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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门是唐长安城大明宫南墙上“南

五门”之一，位于大明宫南墙建福门西侧，

其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自强东路北、二马路

南、建强路东，亦即大明宫西南角外侧（图

一）。为配合西安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

设，2009年4月24日至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兴安门遗址进

行了考古发掘，现将此次发掘简报如下。

一、发掘经过
兴安门早在1957~1959年对唐大明宫

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中就已确定[1]。几十年

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兴安门遗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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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逐渐被现代建筑和道路覆盖。2008年，大明

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逐步展开，西安市

政府投巨资拆除了遗址上部及周围的建筑，为

兴安门遗址的发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我们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门

址的初步钻探以及2008年10~12月进行的复

查性钻探结果，确定以兴安门遗址为中心、

东至大明宫西宫城墙处、西至大明宫西内苑

东墙处为此次发掘范围，设置了15米×15米

的探方10个（编号为2009TCDX T1~T10）。

但由于T4内为现代建筑未拆迁，以及T9东

部、T10全部为建筑垃圾堆放地，所以未进

行发掘。因发掘工作的需要，我们又对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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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向西扩方7米，T5向东扩方8米，T6~T9向

南扩方4米，总发掘面积2939平方米。

二、地层堆积
由于埋藏浅，遗址大部分区域在地表下

或近现代层下就会见到城墙或门址的夯土遗

迹。地层堆积较简单，大致可分为四层。

第1层：地表层，为农耕土或现代路

土、房屋地面等。厚0.1~0.3米。

第2层：唐以后扰乱堆积层，土质松、

硬不一。距地表深0.3、厚0.3~1.8米。包含

物有大量近现代器物残片、垃圾、炉渣，或

宋、元、明、清时期的瓷片、铜钱。

第3层：唐代废弃堆积层，土质松、硬

不一。距地表0.2～1、厚0.2~0.3米。包含物

主要是唐代的白灰墙皮、砖、瓦碎块以及红

烧土块、黑色炭化物等。

第4层：唐代文化层，主要是唐代路土

与夯土堆积。距地表0.3～1.5、厚0.1～3.2

米，其中，路土厚0.1～0.3米，夯土厚1～3.2

米。包含物有唐代砖瓦、墙皮的碎砾、黑灰

屑等。

第4层下为生土层，土色灰黄，土质纯

净。距地表深1.5～3.5米。

三、遗    迹
此次考古工作不仅发掘了兴安门遗址，

还对兴安门遗址以西的西内苑东墙、以东的

大明宫西宫墙也进行了部分发掘。

发掘表明，兴安门址系黄土夯筑而成，

门上建筑已毁，唯残留夯土基址。门址可分

为早、晚两期，早期门址为三个门道，晚期

门址为二个门道，形制明显不同（图二）。

出于遗址保护原则，我们只对晚期门址进行

了发掘。对于叠压在晚期门址之下的早期

门址，主要采取小型探沟、钻探等方法对

其形制进行探究。

（一）早期兴安门遗址

埋藏在现地表下1.5米左右，有东、中、

西三个门道。门址坐南朝北。据钻探，门基

址东西宽39、南北进深20米左右，门道东西

宽5.4～5.9米。解剖发现，早期门址的东、

中二个门道及东隔墙被晚期门址沿用，西门

道和西隔墙被夯土填埋形成晚期门址西墩

台。晚期门址西墩台现夯土表下0.5米即为早

期门址西门道路面（见图二）。道路面中间

路土踩踏痕迹明显，路土为在最初的门道

夯土面上直接踩踏和压轧而成，厚5～10厘

米。

城墙南的墩台西侧靠近城墙处有马道，

东西向，南北宽3米左右，长度不详。

（二）晚期兴安门遗址

门址坐北朝南，有东、西二个门道，整

个门址由东西墩台、门道、隔墙以及东西两

侧的城墙和马道等组成。门向为1°20'，与

大明宫正南丹凤门址基本一致。基址东西长 

27.9、南北宽18.9米（图三；图四）。

1. 墩台  东、西共两个。平面均呈长方

形，进深18.9、均宽6.8米，墩台南端向南伸出

于宫墙2.9、北端向北伸出于宫墙6米（至包砖

外沿）。依东、西门道中间隔墙南部的砌砖残

迹推定，四周用砖包砌，包砖外表面抹有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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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晚期兴安门遗址（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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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坑，础坑底部多铺沙。

东门道西南、西门道东

南的隔墙南端还各残留有

两个青石质排叉柱础石，

均尚在原位，形状及表面

处理方式相同。础石为方

形，边长0.6米左右，中有

榫眼。榫眼为长方形，长

0.12、宽0.09、深0.045米。

础石南北间距均为1.7米左

右。另外，西门道中部发

现青石门槛残块。门槛距

门址南沿7.6米，青石东西

残长0.23、宽约0.27米。两

个门道路面破坏较严重，

但仍可以看出门道路面大

致为中间高两侧低，呈鱼

脊缓坡状，中部与两侧高

差为0.35米左右。门道内暴

露的路土多为红烧土，这

可能是门址废毁时火烧所

形成的（图六；图七）。

3. 隔墙  位于东、西

门道中间。隔墙平面呈长方

形，南北长18.9、宽3米。

隔墙为夯土夯筑而成，夯土

厚2.5～3.2米（图八）。隔

墙四周用砖包砌，包砖表面

抹白灰墙皮，包砖多已被破

坏无存，唯在隔墙南端、东

门道西南残留有部分砌砖与

白灰墙皮根部。隔墙南端的外包砖南北厚0.6

米，东门道西南残留的包砖位于东门道西南

残留的二础石之间，包砖厚0.3米（图九）。

4. 城墙  城墙相接于东、西墩台的东、

西两侧。此段城墙为大明宫的南宫墙西段及

向西的延伸部分，延伸段结构与大明宫的南

宫墙完全相同。发掘表明，城墙墙体为五花

夯土，夯土较坚硬，有明显的夯层，夯层

墙皮。但包砖已破坏无存，唯在西墩台南侧留

有砖砌痕迹与白灰墙皮根部。依残留的包砖痕

迹，西墩台南、北、西侧包砖宽0.6、东侧宽

0.3米，东墩台南、北、东侧包砖宽0.6、西侧

宽0.3米（图五）。

2. 门道  两个门道，形制基本相同。

门道进深18.9、东西宽5.85米。门道两侧的

排叉柱础石大都已破坏无存，多剩下方形

图六  晚期兴安门遗址东门道（南→北）

图七  晚期兴安门遗址西门道（南→北）

图五  晚期兴安门遗址包砖与础石遗迹（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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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0.1~0.15米。城墙分基础与墙体两部分：

基础部分位于唐代地表下，厚2～2.8、宽

11.5~12.5米；城墙墙体位于唐代地表以上，

底部宽8.5~8.8、残高0.1～0.4米。其中西墩台西

侧靠近大明宫西内苑东墙的墙体保存较好。

5. 马道  在城门北侧东部发现有上城楼

的“马道”，东西残长21.4、南北宽3.8米左

右。马道的东端与大明宫西宫墙连接处呈直

角曲尺形，坡度较缓，折出部分东西宽3.8、

南北长2米。

（三）西内苑东墙与大明宫西宫墙

1. 西内苑东墙  位于晚期兴安门址中心

以西34.1米处，东距大明宫西宫墙73.3米。

我们利用此处的一条破坏坑进行了发掘，发

掘表明，墙体部分已被破坏，仅见基础部

分，为五花夯土结构，东西宽3.5、残存夯土

厚约0.6米。西内苑东墙夯土与其南面的城墙

夯土以及大明宫的宫墙夯土结构有明显的不

同。和城墙及宫墙夯土相

比，苑墙夯土选料相对较

杂乱，中间夹杂有少量白

灰墙皮屑、砖瓦碎块等，

质地较硬，但比南宫墙夯

土质地相对较松，夯层相

对不明显。

2. 大明宫西宫墙  位

于晚期兴安门址中心以东

39.2米，距地表深1米左

右。西宫墙破坏较严重。

本次发掘的西宫墙只是大

明宫西南城角外侧城墙拐角

的一小部分，即大明宫南宫

墙、西宫墙与兴安门晚期门

址东侧马道东端交汇部分。

西宫墙为夯土结构，质密，

东西残宽6.5米左右。

西 内 苑 东 墙 西 侧 呈

南北走向，且基本与大明

宫西宫墙平行，南接兴安

门西侧城墙（即大明宫南城墙向西延伸部

分），并向北延伸，这样就在与大明宫西宫

墙之间形成了南北向通行的夹道，与兴安门

一起构成了大明宫西宫墙外通往大明宫翰林

院及后宫的重要通道。

四、出土遗物
遗物大部分出土于门道内及门两侧的唐

代废弃堆积中，主要有建筑材料和日常用品

两大类，其中绝大部分是建筑材料。

（一）建筑材料

80件，有长砖、方砖、板瓦、筒瓦、瓦

当、鸱尾、铁钉、石质夯锤、门槛石、木头

残块等。

长砖　较完整者12件。灰陶。多长37、

宽17.5、厚7.5厘米。长方砖多正面素面，背

面模印绳纹。另外，还发现带铭文和手印纹

的长残砖各2件。2008TCDXG2③︰22，长36、

图九  晚期隔墙南部的包砖与础石（东北→西南）

图八  晚期兴安门遗址隔墙（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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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18、厚7.5厘米（图一〇）。2008TCDXG2④︰

18，手印砖。砖残长30.4、宽15、厚5厘米，

手印长19、宽11.8厘米。2009TCDXT7③︰

1 2，铭文砖，表面印“定廿一”（图

一一）。长34.5、宽16.5、厚7.8厘米，印框

长6.2、宽3、深0.5厘米（图一二）。

方砖  3件。皆残，灰陶。有素面和

花砖两种。素面砖1件（2008TCDXG6③︰

5），表面平整。砖残长29、残宽20.8、厚

4.8厘米（图一三）。花砖2件，表面印有莲

花纹，背面均饰绳纹。2009TCDXT8③︰8，

中心模印单瓣莲花纹。砖长33.5、残宽24、

厚5厘米（图一四）。

板瓦　18件。皆残。有光面漆黑色的

“青掍”瓦、花边瓦、绿釉瓦等，其中多为

“青掍”瓦。

“青掍”瓦　13件。灰陶，布纹里。瓦

厚1.6～2厘米。2009TCDXT7③︰11，残长

28.5、弦残宽21.8、厚1.8厘米。

花边板瓦　1件（2008TCDXG7③︰9）。

灰陶，布纹里。沿部为二重唇的板瓦头，此

类均系檐头瓦，又称“滴水”。残长7、弦残

宽10.5、瓦厚2.4、重唇瓦头厚2.9厘米。

绿釉板瓦　4件。红陶，布纹里，表面

施绿釉。2009TCDXT5③︰1，残长7、弦残

宽4.5、厚1.2厘米。

筒瓦　20件。有光面布纹里的灰瓦、

“青掍”瓦，表面光滑细致，瓦体相对较

大，多为残块。2008TCDXG2④︰1，灰瓦。

残长22.5、弦宽15、厚2.5、唇长2厘米。

图一〇  长砖（2008TCDXG2③︰22）

图一一  长砖铭文（2009TCDXT7③︰12）

图一二  长砖（2009TCDXT7③︰12）

图一四  花方砖（2009TCDXT8③︰8）

图一三  素面方砖（2008TCDXG6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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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TCDXT6③︰9，“青掍”瓦。长35.2、

弦宽15.1、厚2.5、唇长2.5厘米。

瓦当　7件。均为莲花纹瓦当，有灰色

和漆黑色两种，当面模印的莲花有复瓣莲

花、单瓣莲花以及莲花变形似“菊花”等。

复瓣莲花有六瓣莲花，花瓣凸出似浮

雕状，蕊部为莲蓬状。2009TCDXT9③︰

9，花瓣为六个复瓣。直径12.4、沿宽2、

当心厚1 . 5厘米。单瓣莲花有八瓣、十

瓣，花瓣稍凸，蕊部为莲蓬状和乳凸状。

2008TCDXG9③︰1，花瓣为十个单瓣。直径

9.5、沿宽1.3、当心厚1.1厘米（图一五）。

莲花变形似“菊花”的瓦当有十五瓣、十八

瓣等，花瓣似瓜子，略呈旋涡状分布在蕊部

周围。2009TCDXT6③︰7，花瓣为十五个单

瓣。直径10.2、沿宽1.8、当心厚1.1厘米。

鸱尾　1件（2008TCDXG9 ③︰3）。

漆黑色“青掍”鸱尾残块，仅残存乳丁部

分。残长12.5、残宽7.5、沿厚4.5厘米（图

一六）。

兽眼　1件（2008TCDXG6③︰4）。灰

陶，环目凸瞳，应为兽面装饰的一部分。瞳径

9.5厘米。

（二）日用器物

66件。皆残，有瓷碗、罐、盒、盏、盆、

瓶，陶佛塔、汲水器、罐、砚，石杵，骨簪，小

铜佛，铜钱等。

瓷碗　20件。多为白

瓷碗底部与腹部残片。另

外还有2件黄釉瓷碗和1件

三彩碗残片。白瓷碗皆白

胎、璧足。口部有敞口、

葵口等。2009TCDXT9③︰

38，白瓷，敞口，璧足。

复原口径15、底径8 . 1、

高4厘米（图一七，2）。

2008TCDXG9③︰2，黄釉

瓷。敞口，平底。高6厘米。

2009TCDXT5③︰2，三彩碗

残片，通体施绿、白釉。

瓷罐　19件。有黑釉、绿釉、青釉瓷

罐。

瓷盒盖　1件（2009TCDXT9③︰14）。

白胎。残高2.5厘米（图一七，3）。

图一五  瓦当（2008TCDXG9③︰1）

图一六  鸱尾（2008TCDXG9③︰3）

图一七  出土遗物
1. 瓷盏（2009TCDXT9③︰15）  2. 瓷碗（2009TCDXT9③︰38）  3. 瓷盒盖

（2009TCDXT9③︰14）  4. 陶罐（2009TCDXT9③︰31）

10厘米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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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盏　8件。器形较小，皆侈口，弧腹，

平底。盏内施黑釉。2009TCDXT9③︰15，口

径11、底径4、高3.5厘米（图一七，1）。

瓷盆　5件。皆为沿部或底部残片。

2009TCDXT9③︰52，沿部残片。残长13、

沿宽2.3、残高6厘米。

瓷瓶　1件（2009TCDXT9③︰27）。

酱釉。口残，鼓腹，平底。腹径4.2、底径

3.3、高3.8厘米（图一八）。

陶佛塔　1件（2009TCDXT5③︰13）。

白陶。残存顶部，大致呈柱状，塔顶四面有

佛像，中部较细。身径3.4、底径5.6、高7.9

厘米（图一九）。

陶汲水器　2件。略呈圆桶状，背面有四

个系钮。2009TCDXT9③︰46，仅存底部，残

存二个耳。底径15、耳宽3、残高18厘米。

陶罐    2件。其中红陶罐、灰陶罐各1

件。2009TCDXT9③︰31，红陶罐。器形

较小，侈口，鼓腹，小平底。口径8、底径

3.8、高7厘米（图一七，4；图二〇）。

陶砚　1件（2009TCDXT9③︰6）。灰陶，

为一“风”字砚。残长11、残宽8厘米。

石杵　1件（2009TCDXT5③︰19）。

上部为圆柱状，底部略收为锥状。上部直径

14、残高25.4厘米。

图一八  瓷瓶（2009TCDXT9③︰27）

图一九  陶佛塔（2009TCDXT5③︰13）

骨簪　1件（2009TCDXT5③︰14）。

圆柱状，上、下均残。直径0.3、残长15.4

厘米。

小铜佛　1件（2009TCDXT5③︰12）。

仅存底部，方形座。残高5.6厘米，座长4、

宽3.2、高3厘米（图二一）。

铜钱   3件。皆为“开元通宝”。

2009TCDXT8③︰15，直径2.5、孔边长0.4、

厚0.1厘米（图二二）。

图二〇  陶罐（2009TCDXT9③︰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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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据《唐六典》卷七记载：“大明宫在禁

苑之东南，西接宫城之东北隅。南面五门：

正南曰丹凤门，东曰望仙门，次曰廷政门，

西曰建福门，次曰兴安门（南当皇城之启夏

门，旧京城入苑之北门，开皇三年开。余四

门并与宫同置）”。不难看出，兴安门初建

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时为隋大兴

城（亦即后来的唐长安城）北垣上出入禁苑

的一处城门，唐取隋后建都长安，兴安门亦

为出京城进入城外禁苑的一处城门。至唐大

明宫时，兴安门又被归为大明宫南墙“五

图二二  开元通宝（2009TCDXT8③︰15）

图二一  小铜佛（2009TCDXT5③︰12）

门”之一，是通往大明宫翰林院、后宫的重

要通道。唐代晚期，兴安门也是举行“献

俘”仪式的重要场所[2]。

兴安门的最后毁弃年代，当与大明宫的

最后废弃时间一致，即天佑元年（公元904

年），朱全忠胁迫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

室百司，自此大明宫成为废墟[3]。

考古发掘表明，兴安门早、晚期门址的

规模、形制明显不同。早期规模较大，一门

三道，马道位于城墙南侧西部，门向朝北。

晚期规模较小，一门二道， 马道位于城墙北

侧东部，门向朝南。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表

明，除明德门作为正南门较为特殊、门址为

一门五道外，其他外郭城墙上的城门基本上

都是一门三道，门皆朝城外开。兴安门早期

门址形制和规模也与之相仿[4]。通过文献记

载并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分析，早期“一门三

道”的兴安门，其建制和规模与郭城城门基

本一致，依此推测，兴安门早期门址应属隋

唐长安城外郭城门址之一，是为北垣上出京

城入禁苑的一座城门。

隋至唐初以及到大明宫营建前，兴安

门的规模与功能几乎没有变化。唐贞观八年

（公元634年）大明宫开始营建，至龙朔三

年（公元663年）建成并使用，兴安门此时

东依大明宫、西依西内苑，被“限定”在大

明宫西宫城墙与西内苑东墙之间，并被列入

大明宫门址之一，《唐六典》等文献中关于

大明宫城门的记述就明确将兴安门列为大明

宫南城墙“五门”之一。此时作为大明宫

门址之一的兴安门的功能彻底发生了变化，

即由原先一座主要用于出郭城入禁苑的“城

门”发展演变为一座主要用于由郭城进入大

明宫后宫与翰林院的“宫门”。就礼制与宫

城建制来说，兴安门已“失去”郭城城门的

建制规格，虽然兴安门也位于大明宫南宫城

墙一线，但严格意义上位于大明宫西宫城墙

之外，与大明宫南宫城墙上的诸城门非相同

等级，三个门道的规模与建制此时也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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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但作为大明宫门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其建制也只能被限定为两个门道的“宫

门”。就大明宫内的宫门等级与建制而言，

次于南宫城墙上的诸城门等级规格的宫门分

别为“一门二道”，如大明宫内的含耀门、

昭庆门，或者“一门一道”，如左、右银台

门、玄武门等[5]。而作为原先京城郭城城墙

上一座建制规格为“一门三道”的兴安门，

随着功能与制度的需要，其规格上的“降

级”自然也就从建制初期的“一门三道”改

制成晚期的“一门二道”。也就是说，考古

发掘出的晚期兴安门址推测应属于大明宫

“宫门”门址之一。当然，也不排除兴安门

因被“限定”在大明宫西宫墙与西内苑东墙

之间、由于距离和空间的不足而改变形制的

可能。简而言之，兴安门早、晚期的变迁也

就是从“城门”到“宫门”的变化。

兴安门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古代都

城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这座城门所承

载的历史信息，对于都城发展、演变等的

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对唐长安

城、大明宫的研究则更加重要。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何岁利，其他发

掘队员有龚国强、李春林、冯孝堂以及西安

市大明宫保管所的高本宪、张元中等，摄影

和绘图由李振远承担。在此对给予本次发掘

工作大力支持和关怀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

感谢。

执笔者  何岁利  龚国强  李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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