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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隋唐都城长安城，不仅开创了整齐划一、秩序均衡的棋盘型的都城模式，而且在其规模、开发以
及繁荣程度等方面，都体现出当时东方国际性大都市的气派。
而地处长安城东北的唐代三大宫城之一的大明宫，则是唐代使用时间最长的政治中心，曾展现过“九
重宫阙开阊阖⋯⋯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美况。
故而，保存至今的唐大明宫遗址不仅是唐代辉煌历史的象征，是唐代最高建筑水平的集中体现，同时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57年起，就派出了以马得志先生为首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开始对
唐长安城遗址(重点是大明宫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至今，西安唐城考古队已经在唐长安城址上工作满五十年。
五十年来，有赖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等各级领导机关和有关文物考古管理部门及科
研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有赖西安唐城考古队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唐长安城考古取得了丰硕的考古
成果，下面仅就大明宫遗址考古具体而言。
　　首先，通过1957年至1961年年底的几年工作，西安唐城考古队基本判明了大明宫宫城范围、城门
位置以及主要宫殿和池渠的分布情况，发掘了麟德殿、玄武门、重玄门、含元殿等主要遗址，绘出了
唐大明宫遗址实测图，为以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正是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唐大明宫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对大明宫的整体状况有了宏观认识的基础
上，又进一步调查和发掘了三清殿、清思殿、东朝堂、翰林院、含耀门等遗址，极大地丰富了对大明
宫内部建筑布局和具体遗址的认识。
同时，古建筑学家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参照文献记录和建筑科学原理，对麟德殿、含元殿等重要建筑
进行了复原研究。
　　1995年至1996年，西安唐城考古队为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含元殿遗址的项目，对含元殿遗
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和全面揭露，对龙尾道、殿址建筑方式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2001年开始，经国务院特批和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我所开始了为期五年的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
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发掘大明宫太液池园林遗址的项目(中方具体由西安唐城考古队实
施)，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发掘，弄清了池岸结构、进出水道、人造景观、池边建筑和排水设施等有关问
题，出土了包括砖瓦、石雕构件、陶瓷器、金属器饰等在内的大批精美的遗物。
　　2005年至2006年，西安唐城考古队为配合西安市政府实施的含元殿御道遗址的保护项目，又进行
了丹风门和御道遗址的发掘和调查工作，获得了新的收获，揭露出具有五个门道和对称长马道、城门
规模和规格堪称隋唐第一的门址。
同时，在含元殿前新发现的渠道、桥梁以及步行砖道和车道等遗迹，使人们对大明宫前朝部分的建筑
布局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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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资料集的编辑体例与其他遗址资料集一样，主体分考古资料和
研究论文两大部分。
同时，为了方便读者，本集中另还收集了古建复原、史料考证和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一些论文。
书中收集的资料和论文，大体可以体现现在唐大明宫遗址研究的基本状况。
当然，由于篇幅有限、有关论述散见于许多书籍报刊之中、编辑时间较紧张以及翻译问题等原因，有
些文章特别是国外的研究文章未能都收录于内，只能请大家谅解了。
书的最后，附录了有关考古资料和论著的目录，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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