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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分布着众多
重要的礼制建筑。其中，最被当代人
熟知的是“七天建筑”。所谓“七天建
筑”，是武则天掌权时期，隋唐洛阳城
中轴线上分布的七个名称中带有“天”
字的人工建筑或自然景观，它们从北
到南依次为天堂、天宫（明堂）、天门

（应天门）、天枢、天津（天津桥）、天街、
天阙（伊阙）。

实际上，除了“七天建筑”，隋唐洛阳
城中轴线上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但地位
极为重要的建筑。比如，位于隋唐洛阳
城中轴线北端的邙山翠云峰，正是道教
圣地上清宫的所在地。

隋唐时期是佛道二教的发展成熟
期，在此期间，佛道二教之间的斗争几
乎从未停息过。尤其是在唐代，李唐王
朝尊道教的始祖老子为其祖先，自称

“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李耳）”，道教
地位骤然大增。

位于邙山翠云峰的上清宫，在唐代
历太微宫、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等名称，

是 集 道 观 、宗
庙、学府多种属
性于一体的重要
礼制建筑。因为
上清宫在唐王朝的
政治生活和宗教文
化中产生的影响太过
重大，直至唐末，“太微宫
使”还是只有宰相才能配兼的
最高荣誉官衔。就连后唐时期，皇帝、
皇后去世后上谥号时，也要首先派官员
到邙山上告太微宫，其次才去是太庙。

巧的是，位于隋唐洛阳城南端的伊
阙旁，正是佛教圣地龙门石窟。一佛一
道，一南一北，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呈现
的“南佛北道”独特格局，在历代都城中
轴线上都不多见。

从下一期开始，我们将逐一聚焦隋
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元素，介
绍它们的前世今生。敬请关注。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走进二层展厅，文物展柜明显变少，取而代之的是满墙的“诗画
运河”手绘壁画和人工搭建新潭码头、南市等复原场景，让人身临其
境地感受运河沿岸的繁忙景象。

二楼展厅外的一面高墙上，安装着一段长30米、高10米，总面
积300平方米的古汴河河道剖面，在河道剖面上，粗糙的淤土块中夹
杂着不少石块、瓦砾、瓷片、动物骨骼等，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沉积
物，成为运河河道不断变迁的“时间密码”，向参观者展示大运河的历
史变迁。

漕运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功能之一，来自江南的丰富物产如何
摆上皇帝的餐桌？位于场馆三楼的“一粒米的漕运之旅”沉浸式体验
空间给出了答案。

在这里，游客可沿着脚下的“运河”走向，逐步了解漕运征收、运输、
抵达3个不同场景的故事。整个过程以环幕影院、互动游戏、语音问答
等形式展示沿线城市风貌、河工技术、漕运制度改革、仓储方式等。

旅途的最后，“城与运”沉浸式环幕影片作为尾声，将隋唐大运河
沿线的一个个城市串联起来，生动展现城市与运河的千年邂逅。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马国哲

大运河“搬进”展厅里
沉浸式“畅游”真过瘾

有“个性”的
隋唐洛阳城

站在中国
古代都城中轴
线发展史的宏观
角度来看，隋唐洛阳
城中轴线的历史位置处在
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它既与前代
后世的都城中轴线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内
涵，又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今天，我们
来聊聊独特的隋唐洛阳城中轴线。

东汉以来，随着礼制的强化、君权的
扩张和加强，以《考工记》营国制度为基础
的中国古代都城形态体系，不断得到丰富
和发展，都城空间形态日益严密规整。

《考工记》里所描绘的理想城市，最
鲜明的特征就是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作
为全城布局的中轴线，形成以宫城为轴
心、南北中轴线为主导、严整对称的城
市空间形态。

如果将这一特征作为考核一条都
城中轴线是否“完美”的标准，那么隋唐
洛阳城的中轴线确实称不上“完美”。

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和皇城偏于郭
城西北部, 郭城正门定鼎门（隋称建国
门）、皇城正门端门、宫城正门应天门

（隋称则天门）及宫城正殿等建筑组成
的都城轴线偏于都城西部，构成了都城
的非对称形制布局。而同时期的长安
城，全城以位于宫城南北轴延长线上的
朱雀门大街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
的原则规划布局，结构谨严、区划整齐，

形成单一轴线的严整布局形式。
这种“不完美”的成因，学界存在

“下京城一等说”“禁苑平衡说”“都城未
建成说”“地理条件制约说”等多种观
点。目前，“地理条件限制”说得到了多
数学者的支持。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隋唐洛阳城为
了达到“中轴对称”而再向西扩展，有诸
多不利因素：其一，宫城和皇城失去了
全城制高点的优势；其二，将使都城西
部的里坊区置于洛河河道和洛河行洪
区内；其三，有违避开旧址营建新都的
设计初衷。

因此，正是这条“不完美”的中轴线，
让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实现了既遵循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原则，又应和
着山川地势的特点，既体现了
皇权的至高无上，又兼顾
了安全和实用的原
则，遵循了“天人合
一”的设计理念。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即，目前，该馆内部装修
基本完成，布展工作正有序进行。场馆内部是啥样子？展
厅里有啥看点？跟着洛报融媒记者先睹为快吧！

螺旋步梯颇具“网红”潜质
巨型浮雕带来视觉震撼

走进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首先来到了空间开阔的游客大厅，
大厅西侧设有一面巨幅玻璃幕墙，太阳光透过玻璃洒进大厅，也照亮
了置于大厅东侧的一艘大型古船模型。在大厅南侧，一条螺旋形步梯
被数十根钢缆吊着，营造出“悬空”之感，颇有“网红打卡地”的潜质。

古代中国为什么开凿运河？隋唐大运河经历了哪些变迁？一场
文物对话的历史之旅，从“国运泱泱——隋唐大运河文化展”基本
陈列开启。

走进位于一层的基本陈列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布满三面墙
体、高约15米、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巨型浮雕作品《国脉》，它是
目前国内博物馆最大尺寸的浮雕作品。浮雕中还镶嵌着模拟运河
形态的LED屏幕，屏幕上放映着运河之上千帆驶过的动画视频。

巨大的浮雕作品加上流动的运河屏幕，向观众展示了隋唐大运
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贯通海河、
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整体风貌，呈现出十分震撼的
视觉效果。

穿过序厅，就来到了“国运泱泱——隋唐大运河文化展”基本陈
列展厅。该展览共分为“天工国运，一统中华”“千年运河，万物通济”

“隋唐盛世，国运繁华”“古今辉映，源远流长”4个部分，讲述由隋唐
大运河带来的都市繁荣和文化交流，展示位于隋唐大运河中心的洛
阳的城市地位及大运河开凿的背景和技术成就，展现大运河这一人
类的杰出创造及其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记者在现场看到，基本陈列布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部分展柜里
已经摆好了种类丰富的文物，展示了隋唐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丧葬
习俗，以及房屋建造、水利设施建设取得的技术成就。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琥介绍，“国运泱泱——隋唐大
运河文化展”展线上的文物有近千件，其中不少是首次亮相，比如回
洛仓刻铭砖、“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等。

此外，有别于“文物＋讲解”的传统展览形式，该展不以文物数量
取胜，而是试图将隋唐大运河整体“搬进”展厅。在这里，游客不仅能
近距离观察、触摸从古洛河河道中打捞出的“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
还能走近从原洛阳棉纺织厂厂址整体搬迁来的隋唐时期粮食仓窖遗
址，更能走进精致复原的新潭码头，与历史“对话”。

中轴线
先定轴线再建都城

公元 604 年 7 月，隋炀帝杨广即位。不
久，他下诏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要在洛阳
故都附近建造一座新都城。

当时，隋朝国都在大兴城（唐称长安），
隋炀帝之所以重新选址营建新都，原因是
多方面的。他在《营东京诏》中提到了三点
原因：其一，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其
二，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其三，当时正值

“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长安“关河悬远，
兵不赴急”，建都洛阳更适于把控全国。

其实，隋炀帝营建新都，还有一些不适
合公开的原因。《大业杂记》中记载，当时一
名术士对隋炀帝说：“陛下是木命人，雍州
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
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
其验也。”隋炀帝听后，便产生了迁都的想
法。另外，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物资供
应紧张，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不得不数次
率众就食于洛阳，以解决吃饭问题。

因此，隋炀帝的这个决定，是在政治、经
济、战略和个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主意定下后，隋炀帝便来到洛阳视察
地形，确定都城选址。《元和郡县图志》中
记载，当时，隋炀帝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
远远望见了洛阳南面的伊阙，就对他的侍
从们说，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
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一位大臣诌媚地
答 道 ，古 人 非 不 知 ，只 是 在 等 陛 下 您 呢 。
隋炀帝听后龙颜大悦，确定在此营建东都
洛阳。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隋唐洛阳城在营
建之初已经确定了都城轴线，即“从邙山南
望伊阙”的那条视线走廊。正是这条中轴
线，让隋唐洛阳城形成了“前直伊阙，后据
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的
规模和布局，成为中国都城建制史上独具
特色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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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搬进”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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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
开启“一粒米的漕运之旅”

复
建
的
应
天
门

复
建
的
应
天
门
、、明
堂
明
堂
、、天
堂
天
堂

从定鼎门南望伊阙从定鼎门南望伊阙

““洛阳运河一号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古沉船

展
厅
一
角

展
厅
一
角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刘
嘉
仪

刘
嘉
仪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