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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xian Scholar Office in ta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for collecting books in the
palace, which had functions such as compiling books, waiting for imperial orders and advising on etiquette
system, etc. Its location wa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palace layout and political sp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the boundaries of Jixian Scholar Office are
studied as follows: east to Mingfu Gate Street in Tang Dynasty, north to Zhangshan Gate Long lane, west to
Mingfu Gate West Street, south to today’s Tang Gong Zhong Road. Furthermore, the internal layout of Jixian
Scholar Office was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foundation sites of
two buildings in No.2 excavation area in the middle of West Area in Luoyang Palace in Tang dynasty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north corridor of the west courtyard and the main hall of the middle courtyard of Jixian
Scholar Office.
Keywords：Luoyang Palalce in Tang dynasty, Jixian Scholar office, Layout

摘要：本文综合分析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确定了唐洛阳宫集贤院的四至范围为东至唐明福门外大街

（T837与T74之间），北至章善门横街（GT56-77），西至明福门外西街（T57及以西），南至GT56-77向南对应的

今唐宫中路一带（约T674南扩探方向东的延长线上）。进而根据文献复原集贤院内布局，指出大内西区中部二

号发掘区中所见两处唐代建筑基址可能与集贤院的西院北行廊和中院正堂有关。

关键词：唐洛阳宫；集贤院；布局

唐洛阳宫集贤院址及布局考*

唐代在太极宫、大明宫、洛阳宫中设置的

集贤院，是重要的内府藏书和修书机构，具有

重要的文化职能。此前学者对集贤院的历史沿

革、定位及职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集贤院

隶中书省，除图书整理、保存外，还兼具编撰

著述、侍读待诏、参议礼仪制度等职能，其所

处位置对于宫城布局和政治空间的研究具有较

高价值。目前关于集贤院址的研究一般从文献

记载出发 ［2］，确定集贤院的相对方位和范围，

但对其与周边宫院和曹署的关系却难有比较准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建筑史学视野下的建筑遗址研究——以洛阳出土隋至宋时期的宫殿建筑

遗址为例”（批准号: 52008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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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把握。

隋唐洛阳城经 60余年的考古发掘，洛阳宫

城核心区特别是前朝区域已积累了大量系统而

完备的资料，大内功能分区较为清晰，为研究

洛阳宫集贤院选址及其与周边功能区的空间关

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结合文献记载和考

古发掘资料，讨论洛阳宫集贤院的位置及布局。

一 洛阳宫集贤院的创建历史

关于洛阳宫集贤院的创建情况，比较可靠者

为《唐六典》和《集贤注记》的记载。这两部书

的编撰皆与集贤院的创立有关［3］，成书年代也与

集贤院设立的时间相近，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结合相关文献可知，洛阳宫集贤院的创建过程

如下。

1. 乾元殿写书廊时期：开元五年至六年冬

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

内库”［4］。开元六年，“制令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官入

乾元殿，就东廊观书”［5］。开元六年冬，“及还京师

（长安），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

院”［6］。

2. 丽正书院时期：开元十年三月至开

元十三年四月

开元十年三月，“车驾幸东都，始移书

院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仍以丽正为

名”［7］，“院内屋并太平公主所造”［8］。开元

十一年，“归京师（长安），始于大明宫光

顺门外创造书院，依旧谓之丽正书院”［9］。

开元十二年冬，“车驾入都，始于明福门外

别置院，亦以丽正书院为号”［10］。

3. 集贤院时期：开元十三年四月以后

开元十三年四月［11］，“诏改集仙殿为

集贤殿，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12］。

二 集贤院与明福门外曹署

集贤院位于洛阳宫明福门外，是洛阳

大内西路诸曹署汇集之地。隋炀帝建东都

洛阳宫，在西路自景运门至显福门，东路会昌门

至章善门之间布置曹署区［13］。唐代这一区域仍为

曹署之用，东有门下省、宏文馆；西有中书省、

省西史馆、省北命妇院、院北修书院、史馆南内

医局、北尚食厨［14］。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沿用

了这一记载［15］。

至于集贤院的具体位置，徐松在《东都宫城皇

城图》中将集贤殿、书院绘于明福门以西，将史

馆、中书省绘于明福门以东，以广运门至明福门一

线为分隔，曹署分列左右，或是对《大业杂记》中

“道左”“道右”皆分布曹署的解释。（图一）对

此，学界有不同意见。傅熹年先生所绘《唐洛阳

宫平面复原示意图》，以广运门—明福门一线将

宫城西部分为两个区域，东为武成宫和中书省，

西为集贤殿、尚食厨、命妇院、史馆和内医局。

（图二） 贾鸿源先生认为，徐松所绘图纸不合

理，但关于诸曹署间相对方位的记载是可靠的，

并重绘图纸。（图三）

上述研究将曹署分为东西两列，且集贤院皆

位于明福门以西，与文献记载相符。但对于诸曹

图一 徐松《东都宫城皇城图》中集贤殿位置 （原图引自徐松《唐

两京城坊考》）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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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之间、曹署与街道间空间关系的看法却并不统

一。洛阳宫经过长时间的考古发掘，在大内西区

发现了多处唐宋时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将考古发

掘材料与历史文献结合，互证互补，丰富格局和

空间信息，可对集贤院的位置及诸曹署的布局有

更深入的认识。

三 空间参考系的确定

据《河南志》所载可知，集贤院在中书省、

命妇院以北，史馆、尚食局以东，是位于

洛阳宫西内曹署区东北角的一组建筑。

“东京集贤院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院东

隔街对武成宫。院西又有南北街，街西则

史馆及尚食局。南邻中书省，北接宫城。

院内东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书

院大门之外有水渠一道，北从崇贤门南流

至此”［17］，“明福之西曰崇贤门，其内曰集

贤殿”［18］。

综合以上文献描述可知，第一，明福

门外大街以东是武成宫院，以西则是曹署

区。那么唐代诸曹署的分布范围为东至明

福门外大街，北至明福门—崇贤门一线，

南至广运门。其西界并无明确的文献资

料。第二，明福门外大街是南北向街道，

其西侧还有一条南北街，为便于叙述，本

文称这一南北街为“明福门外西街”。明

福门外西街将曹署分为东西两列，东为集

贤院、命妇院［19］、中书省，西为史馆、尚

食局、内医局等。第三，集贤院门外有水

渠一道，自崇贤门南流，似为明渠，则明

福门外西街旁可能有南北向水渠。那么，

集贤院的分布范围为东至明福门外大街，

隔街相对武成宫院，西至明福门外西街，

北至明福门—崇贤门一线，南临命妇院、

中书省，院内东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

步的范围。（图四）

从遗址出发讨论集贤院实际四至范围。

1. 北界：明福门—崇贤门一线

章善门和明福门（即隋显福门）是唐洛阳宫

“入内”的关键守卫节点［20］，而连接二者的章善

门横街，则是外朝与内朝的分界［21］。因此，明福

门和崇贤门当位

于章善门横街的

西段。

笔者根据考

古发掘资料认为

唐宫东路西端略

偏东的现代道路

图二 傅熹年《唐洛阳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中集贤院位置 （原图

引自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

卷2，图3-2-5）

图三 贾鸿源《唐哀帝天祐二年洛阳宫城布局示意图》中集贤院位

置［16］（原图引自贾鸿源《敦煌本<刺史书仪>“俵钱去处”所涉后唐

宫城诸门位置商榷》）

图四 集贤院相对位置示意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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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沿发现的盛唐路土痕迹，与定鼎北路以西的二

号路土 （GT687）［22］ 和三号路土 （GT56-77）［23］，

以及唐宫东路与定鼎北路交叉口东南角 （TG3）
的 II号隔墙以北的路土连为一线，应该是章善门横

街遗痕［24］。（图五）

章善门横街宽约34米，南北均设隔墙，南面

为 II号隔墙，北面为 III号隔墙［25］。明福门、崇

贤门等门址就开设在横街西段上，其位置应沿着

II号隔墙向西寻找。在大内西区中部二号发掘区

GT56-77发现唐代东西向隔墙，与 II号隔墙基本

在同一水平线上。唐代墙体宽度约 1.55~2.16米。

这两段墙体皆发现补筑痕迹，曾多次加宽，内外

墙面都抹白灰墙皮，II号隔墙还发现表面涂红色

的痕迹，这应该是章善门横街隔墙的表面刷饰。

GT56-77中隔墙两侧均发现础坑，说明隔墙南北

皆设有廊道。隔墙西段南部发现东西20.5米，南

北约3米的局部南廊（二号基址），后在该南廊南

沿扩建出三号基址。

再往西，为大内西区西部三号发掘区，发掘

者认为这是一处唐代宫院遗址。这处宫院遗址的

北步廊恰位于上述隔墙向西的延长线上，与大内

西墙相交［26］。在北步廊基址基础夯土南侧上部，

清理出一段残高约5厘米的白灰墙皮，说明北步廊

上建有隔墙；白灰墙皮外涂红色，与上述 II号隔

墙表面装饰一致；隔墙位于北步廊中部，可知隔

墙南北皆设廊道，步廊总宽6.8米，减去隔墙宽度

2米，则南北廊道各宽2.4米，与GT56-77中发现

的局部南廊宽度接近。从北步廊的位置和形制分

析，认为其也为章善门横街南墙西段的一部分。

这道隔墙贯穿洛阳宫大内东西，以北为章善

门横街，以南并不设置通长的廊道，而是与各宫

院、曹署建筑群相结合，根据需要设置单边廊道

或双边廊道，甚至依靠隔墙建设单体建筑［27］。这

或许是在长期使用、改建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从

遗迹现象看，隔墙以南的建筑是断续存在的，不

构成统一整体。这样的空间组织方式与洛阳宫大

内常见的长廊有所不同，如大内中轴线两侧的东

西廊［28］、陶光园南廊［29］等是宫院或功能分区的

边界，需要独立贯通的长廊。而东西向的章善门

横街和隔墙贯穿大内东西，本身已实现了南北分

区的功能，隔墙以南的空间分属多座宫院，故隔

墙自然也就成为各宫院的组成部分而为其所用。

0 100m
图五 重要参考点分布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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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善门横街向西抵达宫城西墙，其西段是明

福门外诸曹署的北界。

2. 东界：明福门外大街

集贤院位于明福门外大街之西，院东隔街对

武成宫院，说明明福门外大街位于武成宫院以

西。武成宫院西边界位于G837西部，与G53连为

一线 ［30］。那么，武成宫院西界 （GT837） 与

GT56-77探方之间，有东西约20米的空间，明福

门外大街是否就在这里呢？文献中还有两条线索

可以参考。

《大业杂记》“閤西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

有西华门。出门西三十步，道北有武安门，门内

有武安殿，周以轩廊。西华门南四十步，有右延

福门。出门西行一百步，至显福门街”［31］。可

知，从乾元宫院西华门出，向西可进入武成宫

院，从右延福门出，向西可至显福门街（即明福

门外大街）。西华门和右延福门为乾元殿西廊上

的东西向横门。因此，自乾元殿西廊西行百步

（147米）可达明福门外大街。考古已发现乾元殿

西廊 （T922 和 T854A、B）［32］，从这里向西 147
米，恰位于武成院西界附近，与前面推测的明福

门外大街的位置较为接近。

《河南志》载，“长乐门内曰广运门。次曰明

福门”，说明明福门与长乐门、广运门可能有南

北对位关系。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已发现长乐门

位于西工区长乐街小学院内［33］。门址应为三门道

结构，门道北侧发现路土，宽约15米，不过，长

乐门内再往北就没有路土依据了。但在宫城东

侧，与长乐门对称的明德门以北发现了多处路土

痕迹，且可连为一线。这条路土最远抵于第一汽

车运输院内的2号发掘点［34］，也就是说，明德门

内大街至少向北延伸了 300米，合 200步，可知

明德门、会昌门、章善门三道门为南北对位关

系。考虑到隋洛阳宫始建时具有统一的规划设

计，东西对称明显，那么长乐门与其以北的广运

门和明福门也应是南北对位的关系。从长乐门遗

址出发向北延伸，与章善门横街南隔墙相交处，

就应是明福门的位置。这一位置正位于GT837与
GT56-77探方之间［35］。

根据与长乐门对称位置的明德门钻探情况，

可知明德门址总宽 20~22.5米［36］，门内路土宽约

18米［37］，长乐门门道内路土宽约 15米，故推测

明福门外大街的宽度应该在 15~20米之间，也可

容纳于上述区域。

综上，明福门外大街应向南与长乐门相对，

位于 T837 与 T74 之间，是明福门外诸曹署的

东界。

3. 西界：明福门外西街

根据文献梳理，可知明福门外西街有如下

特点。

（1）南北街，位于明福门外大街之西；

（2）街北抵章善门横街的南隔墙，对崇贤门；

（3）街西是史馆及尚食局，街东是集贤院；

（4）街旁有水渠一道，自崇贤门向南流。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沿章善门横街南墙，从

明福门外大街向西，第一处门址为T62唐代隔墙

上的门址［38］。（图六）在这处门址以南的G641探方

中发现南北向路土，路土上还有车辙的痕迹［39］。在

明福门外西街与明福门外大街之间，紧邻章善门

横街之处即为集贤院。“院内东西四十一步，南

北五十八步。”［40］若T62至G641一线为明福门外

西街，那么从明福门外西街东界 （T62 门址东

界）至明福门外大街西界（约位于 T74东南角）

之间，只有 50米合 34步，与文献所载集贤院东

西41步尚有约10米的差距。

按文献所记，崇贤门旁应有水渠沿着集贤院

西墙向南流。门址遗迹（T62）附近并未发现唐

代水渠，也未发现集贤院西墙。相反，这一门址

向南并不直接连接南北向道路，而是进入唐代二

号建筑基址和三号建筑基址内部。该门道宽 2.6
米，远小于其他宫城门道宽度。此外，门道仅出

现于晚期墙垣上，在早期墙垣上并未得见，可知

这一门道是改修的结果，而非始建时的形制。综

上可知，T62 发现的门址应该是院落或建筑内

部门道，而非宫城崇贤门门址所在。

那么，集贤院的西界应从门址遗迹再向西扩

展，至少抵唐代墙垣最东侧的柱洞（约7米），至

多至北宋基址的西边界［41］（10米），再往西就是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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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沟。唐代明福门外西街和水渠的位置或许就在

扰沟附近（T57及以西）。

4. 南界：命妇院、中书省

关于集贤院南界，尚无考古资料支撑，但若

以南北五十八步为线索，则大致位于大内西区中

部一号发掘区以北的唐宫中路上。在这条线以

西，跨明福门外西街，隔街相对，即前述大内西

区西部三号发掘区。

发掘所见宫院平面呈方形，边长约80米，四

面步廊围合。在宫院西北角发现八角形角亭，西

南角发现方形角亭，发掘者推测宫院东北和东南

角也应设角亭，与西部角亭对称［42］。

这组宫院与集贤院之间有约 40米的东西距

离，除去明福门外西街和水渠的宽度，似还可容

纳一组狭长的院落。不过从“史馆南内医局，北

尚食厨”，可知史馆和尚食局是南北关系，而非

东西关系。考虑到史馆是明福门外诸曹署中的重

要建制，当不会委屈于南北狭长的小院中。因

此，大内西区西部三号发掘区发现的宫院遗址很

可能就是明福门外西街以西的一路建筑群，包括

史馆、内医局、尚食厨等。这也从侧面说明明福

门外诸曹署的西界为大内西墙。

将考古遗址与文献对应，明福门外西街以西

的这一路建筑群，最北者为尚食局，中为史馆，

南为内医局。上述宫院遗址紧邻章善门横街南墙，

是最靠北的一组建筑群，当为尚食局区域［43］。不

过，考古工作只发现了四周步廊的边界和西北、

西南两处角亭，标示出一定的围合空间，但并不

能确认这就是一处完整的宫院遗址，也不能确认

这就是尚食局的范围。这是由于以下原因。

1. 该宫院东步廊以东，与集贤院之间，还有

东西约40米的空间，除去街道和水渠的宽度，其

余部分可能还存在院落。

2. 一般而言，同一座宫院会用相同式样的角

楼，但该宫院西北和西南角楼形制不一致。西北

八角形角楼向南与西步廊连为一体，角楼东部发

现散水，说明角楼与北步廊并未相连。无独有

偶，西南角方形角楼向北也与西步廊连为一体，

而在东侧出现南北向基础夯土，且有南北向包

砖，也说明西南角楼与南步廊并未相连。两处角

楼皆位于大内西墙上，故推测西步廊和角楼可能

与大内西墙的设置有关，即贴着大内西墙建设步

廊，而非宫院围廊。

3. 宫院四面步廊结构和宽度不同。从发掘情

况看，西步廊三条夯，宽 11米，北步廊 1条夯，

宽6.8米，东步廊2条夯，宽7.1米［44］，南步廊最

宽，约 12米［45］，也说明四面步廊不是统一设计

和建设的。因此，这几处步廊遗迹将明福门外西

街以西划分为更小的空间单元，但不一定构成独

立宫院，可能与尚食局有关［46］，更多的研究尚有

赖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建筑群南北步廊相距约

80米，与其东侧集贤院南北58步（85米），尺度

非常接近。那么集贤院与这组建筑群以南，很可

能共用一条东西向道路。再往南是其他曹署区

域。即各曹署以明福门外西街为界，分列东西，

但彼此间存在一定对位关系。

四 东都集贤院的布局

韦述《集贤注记》对东都集贤院的布局有着

详细的描述。

东京集贤院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院东隔街

对武成宫。院西又有南北街，街西则史馆及尚食

局。南邻中书省，北接宫城。院内东西四十一

步，南北五十八步。书堂东向，五间六架。东院

东行写书廊十五间，南行五架。书堂之南，侠室

三间五架。书堂之北，侠室三间五架。北行徘徊

两间四厦。院庭当中徘徊亭一间，四厦。南院西

厅，三间四架，东行五间，南行四间两厦，当书院

大门。永巷南正堂，北向，三间两厦。西院南行

四间两厦，北行五间四架，西行八间。院庭当中有

徘徊精舍，四面步廊周回，南向开门，兼有禅坐小

堂一间。精舍院内又轩廊，接学士所居之室。书

院大门之外有水渠一道，北从崇贤门南流至此［47］。

文中详细记录了集贤院内建筑分布情况，按

东院、南院、西院的顺序分别描述，为了解集贤

院平面格局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为复原集贤院平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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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布局，本文首先对书堂、徘徊亭、徘徊精舍等

重要建筑的位置进行辨析和讨论。

五间六架的东向书堂，并南北各三间五架的

挟室，于东院建筑群前后叙述，从行文顺序看似

属于东院。若如此，则第一处“院庭”当指东院

院庭，那么徘徊亭则也位于东院。但颇为特别的

是，书堂和南北挟室皆东向，且在建筑上应连为

一体，在文中却并未接续叙述，而是拆分两句，

先叙书堂，再讲东院，接着记书堂南北的挟室，

出现了语句穿插的现象，说明其叙述顺序可能不

那么简单，故需明晰书堂的位置。

从西院“北行五间四架”［48］、南院“南行四

间两厦”“正堂北向三间两厦”可知，西院和中

院东西至少有面阔五间的宽度。按行廊平均面阔

4米/间测算，则西院和中院占地至少东西宽 40
米。集贤院内东西 41步，合 60米。那么东院至

多宽20米。“东院东行写书廊十五间”，南北长约

60米。书堂和挟屋南北共长 11间，约 49米。而

集贤院南北 58步，合 85米，则东院写书廊与书

堂无法错位布置于同一院落，只能并列布置不同

院落。也就是说，若书堂位于东院内，则将与写

书廊共用 20米进深。书堂进深“六架”，约 12
米，即使压缩写书廊进深空间至两架，即 4米，

二者之间只存条形过道，根本无法再容纳院庭中

的徘徊亭。

因此，书堂不可能位于东院建筑群中，而应

位于中院建筑群中。结合其后南院的描述，可推

测书堂、挟屋、北行徘徊廊、徘徊亭等几座建筑

应共处一院，位于南院之北。此处仍以建筑尺度

数据核验之。书堂和挟屋南北 49 米，东西 12
米，北行徘徊两间东西8米，南北4米，徘徊亭5
米见方，加上建筑周围过道空间，则书堂建筑群

东西至少 22米，南北 50米。南院西厅南北三间

15米，东西8米，东行廊南北五间也15米，东西

4米，南行廊东西四间 16米，南北 4米，则南院

建筑群东西 16米以上，南北 20米。这一区域与

书堂建筑群可南北相对，南北总长度约70米，小

于集贤院南北85米的尺度。书堂建筑群以北，还

有一座两厦的北向正堂，东西面阔三间15米，进

深或是四架，合8米。

再看西院。“南行四间两厦”，东西面阔 16
米，南北进深 4米。“北行五间四架”，东西面阔

20米，南北进深8米。“西行八间”，南北面阔32
米，东西进深 4米。那么西院建筑群东西至少 20
米。院庭中有徘徊精舍，若与八间西行廊相对，

则步廊周回的精舍院仅有东西不足15米的空间安

放，过于局促也不利于交通。因此徘徊精舍更可

能与西行廊错位布置。考虑到“精舍院内又轩廊

接学士所居之室”，居室一般位于院落中后部，

那么徘徊精舍则可能位于西院南部，而“学士所

居之室“则可能位于西院北部。

综上，我们可基本复原集贤院的院落格局。

整体分为中院、东院和西院，其中中院是最重要

的院落，以东向书堂为中心，南部是书院大门，

北部是北向正堂。东院以写书廊为中心，西院以

徘徊精舍为中心。西院向西当有门通向明福门外

西街。从单体建筑尺度的情况分析，东院应该最

窄，东西约 12 米，中院和西院可能东西各 24
米。（图六）由此可知韦述的记录顺序是，先讲

图六 集贤院格局文献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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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院核心建筑书堂，再讲东院配套写书廊，这是

两组跟集贤院功能直接相关的建筑。接着重回中

院描述书堂建筑群、南院建筑群和北堂，最后写

到西院。

集贤院位于T56-T75中唐代隔墙（即章善门

横街）以南的区域。在紧靠隔墙区域发现的一些

建筑遗迹，似与上述集贤院建筑存在关联。

位于西侧的 2号基址和 3号基址的柱网南北

对位，为面阔五间的建筑。其中 2号基址南沿外

侧有包边砖沟，说明其原为独立建筑。3号基址

是在 2号基址的基础上加建的。从空间位置看，

两基址位于集贤院的西侧，为西院所处范围。若

其为集贤院内建筑，则可能是文献中的西院“北

行五间四架”。以四架为进深标准衡量，则西院北

行廊应包含2号和3号基址。

1号基址位于 2、3号基址东侧。其东北角距

2号遗址东边界仅4间行廊宽度，因此该建筑遗址

最多东西面阔三间，规模很小。但值得注意的

是，这座面阔三间的建筑，距北墙 3米，其东、

北方向两面皆砌有包边砖和散水，较为考究。从

建筑材料尺度看，1号基址所用柱础边长 0.6米，

比 3号基址所用柱础边长 0.35~0.4米大，也说明

其等级较 3号基址高。将其纳入集贤院平面考

量，可知其应位于中院北部。那么，该建筑则可

能为文献中朝北的面阔三间的“正堂”。若

T56-T75所见建筑遗址确与盛唐时期的集贤院有

关，那么集贤院的西界当在唐代墙垣西侧第一列

柱网的位置为宜。（图七）

综上，唐代洛阳宫西内以明福门外大街作为

宫城功能分区的界限，其东侧为乾元宫院和武成

宫院，乃外朝和正衙，西侧为曹署区。曹署区紧

邻外朝核心区域，便于政务的通达、朝仪的开

展。但又相对独立，与三殿和内朝功能区之间分

别以明福门外大街和章善门横街分隔，营造出规

整而自成体系的空间单元。曹署区内又以明福门

外西街作为分界，东西分列曹署，还可能设计有

东西向横街，划分各曹署空间，建立东西曹署之

间的联系。

本文基本确定了集贤院的空间位置。其位于

明福门外大街以西，章善门横街以南，东对武成

宫，北向集贤殿，南邻中书省，西近史馆，位置

显赫，地位突出。因已发掘的建筑遗址面积有

限，难以据此做出完整而准确的复原平面。但就

现有遗址局部分析，与文献有所呼应，可能与盛

唐时期的集贤院存在关联，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有待考古工作的更多发现。

［1］郑伟章. 唐集贤院考［C］//文史（第十九辑）北京：中

图七 集贤院北部遗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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