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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常书香 通讯
员 蔡丹

日前，备受关注
的隋唐洛阳城应天门
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开
工。作为我市隋唐洛
阳城“一区一轴”项目
的重要节点，该项目
风格突出“全唐风”，
将在遗址原址保护的
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还
原历史风貌，与已建
成的天堂、明堂、定鼎
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形成轴线，遥相呼应。

市文物局副局长王木林说，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成后，将和天
堂明堂景区组成隋唐洛阳城宫城区的核心展示区，对我市文化传承创新体
系的构建及城市文化品位、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筑的南北均设有广场，工程主体南北
侧设置主出入口，各层内空间以栈道分割、相连，密集曲折的道路可以
使游客驻足观赏，遗址北侧设置有停车场。

在交通上，我市已委托专业部门以隋唐洛阳城遗址为核心进行城市
道路规划调整，近期将以应天门遗址周边的环线连接定鼎路主干道。

王木林介绍，该项目工期为一年半，今年年底前，地下遗址保护部
分将完工；预计明年4月，承台将封顶；明年10月，整个项目主体结构
完成；明年年底，整个工程封顶；2018年4月，地面附属设施将完
工。届时，游客可登上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俯瞰洛阳城，感
受隋唐古城风韵。

工期一年半 预计2018年完工

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的实施以定鼎路改线和中州渠南移为
前提。目前，定鼎路环线道路工程已建成使用，中州渠已南移完毕。

昨日，记者在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
机械正在平整场地，东边阙楼遗址保护展示在加紧进行。

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从外面看为仿唐保护建筑，首层及夹
层为遗址展示。为减少对遗址层的干扰，施工方将采用大跨度异型
钢结构建造承台，然后在承台上建城楼、朵楼、飞廊、阙楼等。承台为
梯形，高9.5米，为保护遗址层，510余根粗细不一的工程桩和50余根
顶管都将在遗址层下安装。

“因遗址临近洛河和中州渠，地下水水位可能较高，施工难度较
大。”该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保护遗址层 施工难度大

应天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隋唐洛阳城
宫城的正南门，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四个时期500余年。
在这里，武则天曾登基，并举行重要庆典和外交活动。应天
门是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发生地，是洛阳
历史和隋唐中原文化的重要证明，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应天门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张如意介绍，经考古发现，
应天门是一座门楼、朵楼、东西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为
一体的“凹”字形巨大建筑群，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
座宫城门阙遗址。

“它的重要形制体现在‘双向三出阙’上，两侧共六阙，城
楼上有两重观，这是古代都城宫城正门最高礼制，天子才能
享用。这种建筑形制对北宋和明清的宫城建筑影响深远，在
中国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如意说。

据记载，应天门城门东西宽130米以上，两侧阙台高120
尺。也就是说，按照唐代1尺为29.4厘米来计算，这座城楼为
35.28米，大约相当于如今的13层楼高。

市文物局工程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鑫介绍，应天门遗址
保护展示工程由中国文化遗产院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共同
设计完成，整体风格为仿唐代官式宫廷建筑风格。

“项目主要由台基、城楼、朵楼、阙楼、飞廊、连廊等组
成。主体为钢框架结构，外观梁、斗拱、柱、瓦面、栏杆均使用
铜皮模仿古建筑造型；阙楼基台、城楼等外贴仿古青砖和青
白石。其周边环境也将突出‘全唐风’，建筑造型与隋唐洛阳
城天堂遗址、明堂遗址、定鼎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相协调，最
大限度保持历史建筑的造型比例、尺度与色彩。”李鑫介绍。

仿唐代官式宫廷建筑风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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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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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开工
“全唐风”打造，将最大限度还原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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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