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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到底创建于何时？它的历史有多久？大量文献和传

统观点都认为，钟楼从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广济街

口营建，距今620年。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车宝仁经考证

后提出新的观点：西安钟楼创建于唐代初期，距今已有1300

多年历史，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

的钟楼。 记者昨天专访车宝仁教授，他介绍说，唐朝初年，

皇宫已有钟楼、鼓楼的建筑，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六记

载：“太极殿⋯⋯殿东隅有鼓楼，西隅有钟楼，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置。”以及“大明宫⋯⋯又有钟楼、鼓楼”，这

些都说明唐初太极宫、大明宫已有钟楼、鼓楼，距今1370多

年，这应当是古代钟楼的起源。 据史料记载，唐代有很重要

的钟楼是景龙观钟楼，景龙观位于唐崇仁坊开通巷内，即今

东南城墙外。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为景龙观铸成铜钟

即景云钟，并“行三重楼以凭观”，景云钟重达6吨，现存陕

西历史博物馆。后景龙观更名为迎祥观，迎祥观钟楼位置适

中，位于唐三大宫殿区中间，皇宫上朝、政府办公和商业活

动都要统一作息时间，迎祥观钟楼起到了鸣钟报时、号令全

城的作用。 其后朝代更迭，长安外城逐渐毁灭，迎祥观钟楼

孤悬东城墙外，钟楼迁到城内势在必行。根据史料记载，在

金元时期，城中心广济街十字已有钟楼，并新建迎祥观。又

据记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元代钟楼旧址上复建钟

楼，位置在西大街广济街十字，楼设三层，有十丈多高，钟



悬在最上层中央，此钟楼一直保存到清末。明代西安城向东

、向北延伸，城中心东移到今钟楼位置，明万历十年（公

元1582年），在今钟楼位置新建西安钟楼，其结构更为匀称

，并加设基座，保存至今。 车宝仁教授表示，从名称、功能

、作用、形制和所悬之钟来看，唐代崇仁坊景龙观钟楼受皇

宫钟楼影响很大，并与金元明清迎祥观钟楼及明清至今的钟

楼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可以确定，西安钟楼起源创建

于唐代初期。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