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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自金代建都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座古都所创造、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是自金代以来各个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
无疑也是各个时期特征最典型、反映最集中的。
从考古学角度来讲，研究某个文化或文化类型，从都邑聚落人手是最直接的方法，具有纲举目张的效
果，对历史时期考古而言尤其如此。
古代建筑是北京灿烂的物质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金代开始，历朝历代都大肆兴构。
统治者们掌握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为他们营建宫殿、苑囿、寺观、园林、衙署、离宫、坛庙
、府库，以供他们处理政务、举行宗教仪式、游玩宴乐。
历经岁月沧桑，曾经风光无限的皇家建筑大多早已倾毁，繁华消散。
然“崇构已毁，遗迹犹存”，这些建筑都曾经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些建筑遗址又是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建筑风格、工程技术水平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这些建筑遗址的揭
示和阐释，可以获得有关王朝盛衰、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历史信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皇家建筑遗址包含的有价值的信息量要远大于普通遗址的信息量。
在城市考古日益受到重视和加强的今天，皇家建筑遗址在城市考古中的重要地位越发突显。
一是皇家建筑遗址的发掘本身就是城市考古的重要内容，二是皇家建筑往往有文献记载，是各个时期
的城市地标，对稽考“名迹之存亡、道路里巷之变更”，具有特殊的标示作用。
北京的城市建设迅猛异常，这意味着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考古工作者都很难再拥有调查元大都和金
中都时那样的条件和机遇，城市考古只能依赖于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来进行，这使得多年积累的配合
基本建设的考古资料显得十分重要，而皇家建筑遗址尤为重要。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近十年来，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对涉及的十余处皇家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其中不乏故宫、圆明园、畅春园、静宜园这样著名的皇家建筑。
这些都是珍贵的城市文化遗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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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皇家建筑遗址的专辑报告，共收录考古发掘和调查简报13篇。
涉及故宫西河沿、香山静宜园来青轩、普渡寺、圆明园、畅春园、国子监、清静化城塔院、恭王府、
十三陵等十余处遗址，涵盖了宫殿、园林、寺庙、陵寝等明清时期的皇家建筑，对研究明清时期的政
治、宗教、建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古建筑、北京史地、古陶瓷等研究方向的学者及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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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西耳房东西宽6米，南北进深4.05米。
前檐墙及东山墙破坏严重，西山墙保存状况略好。
东耳房东西宽6.4米，南北进深4.05米。
前檐墙东西残长3.15米，南北宽1.1米。
耳房东南角地面残存1层残砖铺地砖。
在西跨院东侧，有1条自东回廊延伸过来的甬路，东西宽0.8 ～1.05米，南北长35.5米，局部残存铺地砖
。
五、遗物出土遗物以各类瓷片为大宗，另有少量琉璃器、陶器残片及个别铜钱。
瓷片较为破碎，无完整器。
多为青花瓷，青釉、黑釉少量，其年代绝大部分属清代，有个别瓷片较为精细。
琉璃构件有黄绿二色筒瓦以及黄釉脊兽等。
铜钱1枚，为“康熙通宝”，环读。
另在大殿发现l座转经塔。
六、结语此次发掘揭露出普渡寺大殿、山门、回廊、影壁、院落、东跨院、西配殿等遗迹，初步探明
普渡寺的建筑布局及结构，因原有建筑经过大规模改建且破坏严重，各遗迹的年代早晚及相互联属关
系尚不清楚，但回廊和东跨院显然与具有统一格局的寺庙建筑风格不符。
根据建筑风格及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可以将普渡寺的年代确定为清代。
据《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文献记载，普渡寺在清初为睿亲王多尔衮府邸，康熙三十三年改
建为玛哈葛喇庙，乾隆四十年修，四十一年赐名普渡寺。
上述记载正好与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相印证。
清初顺治帝即位时尚年幼，皇叔多尔衮代摄朝政，权倾朝野，死后竞被尊称为成宗义皇帝。
如此显赫的人物，其府邸自然高敞壮丽，这也正是普渡寺大殿及前院高敞阔大的原因所在。
多尔衮死后的第二年，就被撤去爵封，家眷也被迫从府中迁出。
至康熙三十三年，以睿亲王旧邸改建为玛哈葛喇庙。
原府邸主要建筑格局未做大的变动，仅改建为寺庙的形式，而回廊等明显与寺庙格局不符的建筑，则
被拆毁。
出土的黄绿二色筒瓦以及黄釉脊兽等琉璃构件，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均属皇家专用建筑材料，自然不是
多尔衮府邸之物。
尽管多尔衮是当时实际的统治者，死后被尊称为成宗义皇帝，但他毕竟还是不敢公然作出僭越违制的
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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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北京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古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北京的考古事业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
近十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过程中，开展了数以百计的考古发掘工作，保
护了大量珍贵的城市文化遗产。
这些发掘项目分布零散，时代不一，且遗存类型繁多，难以进行系统研究，不利于充分发掘其包含的
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针对这种现状，宋大川所长提出以城市考古理念为指导，将发掘资料按遗存的性质进行归类，理清其
脉络，查明其兴废更替，最终揭示古代北京起源、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
《北京皇家建筑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发掘报告》）就是在这一倡导下进行的首次尝试。
这本《发掘报告》收录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近十年来关于皇家建筑的发掘资料，其中有个别遗址的资
料已经发表，为方便读者，本次保持其文稿原貌也一并收入。
这本《发掘报告》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朱志刚、张中华等基建考古室的同志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撰写和组织撰写简报多篇；文献室的
夏连保、叶芷提供了部分资料；李永强除撰写多篇简报外，还负责本《发掘报告》的统稿及定稿工作
；琉璃河考古基地为资料的整理提供了后勤保障。
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为这本《发掘报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因成书时间较为仓促，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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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皇家建筑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皇家建筑遗址发掘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