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道（稗田遗址·平城京三条大路·八条北遗址） 

 

下道是古代大和三条干道之一,『日本书纪』壬申之乱条中有关于下道的记录。路长约 24km，

路宽 22～24m，几乎没有弯道，是连接奈良盆地南北的直通大路。在营造藤原京和平城京时，下

道是规划其平面布局的主要基准道路，平城京的中轴线朱雀大路位于其延长线上。 

随着平城京营造工程的展开，京域内下道的侧沟被填埋。于平城京以南，其作为主要干道被

利用。在大和郡山市的稗田·若规遗址发现横穿下道的人工河川以及宽 18m，长 19m的桥墩遗迹，

其后又改建为宽 12m的桥，可窥知终奈良时代其为主要干道。从这座桥周围和河川中出土了大量

以墨书人面陶器为主的祭祀遗物。 

此外，下道某些区间的东侧沟宽 11m，深 2m，其规模堪称运河。在大和郡山市的八条北遗址，

调查了南北约 100m的路段，确认了与稗田·若槻遗址相同的运河状东侧沟。 

目前尚无法确认此下道修筑的时间，不过在发掘调查平城京三条大路和朱雀大路的交叉路口

时，发现了紧贴在东侧沟底部的 6 世纪末～7 世纪初的须惠器杯盖，其作为探索下道修筑年代的

资料受到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