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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被湮没的历史

太和城遗址位于大理市

下关镇太和街道太和村，地

处苍山东麓葶蓂溪的冲积扇

缓坡上，城址面积 3.5 平方公

里。“因为有南诏德化碑作

为重要地标，太和城的位置

历来都是明确的，文献记载

也比较多。但城址内部结构

布局是什么样的，大家并不

清楚。”云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副研究员朱忠华说，在

漫漫历史长河中，太和城的

城池已经完全湮没于地下。

据了解，最早对太和城

进行野外考古调查的是中央

博物院的吴金鼎、曾昭燏等

考古学家。1938 年至 1940 年

间，他们在开展相关调査后

认为，除南诏德化碑外，太

和城其他遗迹“已完全湮没”。

此后，不断有人前往太

和城遗址访古或考察。其中，

以民族学家汪宁生 1961 年冬

的调査较为细致、系统，并

写成《几个南诏城址的考察》

一文，对太和城进行初步研

究考证，后来的太和城研究

者均引用汪宁生的材料或提

再现太和城辉煌

法。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的何金龙先后于 1997

年、1998 年 带 队 对 太 和 城

城 址 进 行 调 查 勘 探，2004

年、2005 年 对 南 北 城 墙 进

行考古发掘。

2013 年， 太 和 城 遗 址

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时期

大遗址保护项目库后，云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次年提

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揭示太和城

的布局结构，比如，内城和

卫城在哪里？宫殿区、平民

区、作坊区在哪里？主要道

路、给排水系统如何分布？

由此还原城址的规划设计思

想。”朱忠华介绍说，截至

2021 年， 经 过 8 年 持 续 调

查勘探、5 次系统发掘，太

和城的布局结构逐步清晰。

古城军事防御能力突出

谈 及 太 和 城， 就 不 得

不提金刚城。据文献记载，

“ 天 宝 六 年（747 年 ） 十

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

经至，故名金刚城”。金刚

太和城遗址发掘现场

公元 739 年，南诏第四代王皮罗阁统一六诏后，将国都从巍山迁往大理，太和城便成为南

诏统一洱海区域后建立的第一座都城。751 年和 754 年，太和城分别经历了两次著名的天宝战

争，然而，来势汹汹的数十万唐军将士最终折戟沙场，殒命太和城下。天宝战争后，南诏东

并爨区、西开寻传、南通骠国，不断壮大势力。南诏为何能依靠太和城延续政权并发展壮大？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真相被逐步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