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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告告 33  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近年考古⼯作新收获  
中中国国社社会会科科学学院院考考古古研研究究所所  

洛洛阳阳市市考考古古研研究究院院  

一一、、遗遗址址概概况况  

正平坊，是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区内重要的里坊之一,位于定鼎门街东第二街，由南向北第二坊，东隔定

鼎门街第三街与敦行坊相邻，西隔定鼎门街东第二街与宜人坊相邻，北隔坊间路与修行坊相邻，南隔永通门

街与乐和坊相邻。正平坊遗址位于今洛阳市洛龙区安乐街道办赵村社区与西岗村社区，西临龙门大道，北距

望城路约 138 米，乐天路由西向东从遗址中部横穿。 

文献记载，坊内有孔子庙、国子监、安国女道士观(本太平公主宅、安国相王宅)，安史之乱时,安庆绪囚

甄济于安国观；兵部尚书李迥秀宅、左散骑常侍、襄阳郡王路应宅、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新城县开国伯薛璇

宅、中大夫使持节原州诸军事检校原州都督群牧都副使赐紫金鱼袋赠太仆卿上柱国修武县开国男韦衡宅、河

图图⼀⼀    隋隋唐唐洛洛阳阳城城正正平平坊坊位位置置⽰⽰意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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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尹裴迥宅、李氏宾馆、常州刺史平贞昚宅等。 

据《唐语林》卷七记载：“正平坊安国观，明皇时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斜。殿南有

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形于壁。院南池引御池渠水注之，叠石

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阳宫人。其东与国学相接。咸通有书生云：尝闻山池内步虚笙磬之音。

卢尚书有诗云：“夕照纱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闲房白首诵经者，半是客中歌舞人。” 

正平坊遗址的保存状况基本较好，地势较平坦，遗址内为大面积的农田、菜地，仅其西北部、南部为现

代村庄所占压，己遭受一定的破坏，分布有较多现代建筑垃圾。另外，遗址内还有多条现代道路及一些基本

的农田水利设施（图二）。经过前期的调查、勘探，对正平坊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基础性成果。但相关的

考古工作、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还没有展开，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去解决。 

 

图图⼆⼆    正正平平坊坊遗遗址址地地表表现现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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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考考古古工工作作  

((一一))  调调查查和和钻钻探探  

2014 年到 2016 年，洛阳市考古研究院联合洛阳市钻探管理办公室对正平坊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工作，

总钻探面积约 26.8 万平方米，调查勘探面积 17.1 万平方米。此次共发现近代墓葬 97 座、夯土区 3 处、

路 14 条、夯土房基 55 处、磉墩 26 个、烧窑 1 座、踩踏面 3 处、 冲积沟 13 条、活土坑 379 个、井 

11 眼。 

2020 年 5 月 22 日至 9 月 8 日，洛阳市文物勘探中心对之前未勘探区域进行补充探勘，至此将整个正平

坊区域全覆盖勘探。此次南区勘探发现近代墓葬 59 座、夯土 76 处、道路 15 条、踩踏面 7 个、磉墩 26 个、

灰坑 23 个、烧窑 5 座、井 3 眼、砖瓦堆积区 29 个、沟 11 条、活土坑 283 个。北区勘探共发现近代墓葬 67

座、道路 13 条、井 18 眼、沟 7 条、烧窑 5 座、灶 6 个、踩踏面 5 处、夯土 70 处、砖基、砖瓦堆积区 16 处、

坑 256 个。 

通过对遗址范围内进行文物勘探，我们对这里的地层堆积和古文化遗迹的埋藏、分布情况有了新的认识

和了解。结果表明，正平坊坊内的夯土遗存集中分布于正平坊的东南隅和西北隅。 

图图三三  正正平平坊坊遗遗址址考考古古调调查查勘勘探探平平⾯⾯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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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发发掘掘与与收收获获  

2020-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正平坊遗址进行了持

续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与收获如下： 

2020 年，考古发掘确认正平坊的四至、南北坊门、坊内外道路、坊内十字街、东南隅中轴线的部分建筑。

初步确认西半坊是一相对封闭的院落。 

2021 年，考古发掘工作围绕东南隅南端、西北隅北端及中部建筑群展开。东南隅中路、东部院落南部的

平面布局逐渐清晰。西北隅中路建筑得以确认，最北侧建筑及两侧附属廊房等建筑基本揭露。 

2022 年，考古发掘工作重心围绕西北隅中路建筑群、东南隅东路院落北侧大殿展开，9 月下旬开始对东

图图四四  正正平平坊坊遗遗址址建建筑筑遗遗迹迹分分布布情情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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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隅进行布方发掘。西北隅中轴线晚期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厘清。考古发掘显示，东南隅是孔庙、国子监所在

的礼制建筑区。 西半坊是安国观（原太平公主宅区域）。东北隅是高级文武官员、普通民众等生活区域。 

2023 年，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里坊西半坊 I 号院落和东北隅两个片区，了解坊内院落布局和内部建筑的

相互关系。重点发掘西半坊，该片区属于Ⅰ号院落（太平公主宅）北半部住宅区，建筑密集，分布有序，前

期已发现轴线上排布的几处大型夯土建筑。经过这次发掘，Ⅰ号院落的平面布局及内部建筑结构状况更为清

晰，在轴线东西两侧别院发现多处建筑遗迹。 

经过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对正平坊遗址的总体规模和内部院落布局都有了深入认识。 

第第一一，遗址的总体布局情况。正平坊的平面呈近方形，坊内路网结构存在早晚变化，由“十”字布局变

为“丁”字形布局。目前坊内，经考古发掘共发现三处宅院，分别编号：I 号院落、II 号院落、III 号院落。 

第第二二，Ⅰ号院占据整个西半坊，宅院南墙和西墙利用了原来的坊墙，北墙和东墙为新建，其中北墙已经

跨到原来的北坊墙以北，且比坊墙宽，达到 2.1 米。院落南北中轴线上发现 4 处大型夯土建筑，布局规整，

图图五五  正正平平坊坊遗遗址址遗遗迹迹总总平平⾯⾯图图（（截截⾄⾄ 22002233 年年 1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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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有序。从北向南第一处建筑 F16，台基东西面阔 33 米，南北进深 18 米，台基南侧居中有踏步，宽约 16

米，推测为宅院北门址。第二处建筑 F21 平面形状呈近方形，台基边长约 40 米，规模较大，为宅院主殿。第

三处建筑 F20 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东西面阔 37 米，南北进深 22.5 米，为宅院殿址。第四处建筑 F17 平面形

状呈近方形，台基边长约 30 米，为宅院另一处方形殿址。另外，在轴线建筑两侧发现了南北向廊房。 

在方形殿址 F21 的东北侧，发现轩廊 F47，呈 45 度角分布，西南-东北走向，西南与 F21 东北角相连，

向东和东廊 F41 相接。F47 台基夯土保存较好，两侧散水及包砖结构清晰。结合往前的发掘，可以确认 F21 四

角均与轩廊相接，这样的建筑形制较为特殊，应为在宅院基础上改建的安国观宗教仪式空间建筑。 

图图六六  ⅠⅠ号号院院落落建建筑筑平平⾯⾯布布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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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21 西南侧发现近方形殿址 F46，属于西部院落的建筑，台基边长约 24 米，南北两侧台基包砖及散

水保存较好，南侧为左右双踏，北侧为居中设一处踏步。 

第第三三，，II 号、III 号院落规模相近，面阔约 71 米，东西并列，同处于里坊东南隅，目前发掘出土者均是

院落的南侧建筑。其中Ⅱ号院处于东南隅中部，Ⅲ号院处于东部。结合文献资料，我们推测Ⅱ号院为国子监，

图图七七  FF2211 东东北北建建筑筑分分布布图图  

图图⼋⼋    FF2211 ⻄⻄南南侧侧建建筑筑分分布布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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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号院为孔庙。两处院落的平面布局较为清晰。Ⅱ号院宅院南门与坊墙上所开之门南北正对，两处门址规模

相近，东西面阔 15 米，南北进深 10 米；大殿东西面阔 45 米，南北进深 23 米，南侧双踏步，北侧居中单踏

步，左右连接轩廊，为重要的殿堂式建筑；而且在殿前广场左右对称分布两处方形建筑，推测为碑亭或钟鼓

楼。Ⅲ号院四周由夯土墙围合，中心大殿东西面阔 45 米，南北进深 28 米，南侧双踏步，体量较大。两个院

落均以中心大殿为核心，殿南设院门，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布局严谨，设计美观。两院落之间为南北向过道，

过道北端发现一方形建筑，推测为过街亭或望楼。  

 

    

图图九九    IIII 号号、、IIIIII 号号院院落落建建筑筑平平⾯⾯布布局局  

图图⼀⼀〇〇      II 号号院院落落东东部部出出⼟⼟的的绿绿釉釉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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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II 号号院院落落出出⼟⼟的的遗遗物物之之⼀⼀  

图图⼀⼀⼆⼆    IIII 号号院院落落出出⼟⼟的的筒筒⽡⽡、、板板⽡⽡等等  

图图⼀⼀三三    IIII 号号院院落落出出⼟⼟的的⽡⽡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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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学学术术价价值值  

一、2020-2023 年的考古工作促进了对正平坊遗址平面布局和建筑结构的认识，特别是西半坊庭院遗址

的整体布局和沿革变化逐渐清晰，西半坊庭院是一组东西五路并列多进式院落布局，其中以方形大殿中为心

四面轩廊围合的院落空间布局带有典型的仪式建筑空间特征，对于探索安国观的建筑空间和庭院的沿革变化

具有重要意义。 

二、正平坊遗址内的太平公主宅(安国相王观、安国女道士观) 等官宅建筑群，是唐代最高等级官宅的典

型代表，其规划设计思想，形制格局和建筑模式等，是研究隋唐时期高等级贵族、官吏住宅的珍贵实物资料，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国子监、孔庙是唐代国家高级别的礼制性建筑群之一，是中国中古史、古代都

城史、古代建筑史、礼制性建筑等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三、通过对正平坊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确定了里坊的规模，和坊墙、街道、坊门等的遗迹情况，为研究

隋唐里坊区的布局设计理念和建筑模式等提供完整的实物资料，对隋唐里坊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佐证。 

 

四四、、存存在在问问题题和和下下步步计计划划  

经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发掘工作，我们对正平坊遗址的总体规模和内部院落布局都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正平坊的规模尺度、内外街道布局以及东南隅Ⅱ号院和Ⅲ号院、西北隅Ⅰ号院落的平面布局和建筑保存情况

已基本清楚。 

图图⼀⼀四四    IIIIII 号号院院落落出出⼟⼟的的⽡⽡当当、、条条砖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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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下一步工作解决，西半坊庭院南门和第一进院落还不清楚，东西四路建筑的

空间格局和建筑形制，东南区三个庭院和东北区的平面布局等尚需发掘工作解决。下一步的重点工作继续对

西半坊庭院、东南隅三个庭落及里坊东北区发掘，全面了解里坊的结构、建筑空间和沿革变化，探索中古时

期城市居住空间、建筑模式和管理制度。 

                     执笔：石自社、卢亚辉、屈昆杰、郑国奇、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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