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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工学院建筑学系出身，提起我进入考古学界，那是一个特殊的机缘。
在50年代“向科学进军”时期，国家分配我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学部委员梁师思成先生助手，从事建筑
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工作，有幸使夏鼐先生知道我。
1956年我第一次参观见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新石器时代和汉唐考古发掘工地，可谓与考古结缘
的契机，从这时算起，至今已有45年的历史。
至于真正进入考古学界，那是“文革”中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20世纪70年代初叶，“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大联合”，强调“抓革命，促
产生”，“解放老干部”，“领导班子三结合”，当时中国科学院竟出现了“反动学术权威”被任命
为“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新鲜事，夏鼐先生就是考古研究所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而“军宣队
”、“工宣队”竟成了副组长和组员。
1973年，在夏先生担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他及时利用职权，把我调进了考古研究所。
我到考古所未久，夏先生便被免去了“组长”职务，又去靠边站，做他的“臭老九”、“反动学术权
威”去了。
夏鼐先生以治学严谨享誉国内外学术界，正是他鉴于非专业人员从事特殊考古学工作的局限性，考虑
到学科的发展，早在“文革”之前的1965年他得知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被解散时，就
要调梁先生研究室的一个人到他主持的研究所来。
夏先生对我说，当时我不可能调动，另外有可能调来的有4个人供他选择。
他为此曾先后两次找梁思成先生推荐其中的一人，梁先生都未推荐，而只是将4人情况作了介绍，请
夏先生自己定夺。
这样拖了一年左右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调人的事遂作罢。
直到1971年梁师逝世，翌年夏先生想到梁先生不在了，国家不可能再成立建筑史学方面的研究机构，
调我的事有了可能性，于是托人找我。
终于，1973年我被调到他领导的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建筑遗址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建立“建筑考古学
”分支学科工作。
我到考古所的当天，夏先生就提出以后逐渐建立一个建筑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小组，将来考虑成立研究
室，足见他对于这方面工作的重视。
由于夏鼐先生的安排，使我具备了建筑史学与考古学联姻的条件，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学科建设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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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作者正撰写试图阐述发展演变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其中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便是历代的宫
殿。
这次作者应紫禁城出版社总编辑孙关根先生之约撰写《宫殿考古通论》，促使作者先对宫殿考古材料
进行系统地考证，为实物史料完成基础工作。
许多案例考证难度之大是过去《建筑考古学论文集》中涉及的课题所不及的，这可以说是对作者将
近30年来从事建筑考古学工作的一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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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鸿勋，1931年出生，河北蠡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

  　1955年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毕业，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思成助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秘书、
园林研究组组长。
1973年应考古学家夏鼐之邀，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创建建筑考古学，著有《建筑考古学论文集》等。
在从事考古学工作的同时，建筑史、论研究屡有成就，有《江南园林论》、《THE CLASSICAL
GARDENS OF CHINA》等行于海内外。
主张“学以致用”，40余年来结合科研不断有规划设计佳作。
曾任复旦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现为同济大学顾问教授、台湾大学博士导师。

    1998年发起并主持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起草被誉为，“中国建筑走向世界里程碑”
的《香山宣言》，并被推举为世界营造学社（WSYS）筹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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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明堂”形制第九章　东周王城宫廷建筑遗存第十章　从东周诸侯国宫城遗址看周朝宫殿制度第
十一章　东周列国的“高台榭，美宫室”第十二章　周朝宫廷建筑的营造成就第十三章　秦帝国气吞
山河的宫殿群落第十四章　“非壮丽无以重威”——西汉宫殿第十五章　南越王和闽粤王的宫殿第十
六章　东汉雒阳的宫殿第十七章　三国南北朝的宫殿第十八章　划时代的隋朝宫廷建筑第十九章　大
唐宫殿第二十章　渤海国上京王宫第二十一章　从形象材料管窥北宋宫殿的一斑第二十二章　西夏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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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一定向的方法是，在建设地段没有树木遮挡的高地上，平整一块场地，挖沟灌水以定平；在
这块平地上栽立一根表杆，上面悬挂线坠以定它的垂直，利用这根表杆观察日影；在地上刻画日出的
最长影和日没的最长影的位置；白天以中午最短的日影、夜晚以北极星的方位予以校正南、北，作为
东、西的参考，这样来规定朝（东）、夕（西）的方位。
可知，当时是首先确定东、西方向的（图八三）。
二、“四阿重屋”的创造对于土木合构的中国古代建筑来说，特别是高大的宫殿，要保护土阶（台基
）、土墙、木柱不受雨淋损坏，屋盖是极其重要的。
屋盖开始出于遮阳、纳光以及避雨等功能的综合要求，发展至殷商，在夏宫四阿的基础上而形成了“
四阿重屋”的形式。
它不仅在功能上是合理的，在艺术上也形成了建筑物壮丽的冠冕。
主要是由于“四阿重屋”的特点，使殷商宫殿看起来比夏朝宫殿更加雄伟壮观。
三、木构的镂刻与纹彩以及壁画夏朝宫殿即开始在柱等木构上描画红、黑彩绘，在此基础上，殷商时
期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从当时的青铜器纹饰来看，建筑也应同样是繁复华丽的满装饰意匠。
殷商陵墓的棺椁是按照死者生前所住的宫殿装饰的，因此根据椁板上雕刻的花纹和红、黑两色的彩饰
，可以推知建筑木构装饰的具体情况。
文献记载“殷人宫墙文（纹）画”，小屯遗址已在一个半穴居壁面上发现小块壁画残迹，证明了当时
确实是有壁画装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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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本书第十九章第二节“大明宫正衙——含元殿”的研究课题情况，我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绘
编《建筑历史与理论》第六、七合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27－28页发表了《关于（含
元殿复原）论文的说明》和第29－32页发表了《对（含元殿遗址发掘报告有关问题的澄清）的答复》
。
这里，再说明一点：本书第十八章第三节“‘仙山楼阁’的仁寿宫”，原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专题成果《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与研究》书稿的第五章。
此书是二十六年前遵照夏鼐所长的指示订入考古所1983年度计划当中的。
有些情况需要说明一下。
我自1973年应夏鼐所长之邀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因为我的工作对象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的
古聚落、古城、古建筑遗址，因此和夏所长一样没有加入按照历史时期划分的发掘队。
1978年开始发掘九成宫遗址，此项工作涉及我所从事的建筑考古学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应马得志队
长邀请，我才加入了西安唐城发掘队。
九成宫遗址发掘六年之后，于1983年告一段落，随之开始正式室内工作（1982年即已开始整理田野记
录）——编写发掘报告。
在全所制订1983年工作计划时，马得志在三室的《1983年计划表》中，作为专题负责人，填报了《隋
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一项。
当夏鼐所长见到科秘室印发全所各研究室的《计划表》时，立即找马得志和我谈了他对发掘报告编写
的改革决定：从九成宫遗址的报告开始，改变过去沿袭中研院史语所的“甲种本”、“乙种本”的老
制度，不能只是讲遗址、报材料，今后发掘报告都要加上专门的研究内容。
他指示将马得志负责的此项专题，改为由马得志和杨鸿勋两个专题负责人共同完成的“遗址报告与复
原研究”。
按照夏所长的指示，科学秘书张子明立即将刚发下的《计划表》全部收回作废，重新打印更改后的《
计划表》发给全所各研究室，现在仍有案卷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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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宫殿考古通论》：中国考古文物通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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