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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汉是继秦之后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它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
社会经济和文化在这一时期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汉的首都长安，在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
著名的国际都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长安故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郊，行政上分属未央区的六村堡镇和未央宫、汉城两个街道
办事处。
它南邻陇海铁路，北依渭河南岸的草滩农场，东面为西安至三原的公路，湟河从它的西侧由南向北流
过，注入渭河（图一）。
　　武库是储藏兵器的仓库。
长安城内的武库是西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精良兵器仓库，它作为一处军事重地，对保障京师乃至全
国的安全、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史载武库建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位于长安城南部的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
经过考古调查，基本确定了武库遗址位于今未央宫街道办事处大刘寨村东面的高地上，与文献记载的
位置相符（图二；图版一）。
　　武库遗址在平整土地时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为了抢救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汉
时期的军事制度及相关的兵器制度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从1975年秋季
到1980年春季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主要工作包括：　　1975年10月中旬开始对武库遗址进行调查，发现一处建筑遗址，编为第一号建筑
遗址。
10月20日～11月底对该建筑遗址进行了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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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1975～1980年在武库进行发掘的田野考古报告专辑
。
　　本书全面系统地报导了武库1～7号遗址发掘的全部数据，以及武库遗址、围墙及门的勘探试掘资
料，并详细报导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特别是其中一批铁兵器及铜兵器，是研究汉代兵器史的重要
资料。
同时，本书对武库遗址的位置、布局形制进行了研究。
汉长安城武库是目前唯一进行发掘的武库遗址，填补了考古领域的空白。
　　汉长安城武库遗址的考古资料，对研究汉代军事史、兵器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文物、考古、历
史工作者具有重要参考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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