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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迹与遗物，而且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开展，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考古学成为一门研究古老学问的年轻学科，也是一门魅力无穷的学科。
同时它也常常是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的关键，正如郭沫若所说：“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
关键。
”王国维也曾经说：“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
”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不断涌现的新发现，也决定了考古学是一门知识更新较快也是永远年轻的学科。
　　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隋唐考古学，首先是中国考古学按照朝代划分的一个阶段，也可
以说是一个分支，不仅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而且是典型的历史考古学。
它所研究的对象不仅仍然是遗迹和遗物，还有其自身的研究特点。
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数量巨大，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揭示当时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
件。
同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问题，既是历史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色。
因为像中国这样，古籍如汗牛充栋的国家，世界上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
如何让这一特色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并为世界所承认，则是值得不断探讨的
一个问题。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对历史考古学的定义：历史考古学是从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而
言的，属于考古学的两大分支之一，研究范围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与史前考古学的界
限在于文字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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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隋唐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典型的历史考古学。
上承三国两晋南北朝，下启宋元。
这一时期不仅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而且各类遗迹与遗物数量多、丰富多彩。
如遗址类有世人注目的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等；遗物类有色彩绚烂的三彩器、金银器、各类栩栩如生
的造像以及反映“丝绸之路”繁荣的异域遗物等。
通过学习，可以加深对“汉唐雄风”的理解，可以触摸隋唐文化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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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都城　　隋唐时期都城又可分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长安城。
它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初名大兴，人唐改为长安。
其平面呈长方形，周长36.7公里。
宫城置于郭城北部正中，北连禁苑，南接皇城。
宫城、皇城以外为里坊区，由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其划分成棋盘式格局，其问布列110
坊及东西两市。
整体设计思想以宫城、皇城正南门、朱雀大街及郭城南门明德门所在之南北线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
对称原则规划全城街道和坊、市，结构严谨，规划整齐。
长安城的这种布局，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形象地
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思想。
7世纪以后相继于宫城之东北、东南兴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但布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长安城的里坊多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环筑高墙，坊内设一横街或十字交叉街道。
设置十字街的坊，坊内被划分为四大区，每个大区之内再以小十字街分割为四个小区，全坊合计16个
小区。
通过对永宁坊遗址的发掘，证实这种十六小区布局的坊确实是存在的。
东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井字形街道，临街开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周围也筑有高墙。
这种坊市制度，正是封闭式都市所独有的现象。
　　隋唐都城的第二种形式是东都洛阳城。
其地位仅次于长安城。
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
洛阳城在城址选择、城市规划方面都与长安有所不同。
该城横跨洛河南北两岸，整体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7.5公里。
其宫城、皇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之于城之西北隅地势高亢处。
皇城前临洛河，后接宫城。
宫城南部及东西两侧为皇城和东西隔城所包围；北部建有前后重叠的二小城。
皇城和宫城之东，为南北毗连的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
洛阳的主干大道，由皇城之端门通往郭城之定鼎门，同样处于全城西部。
洛阳城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虽然也是棋盘式格局，但里坊不是长方形而是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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