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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都遗址缘何成为考古界的“奥斯卡”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上一次安徽遗址入选“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是12年前。

“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印证了过去对遗址的一些想法，又

突破了既有认知。我们坚持了七年，终于揭开了前朝区宫殿

基址的真实面目，让我们知道了它的真实布局和结构。”安

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凤阳明中都考古发掘领

队王志说。 ■ 记者 殷艳萍/文 周诚/图

两大发现
明中都，被认为是南京、北京皇城的“蓝

本”，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

城，城址由三重城垣构成，面积达50平方公

里，建设六年后遭罢建。

2015年明中都正式开始发掘，通过勘探

和发掘，城址的布局日渐清晰，承天门、东华

门、外金水桥等多组单体建筑遗存的形制和

结构逐步得到揭示。在此基础上，2021年重

点开展了涂山门遗址和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

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约2100平方米。

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和涂山门遗址的发

掘成果，是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重要原因。

经过七年的累积发掘，通过揭露夯土台

基及其内部磉墩，厘清了宫城内前朝区宫殿

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为进一步探讨

建筑的开间尺度、营建次序、建造工艺等奠定

了基础。宫殿为前后殿加穿堂的“工”字形布

局，前后殿均为“九四”开间，前殿后出抱厦。

穿堂阔三间，深七间。后殿西侧接有可能为

连廊、门房、崇楼的附属建筑。主殿前后殿加

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

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

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

发掘显示宫殿坐落在前高后低的夯土台

基之上，与北京太庙的做法类似。台基南部

外缘包有石须弥座，正、侧面均发现数量不等

的踏道，从后殿处向北的地面与台基顶面取

平。台基由多种类型夯土逐次建造而成，其

内用一层石块一层土的“夹石扎”做法夯筑出

密集、齐整的磉墩。磉墩有单体式、二联式和

四联式等多种类型，随周边夯土同时建造。

部分磉墩旁还残存有接近原位的础石，其中

前殿出土的巨型石础用料边长近2.8米，础面

边长2.5 米~2.6米，覆盆直径达1.8米，体量为

目前所见宫殿建筑础石之最。

这块筑础石在凤阳县博物馆，为蟠龙筑

础，础面雕饰祥云纹图案，础槽精雕蟠龙飞

舞，是目前全国最豪华罕见的都城金銮殿的

大石础，也是凤阳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而涂山门发掘显示为单门道券洞式城

门，城台底部南北宽约39.5米，东西进深约23

米，为内夯土外包砖结构，夯土芯采用一层砖

瓦一层土的“夹瓦扎”夯法。城台北侧贴着城

台北壁设置东西向马道，也是内填夯土、外甃

砖石的结构。城台南侧与外郭城土城墙之间

以砖墙连接。城台、马道及砖城墙均坐落在

地下挖有基槽的夯土平台之上，并存在明确

的先后营建次序。基槽及平台夯土也采用一

层砖瓦一层土的夯法，城台部分的基槽底部

还见有地钉。

龙椅位置
当评选结果公布后，王志很激动，“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是考古界的‘奥斯卡’，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这是安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突破”。

王志从2015年就在明中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迄

今已7年。对他来说，考古挖掘总是能不断带来惊喜。

因为地下遗存是不可预知的，就像考古圈里说的一句

话：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挖下去会发现什么。“明中都

遗址的考古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是它逐渐揭露出了地下

遗存的真容，印证了过去对于明中都遗址的一些想法，

又突破了既有认知。”王志说。

就像这次龙椅宝座位置的发现。

位于前殿中后部发现的长方形黄土台，早于殿址

和宫城城墙建造，是宫殿中龙椅宝座的位置，并恰好处

于整座宫城的几何中心点上。

“因为这次发掘的是前朝区的正殿，是整座明中都

城内规制最高的建筑，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面

一定有龙椅宝座的位置。我们根据宫殿中龙椅宝座摆

放的规律，结合殿址的间架结构，很容易就能确定龙椅

宝座是在中轴线上的进深第三间内，位于当心间偏后

的位置。”王志说，“令我们意外的是在龙椅宝座位置发

现了一处黄土台，而且其正在整座宫城的中心点上，这

在全国此前还没有类似发现。”

“这种‘巧合’应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是与古代都

城的规划思想、择中选址的理念、工程营建次序等都密

切相关的。”

学术意义
关于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

而一直成谜，2015年至2021年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

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

争论，极大地推进了对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明中都上承宋元，下启明清，开明清都城规划布局

之先河，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中都

考古新发现推进了对于明中都遗址的深入认识，填补

了多项学术空白，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由宋元向明清

转变补充了关键环节材料。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

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王志

说，宫殿、涂山门遗址发掘是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的重

要实践，为研究明初时期官式建筑选址、布局和“土作”

“石作”等营造技术增添了宝贵资料。

对于明中都遗址下一步的考古工作，王志介绍，仍

然会按照既定的学术目标，去逐步揭示出明中都遗址

的整体布局、建筑形制和结构工艺。近期的工作将是

继续围绕中轴线、前朝区宫院开展工作，并结合遗址公

园建设需要，配合做好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

出于对明中都的考古热爱，王志将网名改为“志在

中都”，后来，王志又改为“中都窑匠”，7年时间及未来的

时间里，他像一位匠人，在时间里打磨遗址，发掘出更多

的惊喜。（部分图片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 据《安徽画报》

前朝宫殿区域发掘现场鸟瞰

涂山门遗址三维激光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