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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

西安市

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

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南排 4 座.中排

3 座。每座建筑都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曲尺形配房

组成。中心建筑和围墙平面作方形，轮廓如"回"字=中

l~Al 离楼村遗址 〔新城区高楼村西北 100 米· 心建筑平面呈"亚"字形，边长约:J:J米.四面对称.中

新石器时代、汉J 1957 年调查。位于沪河西岸二级台地 央为主室，四隅为夹室。主室四周各有一厅堂，四堂之间

上，面积约1. 2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O. 3~0. 6 米。采集有 以回廊相通，四厅堂前面各对着 3 个方形土台.方台外侧

泥质红陶片、陶环等。属仰韶文化遗存。 1956 年发掘汉代 有砖砌路面通四门。整个中心建筑还环绕着河卵石散水.

陶窑 l 座，窑室平面呈长方形，长 5 米，宽 2.7~2.8 米; 其四周穷筑围墙每边长 260~280 米。围墙每边正中的大

窑壁残高 2.01 米。后壁有 3 个烟道，中间总烟道长 2. 1 门和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形制与辟雍的相同。 12 号建筑位

米。窑道斜坡形，长约 4.5 米。窑内残留木炭灰、条砖、 于 1~11 号建筑围墙南正中.二者围墙相距 10 米 e 其内

绳纹瓦及陶器残片。(参见《考古)) 1961 年 11 期) 除中心建筑比 1~1l号建筑约大一倍外，围墙大小及建筑

2~A2 汉长安城辟雍遗址 C莲湖区大土门村北侧 形 ifitJ 与 1~1l号建筑略同。出土柱础石上有"始建二"年

·汉代〕 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遗址，建于元始四年 号、"节杨"地名等。(参见《考古)) 1960 年 7 期)

(公元 4 年)。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1. 5 公里处的东 4~A4 影山楼遗址 〈莲湖区曹家堡衬南 150 米·

侧。 1957~1961 年发掘。建筑平面外圆内方。中心建筑建 汉代〕 面积不详，存秀土台基 1 处.东西长 178 米.南

于圆形秀土台上，台面直径 60~62 米，高出地面 O. 3 米。 北宽 53 米，残高 1.8 米。采集有粗绳纹板瓦、筒瓦、几

中心建筑平面呈"亚"字形，四面对称，边长 42 米。其 何纹和小方格纹砖及灰陶、袖陶罐等残片 e

正中是一个方形秀土台，边长约 17 米，残高1. 5 米，推 5 人 李家村遗址 〔碑林区李家村·汉代:

测台面上原有高大的三重檐建筑(太窒)。在中心台的四 1992 年发现。面积不详，暴露方形灰坑 2 处.其内较纯净

角，各有大小相同的方形小秀土台两座。中心台的四边有 的红褐色土中夹有少量汉代瓦片。地表散布绳纹板瓦、筒

4 个厅堂，各长 24 米，应即所谓"明堂"、"总章"、"青 瓦残片及灰陶盆口沿等。 1954 年发掘斜坡墓道砖室墓 1

阳"、"玄堂"。四堂前面围绕敞厅。中心建筑的四周有务 座，基室分为前、后室及东耳室.总长 7.H 米=前窒宽

筑围墙，呈正方形，因边各长 235 米，墙残高 0.15~0.3 2.95 米.后室宽 2.07 米。出土袖陶壶、陶罐、臣、方盘、

米，基宽1. 8 米。围墙内、外侧有排列有序的方形柱础石 勺，陶狗、铜镜、五妹钱等。

和防水坡，坡下有砖砌滴水沟。围墙正中各辟一门，门道 6~A6 渠北遗址 〔碑林区雁塔路西防洪渠北侧·

宽 4.5 米，进深 12.5 米。围墙内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 汉、唐、宋〕 面积约数万平方米。地表散布大量汉代粗

边长 47 米。围墙外有困水沟，直径 349~368 米，沟宽 2 绳纹板瓦和少量绳纹筒瓦。 1992 年，暴露长 15 米、厚。. -l 

米.深1. 8 米，沟壁砌砖。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一长 ~1 米的汉代灰层。还发现汉墓 3 座.出土铁棺钉.陶片、

方形小圈水沟。出土有绳纹筒瓦、板瓦、云纹瓦当、陶盆、 袖陶片等 g 唐、宋墓 8 座.出土黑袖瓷罐、白袖瓷碗、

铜嫉、五妹钱、铁刀、铁钉等。(见《考古学报)) 1959 年 "开元通宝"钱等。

2 期、《考古)) 1963 年 9 期 7~A7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 :莲湖、碑林、新坡、

3~A3 汉长安城"王莽九庙"遗址 〔莲湖区汉城 未央、雁塔区·隋~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隋、

北路两侧·汉代〕 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遗址，建于 唐两代的都城遗址。始建于隋开皇二年 (582) ，名大兴城=

新莽时期。位于长安城安门、西安门南出的平行线内，北 唐建国后改名长安城.仅作局部修建和扩充，遂成为当时

起今枣园北坊，南至庆安机器厂，东自团结北路，西至杨 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国际都市之→。唐末天格元年

家围墙村，面积约 2. 2 平方公里。 1957~1959 年钻探发 ( 904) 毁废。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都城共 320 余年.在

掘，共发现 12 座形式完全相同的建筑。 1~11 号建筑的四 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ε 特别是唐长安城的形

周有方形大围墙，边长约 1 400 米。其内 11 座建筑大小相 制，不但是中国中世纪城市的典型.也影响了邻国、特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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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

是日本都城的形制 。 1957 年至 80 年代相继勘探、发掘 。 城 家衬西南 80 米·隋~唐〕 外郭城南墙中门遗址. :J t 通

址面积达 83. 1 平方公里，是现存明西安城的 7 倍 。 总体 朱雀门。 1956 年调查 .1972 年发掘 1 750 平方米 e 门址东

按中轴线对称布局，由外郭城、毡'城、皇城、大明宫、兴 西长 52. 5 米.南北宽 16. 5 米，门墩残高约 2 米 c 有 5 个

庆宫、各坊市及芙蓉园、曲江池等园林组成。宫城和皇城 门道.各宽 6. 5 米，进深 18 米。门道之间秀筑隔墙厚约

位于城内北部中央，大明宫位于城外东北侧，兴庆宫位于 3 米，墙面瓷砖，各门道有雕花石门槛 。 推测城门系两壁

城内东部，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 l菊;商 排立柱的木构过梁式建筑 c 出土石龟、铁环首刀、铜铃.

业区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通 ..乾元重宝"、..开元通宝"钱币，石印.以及印文砖 、 莲

长安城内的主要渠水有 4 条，名龙首、清明、永安、清渠. 花纹砖、彩绘砖、筒瓦、板瓦、陶瓷片等。(见 4考古学

分别引城东和城南的沪水、?穴水、泼水、溺水入城 。 外郭 报 )) 1958 年 3 期、《考古)) 1974 年 l 期)

城东南隅有芙蓉国和曲江池，城北建有西内苑，均为长安 A' - 7 外郭峨安化门遗址 〔雁塔区山门口街道山

域的著名园林 。 (参见《考古学报 )) 1958 年 3 期) 门口衬东 220 米·隋~唐〕 外郭城南墙西门遗址 . 1956 

A;--1 外郭城遗址 〔隋~唐〕 又名罗城 。 1956 年 年调查。门址面积 425 平方米，东西 42.5 米，南北 10 米 s

调查。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 9 721 米，南北 8 651. 7 有宽 7.2 米的 3 个并列门道。出土有石门基石、条石及砖

米。城墙保存于地面上的，仅北城玄武门和商城安化门一 瓦等 。 (见《考古学报 )) 1958 年 3 期)

带各有一小段，残离 1~2 米，其余则仅存墙基部分。墙 A' - 8 外郭城延平门遗址 〈雁塔区丈八沟乡响塘

体均以黄土版筑，仅在城门处内外表面包砌砖壁。墙基宽 寨村商 1.5 公里·隋~唐〕 外郭城西墙南门遗址.北距

12 米左右，穷层厚 9 厘米左右 。 城墙外侧有与之平行的城 金光门 2 320 米。 1956 年调查。门址南北长 39. 2 米.东

壤 。 外郭城每面辟三门，以顺时针序，北因为光化门、景 西宽 15 米.有宽 6. 7 米的 3 个并列门道 e 门址散布有大

耀门、芳林门(隋称华林门);东面为通化门、春明 n 、延 量砖瓦、灰渣、红烧土及木炭等，并发现有柱础石 ε(见

兴门;南面为启夏门、明德门、安化门;西面为延平门、 《考古学报 )) 1958 年 3 期)

金光门、开远门。除北面三门和西丽的开远门外，其它各 A7- 9 外郭城金光门遗址 〔莲湖区李家庄村西北

门址均已探查消楚，明德门为 5 个门道，其余各门都是 3 130 米·隋~唐〕 外郭城西墙中门遗址。 1956 年调查 e

个门道 e 明德门是南面正门，位于长安城的中轴线上，北 存有高出地面 3 米、直径 10 米的穷土门墩 l 座 s 经钻探.

对皇城的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规模宏大壮观 。 {参见 门址南北长 37. 玉米，东西宽 11 米.有宽 5. 2 米的门道 3

《考古学报 ì> 1958 年 3 期) 个 。 门道上部及其周围堆积有大量瓦片、砖块、白灰渣、

A:- 2 外郭城通化门遗址 〔新城区长乐西路东端 红烧土及木灰等 ， (见《考古学报)) 1958 年 3 期)

省火电公司·隋~唐〕 外郭城东墙北门遗址 。 1956 年调 A ' - 10 外郭城北蜻遗址(纸坊村段) 二莲湖区级坊

查，仅钻探出努土门址一角 。(见 《考古学报 )) 1 958 年 3 村(五金工具厂) .隋~唐〕 系外郭城北墙西部的一段 ε

朔) 现存东西向努筑墙体，残长约 40 米.残高 3. ;)米.基宽

A:-_ , 外郭城蕃明门遗址 〔新城区咸宁西路东端 10.2 米，穷层厚 8- 12 厘米，穷窝不明显。

·隋~唐〕 外郭城东墙中门遗址。 1956 年调查。门址大 A7 - 11 外郭城北墙遗址(华强路段莲湖区华强

部被破坏，钻探出部分秀土门基，东西长 23. 6 米 ， 南北 路(铁路职业高中) .隋~唐·市文物保护单位〕 系外

宽 15 米 。 发现大量砖、瓦及柱础石、贴壁砖、铺地砖等 。 郭城北墙西部的一段。现存东西向穷筑墙体.残长 23 米.

(见《考古学报 >> 1958 年 3 期〕 残高 3. 9 米，基宽 9. 6 米，穷层厚 8-12 厘米 n

A; 外郭城延兴门遗址 C雁塔区大雁培街道铁 A7 - 12 外郭城夹城遗址 〔新城、碑林、雁塔区·唐

炉庙村商·惰~唐〕 外郭城东墙南门遗址 。 1956 年调 代〕 位于外郭城东墙西侧，系皇帝行止于大明宫、兴庆

查 。 门址面积 812 平方米，发现宽约 6 米的 3 个并列门道。 宫、曲江池之间的专用通道。大明富至兴庆宫一段.筑于

堆积有大量瓦砾、砖块、红烧土等 。 (见 《考古学报 )) 1958 开元十网年(726) ;兴庆宫至曲江池一段.筑于开元二十

年 3 期) 年 (732) 。夹城城墙位于郭城东堵以西 23 米.走向与郭

A;-5 外郭城启夏门遗址 〔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瓦 墙平行，至城门处向东靠拢，与城门距离缩至 10 米左右 ε

胡同村北侧·隋~唐〕 外郭城南墙东门遗址 。 1 956 年调 墙体妻子筑，全长 7 970 米，墙宽与郭城相同.但比郭城坚

查 。 门址东西 35 米，南北 15 米.推测有 3 个门道 。 门道 硬 。 (参见 《考古学报 >> 1958 年 3 期)

两侧穷土保存较好，中间有大量砖瓦堆积 o (见 《 考古学 A，一 13 宫城遗址 〔莲湖、新城区·隋~唐: 隋、

报)) 1958 年 3 期) 庸皇宫遗址。隋曰大兴宫.唐景云二年 (ìll )易名太极

A7 6 外郭城阴德门遗址 〈雁塔区长延堡街道杨 宫。位于隋大兴、唐长安城内北部中央.今西安城内西北

z 



西安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

部 。 19 5 7- 1 962 年多次调查，探明宫城东西长 2 820. .1 八 皇城安上门遗址 :碑林区南大街南端·隋

米 ，南北宽 1 492. 1 米 g 自东向西分隔为东宫、太极宫、执 、 唐 J 皇城南墙的东门遗址.门址大部分被明西安城南

庭 '亩三部分;其中东宫宽 830 米，掖庭宫宽 702. ~米 ο 在 门磁压。 1957-1962 年调查 c 钻探出门址北侧的南北向大

墙穷筑，墙基位于地表~ 0.5-1 米.宽 18 米，大部分保 街路面.街宽 94 米，两侧有 3 米宽的排水沟 ε 推测为安

存完好 。 宫 中分隔东宫、掖庭富的墙基分别宽 14 米与 上门大街遗址。(见《考古)) 1963 年 11 期)

11. :;米 a 宫城南面正门为承天门.北面为玄武门 。 太极宫 A' - 2(' 皇城朱雀门遗址 〔碑林区朱雀路北端·隋

正殿名太极殿(隋称大兴殿) ，位于宫殿区南部，与承天 ~唐〕 皇城正南门遗址，商对朱雀大街 ， 1957~1962 年

门南北相对 。 (见《考古 )) 1 963 年 11 期) 多次调查 。 门址被明西安城墙覆压，大部分已被破坏 ε 仅

A"" 11 宫城玄武门遗址 〔莲湖区 自强西路北侧· 于门址东端南侧钻探出 40 余米长、数米宽一段路面.上

隋~唐〕 宫城北门遗址玄武门兵变"即发生于此。 有烧土及砖、瓦堆积。推测为朱雀大街遗址 ε t 见《考

1957 - 1962 年调查。门址多被现代建筑覆压，仅钻探出部 古)) 1963 年 11 期)

分与墙垣相连的至于土门道遗迹。(见《考古)) 1963 年 11 A' - 21 皇城含光门遗址 〔碑林区甜水井街南端·

期) 隋~庸〕 皇城南墙西门遗址，压于明西安城墙下_ 1986 

A' -' 15 宫城承天门遗址 〔莲湖区莲湖公园莲池南 年发掘 1 092 平方米。门址平面呈长方形.有 3 个门道 z 门

岸 ·隋~唐〕 宫城正南门遗址 。 隋曰广阳门，后改为昭 墩版筑，外包砖壁，向上有收分.东西长 37. -i米.南北

阳门.唐武德元年 (618) 易名顺天门，神龙元年(705) 又 宽 19. 6 米 。 3 个门道以中间者为宽大.达 5. Î~ 米 a 两侧

易名承天门，是宫廷举行大典的重要场所之一。 1957- 门道稍窄.为 5. 35 米 。 门道内有车辙遗迹和大片烧土、木

1962 年调查 。 门址仅存西侧一部分，残宽 41.7 米，进深 灰.其建筑形制为木构过梁式 。 门道两侧各有排列整齐、

19 米 。 有 3 个门道，以资土墙间隔.门道宽 6.2-8.5 米。 互相对称的方形柱础石 15 个。础校间均砌砖.砖外抹自

门基铺砌石条或石板.这是其它fJ址所未有的设置。遗址 灰墙皮.近底绘猪红色边脚线。门道路丽:lt高南低 a 唐以

内有红烧土及砖瓦堆积。(见《考古)) 1963 年 11 期) 后含光门仅存东门道通行，元代封闭 ε 出土有唐代的白、

八 -. 16 宫城南墙遗址 〈莲湖区香米园西五台·隋 黑轴瓷片.小型陶佛像(残)、..开元通宝"钱.以及宋、

~唐 ·市文物保护单位〕 宫城南墙西部的一段。现存东 元瓷片、钱币等。(见《考古)) 1987 年 5 期)

西向努筑墙体.残长约 390 米，残商 2.5-7 米左右，秀 儿-22 皇城安福门遗址 〔莲湖区玉祥门南侧·隋

层厚 8-12厘米。-唐〕 皇城西墙北门遗址 。 1957~ 1 962 年调查=门址北

八7 户 口 宫城钱币窑藏 〔新城区北大街光辉巷·唐 距宫城南墙 96 米，大部分被明西安城精覆压.仅东侧部

代〉 位于太极富东宫南部 。 1994 年 6 月清理一长方形窑 分基址尚存。地层中发现红烧土、灰烬和砖、瓦等ε( 见

藏坑.坑南北长 0.97 米，东西宽 O. 60 米.深 O. 32 米 ，坑 《考古 )) 1 963 年 11 期)

口距地表 1. 1 米。坑内分 10 层、每层 20 串置放铜钱约 A ' - 23 兴庆宫遗址 〈碑林区咸宁路(兴庆宫公园

400 公斤 00 万枚左右) ，其中多数为"开元通宝其余 内) .唐代·省文物保护单位〕 唐长安城三大宫之一 ε

为..五妹"和"乾元重宝见《西安晚报)) 1994 年 7 月 位于东坡春明门内街北，因位于大明富商.又称"南内气

6 日) 原为临淄郡王李隆基藩邸.开元十四年 (726) 扩建置朝

A" -18 皇城遗址 〔莲湖、碑林、新城区·隋~唐〕 堂 . 二十四年(736) 、 天宝十三年(754)相继扩建 E 宫平

皇城.亦名子域， 北与宫城隔横街相接，系隋、唐中央衙 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 250 米.东西宽 1 075 米 ε 宫城四

署及其附属机构所在地 。 位于隋大兴、唐长安城北部中 面设门，正门兴庆门位于西墙偏北处 s 宫内南部有东西长

央.今西安城内西南部 。 1957-1962 年多次调查 。 平面呈 915 米、南北宽 211 米的龙池，池:lt为宫殿区.南为园林

规则长方形.东西长 2 820.3 米.南北宽 1 843. 6 米。北 区。 19 5 2 年出土臼石观音菩萨像 l 尊.通高 O. ï3 米_ 1980 

面无墙.东、西墙垣为宫城东、西墙之南延，基宽 18.14 年发掘位于宫内西南隅的勤政务本楼与花尊相辉楼遗

米 。 南垣包含于现存明西安城南墙内 。 皇城南面有三门， 址。勤政务本楼基址东西长 26.5 米.南北宽 19 米:面阔

西起分别旧含光、朱雀、安上。朱雀门为正门，北对宫城 五间，进深三闷。出土有琉璃瓦、大量莲花纹方砖.以及

承天 门，南通外郭城明德门。因面二门日安福、顺义;东 柱础石、石周在栏杆等。(见《考古)) 1963 年 11 期、 1982 年

面 二 门l:1 延喜、景风。皇城内的街道，除北面横街外，只 10 期)

探出安上门内的南北大街 。 据文献记载，皇城内有东西向 A;_" 大明宫遗址 〈新城区、未央区大明宫乡·唐

街 7 条，南北向街 5 条 J‘皆广百步"见 《 考古 )) 196 3 年 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长安城三大宫之因

11 期) 位于太极富东北部.亦称"东内飞始建于贞观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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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名永安富.翌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 (662) 增 1. 35 米 。 门道北侧有两个方形柱础，两侧秀土门嗷砌有砖

建并易名蓬莱宫，咸亨元年 (670) 又易名含元宫，神龙 壁 。 门道内有砖、瓦堆积。(见 《考古 )) 1961 年 7 期)

元年 (705) 复名大明宫，毁于唐末兵火。 1957-1962 年、 A' - 29 大明富九仙门遗址 C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

1980-1984 年调查、发掘 。 宫址平面南部呈长方形，北部 寨村西·唐代〕 位于大明宫西植北部，南距右银台门

呈梯形，周长约 7. 6 公里，面权约 3. 2 平方公里 。 宫墙均 750 米，距宫城西北角 245 米。为单门道，其形制、尺寸

为秀士版筑，城门附近和拐角处内外瓷砖;东、西、北三 与左、右银台门相同。(见《考古 )) 1961 年 7 期)

面有与富墙平行的夹城。四面共有城门 11 座，南面正中 A'-30 大明富玄武门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马旗

为丹凤门，其西为建福门，东为望仙门;北面正中为玄武 寨村西南 350 米·唐代〕 大明宫宫城北墙正门遗址 s 为

门，其西为青霄门，东为银汉门;东面一门，名左银台门; 单门道，现存东西长 34.2 米、南北宽 16.4 米、高 1.2 米

西面三门，北为九仙门，中为翰林门，商为右银台门 。 丹 的秀土台基，门道宽约 5 米。出土有.金铜环首器、椭圆

凤门为正门，设 3 个门道，其商有丹凤门大衔。其余各门 形婆金铜环及铜门钉等。(参见《庸长安大明宫)) ) 

为 1 个门道。北面玄武门与北面夹城上的重玄门对直。大 A'- 31 大明宫重玄门遗址 C未央区大明宫乡马旗

明宫南部有三道平行的东西向富墙，将宫内分为三区，南 寨村西 350 米·唐代〕 大明宫北夹城城门遗址，其商正

部二区为前朝，北部为内庭。宫内的殿亭遗址已勘探到 40 对玄武门，两门相距约 150 米。现存东西长约 50 米、南

余处，大部分在宫城北部。发掘的有大明宫正殿含元殿、 北宽约 30 米、高约 3 米的不规则穿筑台基 3 出土有门附

宴会群臣的麟德殿，以及道教三清殿、翰林院等遗址。经 石、铁门钉、包门边的铁条及"开元通宝"铜币等ε(参

勘察证实的还有含元殿东西两侧的东朝堂、西朝堂，以北 见《唐长安大明宫)) ) 

的宣政殿，宣政殿左右的中书、门下二省和弘文馆、史馆、 A7- 32 大明富含耀门遗址 〔新城区铁四衬·唐代7

御史台，以及清恩殿、紫寅殿、延英殿、龙首殿等建筑遗 大明富南部第二道宫墙的东侧门遗址.位于含元殿遗址

址 。 (参见 《考古 )) 1961 年 7 期) 东 221 米。 1987 年 4-5 月发掘 650 平方米.门南北向.北

A町 25 大阴宫左银台门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孙 偏东 1 0 30' ，门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6.4 米，南北宽

家湾村东倾~ .唐代〕 位于大明宫东墙中部.商距宫城南 12. 5 米，分为东西二门墩、二门道及门道间隔墙 e 门墩穷

墙 1 300 余米，与西墙的右银台门大致相对 。 1959-1960 筑，外楚以砖，各长 12. 5 米，宽 6. 2 米，残高 0.25-0.35

年勘探 。 为单门道，门道宽 6 米，进深约 13 米 。 门道内 米;中隔墙长 12.5 米.宽 3. 9 米.残高 0.45-1.2 米;门

外堆积有砖、瓦和红烧土等 。 推测门上原建有门楼，后被 道各宽 5.15 米、 4. 95 米。东门道有车辙遗迹，门道内发

火烧毁。(见 《考古)) 1961 年 7 期〕 现石础坑。出土灰砖、灰瓦、青棍瓦、莲瓣瓦当，陶碗、

A7~ 26 大明宫丹凤门遗址 〔新城区自强东路东段 盘残片及铜、陶佛像等。(见《考古 )) 1988 年 11 期)

革新街(新城医院) .唐代 〕 大明宫宫城南椅正门遗址 A7-33 大阴宫含元殿遗址 C新城区含元殿衬南侧

北距含元殿 580 米。 钻探出东西长 51 米、南北宽 16 米、 ·唐代〕 含元殿系大明宫正殿，重大庆典和朝会多在此

高约 1 米的努筑台基，穷层厚约 10 厘米。有 3 个门道，门 举行，位于丹凤门正北约 580 米。现存秀筑殿基，东西长

道宽均为 9 米。门道的填土内可见大量残砖瓦及红烧士 75.9 米，南北宽 41. 3 米，高约 15 米。殿面阔 11 间.进

块 。 (见《考古学报)) 1958 年 3 期) 深 4 间，间宽 5.3 米 e 殿东、西山墙和北面的后墙均为主于

A 7 - ,; 大明富右银台门遗址 〔禾央区大明宫乡炕 土版筑.殿外四周有 5 米宽的副阶.台基下周砌散水砖 ε

底寨村西南侧·唐代〕 位于大明富商墙中部，与东墙的 殿东南和西南分别建有翔莺阁和栖凤阁.均高出地商 15

左银台门大致相对。 1959 年发掘，为单门道。门楼基座长 米，两阁北侧均设廊道与含元殿相连。殿前为广场.两阁

18 米.进深 12. 5 米，加上两侧砖壁进深 14 米左右。门道 内侧有龙尾道向南通下。殿址内出土大量青棍瓦和少量

宽 5. 9 米，两佩IJ有柱础痕迹 。 门道中部原有门槛一道，现 绿琉璃瓦，以及残石柱、蝙首石刻残块多件。在翔莺阁 jt

仅存沟痕，残留有宽 1.3 米的车辙沟糟 。 此门被火烧过. 廊道西侧.出土许多铁甲片及矛头。(参见 《唐长安大明

门道均成坚硬的红烧士，并有一些灰烬痕迹。(见《考 宫)) ) 

古)) 1961 年 9 期 A 7 - 34 大明宫东朝堂遗址 〔新城区自强村·唐代:

A7 2ô 大明宫翰林门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 与西朝堂对称，位于含元殿前翔王军阁东南 50 米处.属含

寨村西南侧·唐代〕 位于大明宫西墙中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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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但向东移建 10 米，向北展 4 米 c 穿筑台基东西长 石望柱残块。该殿阶道铺以莲花纹方砖，散水砌以黑色方

68 米，南北宽 16 米。(参见《考古)) 1987 年 4 期) 砖，为宫内其他遗址所少见 σ(参见 4 唐长安大明宫、)

A7- 35 大明宫西朝堂遗址 〔新城区含元殿村西南 A7 - n 大明宫清思殿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孙家

300 米·唐代〕 与东朝堂对称，位于含元殿前栖凤阁西 湾村东南 400 米·唐代〕 位于大明宫左银台门内以:Jt ，

南 50 米处，属含元殿的附属建筑。 1957 年钻探，发现 80 年代发掘，揭露出秀筑台基，东西长 33 米.南北宽 28.8

东西长约 60 米、南北宽约 50 米的至于土基址。 米，殿堂广约七间.进深约五间。殿北侧有砖砌踏步两道.

A7- 3G 大明宫室政殿遗址 〔新城区含元殿村西侧 南端东、西两侧各有→斜廊。出土有铜镜残片、盗金锅饰、

·唐代〕 位于大明宫第三道宫墙中央，与含元殿、紫震 签有"同均府左领军卫"字样的铜鱼符.以及石质围棋子、

殿同在宫城的中轴线上。 50 年代钻探出秀筑殿基，东西长 "开元通宝"铜钱等。(见《考古)) 1987 年』期)

约 70 米，南北宽约 40 米。地面散布有柱础石及大量残砖、 A7- H 大明宫大福殿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

瓦。 寨村内·唐代〕 又名歌舞殿，位于大明宫内西北隅=遗

A7 - 37 大明富紫震殿遗址 〔新城区含元殿村西· 存不规则方形秀土台基.东西长约 75 米、南北宽约 70 米.

唐代〕 位于大明宫内的中心，与含元殿、宣政殿同在宫 高约 7 米。

城的中轴线上。 50 年代钻探表明，该遗址破坏严重，仅东 A7- >5 大明宫三清殿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

边残存一部分秀土台基，西边有不连接的穷士基址，东西 寨村东北 100 米·唐代〕 为大明富的道教建筑.位于宫

长约 70 米，南北宽约 50 米。地表散布大量残条砖及青报 内西北隅。现存北高南低的务筑台基，北部高 lS 米.商

瓦。 部高 12. 6 米。台基平面呈"凸"字形.北宽南窄.南北

A 7-. 38 大明宫延英殿遗址 〔新城区联志村(铁三中 长 78. 6 米.东西宽北部为 53. 1 米，南部为 47. 6 米 c 台基

东 20 米唐代〕 位于大明宫第三道宫墙北部的延英 周砌 1.26 米厚的砖壁，其底部铺两层基石。台基下周围

门内，其东侧为紫束殿。 50 年代钻探，发现一东西长约 200 铺宽 1. 5 米的方砖散水。上殿的阶道有两条:一条设在南

米、南北宽约 190 米的穷土基址。 面正中，长 15 米，宽 3.2 米;另→条设在北端西侧.为

A 7- 39 大明富龙首殿遗址 〔新城区含元殿村东 500 斜坡慢道，长 43.25 米。出土有绿琉璃瓦、三彩瓦、灰陶

米·唐代〕 位于龙首池遗址北 100 米处，紧接东内苑北 瓦、葡萄鹿纹花砖、婆金铜饰片、铜构件及残铜佛像、红

墙。面积不详，出土有面部贴金的石刻摘首和大型条砖， 陶佛像等。

条砖残长 55 厘米，宽 17.5 厘米.厚 9.4 厘米。(参见《庸 A7 - 16 大明富翰林院遗址 :未央区大明富乡炕底

长安大明宫 )) ) 寨村西南侧·唐代〕 位于大明宫右银台门以北的西夹

A7 - 40 大朋宫望仙台遗址 〔新城区含元殿村西北 城内。夹城南北全长 900 余米，东西宽;);)米， 50 年代.出

角·唐代〕 建于武宗时期，位于宣政殿东侧。现存方形 土长庆四年 (824) 至咸通元年 (860) 各州进贡贡品的封

秀土台基、边长约 23 米，高约 3 米。 泥 160 余块，据载，贡品包括蜜、酒、五味、口皮、木瓜

A7 - 41 含元殿村建筑遗址 C新城区含元殿衬周围 等。翰林院占据夹城南部长约 400 米的→段。 1983~198 .1

·唐代〕 分布于村四周，均为大明宫所属建筑基址。经 年发掘了南端的 100 余米，发现建筑基址 5 座。其中两座

钻探，发现宫殿、宫墙等秀土基址 15 处。面积最大的平 位于夹城中部，南北呈一轴线.相距 18.8 米.其间以砖

面呈不规则方形，边长约 300 米;最小的平面呈方形，边 铺道路连接。北面一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3. 3 米.南

长仅 25 米。出士有条砖、铺地方砖、青棍瓦、石柱础及 北宽 15 米，约为广五间、进深三间的厅堂建筑企南面一

白袖瓷杯、盒等残片。 座平面近方形，东西长 23.8 米，南北宽 20 米.约为广五

A• 12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 间、进深四间的厅堂建筑。另外 3 座规模较小.为附属建

寨村商 750 米·唐代〕 麟德殿系宴会群臣和接见外国使 筑。(见《考古)) 1987 年 4 期)

节的大型宫殿.位于大明宫内西部。 1957 年发掘。现存穷 A7- l7 大明宫太浓池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孙家

土台基大体完好，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周壁砌砖，长 湾衬南侧·唐代1 又名蓬莱池，系大明宫内北部的人工

130.41 米，宽 77.55 米，高约 2. 5 米，穷层厚 8 厘米。台 湖。分为东、西两部分，以西池为主，中间以渠相通 ε 西

基上建前、中、后毗连的三殿;中殿的左右又各建一亭， 池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约 320 米，池岸高于池底 3~

名东亭、西亭;后殿左右各建一楼，左名郁仪楼，右名结 4 米。池中偏东现存高约 5 米的土丘.砖瓦堆积其上.为

邻楼。整个建筑周围绕以回廊.建筑面积达1. 23 万平方 蓬莱山遗址。沿岸有回廊遗址，池北发现穷士殿址数处.

米。布局规正、对称，规模十分宏伟。出士大量青棍筒瓦、 即含凉殿、紫兰殿、长阁及玄武殿等遗址 ε 东池靠近东宫

板瓦及少量绿琉璃瓦，台基周围还出土很多麟首石刻和 墙，有暗渠与宫外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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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 孙家湾建筑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孙家湾 土..开元通宝"钱币及砖瓦、瓷片等。当为东市的"於生

村周围·唐代〕 分布于衬四周，均为大明宫所属建筑基 池"遗址。(见《考古)) 1963 年 11 期)

址。务土基址 7 处，最大一处南北长约 270 米，东西宽约 A'--54 东市回元观钟楼铭出土点 二碑林区太乙路

200 米;较小的一处边长约 30 米。遗址内出土大量砖、瓦 (市化工设计公司) .唐代〕 位于东市内北部， 1986 年

等建筑材料。 70 年代出土婆金铜车鲁、兽面铜铺首各 1 于地下约 3 米处出土石喝 1 方，幅宽 1. 24 米、高 0.60 米士

件，车喜长 21 厘米。 开成元年 (836) 刊石。令狐楚撰文.柳公权楷书.文 41

A 7- 49 炕底寨建筑遗址 〔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 行.行 20 字，记载回元观原位于亲仁坊安禄山旧宅.肃

付周围·汉、唐〕 分布于村四周，有各种建筑穷土台基 宗时"改作洞宫，溢日‘回元'"等事。(参见《文博 198ì

近 20 处，多为大明宫所属建筑基址，部分暴露于地表 o 钻 年 5 期)

探查明，最大的一处南北长约 300 米，东西宽约 200 米 A7 一 55 东市金链出土点 :碑林区太乙路·唐代:

最小的一处边长约 40 米。村东南还发现宫墙遗迹。遗址 位于东市内西部。 19n 年 4 月，在地下厚约 2 米的瓦砾层

内散布大量铺地方砖、柱础石、青棍瓦及黄、绿、蓝等色 内出土金链两药.一长 15.4 厘米、宽 4.1 厘米;另一长

琉璃瓦等。 50 年代，出士浙东道观察使、越州刺史裴肃所 16. 1 厘米，宽 3. 4~4 厘米;均厚约 1. 1 厘米。同出三彰

进六曲双凤金花银盘 I 件，盘底有铭 3 行 37 字。据考，进 玉璧底碗、石弹丸、青棍筒瓦及绳纹砖等， (见《文物>'1 981

贡此盘的时间在贞元十四年(798) 至十八年 (802) 之间。 年 4 期)

还发现汉代绳纹筒瓦、板瓦、菱纹铺地砖及跃虎纹瓦当 A'-56 西市遗址 〔莲湖区丰庆路南侧·隋~唐:

等。 唐长安城西部的商业区遗址，隋称..利人市与东市位

A7 - ;o 小儿坊银盘、银链出土点 〔新城区人府庄村 置对称。 1959~ 1962 年调查、发掘。市址平面呈方形.南

东北(第一砖瓦厂) .唐代〕 位于大明宫东内苑内。 1956 北长 1 031 米，东西宽 927 米，约占两坊之地 c 周有版筑

年于地表下 1 米处.出土大小银盘各 1 件、银键 4 纺。大 秀土墙，墙基宽约 4 米。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各两

盘中心以吼狮为纹，六曲周边饰花卉，底部有卷叶式三铜 条，将市内划分为 9 个区，街宽 16 米。每区都四面临街.

足。银挺均签有宣城等郡地方官吏贡奉朝廷银键内容的 设置店铺，已发掘的店铺面宽 4~10 米不等。出士长方形

题记，并刻有纪年、重量等，最重达 3 385 克。其中 2 纺 砖、方形花砖、板瓦、筒瓦、陶器、瓷器、铁器、铜钱、

为天~年间杨国忠进奉。(见《文物参考资料)) 1957 年 4 石狮头、石佛像、骨锥、骨奔等。从出士遗物判断.有饮

期) 食店、珠宝店及手工作坊等。(参见《考古、 1963 年 11

A7 - 51 西内苑苑墙遗址 〔新城区联志村西北侧· 期)

唐代〕 西内苑系唐皇家御苑，位于唐长安城宫城北侧。 A7 - 5ï 街道遗址 :隋~唐 1957~ 1 9fì~年调查、

现存西内苑东北角秀筑苑墙一段，长约 20 米，高 2. 5 米， 钻探得知，隋大兴、唐长安城内的街道均为东西或南北

宽 4 米。(见《唐长安大明宫)) ) 向，有东西街 14 条、南北街 11 条 c 通南面三门及东、西

A 752 西内苑含光殿遗址 〔新城区铁一村西北侧 六门的 6 条街，是主干大街。其中，通延兴门和延平门的

(郑州铁路局党校 ) .唐代] 西内苑含光殿建于唐初，大 东西大街宽 55 米，其余 5 条街均宽百米以上.特别是明

和五年 (831)重修。位于大明宫西侧、右银台门西南约 德门内的朱雀大街，宽达 150~135 米。其它不通城门的

1 公哩，面积不详。 1956 年发掘 450 平方米，揭露出莲花 各街宽 35~65 米，顺城街宽 20~25 米。各街路面均起棋.

方砖铺设的地面及秀士台基.秀层厚 11 厘米。出土边长 两侧有宽 2. 5 米的排水沟。惟朱雀大街两侧的水沟宽 3. 3 

0.53 米的方形志石 1 块，上刻"含光殿及毯场"、"大唐大 米，深 2.1 米。(见《考古)) 1963 年 11 月)

和辛亥 (83]) 岁已未月建"字样。同出边长1. 1 米的方 A 7 - 58 永崇坊道路遗址 〔碑林区雁塔路中段南(防

形柱础石 2 块 ， (参见《唐长安大明富))) 洪渠北岸) .唐代 1992 年暴露永崇坊内南北向道路一

A7 -c,3 东市遗址 〔碑林区友谊东路中段路北·隋 段。道路中心东距今雁塔路中心约 70 米.路面距今地表

~唐: 唐长安城东部的商业区遗址，隋称"都会市与 1. 5 米.宽约 15 米.路土厚 10~35 厘米， r层有车辙遗

西市位置对称。 1962 年调查 o 市址平面呈方形，南北长 迹。

1 000 余米，东西宽 924 米，约占二坊之地 c 周有版筑穷 .1\7-59 平康坊南道路遗址 :碑林区建西街·唐代:

土墙.墙基宽 6~8 米。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各两 1992 年暴露平康坊南侧道路一段。路面距今地表约 2 米.

条，将市内划分为 9 个区，街宽近 30 米。市东北隅发现 宽约 26 米，路土厚 10~35 厘米。下层有车辙遗迹.路两

池址一处，东西径 180 余米，南北径约 160 米，池深 6 米。 侧排水沟中有淤土层。

池岸秀筑，其东南有·径 70 米的小池与之相连。池底出 A-;-611 里坊遗址 【隋~唐: 隋大兴、唐长安域内·

6 



西安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

由南北 11 条、东西 14 条街分隔成 110 个坊(隋炀帝时称 碑 1 通，隋唐否佛、菩萨头像、躯体等 50 尊( I午 1 以上-

里) .各坊面积不一。朱雀大街两侧的 4 列坊最小.东西 其中头像埋藏较深，距今地面约 4.5 米;躯体埋藏较浅.

长约 550~700 米，南北宽约 500~590 米。 4 列坊之外至 距今地面约 2 米， 1983 年 7 月暴露的窑藏内.出士佛、菩

顺城街的 6 列坊，东西长 1 020~1 125 米，南北宽同前。 萨头像 31 件;其中隋至初唐菩萨头像 l -l件、唐代菩萨头

皇城两侧的 6 列坊最大，东西长 1 020~1 125 米，南北宽 像 6 件、隋唐时期佛头像 11 件。历次出土的造像大多与

660~838 米。坊四周均筑有坊墙，墙基宽 2. 5~3 米。除 人等身，雕法洗炼、精致。有的佛面额骨突出.似为少数

朱雀大街两侧的 4 列坊只开东、西两门，设东西向的一条 民族形象。为不可多得的石刻珍品。据史载.该寺始建于

横街外，其余各坊均为四面开门，内设十字衔，街宽皆 15 隋开皇六年 (586). 名舍卫寺.景龙元年 (70n 改名温国

米左右。坊内分布着居民住宅、府邸、官衡、寺观等。里 寺，后又易名乐善尼寺。这批造像可能是武宗毁佛时所

坊内现存的唐代建筑仅有大、小雁塔。 30~90 年代，各坊 埋。(参见《文博)) 1993 年 5 期)

中陆续暴露或发掘寺院、陶窑、窑藏等遗存，出土大量隋 A'-67 开善尼寺遗址 〈莲湖区大土门忖商·隋~

唐时期遗物。 唐〕 位于金城坊内南部。寺建于隋开皇年间.寺址面积

A7 - 61 安定坊瓷器害藏 C莲湖区火烧碑村·唐代〕 不详。 1957 年出土泥塑佛、菩萨像，石雕佛、菩萨、胡人

位于安定坊内。 1985 年 4 月发现。出士时瓷器置于一灰陶 像及陶质小佛、武士像等，共数百尊=部分造像刻有"大

瓮内，共 55 件。其中带"官"字款的白袖瓷器 33 件，有 唐善业尼"字样。(见《文物参考资料)) 195 ï 年 6 期)

盘、碗等，其余为青袖碗、盘等。属晚唐遗存。 八， -68 布政坊银链出土点 L莲湖区西关南小巷·

A 7- 62 光宅坊窑藏 〔新城区解放路北口(西安火车 唐代〕 位于布政坊内。出土情况不详。 197ì年出士银挺

站一带) .唐代〕 位于光宅坊内。 30 、 50 年代及 1980 年 1 绩，长 27 厘米.宽 7 厘米，厚 1 厘米.重:2 105 克 c 上

相继暴露害藏 4 座，出土白石观音菩萨像、婆金铜盘、石 辈有"岭南道税商"字样。

榴花玉替、花瓣形银碗、双雁花口银碗、素面银碗、盗金 A7 - 69 布政坊石像出土点 〔莲湖区南火苍(市玻璃

莲瓣纹银盒、贴金银罐、八瓣单柄人物银杯等。 (参见 制品厂) .唐代〕 位于布政坊内。 1976 年发现.出土倩

《文博)) 1992 年 3 期) 况不详。出土石造像有大型佛头 3 件、天王头 l 件、观音

A 7- 63 普宁坊窑址 〔莲湖区任家口村南侧·唐代〕 躯干 l 件 e

位于普宁坊内。面积约数千平方米 .1956 年发现砖瓦窑 34 A7- '0 景龙观景云钟 C碑林区开通巷东侧·唐代:

座，窑址呈 1 座单置、 2 座并列或 3 座"品"字形排列。发 位于崇仁坊内西南隅。景龙观始建于景龙二年 (708). 天

掘其中 5 座。窑室平面呈马蹄形，长 2.5~3.2 米，宽 2.25 宝十三年 054)易名玄真观 r 观早年已毁.存现内钟楼

米左右，窑壁残高 1. 7 米左右。出土绳纹砖、筒瓦、板瓦、 上所悬景云二年 (711 )铜钟，高 2. t7 米.口径1. 65 米.

莲花纹瓦当及瓦坯等。据文献记载推测，这批陶窑当建于 重约 6 吨。蒲牢形钮.钟口为六角弧形。钟身界分三层.

开元十九年(731)以前。〈见《考古)) 1961 年 9 期) 每层以蔓草纹分为六格.格内分别铸飞天、翔鹤、走狮、

A7 - 61 休祥坊金银器害藏 〔莲湖区劳动路北口(西 腾龙、朱雀、独角独腿牛等。钟身正中铸铭 18 行.行 I ~ 

安仪表厂) .唐代〕 位于休祥坊内。 1988 年 10 月，于 字，唐睿宗李旦撰、书，记景龙观沿革及铸钟事=钟于明

距地表 4 米处暴露一小陶缸，缸口盖砖两块。缸内置鸡心 洪武年间迁置迎祥观(今莲湖区北广济街南口).现存西

形金花饰、桃形金花饰、扇形金花饰、梅花形金街、六角 安碑林博物馆。

形金花街等。(见《文博)) 1992 年 3 期 A，门 崇仁坊银碗出土点 〔碑林区建国路南段(省

A7- 65 休祥坊道德寺碑出土点 〔莲湖区梁家庄村 委家属院 ) .唐代〕 位于崇仁坊内， 1972 年发现.出

·唐代〕 位于休祥坊内。出土情况不详。 1950 年出土躏 土情况不详。出士金花银碗 2 件。其一鸿雁蝴蝶纹盗金银

首碑，高 2.34 米.宽 O. 94 米。显庆三年 (658) 刊。额篆 碗，高 5.1 厘米.径 14.5 厘米，重 112 克 c 碗心军鸿雁、

..大唐京师道德寺故禅师大法师之碑"。到范书丹，楷书， 海棠，碗壁窒折枝、双蝶 ι 其二海棠鹦鹉金花银碗.径 15

37 行，行 67 字，记载有道德寺法师善惠等人在隋朝宫廷 厘米，高 5 厘米，重 175 克。碗心重鹦鹉 1 对.空隙填蔓

活动等情况。碑阴上部浮雕 3 尊佛像，下部线刻僧人善惠、 草纹，并围绕有莲瓣组成的椭圆形图案。碗壁室对称的 1

玄董事及其弟子的位次图。碑侧减底刻双波纹。碑现已搬 朵簇花，碗口饰一周莲瓣。两碗纹饰图案部分婆金 ε( 见

迁。<<考古与文物)) 1982 年 1 期)

A7 - 66 乐善尼寺遗址 〔莲湖区西稍门西北(空军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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