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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篇·“特区”使命

The Mission of Special Zone
Innovation : 

个建筑将各种不同功能用途的空间紧密结合，主

从有序。这种将一般宫观分散布局的方式，集中

在一个空间范围内体现，在中国建筑史上是首次

见到。

二号、三号宫殿遗址位于一号遗址西方，也

是高台建筑。其中三号宫殿遗址与一号之间有夯

土互相连接。咸阳宫遗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封建

社会历史上时间最早、内容最全面、保存最完好

的帝王宫殿建筑遗址之一 ，填补了建筑史上的秦

代空白。

与此同时，秦咸阳城遗址也是公元前3世纪中

国古代早期城市规划理念的珍贵物证。秦帝国时

对都城的选址、规划理念、区域规划等方面提出

了“象天法地”等独特的城市规划思想，是中国

大一统帝国首都规划的肇始，秦咸阳城遗址（即

以咸阳宫为核心的渭北区）作为这一重大城市规

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具

有独特的地位。   

史载秦始皇每破诸侯，仿作其宫室于咸阳北

阪，秦咸阳城遗址曾采集到齐国风格的瓦当、魏

国铭文铜器，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可

为战国时期不同地区的建筑与技术艺术交流研究

提供佐证资料。

聂家沟手工作坊遗址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的

石范、陶范、铜渣、炉渣等遗存，为研究当时金

属冶炼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秦咸阳城遗址出土的金银器、铜器、陶器、

建筑构件上的造型纹样具有独特的艺术性，纹样

线条偏舒朗，几何感强，动物造型生动，是秦朝

艺术的代表性产物，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遗址

内出土大量壁画残片，色彩多样，以黑色占比最

大，符合秦人崇尚黑色的传统。壁画题材丰富，

有建筑、车马、人物、游猎、鸟兽、植物、鬼怪

等。其中，车马出行图每组为四马一车，系驾的

方式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车马相似。秦咸

阳宫壁画是迄今仅见的秦代绘画原作，也是迄今

所见最早的宫廷壁画。

在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壁画等大

量遗物，成为了当时不同方面辉煌成就的代表，

从侧面反映了秦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目前，秦咸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新阶段。

2018年秦咸阳城遗址全面发掘了手工业作坊

区，并完成了保护展示工作。

2 0 2 1 年 初 ， 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探 明 秦 咸 阳

城宫殿官署区内建筑分布。该区域内的西部、北

部、南部各发现50米宽的道路，两横一纵分布，

构成干道路网。6号高台建筑在现地表以上仍残

留夯土台基，自秦代地面至现存台基顶部高度达

11.3米，顶部结构完全揭露，发现曲尺形墙体与

壁柱、台阶与斜坡通道、涂朱地面等。结合周边考

古资料，判断东部水域即为文献记载的“兰池”。

1988年1月13日，秦咸阳城遗址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0年10月9日，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

单；2011年，陕西省人民政府调整秦咸阳城遗址

的保护范围，重新调整后的秦咸阳城遗址保护区

包括秦咸阳城遗址和制陶作坊遗址两部分；2016年

到2018年发掘的秦代府库建筑遗址，分别入选2017

年、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还入围了2020年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2021年10月18日，秦咸

阳城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自秦孝公迁都至秦朝覆灭，144年间，秦都咸

阳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辉煌与消亡。作为一个朝代

的见证，同时也是秦代城市建设及社会文化的真

秦汉文化展示聚集区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