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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天仪、地动仪、候风仪等仪器都曾安放在灵台上。 (资料图片)

▶▶

河南枫叶国际学校

学校以尊重为核心文化，实施文化引
领，形成了优秀的教师团队、学生团队、家
长团队。枫叶小学以理念管理、目标管
理、流程管理、项目管理、家校管理为独特
的管理文化，以丰富的课程设置形成学校
特色文化，以室内外环境创设、服务文化、
书香文化等形成环境文化。

以整体素质相近、个人才华突出构建
和谐的人际关系文化，将安全的制度管理
与温暖的人文管理相结合，致力于让师
生、家长进入人人主动参与管理的管理
场，人人善于学习思考的学习场，人人获
得身心健康的健康场。

(下期连载内容：和谐的家庭氛围)

枫叶小学十大特色连载之五：精神文化引领

Henan Maple Leaf International School
中国著名教育机构与洛阳新区管委会联手共建以培养未来精英人才为目标的中国名牌国际学校

（9月1日正式开学）
小学、初中新生，插班生热招中

校
园
开
放
日

活动时间：8月19日（周日）上午9:30~11:30
活动内容：家长见面会（9:30~10：30）、招生说明会（10:30~11:30）
活动地点：河南枫叶国际学校（沿开元大道经伊河大桥向东行

驶至玉泉街交叉口向南行驶一公里）
入学考试时间：8月19日下午3：00~5：00 报名从速！

联系电话：
0379-62987000

62987111
18203791775
18303791779

汉魏故城东汉礼制区将建考古遗址公园，其中灵台的设计方案
已获国家文物局初步认可

东汉“国家天文台”“复活”在即

核
心
提
示

□记者 李燕锋 实习生 王田田

昨日，记者从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获悉，市文物局
提交的《关于报批汉魏洛阳故城东汉灵台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设
计方案的请示》和《关于报批丝绸之路申遗遗产点汉魏洛阳故
城太学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立项的请示》已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正
式批复。这预示着，汉魏洛阳故城礼制建筑区遗址保护展示详
细性规划项目正式立项，灵台、太学等东汉礼制区内的一系列
著名遗址点将启动新一轮的保护和展示工程，我市也因此将再
添一处新的考古遗址公园。

提起汉魏故城，人们首先想
到位于白马寺附近的宫城区。
近年来，随着阊阖(chāng hé)
门、铜驼大街等保护展示工程
的完工，宫城区的面貌也越来
越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但事实上，位于城南郊的
礼制区也是汉魏洛阳故城十分
重要的一部分。白马寺汉魏故
城文物保管所书记孙红飞介绍
说，汉魏洛阳故城礼制建筑区
位于现在洛河南岸佃庄镇岗上
村与太学村之间，整个遗址区
东西约 2000 米，南北约 500
米，形状不规则，总占地面积约
1500亩，在这一范围内，由西
向东依次分布着东汉灵台、明
堂、辟雍、太学遗址。

孙红飞说，早在2007年我
市启动汉魏故城大遗址保护工
程时，市文物部门就向国家文
物局递交了对灵台、太学等礼
制区建筑进行保护的建议，并
请有关部门对其中的一些项目
进行了规划设计。

“由于汉魏故城的整体保
护区域比较大，近年来的工作
重点一直放在宫城区的保护和
展示上，礼制区的保护展示工
作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孙红
飞说，随着伊滨区的开发建设，
被纳入伊滨区范围内的礼制区
的保护展示工作也因此被提上
议事日程。

我们了解到，今年上半年，
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再
次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申请，
希望对东汉灵台遗址和太学遗
址进行保护展示。没想到，国
家文物局很快就给予批复。

我们注意到，国家文物局
的批复文件中特别强调：灵台、
明堂、辟雍和太学是汉魏洛阳
故城的重要礼制建筑，具有较
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做好汉魏洛阳故城礼制建筑区
域遗址的保护展示工作对汉魏
洛阳故城的整体保护和展示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的这一批复，

预示着东汉礼制区的保护和展
示工作将正式启动，这同时也
意味着，在汉魏故城宫城区考
古遗址公园的附近还将增加一
座新的考古遗址公园，即礼制
区考古遗址公园。”孙红飞说。

申请获批后，礼制区的保
护和展示工作也将正式进入具
体的实施阶段。

孙红飞说，汉魏故城礼制
建筑始建于东汉初，曹魏、西晋
沿用，经过1500余年，现地面
仅存高约8米的灵台遗迹，其余
建筑遗迹均被埋藏地下。其
中，灵台遗址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天文观测台遗址，东汉著名
科学家张衡在这里发明了享誉
中外的地动仪、浑天仪。“以这
四个建筑为重点的东汉礼制区
对于人们了解东汉的政治生活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成考
古遗址公园后，不仅能成为我
市大遗址保护工作中一个新的
亮点，对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
设也将起到助推作用”。

据了解，目前市文物部门已经聘请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有关人员对该
考古遗址公园作整体规划，初步打算以
仿古风格的面貌呈现，而具体的设计方
案要等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后，才可具
体实施。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国家文物局在
批复文件中对灵台的设计方案已经初
步认可。

我们了解到，关于灵台的保护展示
方案，近年来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
所一直在进行修改和论证，而提交到国
家文物局的第二次设计方案由河南省
文物建筑保护设计研究中心设计，该方
案提出，对灵台的保护，计划采取原址
覆罩的保护思路，也就是说，在现有的
夯筑高台上加盖一个玻璃保护罩，将来
参观者可以站在玻璃保护罩上观看灵

台遗址。按照该设计方案，将来的灵台
遗址保护工程为仿古外观，大约百米见
方，二层台价，总高约17米，其内部空
间还计划设置数个展厅，用于组建“张
衡纪念馆”或“中国古代天文馆”等，使
之成为一个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国家文物局在批复文件中指出，灵
台遗址原址覆罩的保护思路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

对于已经被掩埋的明堂、辟雍、太
学三个遗址，孙红飞说，此前对这三个
遗址的考古发掘只停留在平面布局阶
段。下一步，考古人员将重点对这几个
项目进行实地调查，对他们的边界等进
行准确的定位。同时，待整个遗址区的
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还将对这些遗址
进行新的考古发掘，以配合保护展示工
程的实施。

礼制建筑是封建王朝宣教礼仪之
所，主要包括明堂、辟雍、灵台，世称

“三雍”。
太学：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

（公元29年）在都城南开阳门外建立太
学，太学学生最多时达3万余人，曾是
我国古代最大的高等学府。太学遗址
南北长 220 米，东西宽 160 米，四周有
墙，各设一门。遗址内有大面积的建筑
夯土基址，内有一排排呈东西向或南北
向的长方形房基，排列有序。由于洛河
北移，现其北半部已在河堤之内，无法
知其全貌。

灵台：灵台是中国古代用来观天
象、占星云、卜吉凶、定历法的封建礼制
建筑。东汉灵台建立距今已有1900多
年，曹魏、西晋延续使用，到北魏时废
弃。张衡设计发明的浑天仪、地动仪、
候风仪等仪器都安放在灵台之上。

灵台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
一座天文观测台遗址。经勘察发掘，灵
台为230米见方的院落，四面共开十二

门。现遗址北面部分被洛河堤占压，南
面部分被道路占压，墙垣内的中心建筑
就是今天尚能看到的夯筑高台。

明堂：所谓明堂，即“明正教之堂”，
是“天子之庙”。明堂的主要意义在于
借神权以布政。一般明堂都建于城南，
即所谓“布政之宫，在国之阳”。

现明堂遗址地表已无迹可寻，经考
古勘探得知，明堂范围为南北长 400
米，东西宽约396米，四周有墙，墙外有
壕沟。其主体建筑遗址是圆形夯筑台
基，直径达 60 多米，夯土厚达 2.5 米。
遗址现被厂房占压。

辟雍：辟雍位于明堂遗址东，西距
明堂300 米，是天子“行礼乐，宣德化”
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

辟雍遗址有170米见方，中心为殿
堂，四面设门，院内东、西、南、北各有一
组由三座“品”字分布的建筑所组成的
建筑群。遗址中部为一边长45米的方
形夯土基础。现遗址有部分被工厂厂
房占压。



礼制建筑区遗址是汉魏洛阳故城的重要部分

将建考古遗址公园，有望站在玻璃罩上看灵台

太学、明堂、辟雍、灵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