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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京奈良
长期作战的大垣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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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垣的兴建工程以朱雀门为起点，东

西两边各自作业，因此，朱雀门东西两边的

大垣方位有些微出入。

人们在当时还没来得及兴筑大垣的地

方暂时架设掘立柱塀， 再依据工程进度依

序拆除掘立柱塀，改建筑地塀。东院南面的

大垣等若干地点， 发现有当时作为临时性

围墙使用的掘立柱塀的遗迹。 东院的扩张

工程推测是在养老年间（717—723）进行

的，可见迁都之后经过七八年，仍然有临时

性围墙的存在。

不仅如此， 这些作为临时性围墙使用

的掘立柱塀， 似乎是从旧都城运送过来的

旧墙。藤原宫的大垣为掘立柱塀，但是根据

对塀迹的挖掘调查， 藤原宫大垣所有的柱

子都被拔掉了。 想必是拿去作为平城宫大

垣的临时性围墙了。

藤原宫大垣的掘立柱塀也用在平城宫

的其他地方，例如排水用的下水道（暗渠）

上。人们首先挖空圆木的芯，做成加盖的空

心长条木管，将两头都挖通，然后管管相接

做成水道。 此外还发现了使用木方并以相

同方式做成的水道。

研究发现，无论圆木还是木方，都利用

了旧有的掘立柱和栋木（屋顶最高处使用

的木材），从木材上遗留的痕迹看，可以确

定它们是取自藤原宫大垣的掘立柱塀的木

料。除此之外，平城宫西边的马寮等官署之

墙，用的也是藤原宫大垣的柱材。

筑地塀是自下而上把土夯实做成的土

墙，建造它需要相当多的劳力。兹依步骤介

绍此种筑墙方式。

工具方面，需要四根圆木（支柱）和两

片木板（堰板），以及夯土用的木杵。 首先

将圆木两两并列，将其底部插入地下，以横

木连接四根圆木的顶端。 接着在圆木的内

侧加上堰板作为框板，在框板内注入泥土，

再在框板与圆木之间钉上楔子， 这样准备

工作就算完成了。如果使用太湿的土，干了

之后容易产生裂痕，所以要用比较干的土，

并用木杵垂直夯打， 使框板内的土可以平

均压实。 将 10 厘米厚的土夯打至 6 厘米

左右（60%），填入一层土，再夯打，不断重

复同样的步骤。 待夯实的土的厚度与堰板

同宽，则拔掉楔子，取下堰板，把堰板往上

移动，再重复前述的作业。 此种筑墙作业方

式称为 “版筑”，一般而言，版筑层的一层

厚度在数厘米到 10 厘米之间。

平城宫大垣的筑地塀， 在版筑的土墙

上方搭盖屋顶，覆上瓦片，才算完成。 大垣

屋顶的工程并不是等版筑全部结束之后才

进行，而是一有完成的版筑，就立刻在上面

加盖屋顶。 虽说是夯实的土，但土墙毕竟不

堪风雨吹打， 所以版筑与架设屋顶的工程

同时进行比较经济。

筑地塀的建造作业相当费功夫， 进行

得不是很顺利。 迁都一年六个月后的文献

中出现了 “大垣尚未完成”的叙述，由此

看来， 想必是人们一开始低估了筑地塀工

程所需的时间。

平城宫的大垣若含东院在内， 总长有

4.5 公里。 扣除宫门的部分，筑地塀总长约

4.2 公里。

挖掘调查发现筑地塀的地面部分宽度

（基底幅）为九尺（约 2.7 米），推测上端应

该较窄，只有七尺（约 2.1 米），高为十三尺

（约 3.8 米）。要完成如此规模的筑地塀，想

必动员了相当多的人力。 现参考平安时代

的《延喜式》木工寮（掌管宫城营造的官

署）等的规定，估算其所需的人员数量。

首先， 参与整个宫城筑地塀作业的人

员约需 4 万人，运土作业需 2 万—3 万人，

搬运瓦片的

作业约需 8.5 万人。 此外，大垣的瓦片

几乎都取自藤原宫的旧瓦， 假设还要再补

制两成的新瓦，制作新瓦的人，加上协助铺

瓦片的人，合计约需 5600 人。

结果， 参与筑地塀相关作业的人员需

6 万—7 万人， 瓦片相关作业约需 9 万人，

加上从事屋顶工程的工人需 4 万—5 万

人，合计平城宫的大垣工程大概动用了 20

万人力。 以一天 100 人来计算，需要 2000

个工作日才能完成。换句话说，如果一年工

作 300 天，则需要六七年的时间。

再者，筑地塀不只宫城内才有，还包括

京内八十多个坊的全部围墙。 由于塀的规

模较宫城小， 建筑这些坊垣所需的人数只

要宫城大垣的八成左右，但即便如此，光是

版筑与架设屋顶也需要超过 600 万的人

力，若以一日 2000 人来计算，需要十年的

时间才能完成。

如此大费周章兴建的平城宫大垣，至

少经历过两次全面翻修， 这一点我们从支

柱的痕迹可以得知。 在七十年间改建过两

次， 表示每一次修建都仅能维持二十年左

右。 建造于距今三百年前的法隆寺西院筑

地塀， 其建筑工法与奈良时代没有显著的

差异，却一直保存至今未曾经过改建。 相较

于此，平城宫大垣的改建实在太频繁了。 究

竟是为什么必须改建呢？

平城宫的筑地塀，有使用寄柱和未使用

寄柱两种。 所谓的“寄柱”，是用来支撑屋

顶桁木的角柱。此种角柱一般竖立于础石之

上， 进行筑地塀工程时靠着堰板的内侧而

立，因此从筑地塀的外表只能看到寄柱的一

面。未使用寄柱的筑地塀仅仰赖土塀支撑桁

木之上的整个屋顶，构造较为松弱。然而，除

了宫城内的朝堂及内里的筑地塀使用寄柱

之外，大垣除了塀的直角转角部分以及连接

门的部分之外，都未使用寄柱。

因此， 大垣的筑地塀下半部容易因为

风吹日晒而崩塌， 使得大垣的寿命无法长

久。 而且，大垣版筑所用的土混杂了太多小

石子， 加上工程进度太赶， 土没有充分夯

实，未确实压打至 60%的程度。

为了节省施工成本而省略了寄柱，加

上施工过程的粗略， 是让筑地塀提前风化

的真正原因。 人们欲以此种方式节省施工

成本，结果反而增加了修缮费用。

京内除了坊垣为筑地塀之外， 占地超

过一町以上的寺院或贵族宅邸的围墙，也

都采用筑地塀。 另外，用来划分“坪”的，还

有板塀、柴垣等类型。 不过，不是所有的坪

都设有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