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

13位ISBN编号：9787501017935

10位ISBN编号：750101793X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文物出版社  (2008-10出版)

作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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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

内容概要

　　窑址中心位于西安市西门外西关正街——丰镐路以南、草阳村及劳动南路以西、原西安民航机场
跑道北端偏东处，所在范围就是当年隋唐长安城醴泉坊。
1999年5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共发掘出唐代残窑4座、灰坑10个。
发掘面积140平方米，发现大量窑业堆积，出土包括唐三彩、素烧器、模具、窑具等残片在内的各类陶
制品残片近万片，并出土部分玻璃残块及骨器边角料等物品。
该窑址的发现，为唐三彩的产地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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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再看看宗楚客的宅地及其易主情况。
实际上，宗楚客豪宅位于醴泉坊南门之东，其宅地向北扩展，从而占据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的地盘
。
据《朝野佥载》：“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
磨文石为阶砌及地。
⋯⋯太平公主（与宗楚客比邻而居，详见下文）就其宅看，叹日：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
”但时间不长，景云元年（710），宗楚客被诛死，不久该处宅地又被登基伊始的玄宗赐给申王捅（《
唐两京城坊考》载：街东永嘉坊西南隅还有一处申王捅宅，按申王宅已见安兴坊，盖永嘉坊之西南即
安兴之东南，宅毗连二坊也）。
可见，在中宗景龙末年经睿宗时期再到玄宗即位的短短四年时间内，醴泉坊旧波斯胡寺这块地产似乎
与李唐王位的更迭相同步而三易其主。
申王李捣，是睿宗李旦次子。
早在武周大足元年（701），与兄弟五人从幸上都，赐第于隆庆坊，俗号“五王宅”。
李隆基即位，诸王献宅为宫，营为兴庆宫，李捐遂在街东和街西分别被赐二处宅地，其中在街西的居
所就是醴泉坊原宗楚客宅地，从而使其如愿以偿地成为长安城中跨两街、跨坊里区块立豪宅的少数人
物之一（申王当年在洛阳城中亦有两处豪宅）。
开元十二年（724）李搦薨，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引。
此后，醴泉坊南门之东和十字街南之东这片豪宅之地的新主人便不得而知了。
上述情况表明，高宗及武则天时代，醴泉坊内的宗教氛围是相当宽松和活跃的，佛寺、道观、波斯胡
寺、祆祠等同处一坊，这在整个长安城中也是不多见的。
随着中宗复祚，李唐家族重掌政权，政治中心回归长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醴泉坊内公主、太子等皇
族成员以及权臣等相继登场，使原先宗教氛围浓厚的坊域凭添了一抹政治空间的色彩，但这种色彩维
持的时间似乎并不长久。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

编辑推荐

《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报告第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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