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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建筑基址! 承明殿应在这
一区域! "汉书#中有材料显示$

承明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理政的
地方!例如"霍光传#记载$霍光
废黜刘贺就是在承明殿进行
的! 大致过程是%皇太后&车驾
幸未央承明殿'$刘贺先到承明
殿拜见皇太后$ 然后回到温室
殿$霍光率领大臣们做好准备$

又将刘贺召到承明殿$ 由太后
主持废刘贺(立宣帝的仪式!此
事表明$ 承明殿是一处重要政
治设施$ 是处理重大政治事务
的场所!又如"五行志#记载$成
帝时有一群雉落在承明殿屋顶
上$ 大臣们认为这是上天对成
帝的谴告$因为成帝&日日驾车
而出'$不留心政事! 此事也透
露出$ 承明殿是皇帝日常处理
政务的场所!

!殿中"的范围和布局

关于未央宫中的区域划
分$除了前述&宫中'和&省)禁*

中 '外 $还有所谓 &殿中 '! "汉
书+王莽传 #载 %王莽居摄践阼
后$礼遇比照皇帝$&庐为摄省$

府为摄殿$第为摄宫'! "太平御
览 #卷三五四引 "汉名臣奏 #载
丞相薛宣奏曰%&汉兴以来,,

司马(殿(省门闼至五六重! '司
马门就是宫门! 宫(殿(省都有
门$ 说明未央宫内至少有三个
区域!宫指整个皇宫$省是皇帝
寝宫$这两点是清楚的!比较模
糊的是&殿'! "史记#"汉书#常
见 &殿中 '一词 $有时指某某殿
的院落之内$ 但多数情况下指
的是皇宫中的一个区域!

未央宫的&殿中'是个怎样
的区域-边界在哪儿-探讨这个
问题$首先要找到&殿门'! &殿
中' 是以前殿为中心的一个区
域!如前述$未央宫前殿位于高
大台基上$南面有两道门$形成

一个院落!其后还有宣室(承明
等殿! 而在这些建筑的周围还
有一道围墙$这就是殿墙$出入
殿墙的门就是&殿门'! 文献中
记载明确的&殿门'有三座! 一
座是端门$在前殿正南!汉文帝
即位时$ 就是从端门进入 &殿
中'的! 另一座是白虎门$在前
殿南侧的西面!王莽时$叛军放
火$烧了承明(宣室(前殿$王莽
便从前殿南下 $&西出白虎门 $

和新公王揖奉车待门外$ 莽就
车$之渐台'!还有一座门$不知
名称$"汉书#称之为&殿东门'!

"五行志#载%成帝时$有一男子
&衣绛衣小冠 $ 带剑入北司马
门(殿东门$上前殿'! 这座&殿
东门'应在前殿南侧的东面$和
白虎门相对! 东汉洛阳北宫也
有这个门$称&云龙门'$和神虎
门相对!未央宫既有白虎门$与
之相对的应该是 &青龙门 '或
&苍龙门'!

以上三座门都是&殿门'应
该没问题! 其他&殿门'的情况
就比较模糊了! 有座&金马门'

出现频率很高! "汉书+霍光传#

载%&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
殿'$刘贺&入朝太后还$乘辇欲
归温室 '$刘贺 &入 $门闭 $昌邑
群臣不得入 '$霍光 &尽驱出昌
邑群臣$置金马门外'$顷之$又
以太后诏召刘贺至承明殿$&伏
前听诏'$遂废之$霍光&扶王下
殿 $出金马门 '$刘贺 &西面拜 $

曰%.愚憨不任汉事! /起就乘舆
副车! '从这段情节看$金马门
在温室殿和承明殿附近! 具体
在哪儿-毕沅认为在承明殿南!

我不赞成这种看法! "霍光传#

说$ 刘贺走出金马门后 &西面
拜 '$ 还说了句 &愚憨不任汉
事'! 我理解$这是在遥向承明
殿上的皇太后拜别!因此$金马
门应是一座东门$ 在承明殿和
温室殿的东侧!出了这座门$向
北有北司马门$ 向东有东司马
门! 大臣(贵族入宫见皇帝$通
常要走这两座门$ 然后进金马
门$至承明殿或温室殿!金马门
出现频率较高$当与此有关!

还有一座门和金马门情况

相似$称&长秋门'!这个门在史
籍中只出现过一次! "汉书+武
五子传#%戾太子反$&使舍人无
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 $

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 '皇后
居中宫!太子舍人前往中宫$要
经过长秋门! 由于皇后的中宫
也叫 &长秋宫 '$毕沅认为长秋
门是中宫之门$在"关中胜迹图
志#中将长秋门画在椒房殿南!

这是一种可能$ 但也有另一种
可能!在古人观念中$四季之秋
和四方之西相对应! 洛阳宫有
&千秋门'$就是一座西门$在神
虎门北! "水经+穀水注#%洛阳
城中有&一水自千秋门南流$迳
神虎门下'!洛阳的宫门制度多
受未央宫影响!因此$未央宫中
的长秋门$ 也有可能是中宫西
侧的门$在白虎门北!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成立 $

金马门和长秋门位于前殿以
北(中轴线两侧$那就意味着前
殿两侧的殿墙是向北延伸的 $

将前殿 (宣室 (承明 (温室 (中
宫(掖庭等建筑全都围在其中$

构成未央宫中最核心的区域 !

当然$除了金马门和长秋门外$

这两道墙上应该还有其他门 $

只是不见记载而已! 长秋门若
在中宫西侧$有可能是&禁门'!

金马门是&殿门'吗- 看来也不
是! 这个问题和所谓&止车门'

有关!如前述$王莽离开前殿去
渐台时$ 车是在白虎门外等着
的$王莽出了白虎门才上车!刘
贺被废$ 则是走出金马门才上
了乘舆副车!这些事例表明$白
虎门(金马门内是不能行车的!

白虎 (金马二门如此 $端门 (殿
东门(长秋门等当同!但"汉书#

中有许多例子证明&殿门'是可
以乘车出入的$ 只是经过门口
时须下车步行$这叫&下殿门'$

而且要快速通过$这叫&趋门'!

例如 "盖宽饶传#%&迁谏大夫$

行郎中户将事! 劾奏卫将军张
安世子侍中阳都侯彭祖不下殿
门$并连及安世居位无补!彭祖
时实下门$ 宽饶坐举奏大臣非
是$左迁为卫司马! '颜师古注
解释&不下殿门'曰%&过殿门不

下车也! '这种可以乘车出入的
&殿门 ' 在史籍中也留下了痕
迹! "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以
射策甲科为郎 $ 署小苑东门
候 '$ 光禄大夫给事中王仲翁
&出入从仓头庐儿$ 下车趋门$

传呼甚宠'!小苑东门由郎中守
卫$应是&殿门'! 王仲翁&下车
趋门'$ 说明此门可乘车出入$

也符合&殿门'制度!另外$桓谭
在"新论#中说%&余年十七为奉
车郎中$卫殿中小苑西门! '这
条材料证明 &小苑西门 '是 &殿
中'之门$也就是&殿门'! &小苑
西门'是殿门$&小苑东门'应当
也是&殿门'! 二门可能分别位
于 &殿中 '区域的东西两侧 $在
金马(长秋等门外!

这样一来$未央宫中的&殿
中'区域就不是一个长方形了$

很可能是个 &凸 '字形 $南部端
门(白虎门(殿东门部分东西较
窄 $向南凸出 $北部小苑东门 (

小苑西门部分东西较宽! 宽到
哪儿-不清楚$但有一条线索可
以参考!未央宫中有个石渠阁$

宣帝时在这儿举行过石渠阁会
议! "汉书+儒林传#记载这次会
议说$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
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这表明
石渠阁在&殿中'! 今未央宫遗
址中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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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土台基$ 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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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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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相传为石
渠阁遗址! 其位置在第

"

号遗
址西北 $ 北距未央宫北墙

'#

米$西邻作室门内大道!如果该
遗址确实是石渠阁$ 此处便很
可能是 &殿中 '区域的西北角 !

这又为我们想象&殿中'区域的
轮廓提供了一点儿依据!

&殿中'的范围有了一个轮
廓$ 就可以探讨其中机构和设
施的分布了! 未央宫中有许多
机构设施$&宫中' 区域有御史

大夫寺(卫尉寺(东织(西织等!

&殿中' 区域以金马等门为界$

似可分为内外两部分! 外部有
光路勋 (郎中三将的寺 (署 $由
郎中负责宿卫$少府寺(太仆寺
可能也在这个区域! 除了机构
之外$ 这个区域还有许多官员
的宿舍$即所谓&殿中庐'! "汉
官旧仪 #%&御史,,其十五人
衣绛$给事殿中为侍御史$宿庐
在石渠门外! '"汉书+严助传#%

严助曾经在汉武帝身边作中大
夫 $武帝说他 &劳侍从之事 $厌
承明之庐 '! 颜师古注引张晏
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 '侍御
史和中大夫的宿庐都在石渠阁
附近$ 推测这一带可能是殿中
官员的宿舍区! 上引 "萧望之
传#载%王仲翁出入&小苑东门'

时有&仓头庐儿'相从! 仓头庐
儿应该是在&殿中庐'照料官员
生活的家奴$ 他们也可随宿值
殿中的官员出入殿门! 这样看
来$ 殿中的宿舍区应当有很多
房舍 $高级官员的 &殿中庐 '可
能还是独立的院落! 所以金马
等门外是 &殿中' 的生活服务
区!真正重要的是金马等门内$

那是皇帝和殿中官员的办公
区!这个区域自文景以后可能由
中郎宿卫$ 主要建筑就是承明
殿!武帝以后又增修了玉堂殿和
高门殿$ 可能位于承明殿两侧!

玉堂殿是待诏人员侍值的场所$

待诏金马门(待诏宦者署$都在
这儿!高门殿是大夫们侍值的场
所! 皇帝通常在承明殿办公! 承
明殿前也有内外两个庭院! 皇
帝理政时$坐在殿上的幄中$有
侍中(尚书(谒者(中大夫等&侍
帷幄'! 外院就是所谓&廷中'$

尚书 (侍御史 (谒者 (朝堂等机
构设施$可能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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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被认为系未央宫椒房殿!即皇后寝殿"遗址的

"

号遗址#陈苏镇认为应是温室殿!皇帝寝殿"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