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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告告 77  山山西西晋晋阳阳城城考考古古发发掘掘和和研研究究  

裴裴  静静蓉蓉（（太太原原市市文文物物考考古古研研究究院院））  

  

晋阳，因位于晋水之阳而得名。晋阳之名，最早见于史籍是《春秋》晋定公十三年（前 497 年）“秋，

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因此，学界基本形成共识，晋阳始建于公元前 497 年。大家所熟知的太原建城 2500

年也是由此而来。晋阳城经历了创建、发展和繁荣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春秋晚期创建之初就已具备“南

制诸卿，北伐诸戎”的条件和功能。继而经历了东魏霸府、北齐别都的发展和繁荣时期，最终形成了唐北都

的鼎盛局面。 

晋阳城由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所筑，两次晋阳之战，奠定了三家分晋的格局，也奠定了赵国在战国七雄中

的地位。汉初，刘恒被封为代王定都晋阳十七年，之后南下登帝，成就文景之治；东魏时期，高欢在晋阳先

建了大丞相府，后来又建了晋阳宫，以晋阳城为政治、军事大本营，遥控首都邺城的朝政，当时称“霸府”；

北齐时期，高氏政权把晋阳城作为别都，又在汾河东岸新建太原县城；隋开皇十六年筑仓城，隋大业三年重

建晋阳宫城，在晋阳城西北形成一个以晋阳宫城、大明城、仓城形成的品字形宫城区域。唐贞观初年，长史

李勣筑东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 年）置北都，并州长史崔神庆建了中城，跨水联堞，将东、西两座城池连

为一体，至此，在太原盆地北部形成一个内三城（仓城、新城、大明城）、外三城（西城、中城和东城）的大

型都市。在西城与东城之间跨汾联堞，建成了北方水上都市。曾想，烟波浩渺的江面上，才子佳人荡舟而过。

得以留下了“并州汾上阁，登望似吴阊，贯郭河通路，萦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莫论江湖思，

南人正断肠”的缠绵绝唱。当时的晋阳城，在北朝的基础上有所扩建，由跨汾联碟的中城连接西城和东城。

三城周长 42 里。时称北京的晋阳，与东京洛阳、西京长安，并称三大都城。可以想见，城市建筑规模宏伟，

气势宏大。当时晋阳城的繁华和气度，可以与都城相媲美。到后唐、后晋、后汉先后以晋阳为依托，南下定

鼎中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兵攻占晋阳城，下令焚毁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河、晋水

两个水系，浸灌了晋阳城。至此，一座历经 1500 余年的繁华城市被尘封于地下。 

晋阳古城遗址，作为太原市建城 2500 年的实物见证，他承载了一座城市的记忆。晋阳古城遗址是规模与

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城，是山西省首屈一指的大遗址。历史的足迹印证了昨日的繁华，晋阳古城遗址主要由

三部分组成，包括当时人们生活的地方城池遗址、精神寄托之所分布在西山沿线的石窟寺庙遗址、西山、东

山山前坡地当时人们死后灵魂寄托之处墓葬遗址。相伴而生的城池遗址、石窟寺庙遗址、墓葬遗址，三部分

保存完好，相互依托，内涵丰富，构成了较为完整、全面、系统的晋阳文化遗存。这是该城址有别于其他城

址的一大特点，为同时期城址之典范，在全国为数不多。 

遗址重要的学术价值，引起了海内外城址研究方面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倍受各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76−



晋阳古城遗址于 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 9 月，联合国开发署将晋阳

古城遗址的保护、开发和研究列为“21 世纪城市规划、管理与发展”援助项目；2006 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将晋阳古城遗址列入“十一五”期间全国百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项目；2010 年 10 月 9 日，国家文物

局公布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晋阳古城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回顾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一、、2200 世世纪纪 5500 至至 8800 年年代代开开展展的的调调查查研研究究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对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20 世纪 50 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宿

白先生对晋阳古城遗址进行过为期一周的勘察；20 世纪 60 年代（1961 年 6 月）考古学前辈谢元璐、张颔先

生为配合晋国新田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对晋阳古城遗址作过初步的勘察，并发表《晋阳古城勘查记》；

1999 年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再次考察晋阳古城遗址；1983 年，配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文物工作者在此地逐

村进行了大面积调查。 

历经半个世纪，虽然考古勘察与研究工作进展规模不大，次数不多，但考古前辈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

取得的科研成果，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二、、成成立立太太原原市市文文物物考考古古研研究究所所（（晋晋阳阳古古城城研研究究所所））以以来来围围绕绕编编制制

《《晋晋阳阳古古城城遗遗址址保保护护规规划划》》开开展展的的考考古古勘勘查查与与发发掘掘  

随着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重视，1998 年，太原市政府成立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 1999 成立晋阳古

城研究所（两所实为一套人员两个牌子），专职负责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从此开始了由专门机构、专人负责、

并拨专款进行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及保护工作。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以下简称市考古所），首先承担起了晋阳古城遗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任务，2001 年国保申报成功；晋阳古城遗址，于 2006 年被列入全国百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项目，考

古工作重点紧紧围绕编制《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而开展；随之，2010 年，被公布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项目。几年来，市考古所的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编制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而展开，有计划地开展了古

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及大量基础性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究明了城址四至，对城市格局的调查也有了

大的突破。最为重要的是，市考古所在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及研究方面，不仅仅局限于 20 平方公里的城池遗

址，而是把与城池遗址、石窟寺观遗址和墓葬遗址看作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大遗址考古与保护理念

指导下，石窟寺观区龙山童子寺北齐至唐代佛阁建筑基址、太山龙泉寺唐代塔基遗址，墓葬区王家峰北齐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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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秀墓、王郭村隋代虞弘墓、晋源唐代壁画墓等重要考古发现，与晋阳城的历史相始终，更加印证了这座城

市昔日的辉煌。 

11、、城城池池遗遗址址考考古古发发现现：：  

探明了晋阳古城西城的城圈四至范围：据文献可知，唐代晋阳城由东、中、西三城组成，中城跨汾河而

建、东城位于汾河以东，中城、东城常年受河水漫漶，加之地势低洼，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因此，考古调查

勘探主要针对西城而展开。几年来，结合文献记载，探明了唐五代时期晋阳古城西城城垣四至范围，城圈基

本呈矩形，东西长 4750 米，南北宽 3750 米，面积 20 余平方公里，方向 18°。 

发现了晋阳城创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遗迹：通过对残存西城墙的解剖和城内地层的发掘，发现了

晋阳城肇建之初，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墙遗迹和生活遗迹。发现了城墙两次大的营建和修补痕迹。与文献记载

中晋阳城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东魏北齐及唐五代时期相吻合。 

发掘出土了晋阳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遗迹：在已圈定城圈范围基础上，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手工业

作坊、佛寺等重要遗迹，并初步建立了地层序列。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配合太原市人大完成了《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保护

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公布实施。市考古所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合

作编制《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纲要》。通过向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在多次修改和完善的基础上，2011 年

3 月 28 日，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 

22、、西西山山石石窟窟寺寺观观遗遗址址考考古古发发现现  

西山石窟寺观遗址是晋阳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分布于古城遗

址周边的石窟寺观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工作也相继展开。 

2002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龙山童子寺遗址进行

了发掘，出土了大量北朝及唐代的重要遗物，有建筑构件和石刻造像等。经过几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对寺

院区和大佛阁的建筑布局有了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童子寺作为集摩崖大佛、石窟和地面建筑于一体的山地佛

寺类型，为研究山地佛寺形制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2008 年 5 月，太原市所对太山文管所在修建消防蓄水池时发现的塔基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调查发掘，

确认塔基地宫遗址为唐代。并于地宫内发掘出土了石函、木椁、铜椁、银椁、金棺五重棺椁，出土遗物内容

之丰富、等级之高、工艺之精轰动学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4 年 3 月，天龙山文管所西下院工地退水渠开挖过程中，施工人员意外挖掘出若干石雕头像及身像。

经考古发掘，出土石刻头像 16 件、石刻像身约 20 件（大多残损严重），铁佛头 24 件。经专家初步认定，当

属唐五代时期。这批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特别是，还出土了 5 件具有典型西域特征的石刻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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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石刻工艺还是造型风格非中国本土特征，为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实物标本。 

2015 年-2018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

考古队对蒙山大佛佛阁遗址进行了发掘。完全揭露了其全貌，对于了解佛阁建筑和大佛龛的形制具有重要意

义。其中重要的出土遗物“乾宁丙辰（896 年）造阁，晋王（李克用）修此功德”刻铭筒瓦，明确了佛阁重修

的年代；另一约为五代复刻的《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残碑，记载了唐代修阁使用的各种材料及价格，十

分罕见，是研究唐末经济史的重要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成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3、、东东西西山山墓墓葬葬遗遗址址的的考考古古发发现现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由太原市所发掘清理墓葬近 800 余座，涵盖不同时

期。出土了大量的皇亲贵戚、达官显贵和寻常百姓等不同等级的墓葬。 

2015—2019 年，市考古所对东山西汉诸侯王墓及其墓园建筑进行了调查发掘，发现围墙遗迹和建筑遗址，

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厘清了墓园整体格局和营建情况，为研究汉代王侯级陵园规制过渡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7 年，恒大悦龙台 M6 的发掘中，首次将大型墓室完整搬迁至室内进行精细化考古，出土各类漆木器、金

属器、陶器、玉石器 66 件（组），木质简牍为山西首次发现；2000—2002 年发掘的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是

太原地区继娄睿墓之后的又一北朝重大考古发现。以保存完整的大面积精美壁画，再度引起轰动，并入选 

“2002 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1999 年发掘的王郭村虞弘墓，出土一座极为精美的汉白玉浮雕石椁。充满异

域风情的生动浮雕，展示了北齐以来晋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心地位和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氛围。被评为

199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 年万柏林小学出土的郭行墓，为唐代砖室壁画墓，墓壁以屏风画的形式

绘制，内容以树下人物为代表。太原地区出土唐代壁画墓中均绘制有树下人物图，是太原地区唐代壁画墓的

一大特色。具有较为典型的地域特色，此形式的墓葬太原出土数量居全国之首。 

 

三三、、成成立立晋晋阳阳古古城城考考古古工工作作队队后后为为建建设设国国家家考考古古遗遗址址公公园园进进行行的的调调查查

与与发发掘掘  

2010 年 10 月 9 日，晋阳古城成为我省唯一一处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的大遗址；2011 年 7 月 28

日，晋阳古城考古工作队正式成立，晋阳古城的工作紧紧围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开。为加快晋阳古城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晋阳古城考古队紧紧围绕重点解决城市整体格局、架构为主要突破口选取了晋源苗圃、

古城营村等晋阳古城遗址的核心区进行大面积探沟和开方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

重要线索： 

11、、一一号号建建筑筑基基址址的的发发掘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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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发掘的一号建筑基址，紧邻晋阳古城的西城墙，出土器物中包含经幢构件等与佛教相关的遗物，

初步分析为一座唐末五代时期营建、规模较小的寺庙。发掘过程中发现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大量

的日用瓷器和陶器残片，为遗址的分期提供了基础资料，丰富了晋阳古城遗址的文化内涵。 

22、、““小小殿殿台台””建建筑筑基基址址的的发发掘掘  

2013-2014 年，位于古城营村的“小殿台”遗址，发掘揭露了排列整齐的柱础石和由大量废弃碎砖、瓦

等建筑构件及动物骨骼铺设的建筑基础，面积 2000 平方米。种种迹象表明，此处为大型建筑基址的一部分。

小殿台建筑遗迹的发现为寻找大型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战国早期墓葬的发现将小殿台所在区域与不

同时期的城市布局联系起来，对研究晋阳古城战国时期城市规模及范围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33、、罗罗城城““东东马马地地””城城墙墙遗遗迹迹的的勘勘探探发发掘掘  

为了解晋阳古城“北城墙”和“故唐城”的存在与否？2013 年，在罗城村东新发现东西向夯土遗迹 1170

余米。为搞清夯土的性质及年代，在此区域开展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及夯土的解剖。经发掘，本次调查钻探发

现的夯土，时代不早于汉晋时期，基本可以排除此区域内存在文献中记载的“故唐城”的可能。 

44、、二二号号建建筑筑基基址址  

二号建筑基址，位于晋阳城址西北部，南距明太原县北城墙 350 米，西距西城墙 960-1100 米之间。考古

发掘工作从 2013 年开始至 2018 年结束，历时六年，完成了对该基址的全面揭露。二号建筑基址南北长 84、

东西宽 39.7 米，其中轴线方向同晋阳古城西城墙方向大体一致。整个建筑布局规整，周围廊庑环绕，内部各

主要殿址间以露道连接，设计紧凑，修建考究。主要包括四处殿址、五处廊庑、三处庭院和一处门址等。出

土有板瓦、筒瓦、瓦当、砖、脊兽、石质建筑构件和残碑、经幢、瓷碗等。结合出土遗物，可知该建筑的建

造年代不早于晚唐，不晚于宋初。二号建筑基址群体量之大、出土遗物之丰富、建筑结构布局之清晰，是晋

阳古城历年来的首次发现，是目前国内发掘出土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五代建筑基址，对研究唐五代

建筑布局和技术工艺有重要价值。 

55、、三三号号建建筑筑基基址址  

晋源苗圃发掘区东组建筑基址即为三号建筑基址，2015～2017 年发掘，发掘面积 3000 平方米，发现从

魏晋十六国至晚唐五代时期的多组建筑基址。整个东组建筑基址分三期。最早期建筑遗迹时代为汉代，主要

有一些房址和水井。出土四神砖、方格菱形方砖、云纹瓦当、绳纹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绳纹陶罐以及大型

石质建筑构件等。第二期建筑遗迹叠压在早期建筑遗迹之上，时代为魏晋十六国，发现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

遗迹。出土器物有绳纹板瓦、绳纹筒瓦、云纹瓦当、“富贵”文字纹瓦当、蓝纹板瓦、“六年”文字板瓦和

一些陶器等。第三期建筑始建于东魏，经北齐、隋，最后废弃于唐。建筑基址的夯土范围遍布整个发掘区，

采用一种大面积“满堂红”地基处理方式，夯筑方法为平夯，与“营造法式”灰土和碎砖瓦交替夯筑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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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基处理完成后，在承重墙的地方，用条形夯加固。立柱的地方再置磉墩和柱础石。柱础石表面素平，

也有较少的覆盆状。该建筑基址应是一个由四周房屋围合而成的院落，院中排水渠曲折回绕，水井修筑考究，

础石整齐划一。出土有青掍板瓦、青掍筒瓦、青掍方砖、“兴和”与“天保”铭记的空心砖、脊头瓦、莲花

纹瓦当、汉白玉“神王”造像、青瓷碗、红陶碗、灰陶罐以及“五铢”钱等。 

三号建筑基址两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揭示了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不同类型建筑，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的布

局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三号建筑基址发掘的魏晋十六国文化层及出土遗物，应成为山西地区最明确的魏晋

十六国考古研究的标尺。 

66、、四四号号建建筑筑基基址址  

四号建筑基址位于晋源苗圃内，西距晋阳古城西城墙 749 米，2017—2020 年开展考古发掘，由内城城墙

及蓄水设施组成。城墙始建不晚于北朝，在北朝和唐代一直沿用，均未进行过大规模的重修，于宋废弃。为

南北向，接近 20°，墙体宽 12-16 米，残高 0.5-2 米。夯层清晰，厚 0.08-0.1 米，无明显夯窝。蓄水设施

应与内城城墙同时始建，用于排放城内城外的生产生活用水，护城河始建和废弃应与城墙的始建废弃年代相

当。发掘出的水池晚于城墙遗址和蓄水设施，应为城墙废弃后形成的宋代蓄排水设施，和打破整个城墙东西

向的砖砌“水道”“水关”相关联。房址与 G10 是晚于蓄水设施的一处观景遗址。该发掘区位于晋阳古城核

心区域，是目前晋阳古城发掘最完整，规模最大且时代明确的蓄水设施遗址。在晋阳古城遗址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是研究晋阳古城城市布局不可缺少的资料。 

77、、瓷瓷窑窑遗遗址址  

2021 年进行发掘，西距二号建筑基址 60 米，清理出 3 座瓷窑均为马蹄形馒头窑，由火膛、窑室和烟道

组成。共出土近万件瓷片，主要分为青瓷和白瓷两类，可辨器形主要为罐、瓮、碗、盆、钵、瓶、灯台等。

窑具主要为支具和垫具。支具有窑柱、匣钵和圆头条状支具；垫具有垫圈、垫环、垫条、垫块和三叉支钉。

该瓷窑遗址时代大致是隋至唐代早期，使用时间不长，烧制器物种类少，但技术水平较高。该瓷窑遗址位于

当时的晋阳宫宫城内，具有特殊意义。该瓷窑遗址是山西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在

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几年来的考古工作，我们对晋阳古城城市布局和结构有了初步的认识，已经基本掌握其空间范围和

历史脉络。搞清楚了晋阳古城城内文化层的埋藏规律和遗存保存情况；初步勾勒出城内重要的遗存埋藏区；

搞清楚现存西城墙的不同时代的营建过程；发现了一段外城墙；发现了较大规模的建筑群、手工业作坊、瓷

窑遗址等，填补了过去关于晋阳城研究的空白。 

晋阳古城近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可谓星罗棋布，但对于 20 平方公里的古城遗址，仅是冰山一角。晋阳古

城遗址相对于其他古城遗址而言，位于山前冲积扇的地理位置和火烧水灌的毁灭形式，造成了遍布遗址的冲

アジア流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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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层，致使传统的洛阳铲勘探根本无法奏效，加之历史文献的稀缺，更没有一张我们期许的描绘清晰的舆图，

1500 年的代代兴废毁建叠压，对于寻找古城遗址的平面格局及城市的功能区划带来了困扰。所幸，晋阳古城

遗址位于城郊之间，被大面积的农田、大棚和部分的民宅所叠压，没有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所覆盖。沿着目前

已经清晰揭露的遍布整个遗址的城墙、坊墙、大型建筑基址、水系等重要遗迹，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

厘清城门、道路、坊巷等城市肌理，进而古城的整体格局、面目、规模及形态会渐次清晰。 

 

−82−

報告７　山西晋阳城考古发掘和研究：裴　静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