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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记者陈朝中单纯刚)一直被历史湮埋的洛阳汉魏古城，经

过考古工作者近几十年来的苦苦寻觅和不懈努力，其历史真

容日渐清晰。最近在宫城南墙发现的北魏宫城阊阖门，让魏

晋时期的宫城正门得以再现。 据介绍，这是目前中国都城考

古发掘出的最早宫城正门。这座城门无论从布局还是形制上

，都较国内以往发掘的同一性质城门特，。又是目前为止考

古发掘出的年代最早的都城宫城正门，从而为中国古代都城

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同时为中国古代

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次发掘总面积近9000平方米

，虽然这一门址的大部分遗迹保存较浅，但残存遗迹显示的

建筑平面基本完整、形制布局结构合理独特。根据发掘解剖

结合门址所处位置，确定出这座门址就是北魏宫城的正南门

——阊阖门遗址。 作为目前为止中国古代都城中考古发掘的

时代最早的宫城正门，它强烈的礼仪特征和平面布局对于都

城建设思想演进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学术意义。 据

介绍，阊阖门前的左右双阙也是迄今为止发掘所见最早的宫

城门阙，它不仅为秦汉门阙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演进的

资料，而且它也为已发掘出的北齐邺南城门朱明门前双阙、

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前双阙门、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

门双阙找到了直接的历史源头。阊阖门阙的形制、结构和建

筑技术对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门阙制度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素有“九州腹地”之称的洛阳在中国历史发



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夏以来，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

建都，累计建都时间长达1600多年。规模宏大的五大都城遗

址，数以万计的古代墓葬，为洛阳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

产，堪称“中国地下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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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