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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Qianling of Tang Dynasty 
Xiaoguo Li  
Qianling Administrative Office, Xianyang, Shaanxi, 713300,China 

Abstract
Qianling is the joint burial tomb of Emperor Gaozong Li Zhi of Tang Dynasty and Empress Wu Zetian, it is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nnounc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first batch of “AAAA” tourist attractions recognized by the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Qianling has a large scale, the stone carvings on the ground are tall and majestic, and there are many 
cultural relics. Since the 1990s, archaeologists have successively excavated and cleaned up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itectural sites, such 
as East and West Rufeng Que Tower, Zhuquemen Three-out Que, Shuangbei Pavilion Protected House, Sixty-one Foreign Ministers 
Hall and Zhuque Gate, and obtained precious first-hand archaeological data.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recious Que Tower site of Qianling,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Shaanxi Provincial Cultural Protection Center Ancient Architecture Research Institute designed the 
Qianling East and West Rufeng Que Tower Protection Project and the Zhuquemen Three-out Que Protection Project, which were com-
pleted in 2000 and 2002, respectively. The completion of these two experimental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projects great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Qianling, and also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Qianling’s 
subsequent cultural prote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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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乾陵文物保护工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李晓国　

乾陵管理处，中国·陕西 咸阳 713300 　

摘　要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旅游局认定的首批
“AAAA”级旅游景区。乾陵陵园规模宏大，地面石刻高大雄伟，文物遗址分布众多。九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
清理了乾陵东西乳峰阙楼、朱雀门三出阙、双碑亭保护房、六十一蕃臣殿及朱雀门等文物建筑遗址，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考
古资料。为了保护乾陵珍贵的阙楼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文保中心古建研究所以考古资料为依据，设计了乾陵东
西乳峰阙楼保护工程和朱雀门三出阙保护工程并陆续开工建设，工程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2 年竣工。这两个试验性文物保护
工程的建成极大促进了乾陵的文物保护和旅游事业发展，也为乾陵后续文保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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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选择一个晴日的黄昏，从咸阳塬上向西北方向眺望，游

客的眼前将会呈现出一个气势恢弘、丰腴秀美的“睡美人”

形象，这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

陵。这个睡美人的头就是梁山主峰，东西对峙之南峰为其双乳。

双乳之上的乳头远看尤其生动逼真，这两个乳头其实就是乾

陵陵园内具有代表性的礼制建筑之一——阙楼（见图 1）。

图 1 唐乾陵睡美人远眺图

【作者简介】李晓国（1969-），男，工程师，毕业于西北建

筑工程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现在乾陵管理处项目规划

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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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乾陵的营建时间、建设规模及修葺情况

关于乾陵的具体营建时间，史料并无详细记载。部分学

者根据《新唐书·陈子昂传》及述圣纪碑等记载，认为在“弘

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后，武则天命史部尚书、摄司空

韦待价为山陵使，户部郎中、朝散大夫韦泰真为将作大匠，

共同护营乾陵工程。”[1] 笔者比较赞同唐高宗在位就已开始

修建乾陵的观点。据《唐书》载，唐太宗、唐玄宗在生前都

亲自选定陵址并营建，而唐高宗作为盛唐时期的一国之君，

继位十一年即“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他不可能不考虑自

己的身后大事。正如陈安利同志所说：“（唐朝）在位时间

长的皇帝，按以往惯例（陵址）都是生前所选择。不然，不

少皇帝从死到葬仅数月时间，如果生前未选定陵址预先施工，

难以想象。”[2] 

作为整个乾陵陵园营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陵地面

建筑的营建也应从建陵开始，“经历武则天、中宗李显直至

睿宗李旦执政初期才全部竣工。”[3]

乾陵营建时期正值盛唐，陵园规模宏大，地面建筑群高

大雄伟，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整个陵园地面建筑仿唐

长安城格局营建，陵园分为皇城、宫城和外廓城。据元朝李

好文《长安志图·唐高宗乾陵图》记载，乾陵“周八十里”，

陵园有城垣两重，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碑亭、

六十一蕃臣殿、六十朝臣祠堂、下宫等建筑群（见图 2）。

图 2 唐乾陵古建筑复原图

在历经多次战乱后，乾陵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从目

前的文献来看，乾陵陵园在建国前先后修葺了三次。据《唐

会要》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乾陵造屋 378 间。

这是第一次修葺重建后，乾陵地面建筑规模最庞大辉煌时期。

唐亡以后，公元 934 年，后唐末帝李从珂诏：“列圣陵寝多

在关西，中兴以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

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园有所缺漏，本处量工差人修

奉……”这是乾陵陵园第二次修缮的记载。史载第三次修葺

是在金代天会年间，镌刻在乾陵无字碑阳面正中的《大金皇

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铭文，有“至唐乾陵，殿庑颓然，一

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回

廊四起，不胜欣怿。”[4]

3 唐乾陵地面建筑概况

乾陵地面建筑中最多的当属阙楼。在唐代，阙的意义侧

重于观。据《中华古今注》（卷上）载：“阙者观也。古每

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

观，故谓之观。人臣将相至此则思其所阙（缺），故谓之阙。

其上皆丹垩，其下皆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暗示万民焉。

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

朱雀二枚。”

乾陵东西乳峰上各有一组三出阙（一个母阙，两个子阙）

高耸峰顶，充分显示出帝王陵的威严与肃穆。整个阙台基础

以石条平砌，中心用夯土筑成阙台，四周用平砌砖向上收分

叠压包砌，包砌砖周围用阴刻有忍冬蔓草纹的石条镶贴装饰。

从平面看，阙楼基址成双重凸字形，从立面看，阙台顶面亦

呈错落有致的三层阶梯状。据《芜史》载：“宫城门左右垛

城二，垛楼登门两斜庑，十二门阙。”据此推断，每侧三出

阙上修建有相连的三座楼阁，每一组楼阁南北两门，三座楼

阁共六门，东西合称十二门阙。可以想见，当年的三出阙阙

楼飞楼复阁、富丽堂皇的宏伟气势（见图 3）。

图 3 唐懿德太子墓出土壁画《阙楼图》

在乾陵内城南朱雀门东西两侧还有一组三出阙，两者相

距 42m，其形状、结构与东西乳阙大体相同，体量略小。内

城其他三门（东青龙门、西白虎门、北玄武门）门外也各有

一对阙楼，陵园正南头道门还有鹊台一对，内城四角各有角

阙一个。这充分反映了封建帝王把陵墓当作生前所居宫城来

建的思想。

连接内城四角阙楼的内城墙基本呈长方形，城墙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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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8m，总面积约 230 万 m2，墙厚 2.1 ～ 2.5m。外城城垣与

内城基本平行，间距约 220m。1999 年 4 月，考古工作者用

现代航拍技术首次发现了乾陵外城城垣遗址，证明它是一处

规模宏大的陵园附属建筑 [5]。

献殿位于乾陵陵园内城朱雀门之北，是陵园中的主体建

筑，呈长方形。关于献殿的规模形状，由于目前尚未发掘，也

无文献佐证。但据研究者推断，其形状与唐长安城大明宫内的

殿宇相似。献殿主要是供后世帝王及其子孙上陵朝拜、举行祭

献仪式的主要场所。从有关资料来看，献殿应是一个庞大的建

筑群，包括献殿、寝殿、东西阁等。对此，学术界尚有争议 [6]。

在梁山主峰顶上还有一组建筑物——上仙观。据载，大

历八年（773）“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泥

补殿之隙缺，凡十五处。”[7] 上仙观是一种仪制性建筑物，

即所谓“死后登仙”，供死者魂游之所。

朱雀门外东西两侧的无字碑和述圣纪碑原来都建有保护

房。依据考古资料，无字碑保护房遗址为“面阔 15.8 米，进

深 15.55 米的九间方形。”[8] 这为以后碑亭保护房的复建提供

了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六十一蕃臣殿为一组专为置放、保护六十一蕃臣石像而

建的房屋，其遗址在朱雀门三出阙紧北侧。

六十朝臣祠堂位于司马道南端东侧东乳峰脚下，是一座

坐东向西的长方形祠殿，内有狄仁杰等六十位朝臣画像。

下宫是后代帝王、皇亲国戚及大臣们谒陵祭奠的行宫，

平时居住一些守陵官员和侍奉人员，位于西乳峰西南北距梁

山 2500m 的地方（今邀驾宫村东北处）。从现存大面积建筑

遗址来看，下宫是一处总面积达 8 万多 m2，殿宇林立、宏丽

无比的宏大“宫城”。

4 唐乾陵文物遗址现状及发掘情况

乾陵地面建筑在历史上虽然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整修，但

由于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今天的乾陵地面建筑

已荡然无存，但遗址依稀可辨。几组土阙遗迹孤零零地默守着，

时刻提醒人们当年这里曾经拥有的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乾陵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1961 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并成立了乾陵文管所，1978 年升格为乾陵博物馆。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对乾陵进行了重点勘察，

发表了《乾陵勘察情况》[9]，基本摸清了乾陵内城及其四门遗

址。1995 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清理了东西乳峰阙楼、

朱雀门三出阙、双碑亭保护房、六十一蕃臣殿及朱雀门等建筑

遗址，获得了重大成果，被国家列为 1995 年全国考古发掘的

十个重点发现之一。

根据这次发掘资料，乾陵东乳峰阙台遗址高 14.4m，顶部

有残存铺地砖，其高度应当是东乳峰阙台的原始高度。西乳峰

阙台由于常年雨水冲刷，残高仅 9.7m。乳阙基址平面呈双重

凸字形，立面石条由母阙到子阙依次有落差。西阙三出阙大端

在东，东阙则相反（西阙基址平面及立面尺寸（见图 4，东阙

基址略大）。

图 4 乾陵西乳峰阙楼基址平面及立面现状

朱雀门外东西三出阙东阙台残高 11m，西阙台残高 12m，

两者相距 42m。其形状、结构、基址大小与西乳峰阙台大体相同。

无字碑保护房基址为面阔 15.8m，进深 15.55m 的九间方形。基

础为夯土台基，以无字碑为中心，碑座周围均匀排列方形素面

石柱础，每侧四础，因角柱共础，共 12 础。柱础为 0.6 ～ 0.7m

见方的青石，厚重稳固。碑亭四周有宽 1.45m 的砖砌散水 [10]（见

附图 5、6、7）。 

        
图 5 乾陵朱雀门东三出阙及无字碑基址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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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无字碑保护房基址发掘现场 

  
图 7 朱雀门东三出阙发掘现场

六十一蕃臣殿遗址南邻朱雀门三出阙遗址，北与东西

偏庑相接，为一组建筑群。发掘资料表明，东殿基址东西长

19.7m，南北宽 12.8m，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西殿基本相同，

北侧偏庑长 12.6m，宽 12.5m。遗址内出土有残唐砖、瓦、脊

兽等建筑遗物。

其他建筑遗址如献殿、上仙观、下宫及六十朝臣祠堂等

虽没有正式发掘，但从遗址曾经俯首可拾的唐代残砖断瓦等

建筑遗物即可推断出其原真存在。

5 截至目前已完成的文保工程项目

1987 年，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乾陵建设完成了

全长 576m、宽 20m、高差 86.5m，由 18 个平台和 526 级台

阶组成，并带有双排水沟的登陵石台阶御道工程。整个工程

使用了 32000 块不同规格的富平墨玉石条，全路线形顺直流

畅，纵横缓急有度，道路两侧松柏绿化带苍翠古朴，将古御

道与司马道巧妙衔接，穿双乳峰与自然山势和谐融合，再现

了唐乾陵古御道的壮观风貌。

20 世纪 90 年代，乾陵的文物保护工程建设驶入了快车

道。1994 ～ 1997 年，我们又投巨资先后完成了乾陵司马道

工程、石雕扶直加固工程、护坡砌石与排水工程以及司马

道两侧绿化美化工程等。这些抢救性保护工程及旅游基础

工程的完成极大地改善了乾陵陵园石刻的生存环境和旅游

环境，提升了乾陵盛唐文化品位，得到了国家权威文物专

家罗哲文、黄景略等的高度肯定和赞扬。罗公评价：“乾

陵司马道工程气势很好，既防止了滑塌和水土流失，也保

护了文物遗址。”[11] 黄公说：“乾陵已竣工的司马道铺筑、

护坡砌石、排水、绿化、石雕扶直加固工程，气势恢宏，

唐味也浓，按自然坡势铺设，可以说是文物保护工程中的

一个好的项目，我很满意。”[12]

1993 ～ 1996 年，针对乾陵文物保护工程，陕西省文物

局先后邀请到国家文物局地面文物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地下

文物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北京大学教授、考古专家宿白；考

古专家组成员徐苹芳；中国建筑学会理事赵立瀛、林萱；古

建筑设计大师张锦秋；陕西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马德明等一

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共百余人次，主持召开了专题论

证会二十多次。在乾陵，专家们检查验收了乾陵司马道总体

工程，对乾陵地面建筑遗址的发掘清理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

同时，对乾陵东西乳峰阙楼保护工程、双碑亭保护房、朱雀

门及其三出阙保护工程、六十一番臣像保护房等方案逐一进

行了认真论证，提出了许多权威性、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极大地促进了乾陵地面建筑遗址的保护性复建进程，大家对

乾陵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997 年，根据国家文

物局（94）文物文字 1100 号文件批复精神，由陕西省文物

保护技术中心设计的乾陵东西乳峰阙楼保护工程第六套设计

方案批准实施。该工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仿唐建筑，在混凝

土板墙外镶贴仿唐砖。该保护方案采取放大基础建成为护性

保护房，将土阙遗址有效地保护起来，内部空间很大，且建

有直通阙台顶面的内楼梯。同时，阙台顶面采用同一标高，

不再有三出阙上下错落的形态，立面也没有忍冬蔓草花纹图

案。2000 年，该工程一期阙台工程完工并通过验收，二期阙

楼加顶工程目前尚未动工（乾陵东西乳峰阙楼保护工程平面

布局见附图 8）。

2001 年，乾陵朱雀门外三出阙保护工程开工，2002 年

竣工并通过验收。该工程保护方案采取与原遗址同大的仿唐

砖包砌办法，顶面三出阙高低错落封成平顶，内部空间用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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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土夯填（乾陵朱雀门三出阙保护工程平面布局和立面效果

见图 9）。

6 已完成文保工程的得与失

从已完成的乾陵东西乳峰阙楼保护一期工程和朱雀门外

三出阙保护工程来看，应该说，通过这两项试验性保护工程

的实施，我们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设计与施工经验，同时也有

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高度重视和完善。

图 8 乾陵东西乳峰阙楼保护工程底层平面图

图 9 乾陵朱雀门三出阙保护工程平、立面图

乾陵东西乳峰阙楼复建工程是乾陵的标志性建筑，远观

性极强。已完工的一期工程很好地保护了土阙遗址，使其免

遭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同时也给游人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游

览古遗址的机会，充分体现了文物界的“少予干预”的文物

保护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该方案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

但是，该方案也存在着最大的一个缺憾就是，这个比原址大

许多的保护房从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乾陵“睡美人”的整体形

象。这不仅是笔者的亲身感受，不少学者对此意见也很大，

连当地的老百姓也戏称该工程是给女皇双乳搞“隆胸”。我

们不妨将现在的乾陵“睡美人”照片和原来的照片作一比较，

就会明显感到因美人乳头“发炎”变大而显得不够生动逼真。 

另外，该方案阙台顶面没有按原遗址错台形式设计建造，

而且从平面图可以看出，复建工程基础的横向尺寸除母阙外

子阙未按三出阙遗址的比例同步放大，造成整个工程三出阙

比例极不协调，从视觉上感觉不到三出阙的效果，也丧失了

应有的那种错落有致、飞楼复阁的气势。包砌砖封边石及其

上蔓草纹的缺失也是该工程的缺憾之一。

乾陵朱雀门外三出阙保护工程属砖混结构，它采用与原

遗址同大的仿唐砖包砌办法，砖墙与土阙的空间用 3 ∶ 7 灰

土夯填。笔者认为，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成功的，其体量大小

及三出阙的比例与遗址基本相符，与周围石刻环境也比较协

调。有人说，该工程的建成从视觉上将无字碑和述圣纪碑压

迫得显得矮小了，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原来的三出阙上

面还有阁楼，其高度肯定比现在还要高许多。之所以视觉上

有此感觉，那是因为过去双碑都建有保护房，我们暂时还没

有实施双碑亭保护复建工程。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随着

双碑亭工程的竣工，就再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当然，这个工程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设计方案过于保

守简朴。因为朱雀门是整个陵园的中心，如果能按遗址原大

小、形制恢复建成有二层阁楼的阙楼，无疑会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将充分彰显乾陵浓厚的唐风唐韵，给人以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另外，三出阙墙体周边朱雀图案缺失也令人遗憾，

该工程阙台顶面的自由泛水处理也不合理，冬天雨雪的冻融

对砖墙有一定的损害，近年墙体已出现了明显裂缝。

7 关于唐乾陵文保工程项目的思考

7.1 高度重视建筑遗址的研究、保护、发掘和建设
工作

乾陵地面建筑遗址是唐乾陵众多珍贵地面文物的重要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1.5619



162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卷·第 11 期·2020 年 10 月

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不仅具有

珍贵的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当前发掘乾

陵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加快乾陵地面建筑及其遗址的

保护和复建步伐是提升乾陵唐文化品位、促进文物与旅游

协调发展的最现实有效手段。乾陵作为全国唯一的盛唐夫

妻合葬墓，既有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的宏大陵园，也有众

多精美的大型石刻和珍贵文物，这些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

化背景使乾陵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我们应

摒弃传统观念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片面认识，走出对历史文

化、历史遗存浅层利用的误区，积极探索旅游价值深层开

发的有效途径，让文物资源活起来，紧紧抓住乾陵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及建设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历史机遇，把

乾陵真正打造成国内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

文物旅游景点。

当前，我们应抓紧制定乾陵地面建筑遗址的保护、发掘、

设计及实施方案。一是对已通过国家文物局报批的如东西乳

峰阙楼二期加顶工程、双碑亭保护房工程等加大工作力度，

争取早日实施；二是对已发掘清理的东西蕃臣殿、朱雀门等

加紧方案设计和论证工作，争取早日审批；三是对尚未发掘

的主要建筑遗址如献殿、上仙观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发掘清理，

以取得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的保护性复建打好

基础。

7.2 文保工程设计应充分考虑与乾陵整体环境风貌相

协调

方案设计是文保工程是否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乾陵已竣

工的两个阙楼复建工程方案虽一议再议，但还是有不尽人意

之处。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没有忠实地、全面地履行“修

旧如旧”的文物修复原则，扩大了工程体量的主观性，对工

程仿唐的外观属性进行了简化、弱化是最主要原因，这样造

成的后果是工程与陵园整体环境风貌不协调，工程没有唐风

唐韵。因为这两个工程的考古资料和参考文献是充分的、全

面地、有历史依据的。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设计方案与陵园整体环境风貌相协

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相关设

计人员深入研究、充分论证。但我们至少应做到：以考古发

掘资料为依据，建筑规模与原遗址同大为最好，不要随意扩

大或缩小。在建筑形制和体量上，如缺乏有力的依据，完全

可以用沙盘模拟，把单体建筑模型放在同比例尺的乾陵陵园

模型内，确定建筑物与陵园环境是否协调。另外，充分利用“互

联网 +”等新兴技术，通过全息影像、虚拟现实等三维数字

手段模拟展示陵园环境与建筑的关系，是今后乾陵复建工程

设计中应着力加强运用的方法之一。

7.3 文保工程施工应尽可能保护和培育生态环境

乾陵自古就有“黑松林”之称。由于历经千余年的风雨

沧桑，加之没有解决水的问题，乾陵现在的绿化覆盖率一直

很低，主峰和乳峰的裸露地面较多。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陵

现已成林的有限绿化资源是极其珍贵的。如果我们建设保护

了一个建筑遗址，付出的却是损毁了一片树林的代价，那么

这个文保工程无疑是失败的。

在乾陵东西乳峰阙楼保护工程的施工中，我们就做得

很好。由于乳阙周围覆盖的松柏林树龄都在二三十年以上，

因此施工道路的选择尤其重要。我们共动用了 50 多 t 钢管、

钢架板和扣件，在林中搭设了一座高 20m、长 150m 的施工

通道，从树林上方运送建筑材料和机械等。虽然多花了几

万块钱，但保住的绿色价值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见图

10、11）。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严格的背

景下，唐乾陵文保工程的设计，应根据整个景区风貌及建筑

物周围的环境状况，补充一个环境保护设计，有意识地保护、

培育陵园生态环境，把相应的费用计入工程预算中，并在实

际施工中付诸实施，努力做到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时规划、

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创造出一个工程

项目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环境氛围，这个文保工程项目也才称

得上是一个完美的项目。

图 10 东乳阙遗址及保护工程搭设的空中施工通道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1.5619



16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卷·第 11 期·2020 年 10 月

 

图 11 从乾陵主峰看东西乳峰阙楼和朱雀门三出阙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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