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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发现

1995年 5~9月、1997年底至 1998年 2月，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中山南路西侧太庙巷以

北、察院前巷以南的区域进行了两次考古发

掘，发现了一组南宋时期的大型建筑遗迹（图

一），包括围墙（Q1）、门址（M1）、砖铺道路（L5）

房屋基址（F4、F5）、室外砖铺地面（D1、D2、

D3）、散水（S1）、排水沟（G1、G2）、砖砌结构

（Z1）等（图二），被推断为南宋太庙遗址[1]。

二、建置始末

有关南宋太庙营建过程及建筑规制的记

录较为丰富，以下先依据文献资料梳理其建置

始末，再结合考古资料对其范围与布局加以分

析。

南宋太庙庙址考*

摘要：南宋太庙于绍兴五年创建后迄于南宋末年断续拓建，主要建筑包括正殿、别庙、祭器库、册宝殿、

四祖庙、斋殿及棂星门、神门等，其故址范围东临中山南路、北至察院前巷、西南均抵太庙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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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年（1133），臣僚提议欲于行宫之内

创建太庙 [2]。五年（1135），始于行在南仓空地

修盖瓦屋十间权充太庙，正殿五间。据《中兴

礼书》卷九五[3]：

（绍兴五年二月）十五日，权知临安府粱汝

嘉言：契勘本府同文馆当来起造仓猝，材植细

小，间加窄狭，难以充太庙奉安。昨曾踏逐南

仓空地，若以盖造太庙，委是稳便。兼四向地

步阔远，可以限隔火烛。诏依，令临安府修盖

瓦屋一十间，权充太庙奉安。

闰二月二十一日，（太庙）⋯⋯一、依庙制

合设四神门外，更置棂星门二重，今来止修立

棂星门，即未有神门，欲乞将西壁屋五间内那

三间修作南神门，余二间依旧。一、殿东壁欲

于墙内开小便门，常日鏁闭，至行事遇阴雨，许

行事官经由四门入出，升东侧阶行礼，及修砌

班路并东西侧阶。一、将见修南棂星门却乞于

移东棂星门地步修立。

十年（1140），正殿扩建为七间。《中兴礼

书》卷九五：

（绍兴）十年正月八日，知临安府张澄言：

准省札太常少卿苏携等札子，将来大礼前一

日，车驾合诣太庙行礼。缘今太庙殿室东西止

阔七丈二尺，南北止深三丈一尺，比之建康府

所修殿，东西少五丈二尺，南北深少二丈九尺。

奉圣旨，令临安府相度措置。本府今相度于太

庙殿两次间各添展一间，各阔二丈一（六）尺，

通本殿身共七间。及于殿身前檐五间，各添插

一椽，高一丈五尺。并于殿后将新添二间与旧

殿屋五间共七间，各更添插两椽，通阔一十二

丈四尺，深六丈。其后面两稍间转角高与旧屋

难以一平，微显两重檐槽，用护缝板缠钉接殿

椽，遮影造作，即依得建康府太庙殿室地步丈

尺。⋯⋯诏依。

图二 太庙遗址遗迹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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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1142），向北拓展，增建别庙。《宋

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八：

（绍兴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戊午，礼部、

太常寺言：太庙殿室之后修建别庙，安奉大行

皇帝（后）（系懿节皇后）神主，欲于见今太庙北

墙外展套地步九丈，可以修建别庙殿室三间，

其合修筑墙围并修立别庙南棂星门及修砌班

道等，并乞依图本修筑安立。兼依大观二年建

置别庙礼例，系各置神厨并斋舍，遇祭享各差

行事官。缘太庙别无地步，欲就用太庙神厨、

斋舍。从之。

十三年（1143），向东北拓展，增建斋厅。

《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五：

（绍兴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权礼部侍郎王

赏等言⋯⋯今来太庙止有大次瓦屋五小间外，

未曾建置斋殿。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八、一九：

（绍兴十三年）九月十八日，上曰：太庙窄

隘，宿斋处与神御殿逼近，人迹喧杂，行礼不肃。

可令展套地步，添盖宿斋处所，若要规模宏壮

似旧日则不可，至于崇奉之意，须当依旧也。

《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七、八：

（绍兴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礼部侍郎王

赏等言：已降指挥，太庙斋居逼近庙室，致有喧

杂，令礼部、太常寺同临安府相度地步增展。寻

相度到太庙斋厅后隔墙南省仓内有敖四间，及

傍有空地，若拆去敖屋，其地南北九丈、东西一

十丈，可以将见今绞缚斋厅移那向后，兼北墙

与别庙后墙一齐。诏依。

十六年（1146），正殿向西扩建为十三间，

增建东西廊、西神门，又向西北拓展，增建祭器

库、册宝殿。《中兴礼书》卷九五：

（绍兴）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礼部、太常

寺言：今讨论太庙既增笾豆簠簋倍于旧数，见

今正庙七间，通设祖宗神主。至于安设礼器，

地步狭窄。今相视西向墙内有地一十余丈，欲

从西增建六间，通一十三间，为十一室，东西两

间为夹室，以称严奉。兼见今太庙未有东西廊

室屋，欲乞增盖廊庑及西神门，以应庙制。诏

依，令两浙转运司添修。

（绍兴十六年）五月九日，礼部、太常寺言：

两浙转运副使吴垧等札子，备奉圣旨指挥，添

展太庙。今相视旧殿经隔累年揍插不齐，难任

久远，欲增添修新木，直建一十三间，与两庙相

凑。⋯⋯今行在太庙系随宜修盖，未曾安室祏

室，藏祖宗帝后神。今既创行修盖，即合体仿

在京庙制，同殿异室修盖。及将殿东西作两夹

室，其两夹室止合设户。一十一室依庙制设户

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于西壁从北以南一

丈二尺作厚，随宜安设祏室。其西夹亦合室祏

室，藏顺祖室神主。并逐室祏室合用金钉、朱

户、黑漆趺坐。乞一就制造施行。诏依。

（绍兴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礼部、太常寺

言：两浙转运司申，奉旨增修太庙，所有创盖祭

器库屋五间，及掇移妨碍册宝殿三间未有地

步。契勘得省仓屋三间，东西阔九丈，南北长

一十丈，正在太庙地步北壁中。若行展套，可

以随宜修盖。其妨碍仓屋等处，合行折移修展。

乞下礼部、太常寺同共相度施行。后批送礼部

同太常寺看详。今看详，欲依两浙转运司所申，

展套仓屋。乞行下户部照会，起折应副并审度。

除合展套西南角，见今墙外行路二丈，充行事

官随宜过往道路外，有力斜照直妨碍近北东西

二丈五尺不须展套，可以随宜掇移修盖神厨等

屋。诏依。

十九年（1149），改建斋殿。《宋会要辑稿》

礼一五之一九：

（绍兴）十九年五月三日，太庙奉安所言：

乞修盖将来大礼斋殿等。太常寺相视得初献

厅搭盖斋殿地步，若每遇大礼，旋行绞缚，椽

（缘）木植、甃砖、物料等，所用甚广。今若修盖，

别无妨碍，贵得永久。应奉车驾宿斋严洁，免

致逐番费扰。并监官直舍西南墙角开门，通夹

墙内空地巡道，委是利便。乞下两浙转运司依

图本修盖。从之。

乾道三年（1167），别庙两室扩建为三室。

《中兴礼书》卷九五：

乾道三年七月二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

今来大行皇后（系安恭皇后）上仙，依昨来安穆

皇后礼例，祭于别庙。今来别庙殿宇见奉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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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皇后并安穆皇后神主，系一殿两室。所有将

来大行皇后神主祔庙，依典故合同殿异室。欲

乞令礼官同两浙转运司司官相视，增修别庙为

三室，各置户牖，以西为上。⋯⋯诏依。

淳熙十四年（1187），正殿向东扩建为十四

间，斋殿两廊、南东神门也随之略作调整。《中

兴礼书续编》卷六八：

（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礼部、太常

寺、两浙转运司、临安府言：臣等今月初六日躬

亲前诣太庙奉安所相度，条具下项：一、将来大

行太上皇帝神主祔庙添置殿室一间，合阔一丈

五尺，系在大殿东壁，与东门、廊屋及斋殿相

连，若行掇移斋殿向东，委是费用工物浩大。今

相度得自今东神门外斋殿基至太庙殿内东廊

基有空地一丈五寸，若将空地增展修盖，尚少

地段一（四）尺五寸。臣等今欲将斋殿西廊那

入向东四尺五寸，可以添置殿室一间，即无相

妨。若依此修盖，其斋殿东廊亦合那入向西四

尺五寸。所有南神门、东神门及泰阶东踏道亦

合取正盖造修砌。⋯⋯诏依。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礼部、太常

寺言：⋯⋯照得旧来诸室并挟室一十三间，以

仁宗一室为中，见与御路及南神门一直相对。

今来于东畔添创一室，若将御路及南神门掇移

过东，即在仁宗及英宗两室之间，却与殿柱相

对。其神门未识合与不合，依旧更合取自朝廷

指挥施行。礼部、太常寺检准今年十一月十九

日已降指挥，所有南神门、东神门及太阶合取

正盖造，今勘当欲令两浙转运司照令已降指

挥，将南神门东取正盖造，所有当中泰阶今欲

乞向东接阔取正修砌。诏依。

绍熙五年（1194），庙制改革，于正殿之西

建四祖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4]：

自绍熙五年冬始而别建一殿，以奉祧主于

大殿之西，今谓四祖殿者是也。

嘉泰四年（1204），太庙南墙外失火，廊屋

受损[5]，随后修葺之[6]。嘉定十三年（1220），太

庙东壁失火，次年增修石室、柜子门，以备消

防。《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二二：

嘉定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诏：太庙内添

置石室一所，并开柜子门一座，令两浙转运司、

临安府盖造，务要如法，毋致苟简。先是，太庙

奉安所言：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内东壁居民于旬

日两次遗火，逼近宗庙，设有不测，岂不利害，

若不预申防虞，时间仓卒，难以救护。一、欲乞

于皇帝位版屋西壁围墙宽阔去处，拆开围墙，

添置柜子门一座，里外关锁，或制不测拥塞，道

路不通，启开救护。一、欲乞照玉牒所体例，添

置石室一所于蛇亭池，于北壁面东计置起造石

室一带三间，以备不虞。所有见盖乐工屋一十

二间，内五间移盖于蛇亭池子之西，外有乐工

屋七间拆去后壁夹墙，车移向后七尺，庶得于

石室四向宽阔，实为便当。一、欲乞令皇城司

差亲从官五百人，殿前司差军兵一千人，自今

以始，依中军体例，各司籍定前项差拨人数，专

充防守宗庙，庶免悮事。故有是命。

绍定四年（1231），临安大火殃及太庙，随

后重建[7]，次年成[8]。景定五年（1264），于南墙

外新建致斋阁子，并将庙堧南拓至粮料院、白

马庙旧址。《咸淳临安志》卷三[9]：

（景定五年）以（太庙）垣南民居逼近，厚给

之直，令徙他处。即其地作致斋閤子四十四楹，

前窾墙为小门。又斥粮料院、白马神祠，依山

拓地为庙堧。

三、范围与布局

太庙在瑞石山以东[10]，文献所记东南北界

线较为明确。东侧面临御街[11]，南侧原有太庙

巷，旧号保宁坊[12]，景定五年庙堧南拓，始撤其

坊额。北侧原属行在南仓，绍兴二十六年

（1156）建成三执政府[13]，后左右相府亦移建于

此，号为五府，地名大渠口，旧称南仓前[14]。入

元以后，建为南察院，明仍之[15]，清初裁废，其南

犹称察院巷或察院前[16]（图三），亦即大渠衖[17]。

西侧界线不甚明确，仅知庙墙之外民居及行路

与南侧情况相同[18]。

综合太庙营建记录，除景定五年新建致斋

閤子外，其主要建筑为：正殿及其东西廊、东西

南神门，正殿北偏东有别庙及其棂星门，北偏

西有祭器库、册宝殿，以西有四祖庙，东北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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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及其东西廊，此外还有位版屋、乐工屋、石室、

蛇亭池、柜子门等，东侧另有棂星门。这是绍

定四年大火之前的情况，火后重建是否全依旧

制，还不得而知。

文献对主要建筑的丈尺有一些记录，为整

组建筑群占地情况提供了线索[19]。

将考古发掘资料与以上记载相比照，可以

进一步明确太庙的范围。太庙遗址两次发掘

较为重要的收获是东围墙（Q1）、东门（M1）[20]

和正殿后墙基础（F5）[21]的发现。由正殿后墙

基础向北到察院前巷北侧，距离约 31.25 米，与

别庙地块或祭器库、册宝殿地块南北长度大致

相合。看来以察院前巷

作为太庙北界是比较可

靠的。由东围墙向西到

太庙巷，距离约 148.75

米，足以容纳正殿、斋殿、

四祖殿三组建筑并列排

布。所以太庙西界不会

越过太庙巷。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

金后期资助项目“南宋临

安 城 复 原 研 究”

（14FKG004）阶段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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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Southern Song

Liu Wei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fter being established in the fifth year of Shaoxing, Southern Song, the Ancestral Tem-

ple was extended continuously until the end of the dynasty. The main buildings included the Main Hall,

the Separated Temple, the Sacrificial Utensil’s Storehouse, the Conferring Hall, the Four-ancestors

Temple, the Dining Hall, the Ling Xing Gate and the Divine Gate, encompassing the present day South

Zhongshan Road to the front alley of Chayuan, and the Ancestral Temple alley.

Keywords: Southern Song, Lin’an City, Ancestral Temple, Urban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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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plementary Note on the Surnames in Baoshan Chu Bamboo Strip Manuscripts

Zhu Xiaoxue
(Quanzhou, Fujian 362021)

Abstract: The names recorded in Baoshan Chu Bamboo Strip Manuscripts are very important in

studying ancient surnames.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o read some of them, including 旨 , 邭, and ,

according to newly-published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lso clarifies three

similar surnames, 徐, 舒 and 余.

Keywords: Chu Bamboo Strip Manuscripts, surname, 旨 , 邭, , ,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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