门遗址为 王莽所建 的 明 堂 辟雍 。 王莽 九庙 、 西汉

初年 的社稷和 新莽 社稷坛位 于 安 门 及西安 门 南 出 大

道两侧
，
明堂 、 辟雍 、太学位于 安 门 及覆盎 门 南 出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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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八 汉 长 安 城南 郊 礼 制 建 筑 遗 址 分 布 图
（ 《西 汉 礼 制 建 筑 遗 址 》２００３ 年 ）

之间 。 太学 、 園丘 、 灵台遗址均未发现？
。 除此之外 ，

在

汉长安城东 、西 、北面 也存在
一

些 礼制性建 筑 。 如文帝

时所作 的 渭 阳五帝庙在 渭 河北岸秦 兰池附近 ， 长 门 五

帝坛在汉长安城东部霸 陵附近 ，
汉 武帝在汉长安城东

南郊立太一坛？
。

１ ５ 座建 筑 中 ，
有 １ ２ 座是王莽所建 的

“

九庙
”

，

２ 座

（ 十三 、十 四 号 ） 为 秦汉社稷遗址 。 王莽 九庙 实有 １ ２ 座

建筑 ，
多 出 的 中 排 ３ 座 ，

顾 颉 刚 先 生认 为 是预 留 的 新

庙
， 黄展岳先 生认 为 是远袓庙 ，

大 土 门遗址形 制特殊
，

对其性 质 学 术 界 尚 有 不 同 看 法 。 黃 展 岳 先生认 为 明

堂 、辟 雍应为 两组建筑 ，
此 为 辟雍 （

图 八
） 。 有 些 学 者 则

认 为
，
明堂辟 雍 是

一

组建筑 。 王莽辟雍纹饰 及铭 文 铜

镜似乎就是对明堂辟 雍 的形 象刻画 ？
。 王 世仁 、 杨鸿

勋 、 刘庆柱 、 刘瑞等先生 即持 此观点气

在三原天 井岸发现 的 西汉五帝 祠 遗址 ，
５ 座 夯 土

呈梅花桩式分布 ， 规划整齐 ，
４ 个夯土 台体与 中 间 台

体相 距均 约 ５００ 米 。 根据初步发掘成 果判断 ，
为 西 汉

中 晚期 的建 筑 ？
。

（ 六 ） 外 围 调查与发掘

在汉长 安城周 围 还发现
一

些汉 代遗址
，
主要 是 上

林苑 中 的 离 宫别 馆
，
有城 南 的 昆 明 池

？
、 漕 渠 ， 西 安 门

外 的 排房建 筑 遗址 等 ， 城东 的 道路 、渭河桥气 城 西 的

沆水桥？
。 在厨城 门 外约 １ ２００ 米 处发现 ５ 座桥址 ，

洛

城 门外发现 １ 座桥址 。 其 中 ， 厨城 门 四号桥时 代最 早 ，

为 战 国晚 期
，

一

号桥 、 洛城 门桥 为 汉魏时 期 ， 厨城门三

号桥时代 为 唐代 。 厨城 门 外桥梁 多
，
时 代长 ，

是通往北

方地 区 的 重要交通桥梁 。 这 些发现对研 究 上林苑 、 汉

代水 陆 交 通及 都城 的 军 事 防御等 问题都具 有 重要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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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九 马 先 醒 汉 代 长 安 城 区 划 略 图
（

１ ９７２ 年
）

义 。

：

、 取得 的 认识

（

―

） 城市基本布局

汉长安城经过 ６ ５ 年 的 勘探与 发掘
，
已 基本确定

了城 市 的 框架与 布局 ， 包括城墙 走 向 ，
城 门 位 置及形

制
， 城 内 道路 网 络

，
主要 宫城 内 部宫殿 、 池苑 的 安排 ，

武库及南郊礼制建筑 的形 制 ， 城 内 及上林苑手工业作

坊 的位置等 。 王仲殊 、 黄展 岳 、 刘庆柱 、李毓芳等先生

长期致力 于汉长安城 的 发 掘与研 究
，
为搞清 汉长安城

的形制布局做 出 了 突 出 贡献 。 汉长安城 的基本布局与

《考工记 ？ 匠 人营 国 》记载 的
“

旁三门
，
国 中 九经九 纬

，

经涂九轨 ，
左祖右社

，
面朝 后市

，
市朝

一

夫
”

基本相 符 。

刘庆柱先生进一步总结 为 崇方思想 、旁三 门 、门三道 、

面朝后 市 、前朝 后 寝 、 亚宫城等 几个主要特点 。

汉长安城是 宫城还是郭城 的 问题
，
刘 庆柱 与 杨宽

先生 的辩论 已 经得 以澄 清 ，
笔 者赞 同 刘先生 的 意见 。

汉长安城及城 内 长乐 宫 、 未央 宫 、 北宫都是 西汉初 年

建起 的 ，
应是统

一

规划 的 结 果 。 具体负 责 汉长安城规

划 和实施 的 是 匠 作 少府 阳城延
，
由 他建造 了未央宫 、

长 乐 宫 、 武库 、 太仓 、东 阙 、 北 阙 以及 四 面城墙 。 由 于功

勋卓著
，
于 吕 后 二年 （ 公 元 前 １ ８ ６ 年 ） 被封 为梧侯 。 此

时
，
汉长安城 的城墙 已经修 筑完毕 。 之后 再 无修 筑所

谓
“

郭城
”

的记 载 。 虽然郭城很 早就 出现于 文献 中
，
但

当 时仅指 宫城与 大城？
。 后 世所谓 的 宫城 、 皇城和郭城

三 重城
， 萌芽于北魏 洛 阳城 ，

成熟于隋唐长安城 。 多年

的 考 古 发掘 表 明 ，
汉长 安城东郊主 要为 墓 葬 区

，
很 少

有 居住遗址
，
虽然有 象征性 的东都 门或东郭 门 ？

， 但不

存 在 居民居住 的郭城 。

关于北宫 的位置 ，
１ ９７２ 年 ， 马先醒先生在其 《汉代

之长安与洛阳 》
一

文附图 中
，
最早提 出 北宫可能在武 库

以北 区 域
，
而 北 阙 甲 第应在未央宫北宫 门 以北 区 域？

（
图 九

） 。 １ ９９ ４ 年
，
经刘庆柱 、李 毓芳先生勘探

，
确认在

此 区域 有
一

座宫城 ，
认为 是北宫遗址 。

（
二

）

一

门三道与 《匠人营 国 》

— 门三 道最 早 出现于河南 巩 义 双 槐 树遗址二 号

院 、
二 里 头 遗址

一

号院落 及偃 师商城三 号 、 五号 院落

南 门 。 至春 秋战 国 时期 ，

一

门三道 的城 门形 制 出 现于

：

洛
城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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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国纪 南城 的 陆 门和 水 门
，
其他 国家都城未见该形 制

的城门 。 因而推 测 ， 春秋战 国 时 期 并未形成
一

门三道

制度 。

一

门三道城门形 制之所 以首先 出现于 南方楚 国

的城门 中
，
很可 能 与 南方水上 交通 发达 有 关 ，

是 出 于

避免水路交通拥堵 的现实考量 。 西汉长安城城门全部

为
一

门 三道 的形 制 ，
以此 为 分 界点 ， 此 前城 门 以

一

门

一

道 为 主 ，
此后 则以一门三道 为 主 。 从 西汉开始 ，

一

门

三道 的城门 形制成 为 都城城门定 制 。

一

门三道 的 中 门

道为 皇帝专 用 ， 两侧门 道供行人 通行 ，
左入右 出 。 考 古

发掘资料 也 与 文献记载相印证 ，
证明 中 门道为皇帝专

用
，
没 有皇帝特许 ，

其他人 不准在 中 门 道及城 内 驰道

行走 。 中 门道皇帝专 用 是体现皇权至上 的 表征之
一

，

也 为 以后都城
“

建 中 立极
”

的 布局提供了前提条件 。 隋

唐以后 ，

一

门三道进
一

步发展 为
一

门 五 道 的 形 制 ， 并

且作 为 皇权 象征 的 宫城城 门 ，
在体量及规格上都远超

郭城城门 。 《匠 人营 国 》所描绘 的
“

匠 人营 国 。 方九里 ，

旁三 门 。 国 中 九经九纬 ，
经涂九轨 。 左祖右社 ，

面朝后

市
，
市朝

一

夫
”

这种都城模式 ， 在 西 汉长安城首次得以

实现 。 结合汉长安城 的 建筑 过程
，
笔 者认为 ，

这 种模式

是在修建汉长安城的 过程 中 逐步实现 的 ，
是根据汉长

安城地形特点 因 地制 宜 的 结果
，
其形成 有

一

个较长 的

过程
，
尤其是

“

左祖右社
”

，
最终 的定型 是在西汉末年 Ｐ

可以 说
，
汉 长安城在建设之 初并 无

一

个总 体规划可

依 ，
汉长安城 以 《 匠 人营 国 》 为 蓝本 的 说 法 缺 乏说服

力 。 考虑到 西汉 末年王莽
“

托 古改制
”

， 刘 向 、刘歆父子

主导 的校 书运动这
一

时代背景 ， 结合
一

门三道城门形

制 的 发展及 汉长安城 的 建设过程 ， 《 匠 人营 国 》很可能

是受 到西汉 末年长安城形 制 的 启 发和 影 响
，
其最终写

定 的 时 间 在 西汉 末年
， 即在此时 《考工记 》被补入 《 周

礼 》之 中 。 汉长安城为 《匠 人营 国 》 的最终写定提供了

可以参考 的蓝本 ，
而不 是相 反 ？

。

（三 ） 宫城布局

在汉长安城 的 几座 宫城之 中 ， 考 古工作 开展最 多

的 是未央 宫 、长 乐宫 和 桂宫 ， 布 局 比 较 清楚 的 当 数未

央宫和桂宫 。 从未央宫和长乐 宫 的 勘探平面图看 ，
两

宫都 有两横
一

纵 的道路 区 划 ， 其 中
“
一

纵
”

偏于宫城 东

部 ， 西部是否还 有
“
一

纵
”

，
目 前 尚 不知 。 从空 间 安排推

测 ， 宫 内 布 局似成
“

井
”

字形 。 文献记载 ，
未央宫除 ４ 个

宫门 外
，
西北部还 有

一

处作室 门
，
与桂官相对 ，

通直城

门大街？
。 由 于 未 央宫西 南 部被沧 池所 占

， 因 此即使作

室 门 内 道路 南行
，
可能 只到 章城门 大街即止 。

未央 宫宫殿 众 多 。 班 固 《西都赋 》云 ：

“

清凉宣 温 ，

神仙长年
，
金华 玉 堂 ， 白 虎麒麟 。 区 宇若兹

， 不可殚论

… … 后 宫则 有掖庭椒房
，
后 妃之室 。 合欢增成 ，

安处常

宁 ，
宦若椒风

，
披香发越 。兰林蕙草 ，

鸳 鸾 飞翔之列 。 昭

阳特 盛 ， 隆 乎 孝 成 … … 又 有 天禄石 渠
， 典籍 之府 … …

又 有承明 、 金马 ， 著作之庭 。

” ＊未央宫 内探 出 的建筑基

址数量 虽 多
，
但绝大 多 数 不 能 与 文献记载相呼应 。 目

前对未央官布局 的 初步认 识 是 ， 前殿及其 周 围 为 宫殿

官 署 区 ，
尤其是 西北部夯土基址较 密 集 ，

有 纵横 交 错

的路 网 ，
已发掘 的三号 、 四 号基址 即位于该区 。 文献记

载
，
西北部石 渠 阁附近还 有敬法殿 、掖 庭 、 承 明 庐 、 暴

室 、 织室 等 ？
。 就 目 前发掘 的 几座建筑基址而言

，
越靠

近 前 殿 的 建 筑规格越 高
，
同 为 宫殿 基址 ，

二号基址 只

剩 下 夯土部 分 ，
上 面 的 柱 网 结 构荡然 无存

， 表 明 它 比

柱 网结构清楚 的 四 号基址基础 更 高
，
三号基址建筑形

制 不是宫殿而 是 官 署 ， 在此存放 了 大量管理工官 的 骨

签 。 未央 宫 西 南部是 以沧 池 为 主 的 池苑 区
，
北部是以

石 渠 阁和天禄 阁 为 代 表 的 图 书 与 档案区 。 南北道路以

东 因 村庄或垃圾 占压大部分未做勘探
，
功能 不清 。 未

央宫 前殿位于宫城 中 部 偏 西
， 其 南部有

一

条道路通章

城 门 内 道路 ，
如 果 前 往 南 宫 门及西安 门 ， 需要 向 东拐

到 西安门 内 道路上 再 南行 。 如果长乐宫 前殿在樊寨 以

东 的话
，
亦偏 于

一

隅
， 不在宫 内 正 中 位置 。 桂宫

一

号 、

二号建筑是其 主 要建筑 ， 也位 于宫 内 南北道路以 西 。

由 此 推 测
，
当 时 尚 未形成 中 轴 布 局 的规划理念 ， 宫殿

的 安排主要考虑地形地势 等 因 素 ， 其他宫城 内 主要宫

殿 也尽量安排在 靠近未 央宫 的 地方 。

另 外
， 宫城 内

一

般 设 多处池苑 ，
苑 中 假 山 、 渐台与

池苑相结合 。 除未 央宫沧 池作为整个城市供水池和游

览 区 以外 ， 其他宫城 池苑 多位于宫城北部 。 未央宫二

号基址 以北探 出 池 渠 遗迹
， 推测 宫 中 池苑 不 止 沧池

一

处 。 长 乐 宫霸城门 内 道路以北
，
有大面积 的低洼地带 ，

据 《庙记 》载是鱼池 、 酒 池所在地 。 建 章宫北部有太液

池 、唐 中 池
， 池 中 有瀛洲 、 方壶 、 蓬 莱三 岛 ？

。

四 、存在 的 争论 与 问 题

（

一

）过度解读 的 两个现 象

１ ． 斗城

《三辅 黄 图 》记 载 ：

“

城 南 为 南 斗形
，
北 为 北斗 形 ，

至今人呼汉京城 为 斗城是也 。

”
？认 为 汉长安城是有意

模仿 天象而成 。 对此 ，
后 世 学者 赞 同 者有之 ， 否定者 也

不 乏其人 。 元 代李好 文就表示 出 强烈地质疑 ，
认 为汉

代 文 献没 有
“

斗 城
”

的 记载 ， 如 当 时 按 斗城设计
，
文 献

不会 不记 ， 汉赋 不会 不 写？
。 北京大学城环 系历 史地理

中 心 的 李小波 、 陈 喜 波 ， 把 汉长 安城平 面图 与 星 宿 图

对应
，
认 为 用 地 形 、河流 因 素

，
以及 宫殿在 先 、城墙 被

动 围 宫殿而建这 些理 由 来否定
“

斗城说
”

，
是没 有说服

力 的
？

。 马 正林从地势 与 河流等 因 素考察 ， 认为
“

斗城
”

之说 没 有任何科学根据？
。 实际上

，
南 、北城墙 有所 曲

折
，
是 阳城延 根 据地 形 地 势 采 取 的 巧妙 设计

， 目 的 是

增加城市面积
，
省 工 省 力

，
又使城墙处 于最佳 的 防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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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〇 武 伯 纶 汉 长 安 城 遗址范 围 及 地 形 图 （
１ ９８ １ 年

）

位置 。 如强行把城墙取直 ，
则会 出现城外地势 比城 内

高 的 情况
， 不仅 不 利 于防守

，
而 且城市面 积 也 会大 为

缩小 。 所谓
“

斗城
”

，
只是后 世 的附会之说 。

２ ．超长轴线及 中 轴线 问题

秦建 明 等 发现从 南部子午 谷 到 北 部天井岸 ７４ 千

米长 的超长建筑基线气 有 学者认 同
，
有学 者表示怀

疑 。 对此 ， 刘瑞提出 四点质疑 ： 安 门大街是
一

条普通 的

大街
；
子午谷 是王莽 时 期 才 有 的 名 称

；
天齐 与 五帝祠

的 时代还 不 能 确定 ；
与 刘 邦建 立 北畤等 文 献记载 不

符 。 除此之外 ， 笔 者再补充两点 ，

一

是考 古调查及发掘

的初步成果 表 明 ，
天井岸 是

一

处 自 然形成 的大坑
，

五

帝祠是西汉 中 晚 期 的建筑 ；

二 是城 市 中 轴线最初产 生

于曹魏时期 的 邺北城 ，
至北魏洛 阳城 才初见成型 ，

此

前 的城 邑 尚缺乏 中 轴线 的 设计理念 ＾ 如 果这条超长轴

线测量准确 的话 ，
是探讨 中 国 古 代都城规划 思想 的 重

要考 古 资料 ，
但不 能据此 认 为 ，

汉长 安城存在
一

条 建

筑 中 轴线 。 虽 然 《考工记 ？ 匠 人营 国 》提到
“

左袓右社
，

面朝 后市
”

的城市布局 ，
但是如 上所述

， 《 匠 人营 国 》成

文于王莽时 期 ，
是根据汉长安城布局加入 的新 内 容

，

“

左祖右社 ，
面朝 后 市

”

是 以政 治 中 心 前殿 为 参 照物
，

汉长安城根本 不存在
一

条城市 的 中 轴线 。

（
二

）汉长安城平面图

考 古 工作包括 调 查 、 勘探 、 试掘 、 发掘等 内 容
，

一

般说 来 ， 可信度是逐层递进 的 ，
尤其在细 节 的 把握上

，

考 古发掘要 比勘探 、试掘 准确得 多 。 对于城址考古而

言
，
城址平面 图 是最 为 重要 的成果之

一

。 但是 ，
因 时 代

不 同
，
学 者认识有异 ，

考古多 少 有差 ，
同
一

座城址 可 能

存在 不同 的平面 图 ，
这是很正 常 的现 象 。 台湾学 者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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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一

王 仲 殊 汉 长 安 城 遗 址 平 面 图
（ 《 考 古 学 集 刊 》 １ ７ 期

）

文豪就注意 到 汉长安城平面 图 的 前后 变化气 ２０２ １ 年

１ 月
， 刘瑞在广 州 市 文物考 古 研 究 院 的

一

个讲 座 中 ，

也提到汉长安城平面 图 的 问题 。 自 唐宋至今 日
，
汉长

安城 的平面 图版本 众 多 ，
大致可分 为三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是金石学家 的 复原 。 如北宋 吕 大防 、 南

宋程大 昌 及元代李好 文 的
“

汉长安诚 图
”

等 。 这 些平面

图既包含
一

些基本 的 史实
，
也 有 很大 部分是根据文

献想象复原 出 来 的 ， 在城市形 制 、 内 容和标记方面 ，
都

有或 多 或少 的 差 异 。

第 二 阶段 为 田野调 查 的 复原 。 早 期 的 田 野调查 ，

因城墙保存较现在好 ， 城 内 占压较 少 ，
易 于得 到 大 的

框架和总体认识 。 １ ９ ３ ３ 年
，
北平研 究院史 学研 究所徐

旭生先生对长安城进行 了 第
一

次调 查 。 此后 西京筹备

委 员会也对西安 的 古迹 古物进行调查保护 ， 并绘制 了

《西京胜迹 图 》 《 西 京附近 各 县名 胜 古 迹略 图 》 。 １ ９ ３ ５

年
，
黄 文弼领导 的 中 央 古物保管 委 员会调 查长安城 内

外 古迹古物 ， 并对长安城进行了 调查测量 。 １ ９４９ 年 以

后
，
又 有武伯纶 《汉长 安城遗址范 围和地形 图 》

？
（
图
一

〇
＞ 、 陈桥 驿 《汉 长 安城遗址 示意 图 》

＠
、 杨宽 《西 汉 长

安城 内 宫室 分布 图 》

＠等 。 这 些平面 图都是在 田 野调查

的基础上 ，
对汉长 安城 总体框架 的 复 原 ， 可谓 是逐 步

准确和清晰 。

第三阶段为 考 古 勘探 、 试掘和发掘 的 复原 。 在细

节 问 题 上
，
需要在 调 查 的 基础上 进行考 古勘 探 、 试 掘

和发掘 。 汉长安城考 古发掘工作 开始于 １ ９ ５ ６ 年 ，
至今

已 获得 了 丰 富 的 成果 ， 在这 些成 果 的 基础 上 ，
不 同 阶

段绘 制 了 不 同 的 汉长 安城平面 图 。 最 早 的 是 １ ９ ８２ 年

王仲殊先生 《汉代考古学概说 》 中 的平面 图 （
图 一 一

） ，

其次 是 １ ９９ ６ 年刘庆柱先生 的 复 原 图 （
图
一

二
） ，
再 次

是汉长安城考 古 ６０ 周 年 以 后 汉城考 古队所 用 的 平面

图
（
图
一 三

） 。 这三幅 图在个别细节 上 有 差 异
，

既代 表

了 三个时期 ，
又显示 出 学者之间观点 的 差 异 。 例如 ，

北

宫位置 问题 ， 尽管 早在 １ ９ ９６ 年刘 庆柱 、 李 毓芳先 生就

主张北宫是隔北 阙 甲 第 与桂宫相 望
，
但王仲 殊先 生直

到 晚年都坚持北 宫 与桂宫东西相邻＠
。 再如 ，

从未央宫

北宫 门 至横 门 的道路 是斜还是直 的 问 题
，

１ ９７ ９ 年 武伯

纶所 用 的 平面 图 与现 在汉城考 古 队所 用 平面 图 均 为

斜 向 的
， 其他均 为 直 向 的 。 张衡 《西京赋 》 ：

“

徒观其城

郭之制 ，
则 旁开三 门

，
参涂夷庭

， 方轨十二 ，
街衢相经

，

廛里端直 ，
甍 宇 齐平 。 北阙 甲 第 ，

当道直启 。

”

文 中
“

参

涂夷 庭
”

即 指道路平直 。 现在汉城考 古队部分发掘简

报及论 文所 用 平面 图 是 ＲＴＫ 实测 图 ，
从这 张 图 上可

以看 出 街道 并 不平 直 ，
影响 到桂宫平面 也 不是规整 的

长方形 。 观察现在 汉长安城遗址 内 的 道路 ， 从西安 门

至横 门 的道路与现在 的邓 六路是吻合 的 。 到底是现在

的道路影响 了 我们 的 勘探 与 测量 ， 还 是 古代 的 道路及

宫墙 本来如 此
，
影响 了现在 的道路 ？ 再如 ，

东 、西 市 的

问题
，
刘庆柱先生把 东 、 西市放在 了 横 门 大街两侧 。

２０ １ ４ 年
，
汉城考 古队在雍城 门 大街 以 南 、厨城 门 大街

以 东 发现东 、
北 两段夯土 墙

，
东 墙 南北 残长 ４３ ０ 、 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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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二 刘 庆 柱 、 李 毓 芳 汉 长 安 城 遗 址 平面 图

（ 《考 古 》 １ ９９６ 年 １ ０ 期
）

米 ，
北 墙 东 西 残长 １ ２ ０ 、 宽 ４ 米

，
因 此 有 学 者 把 东 、 西

市放在厨城 门大街两侧 ，
并将刘庆柱先 生认定 的西市

改为手工业作坊 区 。

（
三

）长 乐宫与 明光宫

长 乐宫 的 北墙 是位于 霸城 门 内 道路 以 南 ，
还是道

路以北 ？ 从
一 些考 古迹 象来推测

，
越过道路 以北 的观

点还是站得住脚 的 。 除 了 已 有 的 文献证据及学者意见

外
，
在此笔者补充五 点新 的 考古证据 。 第

一

，
我们在对

罗寨北部长 乐宫六 号基址进行发掘 时 ， 在汉 代 的 建筑

下发现了 秦代 的建 筑 。 第二 ，
霸城 门 内 道路 以北发掘

的 ６ 座建 筑基址
，
从 出 土建 筑材料 的形 制及所带戳 印

判断 ，
大 多数属于秦至西汉 初期 。 这与 文献记载 的长

乐宫 是在秦代 兴乐宫基 础 上 建成 的 相 符 ，
而 长 乐宫 以

北 的 明 光 宫则 兴建于西汉 中 期 的 武帝太初 四年 （公元

前 １ ０ １ 年 ） 。 第三 ，
霸城 门 内 道路 窄于其他城 内 大道 ，

可能属于宫 内 道路 。 第 四 ，
霸城门 内道路 以南发现 的

夯 土墙较 窄 ，
达 不 到 宫 墙 的 宽 度

， 可能 是 宫 内 建筑 的

围墙 。 第 五 ， 以 目 前长乐 宫北宫墙 为 界 ，
汉长安城东城

墙 南北宽 窄存在明显差 距
，
似乎 与长乐宫 不 无 关 系 。

不过
，
也 有 与 这

一

观 点 不吻合 的 证据
，
即长 乐 宫 的 周

长超 出 了 文献记载 的长度 。 相较而 言 ，
认 为 霸城 门 内

道路 以 南 为长 乐宫 、 以 北 为 明光宫 的观点
？

，
证据更显

不 足 。

考 古 勘探
一

直未能探到 明 光宫 的宫墙 。 《三辅黄

图 》载 ，
明 光宫

“

在长 乐宫 后 ，
南 与长 乐宫相联属

”

。 明

光宫与长 乐宫是相互 关联 的 问题 ， 长 乐 宫北界确定 以

后 ，
那么其 以北 的 区域

，
应属于明光宫范 围 。

（ 四 ） 西汉以后 的长安城

汉长安城作 为 西汉 （包括新莽 ） 都城 ２００ 余年 ， 东

汉 虽建都 雒阳
，
但长安称 西都或西京

，
仍 为 重要 的 都

邑
，
汉献帝

一

度迁都于此
，
西 晋惠帝 、 愍帝亦 曾短暂 为

都 。 此后 ，
前赵 、前秦 、 后 秦 、 西魏 、 北 周等朝代均定都

于汉长安城 ，
直 至隋 文帝迁都大兴城 。 这 些王朝政权

在汉长安城 内 建城筑宫 ，
其遗存 主要集 中 于汉长安城

的 东部
，
尤其 是东北部 。 这促使 我们 重新考虑文献 中

有 关十 六 国北 周时 期长安城 的记载
，
尤其是此时 的 未

央宫是否还在西汉 时期 的位置上 。

多数学 者认 为 位置未变 。 如史 念海 先生认 为 ，
十

六 国 时期长安城 中 有小城 ， 南北 朝 时期长安城 中 又 另

有小城 、子城和皇城 。 前 后 名称 虽 不尽
一

致
，
却都应未

离 开未央宫 的 范 围气 尚 民杰认 为 ， 西汉以 后 的未央 宫

仍被在此建都 的王朝继续沿用 ，
包括东汉献帝 、西晋惠

帝和愍帝 、前赵 、前秦 、后秦 、西魏 、北周 、隋等王朝 ？
。

然而情况并 非如此 。 ２００３ 年
，
在 汉长安城东北发

现 的 十六 国 北 周 时 期 的 小城 表 明 ，
汉 以后 的 未央 宫 已

不在原址
，
而 是移至东北部 的小城 中气西汉 以后长安

城经过 几次大 的战争破坏 。 西汉 末年
，
遭 赤眉之乱

，
未

央宫 已 经被焚坏
，
不可再 用 ，

更 始 皇 帝刘 玄及其之后

的 刘 盆子不得 不移居长 乐宫？
。 东汉末年 ，

汉长安城又

遭董卓之乱 （
１ ９０ １ ９２ 年 ） ，

城空 四 十余 日
，

二三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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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门 建筑遗址

图
一 三 ２０ １ ６ 年 以 后 汉 长 安 城 平 面 图

关 中 无 复 人迹 ＠
。 １ ２０ 年后 ，

汉长安城再遭西 晋 永嘉

之乱 （ ３ １ １ 年 ） ，
天下 崩 离 ， 长安城 中 户 不 盈百 ，

墙 宇 颓

毁 ， 高 棘成林？
。 经 几次 大劫之后 ，

汉长安城 已 是 面 目

全非 ， 仅存废墟而 已 。 我们在未 央宫 中 的发掘均未见

汉代 以后 的 地层
，
长 乐 宫发现 、 发掘 的 数座 西 汉建 筑

遗址 多 被成 片 分 布 的 北朝 窑 址或个 别 十 六 国 至 北 朝

墓葬打破
，

已发掘 的 多 座城 门
，
除宣平 门 外

，
其他城 门

在汉代以后 均未恢复到西汉 时 期 的 模样
，
这些情况 反

映 出 十六 国 至北朝 时期 几个建都长安 的 朝廷 ， 其 宫城

均 已 不在 西汉未央 、长 乐二宫 的位置 。 宣平门在西汉 以

后至少经过三次大规模 维 修 ，
并
一

直 使 用 到 隋 初
，
这

自 然与 前赵 以来将宫城移往汉长安城东 北 部 有 关气

《长安志 》云 ：

“

晋太极殿 。 周地 图记
‘

太极殿 ， 晋 愍

帝之宫 ， 在长安南 门 ，
后 秦姚兴 重建

’ ”？
。 从考 古 发现

推测 ，
太极殿在小城之 南 门 。 该小城 有 东 、 西两城 ，

中

间
一道宫墙将其

一

分为 二 ， 西城为 宫城 ，
亦称西 宫

，
东

城为 太子之宫
，
亦称东 宫 。 宫墙 上 曾发掘 过

一

座 十 六

国北朝时 期 的 宫 门 ，
连接东 、 西两宫 。 西宫 南宫墙 中 部

有
一

座夯 土建筑 ，
现在称 楼 阁 台 遗址 ，

该遗址 由 南 部

的两阙 、 中 部 的 两 阁及连接两 阁 的 廊道和北部 的 主殿

组成 ，
现存夯土 高 ５ 米 以上 。 从位置 看应 为 南 宫 门 ，

如

若 《周 地 图记 》所载 不误 ， 有可能亦是 当 时 的太极殿 。

《 晋 书 ？ 刘 聪载记 》云 ：

“

时 愍帝 即 位于长 安 ， 聪遣

刘 曜及 司 隶乔智 明 、 武 牙李景年 等 寇 长安 ， 命 赵染 率

众赴之 … … 染夜入 长 安 外城 ，
帝奔 射 雁楼 ，

染烧龙 尾

及 诸军 营
，
杀掠千 余 人

，
且退 屯逍遥 园 。

”

又
“

刘 曜陷长

安外城
，
愍帝使侍 中宋敞送 笺于 曜 ， 帝 肉袒牵羊 ，

舆榇

衔璧 出 降
”

？
。 这里所说 的外城

，
当 指 汉长安城 。

《晋 书 ？ 索琳传 》 ： 晋 愍帝建兴 四 年 （
３ １ ６ 年 ）

“

后 刘

曜 又率 众 围 京城 ，
琳与 麴 允 固 守长 安小城

”？
。 如 上所

述
， 该小城 为 东北部 的 小城 。

虽 然 后 赵先 后 以襄 国和 邺城 为都
，
长安不 是其都

城
，
但其在长安城留 下大量建城遗存 。 据记载 ，

后赵建

武 十
一

年 （
３ ４５ 年 ）

“

（ 石 虎 ） 以 石 苞 代 镇 长 安 ， 发 雍 、

洛 、秦 、 并 州 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
”

。

？石苞所建未央

宫 肯定 不 是 西汉之 未 央 宫 ， 而是 位 于 东 北部 的
“

小

城
”

。 考 古调查与 发掘在北宫及其 以东 区 域发现大量

十 六 国 北 周 遗物
，
以西 区 域 则很 少 见 到 ，

此 时 未央 宫

应 为 东北部小城之西城 ，
为 同名但异地 。

前 秦 时 期 也 有 未央 宫 、 太极殿 、 东 宫及端 门 等 名

称 。 《晋 书 ？ 苻健载记 》 ： 晋穆帝
“

永和八年 （ ３ ５ ２ 年 ） ，
健

僭 皇帝位于太极前殿
”

，
又

“

繪群臣 于太极 前殿
”

。 晋穆

帝永 和 十年 （ ３ ５４ 年 ）

“

（ 桓 ） 温 率 众 四 万趋长安 … … 健

遣其子苌 率雄 、 菁 等众五 万 ， 拒温于 尧 柳城愁思堆 。 温

转战而 前 ，
次于 灞 上 ，苌等退营城 南 。 健以羸 兵 六千 固

守长安小城 ，
遣精锐三万 为 游军 以拒温

”

。 次年
“

健寝



疾
，
菁勒兵入东 宫 ， 将杀苻生 自 立 。 时生侍健疾 ，

菁 以

健 为 死
，
回 攻东 掖 门

， 健闻变 ，
升端门 陈兵

，
众 皆 舍杖

逃散
，
执菁 杀之

”

。 建元 Ｈ
＾

—

年 （ ３ ７ ５ 年 ）

“

（ 苻 ）坚置听

诉观于未央之 南 ，
禁 老 、庄 、 图谶之学

” ＠
。 东宫即 为 东

城 ，
未 央宫 为西城 ，

端 门 应 为 西城之 南 门
，
都在 东北部

小城 中 。

晋 太 元 十
一

年 （
３８６ 年 ） 四 月

，
姚 苌 称帝 于长安

，

改元建初 ， 国号大秦 ，
史称后 秦 。 文献记载 中 ，

后 秦 时

宫室名称 有 东堂 、咨议 堂 、太极前殿 、 前殿 、朝堂 、 西宫

等 。

公 元 ４ １ ８ 年 十
一

月
，
赫 连 勃 勃 攻入长安 ，

十 二 月

即位于霸上
，
改元 昌 武 。 其后 ，

赫连勃勃返 回统万城
，

以长安为 南 台
，
留 其子赫连贵镇守 。 现藏于西安碑林

博物 馆 的 大夏真 兴 六 年 （ ４２ ４ 年 ） 石马就发现于 小城

之 南 的查寨村＠
。

北魏太武帝延和二年 （ ４３３ 年 ）

“

丙寅 ， 以乐安王

范 为 假节 、加侍 中 、都督秦雍 泾梁益五州诸 军 事 、 卫大

将 军 、仪 同 三 司
，
镇长安 … … 辛 已

， 诏 乐安王范 发秦 、

雍 兵
一

万人
，
筑小城于长安城 内 。 北 魏孝文帝太和

二 年 （ ４９ ７ 年 ） 夏 四 月
， 孝 文帝

“

辛未
， 幸长安 … …

戊 寅 ， 幸未央殿 、 阿房宫 ，
遂幸 昆 明池 。

” ？有人认为孝

文帝所幸 之地还 有 宫殿存在 ， 实际上 只 是 旧 址凭 吊 而

已
， 不可能还 有宫殿 。 最明确 的就是阿房宫

，
根本未建

成 ， 有何宫殿可幸 ？

北 周 明帝 元 年 （
５ ５ ７ 年 ） ，

于文 泰之子 宇 文 觉废魏

帝 自 立
，
称天 王

， 都长安 ，
史 称 北 周

，
至 开 皇 元年 （

５ ８ １

年 ）隋朝建 立 ，
北 周 以长安 为都 ２ ４ 年 。 文 献记载 中 提

到 北 周 在长 安 的 宫室 有延 寿殿 、正 武殿 、紫极殿 、 麟趾

殿 、大 武殿 、露寝 、大德殿 、 崇信殿 、会义殿 、含仁殿 、 云

和殿 、 思齐殿 、文安殿 、 弘 圣宫等 。 其 中
， 含仁殿和弘圣

宫 为 皇太后 所居 。 北 周还存在皇城 。 《唐 六典 》

“

城 门

郎
”

条注 ：

“

后 周地官府置宫 门 中 士
一

人
， 下士

一

人
，
掌

皇城五 门之 禁 令 。 又 置城门 中 士
一

人
，
下士

一

人 ，
掌皇

城十 二门之禁令
，
盖并在任也 。

”？北 周 是佛教兴盛时

期
，
佛教 的 扩张 引 起 了 统 治 者 的 不安

，
至 周 武 帝建德

三年 （
５ ７４ 年 ） 开展 了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二次灭佛运动 ，

“

初 断佛 、 道 二 教 ，
经 像 悉 毁

，
罢 沙 门 、 道 士 ， 并 令 还

民
”

。 在汉长安城发现较多北 周佛造像 ， 其 中 发现集 中

埋藏 的 有两处
，

一

处在 中 查村 ，

一处在窦寨村 ， 均位于

汉长安城东北部气 结合考 古 发现判断 ，
西起厨城门道

路 以东 ， 东 至 汉长安城东 城 墙 ，
南起 霸城 门 内 道路 以

北
，
北至汉长安城北城墙 ，

这一 区 域 是 十 六 国 北 周 时

期遗存最丰富 的 区 域 ，
也是宫城 、皇城所在 的 区 域 。

五
、 余 论

秦汉时 期 ， 帝 国阶段 的 都城制度正在形成之 中 ，

尚 无 定 制可 循 ，
这无形 中 增加 了研究 的 难度 。 过去 六

２ ０２ ２ ． ０ ２ 南 烹 各 ｆ

十 五 载 ，
汉长安城考 古 取得 了 很大 的 成就

，
都城框架

已 基 本清 晰
，
宫 内布局亦 逐渐显现

，
学 界在

一

些 关 键

问题 上 也取得 了共识 。 但是 ，
随 着考 古工作 的持续 开

展 和研 究 的 不 断深 入 ，

一

些新 的 学 术 问题 也 不 断 涌

现 ，
如横门大街及桂宫 的形制 、 市场 的 位置 、 汉长安城

的 轴 线等 ， 再如 城 内 闾 里 尚 未揭示
，
宫城城 墙缺环 太

多
，
多 数宫 门 尚 未发掘 等 ，

这 些 问题都需要今 后 考 古

勘探与发掘来 解决 。 另 外 ，
在细部 的探 究方面

，
如宫城

内 宫 殿 的 布局 ，
宫殿建 筑 的 结构

， 宫殿基址 与 文献 中

宫殿名称 的对应等 ，
需要考古填补 的空 白 更 多 。 进 入

新世纪 以来 ，

史 学界 也在 利 用 考 古成 果 ， 对 汉长安城

进行研 究 和 阐释 。 随 着大遗址保护工作 的 推进 ， 考 古

成果 为 遗址保护提供 了
一

手 资料 ， 同 时也对建筑 的 复

原研究提 出 了 更高 的要求 。 考 古仅 是复原历 史 的 手段

和方法之
一

，
加 强考 古 与历 史 、建筑等领域 的结合 ， 相

互启发 、 共 同 研究 已 是势在必行 。 考古就像盲人摸象 ，

考 古 学 者 孜孜 以 求 的 历 史 真相 ，
到底 与 实 事 相 差 多

远 ？ 

一

般而 言 ，
随 着考古工作 的 增 多 ，

我们越 来越接近

真枏
，
但也可能 因不经意地破坏 ， 真相稍纵即逝 。 东 汉

史学家班 固距西汉最近 ，
在其 《西都陚 》 中 感 叹道 ：

“

徒

观迹于 旧 墟
，
闻 之乎故老

，
十分而未得其

一

端 。

”

今者

去 古 甚远 ，
旧 墟 多 已 不 在

，
残迹 已 深 埋地下 ，

欲 知 其

详
，
不亦难乎 ？ 考古任重道远 ，

研究永 无 止境 。

注释 ？

．

① 《 史记 ？ 高袓本纪 》 ：

“

萧 丞相 营 作未 央 宫 ，
立东 阙 、 北

阙 、 前 殿 、武 库 、 太 仓 。 高祖还 ， 见宫 阙 壮甚 ，
怒

，
谓萧何 曰 ：

‘

天下匈 匈 苦战数 岁 ， 成败 未 可知 ，
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

’

萧

何 曰 ：

‘

天下方未 定 ，
故可 因 遂就宫室 。 且 夫天子 以 四 海 为

家
，
非壮丽 无 以 重 威 ，

且 无令 后 世 有 以加也 。

’

高祖乃悦 。

”

第

３ ８６ 页
，
中华 书局 ，

１ ９ ５ ９ 年 。

② 《 史记 ？ 吕 太 后 本纪 》 ： 惠 帝
“

三 年
， 方 筑长 安城 ，

四 年

就半
，

五年 六 年城就 。 诸侯来 会 ，
十 月 朝贺

”

。 《汉宫 阙疏 》 ：

“

四年 筑东面 ，
五 年 筑北面 。

”

《汉 旧仪 》 ：

“

城方六 十三里
，
经

纬 各 十二里 。

”

第 ３ ９ ８ 、 ３ ９９ 页
，
中 华 书局

，

１ ９ ５ ９ 年 。

③ 《史 记 ？ 惠 景 间侯者年 表 》 ，
第 ９８ １

、 ９ ８２ 页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 ５９年 。

④ 《史 记 ？ 吕 太后本纪 》 ，
第 ４０ １ 页 ，

中华书 局 ，
１ ９５９ 年 。

⑤ 《汉书 ？ 惠帝纪 》 ，
第 ９ １ 页

，
中华 书局

，

１ ９６２ 年 。

⑥ 《史 记 ？ 孝 文本纪 》 ：

“

孝 文帝从代来 ， 即位 二 十 三年 ，

宫室 苑囿狗马服 御无所增益 。 有 不便 ， 辄弛 以利 民 。 尝欲作

露 台
，
召 匠计之 ，

直百金 。 上 曰 ：

‘

百金 中 人 十家之产
，
吾奉先

帝 宫 室 ，
常 恐羞 之 ，

何 以 台 为 ！
’ ”

第 ４３３ 页 ， 中华 书 局 ，
１ ９ ５ ９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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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汉 书 ？ 翼 奉传 》 ，
第 ３ １ ７ ５ 页

， 中 华书局 ，
１ ９６２ 年 。

⑧ 《史记 ？ 孝景本纪 》 ：

“

五年三 月
，
作 阳 陵 、 渭桥 。

”

第 ４４３

页
，
中华 书 局

，
１ ９５ ９ 年 。

⑨ 《汉 书 ？ 王莽传下 》 ：

“

坏撤城西苑 中 建 章 、承光 、 包 阳 、

大 台 、储 元宫及平 乐 、 当 路 、 阳禄 馆 ，
凡十余所 ，

取其材 瓦
，
以

起九庙 。

”

第 ４ １ ６２ 页
，
中 华书局

，
１ ９ ６２ 年 。

⑩董鸿 闻 、 刘 起 鹤 、 周 建 勋 等 ： 《汉长安城遗址 测绘 研 究

获得 的新信息 》 ， 《考古与 文物 》 ２０００ 年 第 ５ 期 。

？ 《 周 礼 ？ 考 工记 ？ 匠 人 》郑 玄 注 ：

“

天 子 十 二 门 ， 通 十 二

子 。

”

？ ａ ． 王 仲殊 ： 《汉长 安城考 古 工 作 收 获续记 》 ， 《考 古 通

讯 》 １ ９ ５ ８ 年 第 ４ 期
；

ｂ ． 《 汉 长 安 城城 门 遗 址 的 发 掘与 研 究 》 ，

《考 古学 集 刊 》第 １ ７ 期 ，
２ ０ １ ０ 年 ；

ｃ ． 中 国社 会 科 学 院考 古研

究 所 汉 长 安城工 作 队 ： 《西安汉 长 安城 直 城 门 遗 址 ２００ ８ 年

发掘 简报 》 ， 《考 古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５ 期 。

？刘 振东 ： 《汉 长 安城城门 遗址考 古 发现 与 研 究 》 ， 《华

夏考 古 》 ２０ １ ８ 年 第 ６ 期 。

？ 中 国社会科 学院考 古研 究所汉 长安城工作队 ： 《西安

市 汉 长 安 城遗 址 直 城 门 大 街 试掘 简 报 》 ， 《考 古 》 ２０ １ ８ 年 第

１ １ 期 。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考 古 研 究所 ： 《汉长安城武 库 》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年 。

？ 《后 汉 书 ？ 刘 玄传 》 ，
第 ４７０ 页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 ６５ 年 。

？ ａ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 古研 究所汉长安城工作 队 、西安

市文 物保护考 古研 究院 ： 《西 安 市未 央 区 大 白 杨唐 代粮 仓 的

钻探与 发 掘 》 ， 《考 古 》 ２０ １ ６ 年第 〗 期
；

ｂ ． 徐 龙 国 ： 《唐长 安城

太仓位 置及相 关 问题 》 ， 《考古 》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６ 期 。

？ 《史 记 ？ 樗里子甘 茂 列 传 》 ：

“

昭 王七年 ， 樗 里子 卒 ， 葬

于 渭 南章 台之东 。 曰 ：

‘

后 百 岁 ，
是 当 有 天子之宫 夹 我墓

’

。 樗

里子疾 室在于 昭王庙西渭 南阴 乡 樗里
，
故俗谓之樗里子 。 至

汉 兴
，
长 乐 宫在 其 东 ，

未 央 宫在 其西 ，
武库 正 当 其 墓 。

”

《 史

记 ？ 刘敬叔孙通 列传 》 ：

“

孝 惠帝 为东 朝长 乐宫 ，
及 间往

，
数跸

烦人
，
乃作 复道

，
方筑 武库 南 。 叔孙生奏事 ；

因 请 间 曰 ：

‘

陛下

何 自 筑 复 道高寝 ，
衣 冠 月 出 游 高 庙 ？ 高庙 ， 汉 太祖 ，

奈何令 后

世子孙乘 宗庙道 上行哉 ？
’ ”

第 ２３ １ ０ 、 ２７２ ５ 页
，
中 华 书局

，

１ ９５ ９ 年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 《 汉 长 安 城 未 央 宫

１ ９ ８０
—

１ ９ ８９ 年 考 古 发 掘 报 告 》 ，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６ 年 。

？ 中 国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研 究 所 ： 《汉 长 安城 未 央 宫 骨

签 》 ，
中 华 书局 ，

２０２０ 年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 古研 究所 汉 长 安城工 作队 内 部 资

料 。

＠ 刘 庆 柱 、 李 毓 芳 ： 《 汉 长 安城 》 ，
第 １ １ ０ 页

，
文 物 出 版

社 ，
２ ００３ 年 。

？ ａ ．李 遇春 ： 《汉长 安城 的发掘 与 研究 》 ， 《汉 唐 与边疆考

古研究 （ 第
一

辑 ） 》 ， 科学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４ 年 ；

ｂ ． 中 国社 会科学 院

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 作队 ： 《汉长安城长 乐宫排 水管道遗

址发掘 简报 》 ， 《考 古 》 ２００ ３ 年 第 ９ 期
；

ｃ ． 《汉长安城长 乐 宫二

号建筑遗址发 掘报 告 》 ， 《考 古学 报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 期
；

ｄ ． 《汉长

安城长 乐 宫 发现凌 室 遗 址 》 ， 《考 古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９ 期
；

ｅ ． 《西安

市 汉长安城长乐宫 四号建筑遗址 》 ， 《考 古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０ 期
；

ｆ． 《西安 市 汉长 安城长 乐 宫 六 号 建 筑 遗 址 》 ， 《 考 古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６ 期 。

？刘振东 、 张建锋 ： 《西汉长 乐宫 遗址 的 发现 与初 步研

究 》 ， 《考古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０ 期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 古 研究所汉城 工 作 队 ： 《 汉长 安城

北 宫 的 勘探及 其 南面 砖 瓦 窑 的 发 掘 》 ， 《考 古 》 １ ９９６ 年 第 １ ０

期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 古 研究所 、 日 本 奈 良 国 立 文化财

研 究 所 ： 《 汉 长安城桂 宫 １ ９９６
—

２００ １ 年 考 古 发 掘 报 告 》 ，
文

物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

＠ 《 史记 ？ 封禅书 》 ：

“

于 是 作建 章 宫 ， 度 为 千 门 万 户 。 前

殿度高 未央 。 其东 则凤 阙 ， 高二 十 余 丈 。 其 西则唐 中 ，
数 十里

虎 圈 。 其 北 治大 池 ， 渐 台高 二 十 余 丈 ， 名 曰 泰 液池 ，
中 有蓬

莱 、方 丈 、 瀛 州 、壶梁 ， 象 海 中 神 山 龟 鱼 之属 。 其 南有玉堂 、 璧

门 、大鸟之属 。 立神 明 台 、 并干楼
，
度 五十 丈 ， 辇 道相属 焉 。

”

第 １ ４０２ 页
，
中华书 局

，
１ ９ ５ ９ 年 。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 古 研究所汉长 安城 工作队 ： 《西安

市未央区汉长安城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 》 ， 《考 古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１ 期 。

＠ 中 国社 会科学 院考 古 研究 所 ： 《西汉 礼 制 建 筑遗 址 》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

⑩ 《史 记 ？ 封禅书 》 ，
第 １ ３８２

、
１ ３８３ 页

，
中 华 书 局

，
１ ９ ５ ９

年 。

＠王莽辟 雍铭 文铜镜铭 文有
“

新 兴辟 雍建 明 堂 ， 然 于举

土列侯王
，
将军令尹民 户行

，
诸 生 万舍在 北方

，
乐未央

”

。 亦

有
“

新兴辟 雍建 明 堂
，
虏胡真 （ 殄 ） 灭 见 青 黄 ， 然于 （ 单 于 ）

举

土 列侯王
，
将 军令 尹居 户行 ，

诸王 万 舍在 北方 ，
郊祀 星 宿 并

共皇
，
子孙复 具治 中 央

”

。

？刘 瑞 ： 《汉长安城 的朝 向轴线 与 南郊 礼 制建 筑 》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薛 程 、 段清波 ： 《陕西三原天 井岸 汉代礼制 建 筑遗址

（天井坑遗址 ） 勘探简报 》 ， 《文 物 》 ２０ １ ９ 年 第 １ ２ 期 。

？ 中 国社 会科学 院考 古 研究所汉长安城 工作 队 ： 《西安

市 汉 唐 昆 明 池 遗 址 的 钻 探 与 试 掘 简 报 》 ， 《考 古 》 ２ ００６ 年 第

１ ０ 期 。

？渭桥考 古队 ： 《西 安市 汉长安城北 渭 桥 遗址 》 ， 《考 古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７ 期 。

？西安市 文物保护考 古 研究 院 ： 《汉长 安城沆 水 古桥 遗

址发掘报告 》 ， 《考 古学报 》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７ 期 。

？ 《吴越 春 秋 》 ：

“

鲧 筑城 以卫 君
，
造廓 以守 民

，
此城廊 之

始也 。

”

？ 《汉书 ？ 武 五子 列 传 》 ：

“

贺 到 霸 上 ，
大鸿胪 郊迎

，
驺 奉

乘舆车 。 王使仆 寿成 御 ，
郎 中 令遂 参乘 。 旦至广 明东都 门 ，

遂

曰 ：

‘

礼
，
奔丧 望见 国都哭 。 此 长 安东 郭 门 也 。

’

贺 曰 ：

‘

我嗌



２ ０２ ２ ． ０ ２

痛
，
不能哭 。

’

至城门 ， 遂复 言 ，
贺 曰 ：

‘

城 门与郭 门等耳 。

’ ”

第 ２ ７６５ 页
，
中 华书局

，
１ ９６２ 年 。

＠ 《汉书 ？ 夏侯 婴传 》 ：

“

惠帝及高 后德 婴之脱孝惠 、 鲁元

于 邑 间 也
，
乃赐婴北 第 第

一

，
曰

‘

近 我
’

以 尊异之 。

”

师 古 曰 ：

“

北 第者
，
近北 阙之 第

，
婴最第

一 也 。

”

第 ２０７ ９ 页
，
中 华 书局

，

１ ９６２ 年 。 《汉 书 ？ 燕 王 刘 泽 传 》载 ， 高 后 时 ，
田 生对张 卿 曰 ：

“

臣观诸侯邸第 百余 ，
皆高帝

一切功 臣 。

”

第 １ ９０ １ 页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６２ 年 。

⑩徐龙 国 、 徐建 委 ： 《汉长安城布局 的形成与 ＜考工记 ？

匠 人营 国 ＞的 写定 》 ， 《文 物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１ ０ 期 。

？ 《汉 书 ？ 成帝纪 》 ： 成 帝
“

初居桂宫 ，
上 尝 急 召

，
太子 出

龙楼 门
，
不敢绝驰道

，
西 至直城 门 ，

得绝 乃度 ， 还入 作 室 门
”

。

第 ３ ０ １ 页
，
中 华书局 ，

１ ９６２ 年 。

？ 《后汉 书 ？ 班彪列传 》 ，

第 １ ３ ４０
、
１ ３４ １ 页

，
中 华 书局

，

１％５ 年 。

？ 《 汉 书 ？ 王莽传下 》 ：

“

二 日 己 酉
，
城 中 少年 朱 弟 、 张 鱼

等恐见掳掠 ，
趋 謹 并 和

，
烧 作室 门 ，

斧敬法 闼 。 呼 曰
‘

反虏王

莽 ，
何不 出降 ？

’

火及掖 廷承明 ， 黄皇室 主 所居也 。 莽避火宣

室 前殿 ， 火辄 随之 。

”

第 ４ １ ９０ 页
，
中华 书局

，
１ ９６２ 年 。 （ 宋 ）程

大 昌撰 ， 黄 永年点校 ： 《雍录 》卷 九 ：

“

龙楼 门 者
，
桂宫 之 门 也 。

作 室 者
，
未 央宫 西北 织室 、 暴室 之类 。

”

第 １ ８ ５ 页
，
中华书局 ，

２００２ 年  ０

？ （ 汉 ）班 固 《西都 赋 》 ：

“

前 唐 中 而 后 太 液
，
览 沧 海 之 汤

汤 。 扬波涛于碣石
，
激神岳之 蔣 蔣 。 滥 瀛洲 与方壶 ，

蓬莱起乎

中 央 。

”

《 后汉 书 ？ 班彪列传 》 ，
第 １ ３ ４２ 页

，
中华书 局

，
１ ９６ ５ 年 。

？此说最 早见 于 《三辅 旧 事 》

“

长 安城 南为 南 斗城 ，
北 为

北 斗城
”

。 此书大约成书 于六朝 中 期 ， 原 书 已散佚 ，
现存有清

张澍 《二 酉堂 丛书 》辑 本 。 何清 谷 ： 《三辅黄 图 校注 》 ， 第 ５８
、

６０ 页
，
三秦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５ 年 。

？ （ 元 ）李好文 ： 《长安志 图 》卷 中 十二 ：

“

北 斗 城
，
三辅黄

图及 周 地图 曰 ： 长安城 南 为 南 斗 形 ，
北 为 北 斗 形

，
今观 城形

信然 。 然汉志及班 、 张二 赋 皆 无 此说 。 予尝 以事理考之 ，
恐非

有 意 为也 。 盖长乐 、 未央 ，
挪 侯 所作 ，

皆据 岗 阜之 势 ，
周 二十

余里 ， 宫殿数 十 余区 。 惠帝 始筑都城 ， 鄭侯 已没 。 当 时经营 ，

必 须包二 宫在 内 。 今 南城及西城两方 凸 出 ，
正 当 二宫之地

，

不得不 曲 屈以 避之也 。 其西二 门 以北 渭水 向 西南而来 ，
其流

北 据 高原
，
千 古 无改 ，

若取 东城正方 ，
不惟 大 宽

，
又 当 渭 之 中

流 。 人有 至其北城者 ，
言其 委 曲 迂 回之状

，
盖 是顺河之 势

，
不

尽 类 斗之形 。 以是 言 之
， 岂 后人 以近似而 目 之 也欲 ？

”

？李 小波 、 陈喜 波 ： 《汉长安城
“

斗城说
”

的再 思考 》 ， 《考

古 与文物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４ 期 。

？马 正林 ： 《汉长安城总体 布 局 的地 理 特征 》 ， 《陕 西 师

大学报 》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１ ９９４ 年 第 ２３ 卷 第 ４ 期 。

⑩秦建明 、 张在 明 、 杨政 ： 《陕西发现 以 汉长安城 为 中心

的 西汉 南北 向超长建 筑基线 》 ， 《文物 》 １ ９９ ５ 年 第 ３ 期 。

＠陈 文豪 ： 《 由 汉长安城平 面 图 看 研 究 进 展 》 ， 《 中 国历

史地理论丛 》第 ３ １ 卷第 ２ 辑
，
２０ １ ６ 年 。

？武 伯 纶 ： 《陕 西 历 史述略 》 （ 增订 本 ） ，
第 １ １ ６ 页

， 陕 西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１ 年 。

＠陈 桥 驿 主 编 ： 《 中 国 六 大 古都 》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社

，

１ ９８３ 年 。

？杨 宽 ： 《 中 国 古 代 都城 史 制 度 研 究 》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１ ９９３ 年 。

？王 仲 殊 ： 《汉长 安城城 门 遗址 的 发掘 与 研 究 》 ， 《考 古

学集刊 》 （ 第 １ ７ 辑 ） ，
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刘瑞 ： 《汉 长安城的朝 向轴 线与 南郊礼 制 建 筑 》 ，
第 ２ ４

页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史念 海 、 史先 智 ： 《论十六 国和 南北 朝 时期 长安城 中

的小城 、子城和 皇城 》 ， 《 中 国 历 史地理论丛 》 １ ９ ９７ 年 第 １ 期 。

＠ 尚民 杰 ： 《西汉 以后 的未央 宫 》 ， 《考古 与 文物 》 ２００ ３ 年

第 ２ 期 。

中 国社会 科学 院考古 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 《西安

市十 六 国至北 朝 时期长 安城宫城遗址 的钻探 与 发掘 》 ， 《考

古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９ 期 。

＠ 《汉 书 ？ 王莽传下 》 ：

“

更始都长安
，

居长 乐宫 。 府 藏 完

具
，
独未 央 宫烧攻莽三 曰

，
死则 案堵复 故 … … 赤 眉遂烧长 安

宫室 市 里 ， 害 更 始 。 民饥饿相食 ， 死者数十万 ，
长安 为虚

，
城

中 无人行 。

”

第 ４ １ ９ ３ 页
，
中华书 局 ，

１ ９６２ 年
； 《后 汉书 ？ 刘 玄刘

盆子 列传 》 ：

“

初
，
王莽败 ，

唯未央宫被 焚 而 已 ， 其余 宫馆
一 无

所毁 。

”

又
：

“

后 二十余 日
， 赤 眉贪财物 ，

复 出 大掠 。 城中 粮 食

尽
，
遂收 载珍 宝

，
因大纵火烧宫室 ，

引 兵 而西 … … 九 月
， 赤眉

复 入长 安 ，
止桂 宫 … … 时三辅大饥 ，

人相食 ， 城郭 皆 空 ，
白 骨

蔽野
，
遣 人 往 往 聚 为 营 保 ，

各 坚 守 不 下 。

”

第 ４７ ０ 、 ４ ８３ 、 ４ ８４

页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６ ５ 年 。

⑩ 《 后 汉 书 ？ 董 卓 列 传 》 ：

“

初 ， 帝 入 关 ，
三辅 户 口 尚 数 十

万
，
自 榷汜 相 攻

，
天子 东 归 后 ， 长安城空 四 十 余 日

，
强 者 四

散
，
羸 者相 食

，
二三年 间

，
关 中 无复人迹 。

”

第 ２ ３４ １ 页 ， 中 华

书 局 ，
１ ９６ ５ 年 。

＠ 《晋 书 ？ 孝 愍帝纪 》云 ：

“

帝 之继 皇统也 ， 属 永 嘉之乱 ，

天 下 崩 离
，
长安城中 户 不 盈百 ， 墙 宇颓毁 ，

高棘成林 。 朝廷 无

车马章服
，
唯桑版署号而 已 。 众唯

一

旅
，
公私有车 四 乘 ，

器械

多 缺
，
运馈 不继 。 巨滑滔 天 ，

帝京 危急
，
诸侯 无释位之志

，
征

镇 阙勤 王之举
，
故 君 臣 窘迫 ，

以至杀辱 云 。

”

第 １ ３２ 页
，
中 华

书 局
，

１ ９７４ 年 。

？刘振 东 ： 《 汉长 安城 考 古 ５０ 周 年 笔 谈 》 ， 《考 古 》 ２００ ６

年 第 １ ０ 期 。

？ ＞

《长安志 》 （ 卷五 ） ，
长安县局 印 ， 民 国二十 年本 。

？ 《 晋 书 ？ 刘 聪载记 》 ，
第 ２６６３ 、

２６６４
、
２６７３ 页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７４年 ０

？ 《晋 书 ？ 索 琳传 》 ，
第 １ ６ ５ １ 页

，
中 华书局

，
１ ９７ ４ 年 。

＠ 《晋 书 ？ 石季龙载记 》 ，
第 ２７７７ 页

，
中华 书局 ，

１ ９７ ４ 年 。

？ 《 晋 书 ？ 苻 健载 记 上 》 ，
第 ２８７０

、
２８７ １ 、

２８９７ 页
，
中 华 书

局
，
１ ９７４ 年 。

？李明 、 张 彦 ： 《大 夏真 兴 六年石 马散记 》 ， 《文 博 》 ２０ １ ４

年 第 ２ 期 。

？ 《魏 书 ？ 世祖纪 》 ，
第 ８ ２ 页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４ 年 。

⑩ 《魏 书 ？ 高祖纪下 》 ，
第 １ ８ １ 页

，
中 华 书局

，

１ ９７４ 年 。

？ （ 唐 ） 李林甫 等 ： 《唐 六典 ？ 门下省 》 ，
第 ２４９ 页

，
中 华 书

局
，

２０ １ ４ 年 。

＠ 中 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 研究 所 ： 《 古都遗珍——长 安城

出 土 的北周佛 造 像 》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
责任 编 辑 ： 周 广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