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原宫遗址 

 

藤原宫遗址是位于橿原市高殿町・醍醐町的宫都遗址。据《日本书纪》，持统天皇 8年(694)

从飞鸟宫迁都藤原宫，至和铜 3年(710)平城迁都，其作为首都而被使用。藤原京是日本模仿中国

的都城制度营造的最初都城，大宝元年(701)在此制定并颁行了大宝律令，因此其成为日本古代史

上重要的宫都。 

    日本古文化研究所从昭和 9 年(1934)12 月到昭和 18 年(1943)8 月实施了发掘调查，大致确

定了大宫土坛为大极殿遗迹，并确认了朝堂院的位置和规模。昭和 27年(1952)3月被指定为国家

级特别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在皇宫的整体范围尚未确定的情况下，165 号国道的侧辅道计划通过

藤原宫推定范围内，昭和 41年(1966)12月至 44年(1969)3月，奈良县教育委员会为了确认宫域

范围，以道路通过预定地为中心实施了调查。通过藤原宫遗迹的调查，发现宫域东·西·北界的

柱洞列（SC175·SC258·SC140）和外濠（SD170·SD145）等，确定了以大极殿阁门为中心，约 1km

见方的方形宫域。在确定宫城范围的基础上，岸俊男先生推定藤原京以下道·中道·横大路·阿

倍山田道，四条古道为边界规划设计。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其具体揭示了：飞鸟→藤原→

平城，7～8世纪宫都的发展轨迹。 

    藤原宫发掘出土的木简总数约达 2100件，值得特别关注。昭和 36年(1961)日本最早发现的

木简出土于平城宫遗址。然而，藤原宫出土木简的年代比平城宫木简更早，是了解大宝令实施前

状况的重要史料。 

    此后，以藤原宫遗址为中心对藤原京全域进行了调查，其成果证实了岸俊男先生的藤原京复

原案。此外，在想定京域的外侧，里坊道路延长线上也相继发现与京内同样规格的道路，确认了

藤原京的实际范围比岸俊男先生的复原案要广阔。调查证实京城西界在橿原市土桥遗址，东界在

樱井市上之庄遗址，可推定藤原京是以皇宫为中心的纵横各十列里坊的正方形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