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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告告 11  隋隋唐唐长长安安城城最最新新考考古古发发掘掘及及其其意意义义  

韩韩  建建华华（（中中国国社社会会科科学学院院考考古古研研究究所所））  

 

公元 581 年，北周出⾝的隋⽂帝统⼀中国，建⽴隋政权，开皇⼆年（582 年）营建新都̶̶⼤兴城，唐

朝沿⽤隋都⼤兴城，直接继承⼤兴城的城郭结构，将其改名为长安城，更改宫殿、城门、街道、市、坊的名

称，以宣⽰其正统性。唐长安城是在隋⼤兴城基础上改建而成，一般合称隋唐长安城。 

 

一一、、隋隋唐唐长长安安城城概概况况  

隋唐长安城，作为中世纪都城系统最后阶段的集大成者，其既是新王朝从规划、测量至建造的新城 ̶̶

隋大兴城，又是唐王朝继承隋旧城̶̶大兴城，经过局部改造而成的唐长安城：这座城被赋予宇宙之都，达

到天人合一，以规整堪称的代表性都城楷模。隋唐长安城以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采取东西完全对称

的结构。朱雀大街（中轴线）北起隋大兴宫（唐太极宫）广阳门（唐承天门），中经皇城朱雀门，南止郭城明

德门，向南一直延伸到终南山的石砭峪，据学者研究这条轴线对应着天上的子午线，将自然地理特征的标志

物引入城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隋唐长安城恢弘壮丽的基础城市格局形态。 

隋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是皇帝、后妃，以及皇太子生活的地方。

皇城位于宫城的正南，这是新创设的，是大唐帝国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以及供奉祖先的太庙，祭祀土神

谷神的太社。外郭城由南北向 11 条大街，东西向 14 条大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长安最中央的朱雀大街，

其宽度达到了 155 米。纵横交错的道路将外郭城分隔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市场。 

 

二二、、隋隋唐唐长长安安城城的的最最新新考考古古发发掘掘  

现代西安的城市格局，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城市发展格局遗痕的综合体，是城市形态变化的记录复合体，

属于考古学上所说的“古今重叠型”城市。所谓“古今重叠型” 城市，是相对荒野型城址而言的，是城市考古的

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根据城址的保存状况，针对那些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考古特征的总括。根据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状况，唐宋及以后的地方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对解决现

代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具有指导意义，也是解决像唐宋以后沿用至今的城市形制沿革的重

要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示范意

义”。 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发掘，必须遵从 “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原则，从平面把握布局，从剖面解

决沿革。宿白先生曾指出“这类沿用到现代的隋唐以来的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道产的保护，根据近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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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我们认为首先要辦认这类城市在兴建以后范围有没有变化？城市的主要布局有没有改变，主耍是指

城门和主要街道的位置有没有变化？还有主要街署和宗教建筑的位置有没有变动？城垣本身有没有增补？”

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内容，徐苹芳曾概括：“城市考古学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凡是这个城市所遗留

下来的遗迹和遗物都在城市考古的范围之内。但是最要紧的是要把这个城市的范围、道路和一些大建置（如

宫苑、衙署、寺观、仓库、宅第、府舍）的所在及其形制，特别是城市布局和规划的情况搞清楚。要有一张

以今日该地实测图为底图的遗迹实测图。我们作几十年的工作，几乎其成果全部要表现在这张图上”。日本

学者足立喜六 1906-1910 年调查了唐长安城的郭城、皇城、宫城、里坊，并绘了实测图，并敏锐地指出“要

研究长安城，就应当搜集长安城的古代文献，并对长安城进行实地踏测，做到两种方法并用，除此别无良策”，

这是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的肇始。1956 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为应对西安市城市基本建设大扩展 形

势的需要，为保护和抢救隋唐长安城遗址、获取基本田野资料， 组成考古工作组，率先于 1957 年对唐长安

城遗址开展田野考古调查活动。经过五个月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及时发布了隋唐长安城考古的第一张实测图，

为隋唐长安城考古奠定了基础。 

从 1957 年至今，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 60 多年，以大明宫和隋唐长安城其他区域为中心开展

考古工作，多家考古机构参与，以学术性主动发掘与配合基建发掘相配合，大明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西安唐城队）独立承担，开展以主动性考古为主的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至 2010

年建成第一批国家遗址公园并向外开放。隋唐长安城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多家单位参与。

其中 1957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面介入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以主动性学术考古为工作目

标。1958 年兴庆宫遗址西南隅发掘，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等 17 处遗址，揭开兴庆宫的面纱。 1959-1962

年，全面开展隋唐城的科学考古勘探，复查和修正陕西文管会的考古资料。绘制出隋唐长安城考古实测图。

并发掘了西市遗址。宏观把握了隋唐长安城的整体布局。1972-1973 ，发掘明德门遗址；1973、1979-1980 两

次发掘青龙寺遗址。西安市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等单位也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70 年代醴泉寺遗

址发现佛像；兴化坊的钻探。1996 年隋唐长安城才被公布为第四批国保单位； 2014 年大明宫、慈恩寺塔、

荐福寺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连年不断，大规模的发掘增多，主要是配合城市基本建

设工程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激增；考古工作与遗址保护及展示利用密切结合；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应用（空

中摄影、全站仪使用）：多学科合作发掘得以开展；研究范围和领域扩大，开始注重城市生活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丰硕：公众考古活动和媒体报道日益普遍；西市、圜丘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同时基建考古也带

来很多问题。  

现今时代，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以配合城市基本建设为主，所以考古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如何走

出困局，迎来隋唐长安城考古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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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隋唐长安城遗址本身，在发掘与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表现在：1、隋唐长安城持续 322 年，考古发掘中

遗迹也有早晚叠压，而却一直没有分期，均以隋唐称之，如何在城市考古中进行遗迹的分期。这种迹象在青

龙寺发掘中微光一闪，青龙寺遗迹分早晚两期，认为早期是隋灵感寺，晚期是青龙寺。遗憾这种探索没有继

续下来。 

2、长安城宫城三大内，东内兴庆宫、北内大明宫都有过考古工作。而唯独西内太极宫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个空白，是个遗憾。 

3、考古报告整理滞后现象，在多家单位都存在；到目前，没有隋唐长安城的综合性考古报告问世。 

4、遗址公园建成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始于 1957 年，马得志先生在 1963 年发表的《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中就曾对

隋唐长安城的工作方向与思路进行总结 ： 

“由于城址的范围广，发掘工作做的不多，还有不少问题尚待今后继续工作来解决。郭城基的厚薄不一，

是否为唐代重建所致，以及外廓城是否有城壕等，都需要勘察与发掘。长安城的渠道也尚未全面勘察，如清

明渠 、永安渠 、龙首渠 以及金光门附近入城的漕渠 等，均等全面勘察后方可知。关于长安城今后的工作……

应选择一二个保存较好的坊进行比较全面的发掘，以便对当时的坊制、居民住宅和寺庙的建筑有所了解。对

于具有代表长安城建筑的“城门”，在适当的时候也应发掘一处，如南城的明德门即是发掘的好对象。总之，

由于长安城的范围广，工作头绪多，今后还要长期进行方能完成这一任务。 

2018 至今，针对基建考古的问题，国家“先考古后出让”政策落地，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迎来转机。

好多配合基建项目转变成为主动性、带学术课题的考古发掘，课题意识与学术目的更明确。陕西省考古院、

西安市文物考古院、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定四家联合框架协议，并对唐长安城皇城内的

太庙遗址进行发掘。 

西安市考古院的城市考古一张图，促进城市考古良性有序进行，发掘唐长安城夹城、十六王宅、安仁坊

片区的第七、八、九横街，以及朱雀大街的五桥遗址、安仁坊东北隅的住宅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西安唐城队东市遗址发掘，从 2019-2022 年，还要继续进行，配合大遗址保护进行明德门、安化门的发掘。 

外外郭郭城城城城墙墙、、城城壕壕与与顺顺城城道道路路  

2016 年在桃园北路东侧、丰禾路 北侧的一处院内调查时发现外郭城北墙和城壕遗迹。 外郭城北墙基南

北宽 8.5—9 米，残厚 0.8—1.5 米。系夯土板筑而成，坚硬结实。夯层厚度 8—9 厘米，较均匀平整，夯窝清

晰。外郭城以北 17—18 米处发现有与城墙平行的东西走向壕沟一条。壕沟底部呈锅底状，宽 7.5—8 米，距

唐代地面深 4—4.3 米。沟内为淤泥，沟边上发现大量蚌壳。城墙遗址以南发现了破坏严重的顺城道路，路

土呈红褐色和灰黑色，鱼鳞片状结构，土质坚硬，有明显的东西向车辙。路土整体宽 16 米， 在其南侧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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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条深约 3.5 米的路沟。 

夹夹城城与与十十王王宅宅  

2017 至 2021 年，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及十王宅遗 址的考古发掘完成了夹城部分。2022 年，在往年对隋唐

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发掘的基础 上，清理了夹城以西至十王宅东坊墙之间的区域，发现的遗迹

包括十王宅的东坊墙、夹城墙与十王宅东坊墙之间的唐代道路、十王宅北坊墙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十

王宅东、北坊墙外的排水沟及外郭城北城墙。通过发掘可知，夹城墙与十王宅东坊墙之间的道路和十王宅北

坊墙与北城墙之间的广场是连续不断的唐代活动地面，在夹城修筑后使用的。 十王宅东、北坊墙外均发现排

水沟，叠压于该地面之下，可见排水沟早于该地面。 

此次发现确定了长安城遗址东北角的具体位置。外郭城北墙与夹城墙的相接情况，确定了不同遗存的具

体尺寸与空间格局，以及夹城修建前后此处遗存与空间的变迁。确定了文献记载的十王宅的东北角坊墙的位

置，是了解长安城东北角空间格局的重要材料。 

朱朱雀雀大大街街的的五五桥桥遗遗址址  

     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郭城内

第七横街及其南侧的东西向水渠。考古实测朱雀大街宽 130 米，两侧有水沟。发掘了东侧水沟，水沟穿郭城

内第七横街处发现成排的木柱遗迹，南北向并列，推断为栈桥基础。水沟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

底部平坦。郭城内第七横街，位于安仁坊北侧，与朱雀大街呈十字交通，仅发掘其南侧部分路上有较为密集

的车辙痕迹。东西向水渠位于第七横街南侧，与第七横街同向。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横街南侧的丰乐坊、安仁

坊北侧一线都有发现，东西长度超过 1000 米。水渠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底部平坦。根据遗迹

现象、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水渠开凿年代可能早至隋朝或初唐时期。该渠横穿朱雀门大街处发现 5 座桥基，

等距离排列，居中桥基最宽，两侧 4 处桥基略窄。桥基由砖砌护岸和桥柱石础组成。砖砌护岸和础石均从渠

底的生土二层台上起建。护岸叠涩砌砖，每组护岸砌砖的东西两端均向外呈八字，护岸南北对称。桥柱础石

铺设在生土渠壁与砖砌护岸间的生土二层台上。居中桥基完整的应该是 5 块础石，北侧尚存 3 块。两侧的桥

基完整的发现 4 块础石。桥基有晚期整修痕迹。 

   安仁坊是著名的荐福寺塔院所在，遗址内 发掘出唐安仁坊西北角坊墙遗存。墙基经局部 发掘，保存较好，

夯筑而成，宽 5—6 米，残存 高度约 0.6 米以上。西墙外侧有明清时期补筑的 墙基，土色花杂，带有少量砖

瓦残片及陶瓷碎渣， 夯层明显。 

东东市市考考古古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最为繁华的商业活动场 所和国家经济活动中心，也是 7～9 世纪最大的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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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贸易中心和商品的集散地，更是闻名于世“丝绸之 路”的起点和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就开始对东市、西市在内的唐长安城进行系统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至今已走

过半个多世纪，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东、西二市的考古资料，内容涉及市场范

围、坊墙、坊门、街道、水系、十字街、店肆、作坊以及市署等。考古资料是东市和西市当时社会生产、生

活的实证，也是当时人类活动最客观、最直接的体现。随着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深入，使得我们对于长安东、

西市历史面貌的认识日渐明晰。 

2015 年，西安唐城队在配合基本建设中又对东市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此次发掘的位置在兴庆宫

西南角以南约 300 米的地方，即在东市遗址的中部偏东处。勘探确认了东市九宫格局及两纵两横 4 条主干

道，发掘出了 3 条唐代道路、店肆及作坊遗迹等遗迹，并出土砖瓦、陶器、三彩器、玉器、骨器、铜器、玻

璃器、宝石戒面、开元通宝以及写有“家酒店”字样的瓷壶底片等唐代遗物 450 件。从此开始，开启了唐长

安东市遗址考古研究的大幕。自 2015 年至现在，西安唐城队对东市区域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以了

解东市遗址的平面布局与沿革为主要学术目标，以东市内部的道路、店铺等遗迹的格局为主要发掘对象，以

确定东市的布局。 

最重要的发现是确定了东市东北隅的放生池位置，水池近乎椭圆形，东西径 180 余米，南北径 160 米。

池的周岸都夯筑过，岸宽约 3 米。池底近岸处深 3 米许，向内渐深，至池底中部深达 6 米多。并在放生池的

东南 80 米处，发现另一个椭圆形水池遗址，最大径为 70 米。两池之间有宽 6 米渠道相连，近大池的一端略

窄浅，至小池处渐深，可见小池之水由大池中引来。在放生池的东北角探得有入水渠道一处，渠道宽 6 米许，

渠道的入口处两壁及底部均有砌砖，该渠道由放生池始斜向东北长 230 米，折向北行，方向与兴庆宫的龙池

西南部相对。 由此而论，放生池之水当由兴庆宫龙池中引来，而非由龙首渠经道政坊引来之说。 

另外在此区域发现了佛像窖藏 1 处、陶窑 1 座、井 11 眼、灰坑 56 个。其中最为重要的佛像窖藏坑。佛

像窖藏坑（2022TCDST25SEH3），平面呈五边形，四壁较直，深 1.6 米，该坑东壁，距唐代地面深  米，向东

开有一圆角方形小龛。H3 内发现一具彩绘泥塑的天王像，头朝西，面向北，脚向东。东西长 1.2 米，盘腿坐

姿，彩塑衣领色彩鲜艳。 

小龛有门与 H3 相连，门为佛像的背屏样式。以板瓦层垒封门。小龛平面圆角方形，边长 1.2 米左右。其

内以泥塑、陶质、石质佛像、佛塔等为主。 

    从清理的情况来看，佛像大小不等，质地不同。除过小佛像外，还有脸部贴金、高约 1.5 米左右的大佛

像，大部分佛像没有佛头，从此迹象来看，可能与毁佛有关。目前该佛像窖藏坑出土遗物 688 件，主要为陶

质小佛塔，还有善业泥佛。另外还出土彩绘天王俑、人物俑等。这是首次在唐长安城内发现的彩绘佛像，从

善业泥佛看应该是武则天到玄宗时期。我们暂称其为“佛像窖藏坑”，位于东市内放生池南岸的南北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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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上，坑的时代为晚唐时期。 窖藏坑内出土遗物达 688 件，仍是冰山一角。以佛像、佛塔为主，有泥塑彩绘、

有贴金、还有陶质、石质佛像。另外还有天王俑、善业佛版，三彩等。关于其性质，我们倾向为与佛堂有关。

位于放生池南岸。文献记载唐长安东市有放生池，旁亦有佛堂。《东城老父传》载：僧运平居东市海池，立陀

罗尼石幢，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 

安安化化门门遗遗址址  

   安化门是隋唐长安城郭城南墙偏西之门，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南二路与东仪路交叉口以西。此次主要发掘了

安化门门址、郭城南墙、顺城街、早期水渠等遗迹，确认了安化门一门三道的结构及基槽营建方式。安化门

由墩台、门道、隔墙组成。门址西半部已破坏殆尽，仅余东墩台、东隔墙、东门道的基槽部分。东墩台基槽

东西宽约 7.3 米，南北长约 13.3 米。在其南侧与东南侧发现有版筑痕迹，在西侧中部残存排叉柱础坑四个，

显然排叉柱础石顶部位置就是当时的地面所在。东隔墙基槽南北长约 13 米，宽约 3.9 米。东墩台与东隔墙基

槽相距约 4.5 米，此处即为东门道，唐代地面已不存，仅存路下垫土。隔墙与墩台的基槽均打破门道基槽，

三者非一体夯筑。通过对东墩台基槽的南北向解剖，可知门址营建前此处地势北高南低，基槽北部直接坐在

生土上，南部坐在废弃的早期水渠上，故此处基槽较之整体深了 0.44 米。基槽底部夯层中铺有大量碎瓦片，

多件瓦片上有“官……”“官匠……”字样的印戳。在墩台基槽南侧与东南侧发现补筑夯土，均围绕在版筑

痕周围，质量不如墩台夯土。版筑痕的存在可知在夯筑时其南侧应该是开阔的，为使墩台坚固，在基槽外又

补筑夯土，不仅可填平废弃水渠同时起到加固基槽的作用。 

在门址东、西侧各发掘了一段郭城南墙，仅存基槽夯土。西侧城墙基槽宽约 5 米，揭露长度 28 米。东侧

城墙基槽宽约 3.7 米，揭露长度 7 米。经解剖可知基槽由南北两块夯土分筑而成。在城墙夯土北侧均发现路

土，路面有多条东西向车辙，应为顺城街。 

早期水渠位于安化门遗址南侧，东西向，局部被东墩台叠压，系早于安化门遗址的水渠。已发掘长度 41

米，宽 4.7～5.2 米，水渠北壁紧贴隔墙南沿，南北两壁较直。水渠在东隔墙以东，南北两壁外扩形成喇叭状。

在喇叭口东侧的解剖沟内，于水渠底部的生土面上发现南北向三列近长方形坑，由东向西，每列坑的数量分

别为 6、4、6。坑内填土疏松纯净，坑洞四壁有明显水浸痕，小坑东西未到边，具体形制不明。 

在水渠喇叭状口西侧发现水利设施——拦水堰，俗称翻水坝。翻水坝东西长 6.5 米，宽 4.7 米，分早晚

两期，早期以生土为坝，晚期以清淤的淤泥为坝。晚期坝上发现明显翻坝所形成的水流堆积。在翻水坝西侧

发现桥梁遗迹，包括桥桩柱洞和木地袱痕迹。其搭建方式是南北两岸各立三个桥桩，桥桩之间铺设三条木地

袱，木地袱上再立小桥桩。桥复原南北宽 4.8 米，东西长 3.7 米。水渠内出土有五铢钱和汉唐时期的残瓦。

此处地势东高西低可知水由东向西流，东侧的翻水坝可减缓水的流速，以免冲毁下流的桥梁。 

清明渠为隋唐长安城西部及皇城、宫城的供水渠道。1958 年调查确定其在安化门遗址紧西（今北山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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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东 200 米处）入城，但对水渠入城的具体位置一直无法确定。本次考古在门址以西的城墙处发现一条东北

—西南向的水渠，推测可能就是清明渠。经过解剖，此渠内出土螺壳，水相沉积明显，但其早于郭城南墙，

应该与清明渠无关。文献记载清明渠开于隋开皇二年，是隋大兴城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其与现今发现的东

西水渠如何相交，这是提出的新问题。 

大大白白杨杨粮粮仓仓遗遗址址（（唐唐代代太太仓仓））  

2012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中段北侧抢救发掘了

一处粮仓遗址，该遗址位 于唐长安城外西北部，遗址北部紧邻唐代梨 园遗址，应在唐代禁苑之内。已发 掘

4 座粮仓，还在周围探出 6 座粮仓。根据粮仓的分布规律 推算，至少应有 3 排 24 座，大部分被现代道 路和

建筑硬面占压而无法钻探。以往在修建 大白杨小学、未央宫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及北二环路时都曾发现粮仓遗

存，它们距离这次发 掘地点不远，可以连成一片，据此推测这里曾 有一座规模巨大的仓城。仓城位于当时

的皇 家禁苑之内，南距唐代太极宫墙直线距离约 1460 米，东南距玄武门约 3000 米，其性质应 为国家大型

粮库，有学者认为这是唐代太仓遗址。太仓的发现，对于以往唐长安城太仓的位置提出质疑，对仓储相关的

漕运水路及对经济运行、城市供给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三三、、认认识识与与思思考考  

古代城市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城市研究,一方面

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古地图复原城市结构与布局，也可以描述历史城市场景,分析历史问题，另一方面通过

城市考古，为城址复原提供准确定位，同时通过准确测量，复原城市空间布局。 

基于 arcGIS 原理的城市考古一张图，对于古代城市复原中具独特优势:(1)能够方便地在进行距离的精

确测量;(2) 允许随时添加新的证据,动态更新数据库,自动完成地图的重绘;(3)采用分层的方式管理空间数

据, 灵活地解决了复原中多种学说的管理和表达问题; (4)以位置为联系,GIS 实现了复原城市结构与相关研

究材料的统一管理;(5)GIS 能基于属性数据,方便地制作专题图,为历史学家研究城市结构演变规律、保护古

城遗迹、合理规划古城建设提供了新的 手段;(6)扩展了 3D 显示、漫游和历史演变过程的模拟。古今重叠型

城市的考古特点，有学者形容为拼七巧板，由点到线，由线形成框架。点状发掘位置的积累，多点确定线的

位置,由线形成框架，加上现代科技手段的准确测量，形成考古实测一张图，这是在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引导下

可以实现并大力推行的一种城市复原手段。 

     最新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关于框架方面的成果，最突出的是郭城东西向横街位置的确定，目前可确

定的有第七、八、九、十横街，包括横街的宽度、两侧的路沟、路土的厚度，以及横街与坊墙的空间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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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括路土的历时性都有认识。将这些考古成果通过测量形成实测图，对于复原隋唐长安城具有重要的坐

标意义。特别是第七横街与朱雀大街相交位置的确定，以及道路、两侧路沟宽度及深度的确定，深化了对长

安城中道路交通的认识。朱雀大街的五桥遗址，弥补文献之阙，刷新对隋唐长安城水系及交通结构的认识。

从都城规划方面来讲，五桥与郭城明德门的五个门洞相对，对于都城轴线确定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五桥所

在的东西水渠与朱雀路两侧南北水渠的交汇，如何形成水路，是个重要的问题。 

安化门遗址，确定了一门三道的结构，对于门址墩台规模及门洞大小，以及门址的营建次序与工艺。重

要的是该门址发掘确定的早晚两期遗迹，早期遗迹为叠压于墩台下部的东西向水渠，根据出土文物判断该渠

址应该为隋大兴城始建时期的水渠，在渠上发现桥梁、翻水坝等水利设施，与该水渠同时期并未发现城墙与

门址，故推断隋大兴城始建时外郭城南墙并没有建成，而是以该水渠作为界限。发现的桥梁与安化门遗址的

门道并不相对，考虑此时期郭外可能只是一个标志，应该与桥梁相对。同时根据门址墩台解剖发现的带戳印

的瓦件，可推知城门建于永徽五年。门址是在水渠废弃之后才进行修建，所以在墩台基础可见板筑的木板痕。

另外该水渠的发现，与安化门西侧入城的清明渠会相交，这种水渠的相交如何处理，是考验古人智慧的，所

以清明渠的发掘也是学术目标之一，但可惜未能找到清明渠入城处。期待通过考古发掘解决清明渠入城位置，

以纠正各种复原，也成了奢想。 

东市遗址的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确定了放生池的位置与形状，并对其水源有新的认识，水源来自兴庆

宫的龙池，而不是直接来自龙首渠，这个认识对于唐长安城水系是重要的。放生池南侧发现的佛像窖藏，可

能与佛堂相关，这是窖藏可能与武宗灭佛相关，出土佛像种类丰富，材质有泥、陶、石等，有塔、塑像、善

业泥佛、瓦当等。 

大白杨粮遗址的发掘，只是冰山一角，对于粮仓的范围、粮仓数量和布局仍待探索，但根据考古发现和

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可确认该仓储遗址即是唐代太仓所在地。该仓储遗址占据了龙首原高地，处在唐代禁

苑内，又靠近漕渠，不但交通便利，也有利于粮食储存，也有安全保障。原来标注在太极宫内的所谓太仓应

为太仓官署，这是新的认识。 

长安城，自北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刊刻《长安图》以来，历代各类复原图层出不穷，有学者称之为“图里

寻城”。1956 年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隋唐长安城考古实测图的出炉，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此时期

开始，隋唐长安城图的复原，是以考古实测图为基础来展开，考古工作的开展直接推动了隋唐长安城复原研

究的深入，而复原研究也加深了隋唐长安城布局、规划的认识。随着“先考古后出让”政策的出台，带有学

术目标有意识地探索隋唐长安城成为可能，隋唐长安城迎来考古的新时代，长安城考古一张图为最新的考古

发掘呈现提供平台，为隋唐长安城各类点状与线性遗址的准确定位提供坐标，精细化的发掘细化了隋唐长安

城布局与动态发展。期待将来，隋唐长安城精准的实测图，为长安城的复原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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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隋隋唐唐长长安安城城图图  

图图⼆⼆  朱朱雀雀⼤⼤街街五五桥桥及及安安仁仁坊坊⻄⻄北北
隅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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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三三    东东市市佛佛像像窖窖藏藏坑坑的的⼩⼩龛龛全全
景景  

图图四四    东东市市佛佛像像窖窖藏藏坑坑的的⼩⼩龛龛佛佛像像出出⼟⼟状状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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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五五  出出⼟⼟佛佛像像  

图图六六  泥泥佛佛头头  

图图七七  陶陶天天王王俑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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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泥泥佛佛塔塔  

图图九九    善善业业泥泥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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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〇〇  安安化化门门与与早早期期⽔⽔渠渠平平⾯⾯图图  

图图⼀⼀⼀⼀  拦拦⽔⽔坝坝及及⽔⽔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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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桥桥梁梁遗遗迹迹  

图图⼀⼀三三  安安化化门门发发掘掘全全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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