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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光复天下，

年号建武元年，幸南宫却非殿，正式在洛阳

建都［1］。东汉京师洛阳城，是在东周成周

城、秦三川郡治和西汉河南郡治洛阳城基础

上营建而成，但由于被后世曹魏、西晋及北

魏等朝代多次重建叠压与扰乱破坏，所以其

形制布局和宫室面貌现已难以究明。近年

来随着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勘察获得持续进

展，因此结合史料对东汉都城进一步复原研

究非常必要。

一、东汉都城的规模、城门与街道

据文献记载，东汉洛阳城“南北九里、

东西六里”［2］。考察的东汉大城平面呈不

规则南北向长方形，西垣残长3700米，北垣

全长2800米，东垣残长3895米，南垣被洛河

冲毁，以东西垣南段之间距离2460米测算，

整个大城周长约12.90千米，正合汉晋时三十

里。（图一）

在城垣外面围绕有大型的护城壕，壕宽

18～40米，深4～10余米。根据《水经注》等

记载，围绕和贯穿洛阳城（周代称成周城）

的河渠称为“阳渠”，传为周公所制。该河

渠是人工渠道，从洛阳盆地西面引自然河流

谷水之水，注入洛阳城内的城市水系工程。

此外，东汉还在都城西南部的洛水河道上修

建堰坝，即堰洛工程，引来洛水以供给城东

的阳渠通漕，为汉晋以后漕运的繁荣发展奠

定了基础。

据文献记载，东汉都城有城门12座，结

合考古资料，12座城门位置和门名基本可以

确定［3］。南面4门：正南曰平门（或曰平城

门），即正阳之门，与宫连，东曰开阳门，

西曰小苑门、次西曰津门。东面3门：南曰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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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曰宣平门、望门），中曰中东门，北

曰上东门。西面3门：南曰广阳门，中曰雍

门，北曰上西门。北面2门：东曰谷门，西曰

夏门。其中，东墙最北的上东门（西晋以后

称建春门）经过发掘，门址宽30米，进深12.5

米，有3个门道，残存有排叉柱础石和础坑，

为大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城门［4］。

据《河南志》记载，东汉洛阳城内有24

街，但仅有长寿街、万岁街、土马街、铜驼

街和香街等5街有名。另其引《汉官典职》：

“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

一亭。”即都城内还有24个都亭，城外还有

12个门亭。有芳林亭、奉常亭、广世亭、昌

益亭、广莫亭、定阳亭、遮要亭、暴室亭、

广阳亭、西明亭、万岁亭、文阳亭、东明

亭、视中亭、东因亭、建春亭、止姦亭、德

宫亭、东因亭、千秋亭、安众亭、孝敬亭和

清明亭等23个都亭的名字，但缺一亭名；另

外还记载有津门亭、皋门亭、宣德亭、长寿

亭、宣阳亭、凡阳亭、夕阳亭、万寿亭和临

平亭等9个门亭的名字［5］。这些街道和都亭、

门亭的名称与位置较为复杂，其中万寿亭在城

北夏门外，也称夏门亭［6］，临平亭在城北原

陵的西北部［7］；夕阳亭［8］、凡阳亭［9］、广

阳亭在城西，应该分别在上西门、雍门和广

阳门外大街出西郭的送别处；津门亭、宣阳

亭在城南，大概分别在津门、小苑门外大街

临洛河的南郭郊界处；其他则大多都不能具

体定位。但根据名称推测，除了前面能够确

定与城门有关的津门亭、宣阳亭和广阳亭，

图一 东汉洛阳城都城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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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宫有关的还应该有东明亭、德宫亭、暴

室亭和芳林亭等；还有些亭名则与曹魏西晋

时的城门或宫门门名相同，但不知如何而

来；也有的可能是周边乡野之亭。

据考古勘察，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道

路各4条，分别正对各座城门，道路宽12～51

米；城外在12座城门外各有1条道路，即东郭

区和西郭区各3条、南郭区4条、北郭区2条。

近年考察发现夏门内大街遗迹，其路沟较

深，道路宽24～25米，分3条道，之间有夯土

矮墙相隔，矮墙宽和高均约1米，路面上车辙

沟槽密集，车轮距1.50～1.60米，出土有“夏

门”文字瓦当［10］。

二、东汉南北宫的形制与空间格局

根据记载，东汉洛阳的宫城是继承了秦

时就有的南宫和北宫并重的格局。光武帝建

武十四年（公元38年），修建了南宫正殿前

殿［11］。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又重修

了北宫，起北宫及诸官府，永平八年北宫建

成［12］。据《文选·古诗·青青陵上柏》所

云：“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此南宫

和北宫显然是都城内两个分别独立的宫城，

分别具有皇帝朝宫、帝后寝宫和园囿。

据《后汉书》注引蔡质《汉典职仪》

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

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

卫。两宫相去七里。”［13］关于南、北宫相

距七里且有复道或度道［14］，笔者认为是南

宫至北宫主要宫殿之间有长达七里的双层廊

道。结合《太平御览》载《丹阳记》曰：

“汉魏殿观多以复道相通，故洛宫之阁七百

余间。”根据考察的汉晋时期廊道每间4.2米

计算，700余间合约3000米，汉代一里约420

米，长度正合七里。

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和勘察的最新道路

情况，并在之前研究基础上，绘制了新的东

汉洛阳南宫和北宫平面复原图。（图二）二

宫的规模基本相当，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

宽约1000米。南宫位于都城南半部，即中东

门内大街以南、开阳门内大街以西、小苑门

内大街以东、南面紧邻大城南墙；北宫位于

都城北半部，中东门内大街以北、夏门内大

街以东、谷门内大街以西、北面紧邻大城北

墙。近年考察发现了夏门内大街及东侧的汉

代宫墙，北宫的西界进一步明确。文献记载

南北宫有7座宫掖门［15］。南宫4座：南面1

座，即临近平城门的南宫正门，也称宫南阙

门［16］，应有门阙；东面1座，名苍龙门，也

有门阙，也称苍龙阙或东阙，门阙外铸有一

对铜翁仲；北面2座，分别名玄武门和北门，

玄武门也有门阙，称玄武阙或北阙，与北宫

朱雀阙相对，其门阙前也铸有一对铜翁仲。

此外，南宫西侧还有白虎阙，但不知是否设

门。北宫3座：南面是北宫正门朱雀门，也有

门阙，称朱雀阙，与南宫玄武阙相对，故二

阙之间也称为南北宫阙下，南北宫之间的架空

复道也在二阙之间通过；东面是北宫东门，名

东明门；北面是北宫北门，名朔平门。根据记

载，东汉的南北宫有朱雀五阙［17］，上述南宫

的宫南阙门、苍龙阙、玄武阙、白虎阙和北

宫的朱雀阙，正好有5座阙观。

在南、北宫之外，北宫东北部还有一个较

小的离宫永安宫［18］，周回六百九十八丈［19］，

大约当时的一里余见方。此外，在南宫和北

宫中皆有东宫、西宫［20］（或称长秋宫）、长

乐宫（或称永乐宫）和长信宫等宫。根据记

载，它们分别是南、北宫内皇帝朝宫、帝后

寝宫、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居住的宫院名称，

并不是单独的宫城。整体来看，南宫和北宫

的宫殿建筑朝向都是朝南的，但在宫院的前

朝后寝与内外朝的功能设置上，东向却是其

主要朝向。如南宫和北宫的东面，分别是外

朝三公府和宗庙社稷所在。而南、北宫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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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东汉洛阳南、北宫平面复原示意图

有东宫和西宫，位于东面的东宫是皇帝的朝

殿宫院，即大朝所在，其临近东面的外朝和

庙社，显然是便于皇帝和朝臣们议政与行事

方便。位于西面的西宫是帝后的寝殿宫院，

即内朝宫院，因属大长秋掌管，也称长秋宫

或中宫［21］。而皇太后的宫院称长乐宫［22］或

永乐宫［23］，皇帝祖母的宫院称长信宫［24］，

则应在南宫或北宫的北部或西北部，也就是

后宫所在。

南宫中的东宫主殿为前殿，显然是大朝

会宫殿，前面有端门；前殿后面有玉堂殿，

殿前悬挂有一对大铜钟［25］，也是皇帝经常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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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重要殿堂。南宫中门乐成门［26］内还有乐

成殿、灵台殿［27］和云台［28］等殿堂。其中

云台是南宫中重要的台阁建筑，大致位于东

宫北面靠后的位置，内有广室殿，有高阁四

间［29］。据文献记载云台为周代建造，是收藏

图书、术籍、珍玩和宝怪所在［30］，汉明帝时

在殿内绘有开国功臣二十八将的画像［31］。云

台殿前也悬挂有一对大铜钟，当也是皇帝阅览

术籍或处理政务的殿堂。西宫即长秋宫［32］的

主殿为却非殿［33］与和欢殿［34］，作为帝后的

寝殿宫院，也是内朝或皇太后居内临朝的殿

堂，宫院西面临近白虎阙有威兴门，还有西

掖庭、朔平署、钩盾署、尚书台、符节台和

兰台等宫中官署。长乐宫是皇太后居住的寝

殿宫院，即俗称的后宫，应在西宫的北面，

也称永乐宫，正门嘉德门，东侧有九龙门，

门内主殿为嘉德殿［35］。此外，兰台石室是南

宫中贮藏图籍典册和著述修史之所［36］，章帝

以后典籍和撰修地点均迁往东观。东观也是

南宫中贮藏典籍档案和校定著述的台观，上

有高阁十二间［37］，下围有廊房，因其“前望

云台，后匝德阳”［38］，推测位置应该在南

宫北部、云台的北面，著名的《东观汉记》

即成书于此。南宫的禁苑称为小苑，位于南

宫的西南部，其邻近大城小苑门，门内有宣

阳冰室［39］，小苑南门名平君门［40］。此外，

南宫中还有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凰

殿、黄龙殿、竹殿［41］、宣室殿［42］和千秋万

岁殿［43］等殿堂。

北宫宫院的南面有应门［44］，东面为云

龙门，西面是神虎门［45］。崇德殿和德阳殿

分别是北宫中的东宫和西宫正殿，即崇德殿

在东，德阳殿在西，相去五十步［46］。东宫

作为朝殿宫院，主殿崇德殿南面有章台殿和

章台门［47］；记载金商门在神虎门内［48］，门

内有崇德署［49］，显然崇德署应在崇德殿附

近，由薛综注《东京赋》可知“金商，西门

名也”，推测金商门应为东宫崇德殿宫院的

西门。西宫是帝后寝宫，故其主殿德阳殿也

称是在北宫掖庭中［50］，前有端门［51］；文献

载德阳殿在崇贤门内，而崇贤门又在云龙门

内［52］，薛综注“崇贤，东门名也”，据此

推测崇贤门应是西宫德阳殿宫院的东门；德

阳殿两侧有西閣和东閣，即南北向的廊道，

而西閣与临近的黄门北寺曾发生火灾，大火

延及广义门和神虎门［53］，显然广义门可能是

宫院西閣上的宫门，与北宫西门神虎门也很

近。德阳殿南面有前殿章德殿［54］，后面有宣

明殿［55］，还有温明殿、寿安殿［56］。德阳殿

作为北宫中殿之至尊者，东西三十七丈，合

今一百多米，可容万人，建成时汉明帝曾在

此召集百官举行宴饗大会［57］。北宫中还有含

德殿、天禄殿、温饬殿、迎春殿、永宁殿和

崇政殿等殿堂［58］。德阳殿宫院的西北部，也

有皇太后居住的宫院永乐宫［59］，宫院北部有

濯龙园和濯龙池，汉明帝马皇后在园中置有

织室，而汉桓帝也曾在濯龙园宫设置祠堂祭

祀黄老，故此园也称濯龙宫［60］。北宫东北部

有禁苑芳林园［61］，园内有天泉池，也称天渊

池［62］。北宫的东部有东掖庭、永巷署、钩盾

署、尚书台等官署，西北部有朔平署［63］。

三、东汉都城的外朝官府、礼制建筑、

里坊与市场、园囿

东汉洛阳都城的最重要官府是太尉、司

徒、司空三公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

年）建造于开阳门内，即南宫东面苍龙阙门以

东、大城东门耗门和南门开阳门的内侧［64］。

其中司徒府位置最为重要，府内设置有百官朝

会殿，国家遇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是

天子与丞相们谘决大事的外朝所在。司徒府有

东、西府门，因皇帝经常临幸，也筑有阙，其

西门阙与南宫的苍龙阙门相对而立，地位显然

比太尉府和司空府显赫［65］。由此可知，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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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的外朝在南宫的东面。

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在洛阳设

立宗庙和社稷，宗庙在左，社稷在右，即左

祖右社之制，但具体位置不详。建武二十一

年（公元45年），徙立社稷于上东门内［66］。

据此推测，东汉的宗庙和社稷，很可能设置

在北宫的东面。结合南宫的东面设置有外朝三

公府，宫内朝宫居东、寝宫居西，东汉都城的

东面朝向显然具有很重要的礼仪性功能。

东汉都城的礼制建筑，除了宗庙与社

稷，在郊外还分别设置有南北郊坛、五郊

坛、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等礼制建筑。祭

天的南郊坛位于城南七里，为圆坛八陛［67］，

大致在今伊河北岸相公庄附近，没有发现遗

址。祭地的北郊位于城北1500～2000米处，

地势高亢，考察发现有南北长方形的院墙，

与记载的城北四里位置相符，祭坛为方坛四

陛［68］，应在院子中部，但具体形制不明。

迎时气的五郊坛，根据《月令章句》记载，

坛的方位与五行之数相对应，即“东郊去邑

八里，因木数也；南郊七里，因火数也；黄

郊去邑五里，以土数也；西郊九里，因金数

也；北郊六里，因水数也”［69］。 明堂、辟

雍、灵台和太学的位置［70］、规模和形制，

经过发掘得到确认，其距离都城南墙约1000

米，即城南二至三里之地，自西向东灵台、

明堂、辟雍和太学依次排列［71］。

东汉洛阳都城内、外也设置有里坊和市

场。但里坊有名称的较少，记载有步广里、

永和里、上商里和延熹里等。步广里在上东

门内，翟泉附近［72］；永和里位于耗门内司徒

府北面，里内有董卓宅院［73］；上商里在城外

东北部，传为殷顽人所居［74］。东汉洛阳城的

市场有3个，大市名金市，在城中，具体在上

西门内，即南宫的西北部、北宫的西侧；南

市在城南，即平城门外和小苑门外之间的区

域，南面临近洛水；马市在城东，即上东门

外御道和阳渠的南面［75］。

除了南、北宫内的皇家禁苑，在都城内

外还有一些园囿和台观。都城西南隅有称为直

里的园囿，钩盾署下设置有直里监管理［76］。

城西有平乐苑［77］，苑内有台观平乐观，灵帝

时曾诏何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

起大坛、小坛［78］。关于平乐观位置，《河南

志》记载在上西门外［79］，但郦道元《水经

注》则指出：“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

惟西明门（即汉雍门）外，独有此台，蔚然

广秀，疑即平乐观也。”［80］现白马寺院西

南陇海铁路两侧有两座夯土台基，正在雍门

外道南，推测即郦氏所指。城西雍门外三里

北侧还有汉明帝所立佛寺白马寺，《洛阳伽蓝

记》有“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牟子

理惑论》“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81］。

这是因为北魏时塞雍门，在其北面新开西阳

门，故杨衒之所记在西阳门外御道南是北魏

时白马寺位置，而东汉时则应是在雍门外北

侧。城西广阳门外，还有胡桃宫［82］。城西

还有西苑（或西园）和显阳苑，西苑汉顺帝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起，又有西园，汉

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造万金堂于西

园［83］，但位置不详；而显阳苑极有可能是桓

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诛杀梁冀后［84］，

在梁冀建于城西阊阖门外三里的园囿处兴

建［85］。城东宣平门（即耗门）外有罼圭苑，

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营作，有东、西

二苑，东苑周长一千五步，内有鱼梁台，西

苑周长三千三百步［86］， 推测在今鱼骨村东

西两侧。城南津门外有鸿德苑，汉桓帝延熹

元年（公元158年）置［87］，因临洛河，曾被

洪水冲坏［88］。城南明堂的南面有雩场［89］，

是皇帝祈雨的祭祀场所。城西南的洛水北

岸，还有鼎中观，传为周成王定鼎处［90］。

在洛阳盆地周围，南面广成关所在的广成泽

附近还设置有广成苑，位置约在汝州市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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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西北部；西侧函谷关附近还有上林苑，在

新安县与宜阳县之间，二者均是皇家大型禁

苑［91］。此外，城东二十里的偃师还有鸿池，

洛水南还有南园，钩盾署分别设置有鸿池丞

和南园丞管理［92］。鸿池即今偃师商城遗址东

南部的古代池水，《水经注》记载池东西千

步，南北千一百步［93］。另《河南志》还记

载，汉灵帝光和三年还作有灵琨苑，但位置

不明。

［1］ 范晔，撰. 后汉书：光武帝纪. 李贤，等，注.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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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万寿亭，夏门

外。” 前揭书：56. 

 b. 《后汉书·孝桓帝纪》：“本初元年，梁太后

征帝到夏门亭。”注“洛阳城北面西头门也，门

外有万寿亭。” 前揭书：287. 

［7］ a.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临平亭，疑在

城北。” 前揭书：56. 

 b.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三月丁卯，葬

光武帝于原陵。”注引《帝王记》曰：“原陵方

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

十五里。” 前揭书：95. 

［8］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城西：“征西将军崔

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

也。”（杨衒之，撰. 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03. ）

［9］ 《 河 南 志 · 后 汉 城 阙 古 迹 》 ： “ 凡 阳 亭 ，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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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前揭书：107，111. 

［13］ 后汉书：光武帝纪. 前揭书：25. 

［14］ 《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二年，二月

己酉，南宫大灾。”注引《续汉志》曰：“时烧

灵台殿、乐成殿，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

欢殿。” 前揭书：351. 

［15］ 《后汉书·百官志二》：宫掖门条。前揭书：

3580. 

［16］ 《后汉书·百官志二》：“公车司马令一人，

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前揭书：3579. 

［17］ 《后汉书·礼仪志中》注引蔡质《汉仪》曰：

“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

阳，其上郁律与天连。” 前揭书：3131. 

［18］ 《后汉书·百官志三》：“永安，北宫东北别小

宫名，有园观。” 前揭书：3595. 

［19］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永安宫。《洛阳

宫殿名》曰：周回六百九十八丈。”前揭书：52. 

［20］ a.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东、西宫。卫

宏《汉书仪》曰：帝为东宫，皇后为西宫。” 前

揭书：46. 

 b. 《后汉书·窦何列传》：“（中平六年八月）

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

让等。” 前揭书：2252. 

［21］ 《后汉书·百官志四》：“大长秋一人，二千

石。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中宫出则

从。”注：“张晏曰:‘皇后卿。’” 前揭书：

3606. 

［22］ 《后汉书·窦何列传》：“袁绍也素有谋，因进

亲客张津劝之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长

乐太后专通姦利。’”注：“灵帝母董太后居长

乐宫。” 前揭书：2248. 

［23］ 《后汉书·孝桓帝纪》：“（延熹二年八月）壬

午，诏曰：‘梁冀姦暴，濁乱王室。永乐太后亲

尊莫二。’”注：“和平元年有司奏，太后所居皆

以永乐为称，置官属太僕、少府焉。” 前揭书：

305. 

［24］ 《后汉书·百官志四》：“右属大长秋。其中长

信、长乐宫者，置少府一人，职如长秋，及余吏

皆以宫名为号，员数秩次如中宫。”注曰：“帝祖

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 前揭

书：3608. 

［25］ 《后汉书·张让传》：“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

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苍

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悬于玉堂

及云台殿前。” 前揭书：2537. 

［26］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乐成门。南宫中

门。” 前揭书：43. 

［27］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灵台殿。灵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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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元年，南宫火。《续汉志》曰：时烧灵台殿、

乐成殿，延及西烧嘉德、和欢殿。” 前揭书：45. 

［28］ 《后汉书·五行志二》：“中平二年二月己酉，

南宫云台灾。庚戌，乐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

西烧嘉德、和欢殿。按云台之灾……，延及白

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 前揭书：

3297. 

［29］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云台。内有广室

殿。《洛阳地记》曰：‘云台，高阁四间。’” 

前揭书：  45. 

［30］ 《后汉书·五行志二》：“夫云台者，乃周家

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

也。” 前揭书：3297. 

［31］ 《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永平

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

云台。” 前揭书：789，790. 

［32］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长秋宫。内有和

欢殿。” 前揭书：46. 

［33］ 《后汉书·孝桓帝纪》：“本初元年，闰月庚

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

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注引《东

观记》曰：“太后御却非殿。” 前揭书：287，

288. 

［34］ 《后汉书·孝桓帝纪》：“（延熹八年）闰月

甲午，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钩盾、掖庭、朔平署

火。”注：“长秋，宫名。” 前揭书：315. 

［35］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嘉德殿。在九龙

门内，孝仁董皇后长居之，称永乐宫。” 前揭

书：44. 

［36］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兰台、石室、宣

名（明）、鸿都，皆藏典册之所。”前揭书：46. 

［37］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东观，承风观。

陆机《洛阳记》曰：在南宫，高阁十二间。” 前

揭书：46. 

［38］ 《艺文类聚·卷63》：“李尤《东观赋》曰：东

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前望

云台，后匝德阳。”（欧阳询，等，撰. 汪绍楹，

校. 艺文类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39］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謻门。在小苑门

内，冰室门也。《水经注》曰：‘謻门即宣阳门

也。门内有宣阳冰室。’”前揭书：54. 

［40］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华延儁《洛阳记》

曰：平君门，汉小苑南门也。”前揭书：74. 

［41］ 《艺文类聚·卷62》引《洛阳故诸宫名》曰：

“洛阳南宫有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

殿、凤凰殿、嘉德殿、黄龙殿、竹殿。” 前揭书. 

［42］ 《后汉书·五行志二》：“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

丁巳，南宫宣室殿火。”前揭书：3293. 

［43］ 《后汉书·五行志二》：“（延熹）八年二月己

酉，南宫嘉德署、黄龙、千秋万岁殿皆火。” 前

揭书：3296. 

［44］ 张衡. 《东京赋》载：“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乃

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

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

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

章。”

［45］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云龙门，宫东

门。神虎门，宫西门。”前揭书：47，48. 

［46］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崇德殿。宫之正

殿。”“崇德殿。亦明帝造。薛综曰：崇德在

东，德阳在西。相去五十步。”前揭书：44，49. 

［47］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章台门。崇德殿

前。”前揭书：43. 

［48］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金商门。在神虎

门内。”前揭书：48. 

［49］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崇德署。在金商

门内。”前揭书：50. 

［50］ 《后汉书·孝桓帝纪》：“（建和）二年五月癸

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

宫。”前揭书：292. 

［51］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端门。马融对策

于北宫端门。”前揭书：47. 

［52］ a. 《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注引《汉官

仪》曰：“崇贤门内德阳殿也。”前揭书：249，

250. 

 b.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崇贤门。在云

龙门内。”前揭书：48. 

［53］ 《后汉书·孝桓帝纪》：“（延熹八年）十一月

壬子，德阳殿西閣、黄门北寺火，延及广义、神

虎门，烧杀人。”前揭书：316. 

［54］ 《 河 南 志 · 后 汉 城 阙 古 迹 》 ： “ 章 德 殿 。 前

殿。”前揭书：44. 

［55］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宣明殿。在德阳

殿后。”前揭书：49. 

［56］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温明殿、章德

殿、寿安殿。或作德阳宫内殿名。”前揭书：49. 

［57］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德阳殿。《东

观汉记》：‘明帝欲起北宫。后起德阳殿。殿

成，百官大会。殿前有东阁。’《汉官典职》

曰：‘德阳殿，画屋朱梁，柱皆金镂。周旋容万

人，激洛水于殿下。’《洛阳宫殿簿》曰：‘殿

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应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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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仪》曰：‘在崇贤门内。盖北宫，殿之最尊

者。’”前揭书：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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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罐［7］（M102∶8、M103∶1）风格基本一

致，再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初步认为

这批唐墓的年代应为唐代中晚期。

唐墓M3、M6～M11有随葬动物的现象。

经中国科技大学王娟博士鉴定，它们的种属

包括黄牛、马、家猫、野兔、犬、狗獾、

獐、中华鼢鼠和雉等。这些动物中，小型的

野兔、中华鼢鼠、狗獾等不排除是后期侵入

的动物，但大型的黄牛、马，犬、家猫等应

是人们有意随葬的。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原地

区的唐墓中极少发现。卫辉乞伏令和夫妇合

葬墓中发现有动物骨骼［8］，但其位于墓道填

土中，可能与建业世和府唐墓墓室中随葬动

物骨骼的含义不同。目前发现的墓室中随葬

动物骨骼的唐墓有宁夏固原市史道洛墓［9］、

辽宁朝阳市郊南大沟1号墓［10］。其中，朝阳

市郊南大沟1号墓发现有牛骨、马骨等，其墓

葬形制也是圆形墓，与濮阳建业世和府唐墓

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我们认为，濮阳建

业世和府唐墓中随葬动物骨骼的习俗很可能

来源于朝阳市所在的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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