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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都》

内容概要

《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套装共2册)》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八个章节：绪言、调查勘测、宫
城西南角台、宫城一号殿址、宫城南门、宫城南墙1号排水涵洞、皇城南门、结语，并附录了6篇元中
都研究方面的论文。下册共收录彩色图版436幅，黑白图版26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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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都》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言 一 依塞皇都锁幻梦昙花一现绽瑰奇 二 紫塞要途起军镇 三朝继进步巅峰 三 九垓碧毯接朔
漠一岭隔天控燕关 四 抽丝剥茧真迹现拨云见日雾霾开 五 耀古烁今涵珠玉 躬逢盛世再风华第二章 调查
勘测 一 地理位置及环境 二 城墙状况 (一)宫城城墙及附属遗迹 (二)皇城城墙及附属建筑 (三)皇城隔墙
及皇城内部区域 (四)郭城(外城)城墙 三 城内建筑基址和遗迹 四 郭城以外遗存 五 遗物 六 小结第三章 
宫城西南角台 一 布方情况 二 地层堆积 三 遗迹 四 出土遗物 (一)灰陶建筑构件 (二)琉璃釉陶建筑构件 (
三)小型走兽 (四)屋脊琉璃脊饰 (五)铁器 (六)木器 (七)骨器 (八)瓷器 五 小结第四章 宫城一号殿址 一 位
置及布方情况 二 地层堆积及建筑遗迹 三 下层台基 (一)下层台面 (二)下层台基周壁情况 四 上层台基 (
一)上层台面 (二)上层台基周壁 (三)台基夯土 (四)断夯带 五 上殿通道 六 台周道路 七 基准石 八 东西配
殿 九 地基解剖情况 一 出土遗物 (一)石质构件 (二)灰陶建筑构件 (三)琉璃釉陶建筑构件 (四)小型走兽 (
五)屋脊琉璃脊龙 (六)金属器 (七)木头 (八)瓷器 一一 小结第五章 宫城南门 一 布方与地层堆积 二 城门
形制与结构 (一)门道 (二)门道隔墙 (三)墩台 (四)阙台 (五)行廊台基 (六)登城马道 (七)城墙 (八)门内矩
形广场 三 出土遗物 (一)灰陶建筑构件 (二)琉璃釉陶建筑构件 (三)小型走兽 (四)琉璃脊龙 (五)铜器 (六)
铁器 (七)木质建筑构件 (八)瓷器 四 小结第六章 宫城南墙1号排水涵洞 一 发掘经过 二 地层堆积 三 涵洞
形制 四 出土遗物 五 小结第七章 皇城南门 一 发掘经过和地层堆积 二 城门形制与结构 三 出土遗物 四 
小结第八章 结语 一 元中都考古工作的主要成果 (一)主要收获 (二)价值评估 二 元中都考古工作目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三 元中都考古工作前景展望 (一)必要性 (二)可行性 (三)主要内容附录 元中都的研究现
状与前景 论元武宗在张北建立中都的原因 有关元中都城墙的几点思考 元中都与和林、上都、大都的
比较研究 关于元中都布局与建筑的几个问题 走近元中都后记英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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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西夹室西墙柱础坑自北向南分别为ZC034—ZC035—ZC036—ZC037，现存状况如下
：柱础坑ZC034位于西夹室西墙与北墙交汇的西北角处，南边与柱础坑ZC035北边相距0.53米，东边与
东墙（寝殿西墙）基槽西边相距（柱础坑ZC018西边）相距7.11米，该柱础坑南北1.35、东西1.18、
深0.28米。柱础坑ZC035南边与柱础坑ZC036南边相距3.35米，该柱础坑南北0.87、东西1.16、深0.28米
。柱础坑ZC036南边与柱础坑ZC037相距1.93米，该柱础坑南北1.02、东西1.29、深0.28米。柱础
坑ZC037位于西墙与南墙交汇处的西南角处，东边与南墙柱础坑ZC038西边相距1.29米，该柱础坑南
北1.1、东西0.94、深0.2米。 西夹室南墙柱础坑自西向东分别为ZC037—ZC038—ZC039—ZC042。现存
状况如下：柱础坑ZC037详见前文西墙柱础坑分布情况。柱础坑ZC038东边与柱础坑ZC039西边相
距3.01米，西边与柱础坑ZC037东边相距1.28米，该柱础坑南北0.97、东西1.07、深0.2米。ZC039是南墙
内唯一保留的一块玄武岩柱础，东边与柱础坑ZC042西边相距l.34米，该柱础石底面呈长方形且较大、
上部南北两面缩折形成二层台，顶面为长方形，东西方向横断面为长方形、而南北方向的横断面为凸
字形，加工较粗，下部为毛石，上部平面为糙面，在凸起部位的侧面和二层台上面可见有斜向凿痕。
凸起部分高于二层台0.12米。顶面东西0.94、南北0.6—0.63米，下部东西1.05、南北0.93、通高0.44米（
图版八四，1）。柱础坑ZC042位于西夹室南墙与寝殿西墙交汇处，详见寝殿西墙柱础坑分布情况。 西
夹室北墙基槽较明显，但仅在槽内西端与西墙相接部位发现一个柱础坑ZC034，详见西夹室西墙。北
墙基槽东端在柱础坑ZC018的南部与寝殿西墙相接。与西夹室北墙对应的东夹室的北墙，也仅在角部
发现一个柱础坑。二者情况相同，说明很有可能在两个夹室北墙内原本就各自只在角部存在一个柱础
。 D.香阁柱础分布情况（彩版二五四；彩版二五七，2） 香阁上层台面，可见有围成长方形的基槽，
基槽深0.15米，应是寝殿四面墙壁地基拆除后所留痕迹。柱础均发现于墙壁基槽内。阁内地面残留有
铺地方砖（图版八四，2；图版八五，1）。 香阁南墙即寝殿北墙，柱础坑自东向西排列ZC014
—ZC015—ZC016—ZC017，尺寸详见寝殿北墙柱础坑排列情况。 香阁西墙柱础自北向南分别为ZC008
—ZC012—ZC011—ZC017，情况如下：柱础坑ZC008位于香阁的西北角墙壁转角处，东边与柱础
坑ZC007西边相距1.84米，南边与柱础坑Z0012北边相距1.82米，该柱础坑南北1.58、东西1.35、深0.21米
。ZC012和ZC011两个柱础保留原位，为两块凸字形石柱础（图版八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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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都》

编辑推荐

《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套装共2册)》图文并茂，使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和考古信息，确定了元
中都的具体位置，准确定位了重要建筑基址，全面揭示了部分重要建筑的基本特点，使城市整体布局
趋于明晰，证明了元中都不是一座单纯的行宫或军事性的地方城市，而是一座具有三套城墙架构的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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