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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３年 ７月 至 ２０ １ ４年 １２月 ， 为全面了解关 。 此次发掘共布设 １ ０米 ｘ１ ０米探方２７个 ，

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的总体形制布局与时发掘面积２７００＾方米。

代沿革 ， 结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通过发掘 ， 对该殿基的规模范围 、 形制

园建设的需要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布局 、 保存状况 、 建筑时代以及与主殿太极

洛阳汉魏城队在之前对太极殿遗址发掘的基殿的关系有所了解 ， 确定了其就是北魏时期

础上
ｎ

］

， 又对太极殿东侧的
“

太极东堂
”

遗重要的中枢宫殿
“

太极东堂
”

遗址 。 这一发

址进行了发掘 （ 图
一

） 。现丰富了对太极殿宫殿建筑群总体形制布局

太极东堂遗址位于汉魏洛阳城北魏宫的认识 ， 并为研究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形制演

城中部 ，
北距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约 １变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公里 ， 南距宫城南门 阊阖 门遗址约４％米 。

ＵｂＵ
２０ １２年 ， 在对太极殿夯土台細发掘中 ，

即
一

、 地貌 与地层堆积

已经发现了该穷土台基的西南角和西北角 ，遗址区 内的地表为较平整的农田 ， 大致

初步判断可能与文献记载的
“

太极东堂
”

有呈西高东低状。 地层堆积情况较为复杂 ， 由

．

３（
总 １０ ８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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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宫城太极殿建筑群位置图 （ 北—南 ）

于地下遗迹的保存状况和深浅不同 ，
文化层

“

太极 东堂
”

夯土 台 基平面呈 长方

堆积的厚度和 内涵分布不均勻 。 其中残存的形
， 地上部分东西宽约 ４８ 、 南北进深约 ２２

夯土殿基和墙基之上 ， 只有耕土层或少量第米 ， 台基顶面 的建筑格局 因晚期毁坏 已不

２层晚期扰土层 。 在夯土殿基和墙基的周边存
， 夯土台基残高０ ． ６￣１ ． ２米 （ 图二 ） 。 台

地下遗迹保存深 １ ￣１ ．２米 ，
地层堆积较为丰基 由较为纯净的红褐色土夯筑而成 ， 外壁局

富 ， 主要可分为５层。部残存有多个时期的多层白灰墙皮及外侧相

第 １层
： 耕土层 ， 厚０ ． ２５￣０ ．３米 。应的地面 ， 墙皮多已剥落 ， 保存较差 。

第２层
：
金元时期以后至近代沉积土层 ，在夯土台基南侧 ，

发现两条南北 向 的

为黄褐色土 ，
厚０．２ ￣ ０． ３米 ，

包含物较少 。慢道 ， 东西对称分布 ， 目前仅清理了东侧一

第 ３层 ： 唐宋时期形成的扰乱堆积层 ，条 。 该慢道东距夯土 台基东南角约７ ．７米 ， 南

厚 ０ ．４
￣０ ．７米 ， 包含大量北魏时期的建筑瓦北长约 １ ２ 、 东西宽 ３ ．５米 。 慢道主体部分为夯

片和少量砖块 、 石块 、 瓷片 、 铁钉等 。土筑成 ， 两侧砌筑包砖 ， 包砖外侧有白 灰墙

第４层 ： 北朝晚期淤土层 ， 为青褐色细皮 。 砌砖多 已不存
，
仅残存包砖沟槽及 白灰

土
， 厚０ ． １￣ ０ ．３米 。墙皮遗迹 。

第５层 ： 北周垫土层 ， 为较纯净的黄土夹对
“

太极东堂
”

台基解剖表明 ， 其穷土

舶
严

粒
，

：
面坚硬平

整
，
厚０ ．３

￣

０ ．４米 。

ｊ

发 掘 表 明
“

太 极 东 ＾
七

堂
”

遗址是－座大型夯土
？

台基 的宫殿建筑 ， 其台基

西边距太极殿台基东侧边 ｜
缘约 １ ４米 ， 两座夯土 台基

基本位于同
－

条东西轴线 ＇

殿中心正殿 。图二 太极东堂遗址 （ 东南
—西北 ）

？

４ （
总 １ ０８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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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复杂 ， 并与太极殿主殿台基的解剖结果基米 。 连廊檐下用单砖顺砌包边 ，
局部包砖保

本
一

致 ，
也经过多次修筑与增修沿用 。 其始建存 尚好 ，

残高 ０ ． ３米 ，
砌砖 ３层 。 包砖外有宽

年代不晚于曹魏时期 ，
北魏时期重修沿用 ，

北约０ ． ３
、 深约０ ． ２米的砖砌雨落沟槽 。

朝晚期仍有改建增修 。

“

太极东堂
”

与太极殿在廊房的北侧 ， 即夯土隔墙的北面连廊

中心主殿作为同
一组重要的宫殿建筑 ， 自 曹还分别构成院落 １和院落 ２的南廊 。 两座院落

魏始建 ，

一

直到北魏和北朝晚期 ， 历代均有之间以与该廊房建筑结构
一

致的南北向廊房

承袭
，
建筑群的主体格局无大的变化 。分隔 ， 只发掘了两院落的南半部 。

一西侧的 院落 １位于太极殿夯土台基的东

三
、 殿基北侧 院 洛北角 ， 东西宽约 ２０

、 南北残长 １ ３米 。 主要由

殿基北侧院落位于
“

太极东堂
”

夯土北面中 间 的正房和东 、
西

、 南三面的廊庑围

台基的北侧 ， 为
一东西 向条状院落 ， 院落内合着中间的天井院落 。 天井院东西宽约 ８

、

残存有
一

条东西向 的御道 和部分廊房遗迹南北进深约 ４米 ， 周边铺砌有石板 。 北面正

（ 图三 ） 。房宽约 ９米 ， 两侧筑有夯土墙 ，
面阔３间 ，

进

御道位于东堂穷土台基北侧约４米处 ， 路深不详 。 三面廊庑的开间数量和间距不等 。

面宽约 ３ ．４米 ’ 路面铺砖残

系利用早期 （ 曹魏时期 ） 铺

， ＞

＝ ＾
＇

＇
＇

顏路继续修补沿川 御道
，

細向贯雜个东堂殿雜

部 ，
西端有

－

门址 ， 与太极 ＾
Ｈ

殿爾北删鏘麵 ’

向东延伸酿掘区外 。 麵 ＃
下为一砖砌水渠 ， 与道路走

？ 备
＼

水渠被扰乱祕 ，
两麵砖

多已不存。 渠 内局部可见毁图三 太极东堂北侧院落与御道 （ 东—西 ）

弃的顶盖石板 ’ 由此可知该

水渠是路面下 的咕渠３

御道北侧 为
－大獅

房建筑 。 廊 房 巾神 的 斤
广 ｗ

土 隔墙 以 及 南北麵＿ －々
巧驾


’

？

＝＝ Ｙ
．

并 与南北两侧的檐柱础坑
…

发现 １ ２ 间
， 单间麵織

ｒ
深３ ．９ ￣ ４米 。 麟舰酿

存高度高于南侧路面约 ０ ． ２图四 太极东堂北侧院落 １（ 东北
—西南 ）

？

５（总 １０ ８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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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井院和部分廊庑下 ， 残存砖砌的南北向地方 ， 也是王公 、 贵族等重要成员 的发哀地

排水沟槽 （ 图 四 ） 。点 ， 同时也是皇帝宴獪群臣 、 讲经论学等活

东侧的院落２ 的面积较大 ， 发掘区域内动的重要场所
｜
５

］

， 是帝国当之无愧 的
“

政治

东西宽４０ 、 南北长 １５米 。 已发现西侧连廊 ３中枢
”

。

间 、 南侧连廊９间
，
面阔与进深３ ．９ ￣４ ． １米 。因此可以说 ， 曹魏时期创立的

“

建中立

连廊台基地面残存部分铺砖 ， 高于院落地面极
”

的宫城形制和太极殿及东西堂制度 ， 影

０．３米 。 在南廊东段发现
一座门址 ， 门道宽约响了后世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中国古代宫室

３ ．７米 ，
以沟通隔墙南面的连廊和东堂殿基北制度与都城格局 。 对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建筑

侧的院落 。群的发掘 ， 对于认识公元２ ￣ ６世纪中 国最高

在上述院落的相关遗迹下还发现多处早政治权利的建筑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

期 （ 曹魏时期 ） 修建的柱础 、 铺砖 、 拦边条执笔者 钱国祥 刘 涛 郭晓涛

石等 ， 修建与沿用时代与东堂殿基夯土基本ａｍ
一

致 ， 但建筑格局差异较大 。

［
１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 ：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四号建

筑遗址》
，
《考古 》２０ １４年第 ８期 。

考古勘察显示 ，

“

太极东堂
”

作为宫城
［
２

］
ａ 太极东堂亦简称东堂 。 《三国志

． 魏志 》卷

正殿太极殿主殿东侧的
一座配殿 ，

虽然建筑四
，
甘露元年 （公元２５６年 ）注引 《魏氏春秋 》 ：

规模小于主殿 ， 但其夯土殿基也为东西向长“

二月丙辰 ， 帝宴群 臣于太极东堂。

”

又同卷 ：

方形 ， 殿基南侧也布置两条南北向的登殿慢
“

正始五年 ， 十月 ， 庚寅 ，
（
高贵乡公 ） 至止车门

道
， 发掘解剖确认其和太极殿主殿同样始建下舆 。 遂步至太极东堂

，
见于太后 。 其 日即皇

于曹魏 ，
北魏和北朝晚期重修沿用 ， 显示出帝位于太极前殿 ，

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

是为曹

其主体建筑布局和形制结构的整体规划与建
献中亦多有记载 。 《晋书 ？ 怀帝纪》 ：

“

及即位 ，

始尊旧制 ， 临太极殿 ， 使尚书郎读时令 ，
又于东

在太雛王願腦撤３１
了肖 她

东堂
”

同样规模和形制结构的臟 ， 与文献记园 ， 太极殿及細酿 内外诸门制度。

”

载的
“

太极西堂
” ［

３
］完全吻合。 由此对太极殿ｂ ． 刘敦桢 ： 《六朝时期之东西堂 》 ，

见 《刘敦桢

的整体建筑规模和形制布局有了全新的认识。文集 （三 ） 》 ， 中 国建筑ＩＤＩｋ出版社 ，
１９ ８２年 。

太极殿主殿居中 ，

“

太极东堂
”

和
“

太［
３

］
《资治通鉴 》卷一０ — ， 晋哀帝兴宁三年 （公

极西堂
”

分列两侧
，
三殿东西并列 ，

三座元３６５年 ） 二月丙申
“

帝崩于西堂
”

条胡三省注 ：

殿基 占地面积达 ８０００平方米 ， 外围还辅以 回
“

西堂 ， 太极殿西堂也。 建康太极殿有东 、 西

廊 、 院墙 、 宫门等附属建筑 ， 构成太极殿规ＭＵＳｆｅ

划有序 、 布局严谨的庞大宫殿建筑群 。 这是

中国古代雜
－种崭新的餓雜格局

，
也＋

Ｂ
、

ＴＴ 谢 上法尬 ／＋旦旦
［ ４ ］

祝总斌 ：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
， 中

是汉魏洛阳城乃至中 国古代建筑体量最大的国社会科学出雛 ，
１ ９９８年 。

胃
［ ５］ 李文才 ： 《太极殿与魏晋南北朝政治 》 ，

见 《魏

以太极殿为大朝 ， 东 、 西堂为常朝 、 曰晋南北朝隋唐政治与文化论稿 》
， 世界知识出

朝的制度 ，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项重要的政版社 ，
２００６年 。

治制度
［

４
］

。 而东堂不仅是皇帝听政 、 决策的（ 责任编辑 新 华 ）

．

６ （总 １０８ 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