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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是隋唐时期的皇
家禁苑，因地处洛阳城西
而得名。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营建东都，并

“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
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
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在
西苑交汇的谷水与洛水，就是隋唐
大运河通济渠的源头。

隋西苑规模宏大，《隋书》中称其
“苑囿连接，北接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
池，周围数百里”，《大业杂记》等称其周长
约为二百里。苑内建有多处离宫及大湖、龙
麟渠等。大湖内有三岛，名为蓬莱、方丈、瀛
洲，岛上有亭台楼阁。月明风清之夜，隋炀帝
喜欢由宫女陪同骑马游西苑，或与大臣、嫔妃
在苑中宴饮作乐。

在隋西苑的离宫中，显仁宫“南接皂涧，
北跨洛滨”，是建造最早的一个。通济渠完工
后，隋炀帝乘龙舟巡幸江都（今扬州），就是从
显仁宫出发的。

到了唐初，李世民改隋西苑为芳华苑，规
模也有所缩减。据《旧唐书》记载，唐西苑“在
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
距飞仙”，并记其周长为一百二十六里，苑内
有离宫、亭、观十四所。

唐高宗时以洛阳为东都，与武则天长期
在洛阳执政，对西苑也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并
营建了合璧宫、上阳宫等。

其中，合璧宫在西苑的西边，是避暑的好
地方。这里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上元二年

（公元675年），太子弘暴病“薨于合璧宫”，令
唐高宗和武则天不胜悲痛。

1998年，考古人员在洛阳市高新区辛店
乡龙池沟村发现一处大型宫殿遗址，根据地
面残留的双阙、前殿、后殿等建筑基址及周围
的瓦当、砖雕等建筑材料，初步推测为唐西苑
合璧宫遗址。

上阳宫位于西苑的东边，与皇城相接。
在它的南边，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源头处的
著名堤堰——月陂。

月陂始建于隋。隋炀帝从西苑引谷水、
洛水开通济渠，隋东都洛阳城的设计者、建筑
大师宇文恺为防止东流的洛水泛滥，特意在
上阳宫南修筑了形如弯月的堤防，以改变水
流的方向。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描述月
陂，称：“洛水在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
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堤束令东北流。当
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今虽渐
坏，尚有存者。”

这里所说的“捺堰”，就是拦堰坝。唐玄
宗开元年间，西苑中的谷水、洛水时常暴涨，
淹没苑中的离宫、亭、观。河南尹李适之曾奉
命修筑三大堤防，即上阳陂、积翠陂和月陂。
从此，苑中的谷水、洛水再“无劳役之患”，直
到十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洛阳城破，西苑
也盛景不再。

不过，直到北宋时，月陂仍在，且是人们
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家住安乐窝的北宋理学
家邵雍作有《月陂闲步》一诗，他的好友程颢
也在《游月陂》中说：“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
中天百尺台。”

2005年，考古人员在今聂湾村南洛宜路
与王城大道交叉口以东调查时，发现一段西
南—东北走向的夯土。夯土宽 5 米~10 米，
表面有路土痕迹，下面为密实的细沙土，出
土有堤石约 300 块。这里地处隋唐洛阳城
西城墙的北端西侧，夯土东边约 50 米就是
隋积翠池的东岸。考古人员据《元和郡县图
志》等文献记载推断，这段石堤遗存即为月
陂遗址。

西苑与月陂

□商春芳

洛阳运河一号 古沉船即将

两件“重量级”展品“入住”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保护展示工程同步启动，其中——

明
清
时
期
内
河
客
货
运
输
船

发
掘
地
为
今
偃
师
区
首
阳
山
街
道
义
井
村
西
南
洛
河
北
岸
滩
地

船
体
为
木
质
结
构

发
掘
于
九
年
前

记者在场馆内部看到，通向博
物馆各层的环形步道及电梯已经
修建、安装完成，各展厅正在开展
展陈装饰工作。其中，镶嵌于博物
馆大厅顶部的大型三彩环艺作品

《云帆》芳容初现。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

陶瓷吊顶艺术作品，等全部完工后
会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隋唐大
运河文化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

《云帆》由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郭爱
和领衔创作，面积约1万平方米，由
12.6 万个三彩陶瓷单元组成。该
作品采用写意三彩的表现手法，一
个个三彩陶瓷组成的菱形，犹如被
风吹满的船帆，挂在博物馆的圆弧
穹顶之上，每一个菱形则由 13 组
13 厘米宽的椭圆弧面三彩陶瓷构
件组成，代表着在洛阳建都的13个
朝代。

据介绍，在光线充足的条件
下，游客在场馆移动时能感受到三
彩陶瓷吊顶的光影变化，模拟流动
的大运河，波光荡漾，秀美壮阔。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白雪 文/图

在博物馆建筑西侧，一面巨幅
玻璃幕墙吸引了记者的眼球。这
面玻璃幕墙高十几米、宽20多米，
由十几块大型玻璃组成，远看像一
面巨大的镜子，不仅观感气派，也
让大运河博物馆展现出不一样的
面貌。

据介绍，该玻璃幕墙的玻璃由

北玻股份洛阳玻璃公司生产，其中
最大的一块玻璃高约 12 米、宽约
1.8米，重量高达5.7吨，创造了“最
大”“最重”等多项洛阳之最。

除了上述特点，这面玻璃幕墙
还是洛阳首个“无肋”安装应用项
目，暗藏着不少“黑科技”。比如，
每块玻璃均为坐地式、自承重结
构，既是外墙面板也是外墙骨架，
实现了从室内往室外观察，视线无
任何遮挡的效果。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位于
瀍河入洛河口西北角，去年8月建
筑主体封顶。近日，记者在建设现
场看到，博物馆建筑外立面及屋面
大面积使用了黄色的三彩釉面瓷
砖，就像穿上了一件三彩陶瓷“外
衣”，远看如同古代宫殿建筑群的
天际线。

记者观察发现，这些三彩釉面
瓷砖均为空心设计，不仅可以左右
调节间隙，还具备防水功能，做到

了美观与实用的统一。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介绍，三彩釉面瓷砖由我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水旺及其
团队设计制作，在胎体原材料配
方、釉料配方、烧制方法等方面，均
有别于传统三彩工艺，制作难度
大，技术要求高，是传统三彩工艺
应用于现代装饰领域的一次创新
实践。

这座博物馆，里外尽展河洛技艺

穿上了三彩陶瓷“外衣”，安装了超大玻璃幕墙、三彩陶瓷吊顶……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

“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即将“复
活”！昨日，记者从隋唐大运河文化博
物馆获悉，“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日
前被整体搬迁至该馆展厅中，一座隋
唐时期小型仓窖也被整体搬迁至该
馆，保护展示工程同步启动，未来这两
件“重量级”展品将面向公众展览。据
介绍，这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迎
来的首批展品。

昨日上午，记者在隋唐大运河文
化博物馆建设现场看到，“洛阳运河一
号”古沉船已被放置在展厅中，其船体
被置于木质支架之上，船舱上装着一
层用于保护的木质板材，船身、甲板等
部位有修复痕迹。

“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发现于9
年前。当时，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今偃师区首阳山街道义井村西南洛
河北岸滩地中，抢救性发掘了两艘形
制结构基本相同的古沉船，其中一艘
保存较好的古沉船被命名为“洛阳运
河一号”，此前被放置在回洛仓遗址进
行保护。专家根据船体形制，基本确
认其为明清时期内河客货运输船。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晓

军告诉记者，古沉船出土于洛阳盆地
内汉唐漕运水系中，充分证明了洛阳
盆地内内陆人工漕运渠道的存在，同
时为古代船体结构和大运河洛阳段的
研究，提供了翔实资料。此外，沉船的
发现也证明了洛阳汉唐漕运体系历经
千年而不衰，这一水利工程的成功具
有高度的科学性。

“‘洛阳运河一号’船体为木质结
构，且长期埋在水下河道淤泥处，导致
船体变形和构件缺失，结构强度遭到
较大破坏。目前，古沉船修复工作基
本完成，船体结构强度得到大幅增强，
外观也基本恢复了原本的样子。”“洛
阳运河一号”古沉船保护修复项目负
责人、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廖军令
说，“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复活”后
将面向公众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
察、触摸，感受大运河历史。

在该博物馆“洛阳运河一号”古沉
船对面，一座隋唐时期小型仓窖也被
安置到位。记者看到，该仓窖底部呈
圆形，残存有柱础石，以及木板腐朽的
痕迹。

“这座仓窖是从一处仓窖遗址中

整体搬迁而来的。”此前参与发掘的洛
阳职业技术学院文物保护考古学院副
教授潘付生介绍，2020 年，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工区保利大都
会小区一带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中发现
了一处仓窖遗址，这批仓窖数量较少，
形制较小，做工简单粗糙，初步判断其
建设和使用时代在隋末至唐代中期。

目前，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建
设已接近尾声，开馆后，这两件“重量
级”展品将与公众见面。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汤旭 文/图

博物馆穿上三彩陶瓷“外衣”

““洛阳运河一号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全貌古沉船全貌

船体上残存的系缆铁环

三彩陶瓷三彩陶瓷““外衣外衣””

超大玻璃幕墙暗藏“黑科技”

三彩陶瓷吊顶将申报
吉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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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小型仓窖

超大玻璃幕墙

三彩陶瓷吊顶

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大
运河文化博物馆不仅是反映
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标志性工
程之一，也是我市深入实施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重要抓
手。近日，记者探访施工现
场发现，博物馆建设已接近
尾声，穿上了体现“河洛技”
设计理念的三彩陶瓷“外
衣”，安装了创多项洛阳之
最的超大玻璃幕墙、三彩陶
瓷吊顶……这座“国家级”博
物馆建筑的亮点真不少！

复活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