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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得志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位于陕西省麟游县，距西安 （隋唐都城所在地）

160公里。

县境属温带，年平均气温9.3 ℃。九成宫城即建在东西狭长的山谷中，

杜水、北马坊河与永安河三水于此处汇合，经宫城的西面和南面流向东南

与漆水汇合，再东流入渭水。宫城周围环山，气候凉爽宜人，是绝好的避

暑胜地。

麟游地居要冲，西北通甘肃、宁夏一带，西南则至凤翔、宝鸡，东临

“丝绸之路”要道直通长安等地。此宫非直凉冷宜人，且去京师不远”。即

因其邻近京师，而乐于在此避暑。隋文帝建宫在这里，也正是出于这种考

虑。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三年 （593） 二月，下诏营建仁寿宫。 仁寿宫建

成后，隋文帝即经常来此避暑，每次都住半年以上。因此，这里也成为当

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也都到此朝见皇帝。至隋末恭帝元年

（617），隋朝灭亡，而仁寿宫也随即作废。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又令修

复旧宫 （仁寿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宫。贞观六年 （634） 三月，

唐太宗李世民至九成宫避暑，冬十月回京师长安。此后太宗则经常到九成

宫避暑。至高宗李治永徽二年 （651） 改名为“万年宫”，乾封二年 （667）

又恢复原名九成宫。

关于九成宫的建筑形势，在魏徵于贞观六年写的《九成宫醴泉铭》和

高宗于永徽五年 （654） 亲作的《万年宫铭并序》中，都有描述。《九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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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泉铭》称：“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万年宫铭》

对建筑形容谓：“构飞檐于迥汉，腾虚架宇；耸紫殿于遥空，百仞朱楼。月

盈亏于青璅，千寻翠阁；云舒卷于丹墀，岫缀霞衣”。这说明九成宫的建筑

利用了山势、地形和河川，因地就势而建，除人为地建造了紫楼翠阁点缀

山川之外，也顺乎了自然之美。据此，我们对九成宫的壮观景象也可想象

一二。然而自高宗李治以后，皇帝就不再到九成宫避暑。在盛唐玄宗李隆

基之时，多去华清池游幸，而九成宫则已闲置，只是派人看守而已。有时

也借与亲王去避暑，但仍保持完好，其景象未衰。到晚唐昭宗时，宫殿建

筑即已荒废，昔日的宫廷重地已几为野草湮没了。所以吴融有诗云：“凤辇

东归二百年，九成宫殿半荒阡。魏公碑字封苍藓，文帝泉声落野田……”

据此可知，盛极一时的九成宫，到唐末已成一片荒野废墟了。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遗址，千百年来一直湮没在地下，基本保持完

好。著名的醴泉铭碑，也一直保存完好，但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

时候，预备作为矿石去炼铁，幸被县里一位官员发现，而将此碑保留了下

来。现在石碑虽已残缺了一些，但能保存下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这要

感谢那位县里有远见卓识的官员，他为保存祖国的文物立了大功。麟游老

县城原在遗址东五里许的一座山上，居民感到上下山极不方便，于是思迁

平地居住，遂选中了九成宫遗址处为新城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人前去调查时，已修了不少建筑，许多遗址被压在建

筑之下，而无可挽回，为了取得剩余部分的遗址资料，在陕西省文物局和

麟游县政府的支持、协助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于

1978年秋和1980年夏，对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部分地发掘，将离宫遗址的

范围基本上勘察清楚，发现宫城、宫殿等建筑遗址30余处，并发掘了其中

数处。1980年以后，在基建中又发现遗址多处，县文化馆报告后，我们则

随即前往清理，直至1994年秋才告一阶段。共发现大小建筑遗址37处，此

外还对九成宫周围的一些石窟和摩崖造像，作了初步调查。

调查发掘工作，由始至终均得到麟游县委、县政府、文化馆和博物馆

的大力协助。

如今麟游发生了巨大变化，麟游县委、县政府、文化馆和博物馆更加

注重文物的保护，并以此为契机开发旅游是值得赞赏的，我希望文物和环

境的保护与旅游的发展共同提高，为麟游带来腾飞的机遇和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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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麟 游 县 委 书 记

宝鸡市九成宫文化研究会会长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是隋唐时期的皇家避

暑离宫，以其环境优美、气候凉爽宜人、建筑豪华壮丽，隋唐两朝四帝20

次驾幸，一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堪称“离宫之冠”。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是我国历史上著名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建造的，作

为划时代的建筑杰作，其宫殿建筑艺术，天人合一的山水园林设计风格，

1000多年来不但深深影响了自隋以后的宫殿建筑模式及风格，而且对亚洲

部分国家也影响巨大。

中原无鹿海无波，风辇銮旗出幸多，今日故宫归寂寞，太平功业在山

河。由于自然原因，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已遭水毁，但遗存于地上地下的文

物古迹尚十分丰富，经过考古专家马得志、安家瑶两位前辈连续几十年不

遗余力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隋代宫殿建筑

的空白。其中37号殿址的发掘成果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

现之一和1994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

2010年，我们以“欧体书法艺术研究”为主题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九成

宫文化研讨会后，今年又以“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宫殿建筑与现代都市建筑

风格”为主题，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九成宫文化研讨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一

主题，各抒己见，建言献策，本论文集收录的27篇论文，对隋仁寿宫·唐九

成宫的建筑、政治、文化、民族关系、遗存文物和文物旅游的利用开发等

张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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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角度广、观点新、资料翔实，部分资料为

首次披露，对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深入发掘九成宫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

游产业突破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届全国九成宫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问世，对九成宫大遗址

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无疑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我相信，有全国

诸多专家学者的集思广益和聪明智慧，九成宫文化研究的前景将会更加广

阔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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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麟游县委副书记

麟游县人民政府县长

隋唐离宫鉴千秋，九成文化誉神州。麟游是一个古老而闻名的故土，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隋唐时期即在今县城所在地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避暑

离宫——仁寿宫（九成宫），隋唐两朝四帝先后20次驾幸麟游，这里一度曾

成为全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千百年来，九成宫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

积淀和不朽的文化灵魂，在书法、文学、雕刻、建筑和佛教等各个领域都

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闪烁的文化明珠。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紧紧围绕挖掘和

弘扬九成宫文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去年，我们

举全县之力，成功举办了九成宫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研讨会，在

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年又圆满举办了第二届九成宫文化研讨会，来

自全国七个省、市、自治区的68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围绕九成宫文

化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论文34篇，遂将27篇观点鲜明、思想

深邃、见解独到的研究成果，收录于《第二届全国九成宫文化研讨会论文

集》中。该《论文集》的出版，是我县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又一朵奇葩，对

于研究隋唐历史、弘扬九成宫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不可低估的历史

意义。必将对提高麟游的知名度，发展壮大麟游的文化旅游产业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必将成为研究、保护、开发、利用和弘扬九成宫文化的重要

资料和宝贵财富。

王宁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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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奏响了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冲锋号，挖

掘、研究和弘扬九成宫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人难挑千斤担，众

人能移万座山。我们热切期盼广大专家学者参与投身到九成宫文化研究、

挖掘和传承中来！热诚欢迎全国各地以及广大海内外朋友来麟游观光旅

游、投资兴业！以九成宫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推动麟游经济社会的持续快

速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麟游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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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九成宫遗址的保护
是麟游城市发展的机遇

安家瑶

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的科学价值

翻开史籍，关于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记载相当丰富。隋仁寿宫建于隋

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入唐以后，于太宗贞观五年（617）依隋宫原址修

葺重建，改名九成宫。高宗永徽二年（651）曾改称万年宫，乾封二年

（667）复称九成宫。隋文帝时经常到仁寿宫久住，唐太宗时也常在九成宫

避暑，所以这处宫殿在隋至唐初地位重要，在皇帝居住于此时成为当时的

政治中心，所以宫城雄伟，并置禁苑及府库、官寺等建筑。但自高宗以

后，唐朝皇帝就不再到那里避暑，九成宫丧失了原有的重要位置，中唐以

后更是日渐衰败，到晚唐昭宗时，那里已沦为废墟。因此，这是一处对隋

和初唐历史研究有关的重要遗址。对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的考古工

作，已不仅是为了解一处皇帝避暑离宫的规模和建筑形制，而是具有更深

刻的史学价值。

对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对研究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具

有特殊意义。过去在考古发掘中没有获得过保存较完整的隋代宫殿建筑遗

址，对当时的建筑规制及建筑构建均缺乏认识。唐代九成宫系在隋仁寿宫

的基址重建，基本没有改变隋代建筑规制，并且在重建时没有对隋代基址

有多大的破坏，唐末宫殿废弃后也多未遭后世扰乱，所以在这处遗址中不

但唐代宫殿基址保存较好，而且在唐代地层叠压下的隋代宫殿基址也多保

存较好，特别是其中的37号殿址，基本保持初建时原貌，唐代只有极少部

隋唐九成宫遗址的保护是麟游城市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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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经改建或修补，更较完整地保留了隋代建筑规制。因此获得了极珍贵的

有关隋代宫殿建筑的实物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学术价

值。不仅《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记载了这

座夏宫，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杜甫、李商隐等都留下咏颂九成宫的诗篇。

唐代著名画家李思训曾绘有《九成宫纨扇图》，其子李昭道也绘有《九成宫

图》。《九成宫醴泉铭》更是文学和书法艺术的顶峰。由此可见，九成宫在

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上的重要价值也是其他离宫不可比拟的。

二、考古发掘证实了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存在

虽然史书上将九成宫的位置记载得很清楚，即在现在的陕西省麟游县

新县城，但游人到此，地面上见不到一座当年的楼台亭榭，真不敢相信名

噪一时的九成宫就建造在这样的穷乡僻壤中。从九成宫唐末毁坏到现在只

有1000多年，但是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在遗址上已经覆盖了2—3米的黄

土。正是由于覆土太厚，现代地面上难得见到隋唐遗迹和遗物。20世纪50
年代，九成宫遗址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在60年代初进行文物

复查时，几个文物干部见地面上的遗迹遗物很少，就以为破坏殆尽，轻易

地撤销了这一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时候正好县政府认为旧县城地方狭小难

以发展，计划县城的搬迁。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正好给了县政府搬迁到遗

址地的机会，县政府决定废弃老县城，将新县城建在天台山下的风水宝

地，即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上。在新县城的建设过程中，只要下挖到

二三米深处，就会遇见九成宫的遗迹和遗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唐城工作队自1978年至1994年对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进行了全面的

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西安唐城队建队于1957年，主要学术目的是对西安

唐长安城和唐大明宫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1978年，当马得志

先生得知麟游新城区逐渐搬迁到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上，遗址正面临破

坏，他当机立断带领考古队到麟游县对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进行全面的

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马得志先生主持的考古工作搞清楚了宫城的位置、

规模。九成宫修建在杜水北岸，北依碧城山，南对堡子城和青莲山，东障

童山、西临凤凰山。离宫的宫墙东西1010米，南北约 300米，地势西高东

低，秀丽的天台山被围在宫城之内。由于考古队进入麟游时，遗址上已是2



楼群林立、街巷如织了，考古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宫城内发掘了天台山上

的1号、2号宫殿遗址，13号隋代井亭及多段唐代石渠等重要遗址。在宫城

以西的禁苑中发掘了 3号建筑群。在宫城北的碧城山和宫城南的堡子山上

发现了宫城外的缭墙，并发掘了缭墙的北门。在马先生主持发掘期间，他

还给全县的重要干部讲课，讲九成宫的历史，宣传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麟游县是陕西省内贫困县之一，当时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很差。马得

志先生在麟游考古工作期间多次重病住院，但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

前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考古成果是马得志传奇

一生中对隋唐考古的又一重要贡献。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 37号殿址是 1989年在基建中发现的。在省市县各

部门支持协助下，考古队经过五年的艰苦工作，多次拆房扩大发掘面积，

于1994年9月完成了整个殿址的揭露。我手中保存了一份麟游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件复印件，是1993年9月10日关于继续发掘和保护唐九成宫37号
殿址协调会议的纪要。县长齐军智、副县长杨建成、副县长王书林都参加

了会议，会议协调解决了县邮电局拆除遗址上的 8间平房，县新华书店拆

除部分房屋，考古发掘范围还扩大到县北大街，涉及排污渠的改建和电缆

的改线铺设。没有县政府的支持，37号殿址是无法全面揭露的。37号殿址

的揭露，给考古学界和古建筑界带来了惊喜。37号殿址位于离宫中心偏东

部，殿址坐北朝南，高出隋唐地面 1米，东西长 42.62米，南北宽 31.72
米。黄土夯筑的殿阶基全部用石材包砌。东、西、北三面各有两条与回廊

相接的踏道；南面设两条登殿的踏道，踏道中间有0.91米的石阶为“陛”，

即皇帝专用的御道。殿址上现存64个一米见方的覆盆式青石柱础，雕刻得

非常规整精细。由于绝大多数的柱础都在原位置没有移动过，因此该殿堂

的平面布局相当清楚：东西面阔九间，南北进深六间；网柱分布独特，檐

柱与内柱之间形成跨度达8.2米的围廊，如此之宽的围廊为国内首次发现。

遗址中部为内殿，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南北跨度达9.4米。内殿的南北门

还留下了汉白玉的门砧石。 这样格局的建筑在文献中未见记载，现存古建

筑中也无此类实例。37号殿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隋代宫殿建

筑的空白。1994年9月初，麟游县召开了九成宫37号殿址考古成果新闻发

布会。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

隋唐九成宫遗址的保护是麟游城市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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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九成宫前期考古发掘的主持人马得志先生及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

物局、宝鸡市广播电视文化局的领导等考察了考古现场。专家们对保存这

样好的隋代宫殿赞叹不已。宿白教授认为，这个遗址是中国考古史上保存

最完整、最系统的皇家离宫遗址。罗哲文先生背着相机兴奋地四处拍照，

中午也不休息，不顾劝阻，登上 37号殿址南侧邮电局新楼的楼顶拍遗址，

以至于会后还没有到西安就发起高烧。我们都因照顾不周有所愧疚，但罗

先生并不在意，一提起九成宫仍兴奋不已。在九成宫 37号殿址的宣传上，

我们还应提到新华社的两个记者。王兆麟先生是新华社驻陕西的高级记

者，他一直关注着九成宫的考古发掘。在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就发表了新

华社对外新闻稿《陕西发掘出隋唐宫殿遗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国内主要媒体转发了这份新闻稿。《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法国

欧洲时报》等境外十几家报纸也都发表了他的新闻稿。樊如钧先生当时是

新华社驻陕西的摄影部的主任，他曾在麟游下过乡，对麟游有深厚的感

情。在我们发掘期间，他特意到现场采访，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樊如钧先

生后来调到北京，任新华总社摄影部主任，专门负责对中央领导的摄影。

37号殿址的发掘被《中国文物报》评为 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

一。1996年，这一考古工作又被《中国文物报》评为“第八个五年计划

（1991—1995）”期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同年，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的历史机遇

1994年 9月，在麟游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讨论了九成宫的保护问题。宿

白教授认为必须马上停止在遗址范围内的一切建设，县城逐步搬出九成宫

范围。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都很赞成宿先生的意见，但是在当时的条件

下，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37号殿址发掘之后，我没有回过麟游。因为

我害怕看见这么珍贵的遗址继续遭受破坏，而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又无

力制止破坏，这种无奈是心中永远的痛。2010年年初，麟游县县委书记张

校平到北京看望马得志先生，和我们探讨九成宫的保护问题。我感到隋唐

九成宫遗终于等到了她的历史机遇。

近年来，文物系统正确把握了文化遗址产保护领域事业的发展形势，4



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工作定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融入经济社会，

促进自身发展，进行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央

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已从 1978年的 0.07亿元增加到 2010年的 47.3亿元。

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

〔2005〕42号），加快了我国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型

进程。近几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很大成果。2008年，国家设立

了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抢救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

遗产。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

事、科技、工业、农业、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

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

址、遗址群。在我国已公布的六批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约有

500余处是大遗址，占总数的1/4，其中一部分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大

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主体

和典型代表，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

景观和旅游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世

界展示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大遗址所在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大遗址保护工程已选了 100处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

位的大遗址，逐步完成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并编制 100处大遗址总

体保护规划。这项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唐大明宫、秦始皇陵、阳

陵、偃师商城、汉长安城等重要遗址的保护规划。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属于大遗址。九成宫遗址保护的总体规划的制

定和将来的保护工程都可以申请国家的专项经费。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的保护可以借鉴很多成功的经验。西安大明

宫、洛阳皇城、成都金沙遗址、荆州城、郑州商城和曲阜等都是遗址在城

市中心地区，近年在保护遗址方面和城市建设方面取得双赢。文化遗产作

为不可再生、极为稀缺的文化，精神、经济和社会资源，其重要地位日益

凸显。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的保护必定会为麟游的经济发展、城市文化

品位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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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行宫建筑风貌一瞥
——以九成宫等行宫遗存为中心的文化考察

介永强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建筑

以其独特的结构体系和优美的艺术造型彪炳世界建筑史。唐代是中国古代

建筑艺术发展的高峰期，可是，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建筑，历经劫难，

大多荡然无存，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只有南禅寺和佛光寺（皆在五台

山）。这两座唐朝年间的木构建筑固然弥足珍贵，但是，无可讳言，它们只

是一些中小建筑，不能反映唐代建筑的整体水平，更何况佛寺殿堂毕竟不

能与帝王宫殿相比。因为在中国古代，宫殿是最为宏大的建筑，它代表一

个历史时期建筑文化的最高水平。唐代长安城东北的大明宫建筑群，布局

严整，气魄雄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唐代高度成熟的建筑文化艺术。京

城之外的行宫别苑亦是唐代宫殿建筑，其规模宏大，成就非凡，也充分反

映了唐代建筑文化艺术。

唐代帝王除了拥有日常起居生活和处理朝政的宫城外，大都在京城以

外修建了巡游行幸驻跸的行宫。①灿若群星的行宫是唐文化的渊薮②，是中华

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明珠。斗转星移，沧海桑

田。时至今日，唐代行宫建筑圮毁殆尽③。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 70年代

以来，华清宫、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等行宫的考古发现，弥补了我们

研究唐代行宫建筑的某些缺憾。以考古发现的唐代行宫遗存（遗址和遗

① 详参拙文《关中唐代行宫考》、《唐代行宫考逸》，分别刊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

期、2001年第2期。

② 别详拙文《唐代行宫文化透视》，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③ 参看拙文《唐代行宫三题》，载《唐都学刊》2001年第4期。6



物）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考察，我们得以领略唐代行宫建筑的大体

风貌。

一、布局规划——巧于因借

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说：“要能提炼旧建筑中包含的中国质素，

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许多平面部署，大

到一城一市，小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

视。”①长安城的平面部署是唐代建筑规划设计的典型。唐长安城总体布局

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以发挥地理上的优势，使整个城

市宽敞大方、高低错落、气势磅礴。② 无独有偶，作为皇家园林的唐代行宫

别苑，在布局规划上与唐长安城异曲同工，这就是巧于因借。

唐代帝王为了追求悠闲雅逸的生活而营建行宫，因此，行宫建筑力求

山水形胜，富于自然意趣。所谓山水形胜、自然意趣，在布局规划上，就

是因山借水，因地制宜。九成宫坐落在杜水之阳，北依碧城山，南对石臼

山，东障童山，西临凤凰山，还有马坊河从旁流过，宫南又有玉女潭。根

据这一地形特点，九成宫在布局上不求工整，因地制宜，“抗山冠殿，绝壑

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

差”③。华清宫背靠骊山，面对清渭，水光山色极尽其美，亭台楼榭鳞次栉

比，百司廨署错落其间。玉华宫建在幽美秀丽的东西走向的玉华山谷，周

围群峰叠嶂，附近有玉华河、漆水河流过。翠微宫东有翠华山，西有清华

山，沣河、潏河环绕周围。三阳宫沿石淙河河谷而建，傍依突兀林立的天

然石峰。就连唐太宗很不满意的襄城宫也是前临碧波清涟的汝水，傍通浩

渺如镜的广城泽。巧妙地因山借水，充分地利用有利地形，因地制宜，使

宫苑建筑与地理形势紧密结合，使自然美与建筑美相融糅，从而本于自然

而又高于自然，虽由人做，宛自天开。诚如计成《园治》卷一《相地》所

言：“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自成

天然之趣，不需人事之工。入奥疏源，就低凿水，搜土开其穴麓，培山接

①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② 马正林：《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全唐文》卷141，魏徵《九成宫醴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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