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8 日，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从众

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

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

隔江与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2021 年 10 月，

温州望江路下穿隧道施工过程中发现遗迹线

索，工程立即停工。2022 年，经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

掘，发现了分别建于宋元和明清的朔门瓮城

遗迹，实证千年以来岸线变迁的江堤、桥梁、

陡门闸、栈道等建筑遗迹，还有 8 座宋代码

头、2 艘宋代沉船，以及数以吨计的宋元瓷片

堆积和形式各样的漆木器等遗物，年代主要

集中于宋元时期。800 年前温州古港“城脚

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繁华景象，

重现于人们眼前。

“这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

考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世界航海史上

具有突出价值，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

支撑性遗产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

姜波如此评价。

过去，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较多关注

广州、泉州、宁波、南京等城市。温州在海上

丝绸之路中发挥着怎样的独特作用？朔门古

港遗址的考古成果，从哪些方面凸显了温州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地 形 得 天 独 厚 ，城
址、港址千年不易

创建于东晋太宁元年（323 年）的温州古

城已有 1700 年的历史，选址可谓得天独厚。

城东西依山，北临瓯江，南濒会昌湖，因城址

附近九山错列，状如北斗，号称斗城。瓯江下

游南岸恰好有郭公山、海坛山两山东西相对，

可以抵御江流与海潮的冲击，因此，两山之间

的江段，港阔水深、岸线稳定。温州城便建于

这段优良港湾之中。

得天独厚的地形优势，赋予温州坚固的

城防和天然良港之利，加上城市规模宏大，自

建城后，城址、港址 1700 年来基本未变。

由于处在中国东部海岸线中间位置，并

具备优良的港口条件，温州很早就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2018 年，永嘉瓯北丁山古墓群中的东晋

墓出土了原产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

璃碗，这是温州较早参与“海丝”贸易的重要

物证。唐代晚期，温州成为日商停泊的主要

港口之一。北宋晚期至元代，随着龙泉窑的

崛起，温州港进入鼎盛时期。南宋至元，朝廷

在温州分别设有市舶务和市舶司，管理对外

贸易。

考古发掘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港口形

制。发掘区西、东两端分别为朔门瓮城及水

门外遗迹群，中间跨度达 380 米的条带状区

域中，密集分布着码头、沉船、杆栏式建筑、堤

岸等。其中，码头遗址多为多级月台状的突

堤式码头。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多建于江

边滩涂，平面呈长方形，石包土心结构，底部

及周缘用木桩打底和围护，以抵御水流冲刷

侵蚀，实现软基加固。这一先进技术，显示出

古人的智慧。

温州具有推动海上
贸易的物质支撑

温州地形“七山二水一分田”，导致“海育

多于地产”。这里平原面积狭小，稻田不足，

粮食不能自给，故渔盐等海洋产业和工商业

占有重要地位，民间海上贸易十分活跃。唐

代大历年间（766—779 年），永嘉盐监即为全

国十监之一，此后温州盐业一直在全国占有

重要地位。温州又是“百工之乡”，是著名的

纺织业和漆器制作中心，宋代温州漆器曾有

“天下第一”的美誉。

多山滨海的地理环境、外向型的经济结

构，塑造了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南宋以叶

适为代表，形成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

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主张“义利并举”，通商

惠工，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

温州古称东瓯，这里的先民以善于用舟、

航海著称，至迟在商周时期已实现与中原的

海路交往。三国东吴时期设置的横屿船屯，

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温州成

为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括州（丽水）的造

船基地即设在永嘉县城北沿江一带。北宋元

祐五年（1090 年），全国官营造船场年造船额

2900 多艘，诏“温州、明州岁造船以 600 只为

额”。温州、明州（宁波）造船额是当时国内最

大的，造船技术国内领先。

拥有丰富林木资源的浙西南山区，是温

州船用木料的主要来源地。瓯江水道自古以

来一直是木材运输的通道。直到今天，浙南

规模最大的温州木材市场仍位于瓯江边上。

此外，一些大木料多来自龙泉等地，故温州民

间向有“龙泉料”之说。发达的造船业和辐射

周边地区的木材市场，是温州港兴旺繁荣的

物质基础，为区域内商品和温州商人走向世

界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次考古过程中，古沉船的发现令人兴

奋。虽然最先发现的第一艘沉船已经断成南

北两段，残存的船头和部分船体变形严重，但

根 据 隔 舱 板 残 存 数 量 推 测 ，该 船 全 长 约 20
米。另一艘沉船则发现于深达 9 米的西部隧

道基坑底部。两艘沉船均为宋代的福船，具

有龙骨结构、水密隔舱等当时最先进的创新

技 术 ，这 说 明 当 时 温 州 同 其 他 城 市 交 往 密

切。沉船也进一步指明了宋代码头所在。

“天下龙泉”的海运
起点和枢纽港

本次发掘揭露的密集分布的码头遗迹以

及海量的瓷片堆积，印证了温州港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节点以及龙泉瓷贸易枢纽港的地

位。遗址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集中分布，时

代为元代，九成以上为龙泉瓷，且绝大多数无

使用痕迹，应为贸易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

损耗品。此外，还出土了建窑系黑釉瓷、青白

瓷及瓯窑褐彩绘青瓷等其他窑系遗物，部分

瓷器外底有墨书。

龙泉窑的技术源头，主要出自越窑。北

宋中期，浙东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逐渐走

向衰落。北宋晚期，浙西南以金村、大窑为核

心的龙泉窑开始兴起。而地处二者中间地带

的北宋中晚期黄岩沙埠窑，在烧造技艺上，以

越窑为基础，吸纳北方定窑、耀州窑的长处，

装饰纹样丰富，刻划技艺精湛，产品面貌向龙

泉窑过渡。特别是该窑北宋中期晚段生产的

双面刻划花青瓷，成为稍后一段时期龙泉窑

的主流产品。

龙泉位于瓯江上游，顺江而下到温州换

船出海，是龙泉青瓷当时最为便捷的外运方

式。北宋晚期，为扩大龙泉瓷的外运，瓯江上

游河滩还进行过大规模整治，使“凡昔所难，

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

瓯江顿时成为当时最繁忙的贸易航道之一，

呈现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

舶来往如织”的盛况。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通常分为生产、运输

和市场三个环节，朔门古港遗址与这三个环

节相关的要素非常齐全，包括码头、航船、航

线、航标塔、城市、窑业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相

关遗迹中要素完备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

填补了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类遗产的空

白，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增添了一个典

型样本。

（作者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项目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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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

复，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北部的剑川县成为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这是大理白族自

治州第三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另外两处为大理古城和巍

山古城。

剑川县与丽江、怒江和香

格里拉接壤，是茶马古道的重

要节点，是汉藏文化的交汇点，

更是历史上滇西北地区金沙江

文化与澜沧江文化的分界点，

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白族文化

特征鲜明。

5300 多年前，剑川已有先

民活动，境内历史文化遗存众

多。有被誉为“南天瑰宝”、列

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石宝山石窟，有“茶马古道

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沙溪寺登

街，有证实剑川为云南青铜文

明开端、稻麦复种农耕之源的

海门口遗址，更有风貌古朴、格

局完整的剑川古城。

史 料 有 明 确 记 载 的 剑 川

最早筑城是唐代的罗鲁城，位

于 现 在 的 甸 南 镇 ，距 今 已 有

1300 多 年 历 史 。 这 里 初 为 唐

朝 治 所 ，为 防 御 南 诏 的 要 冲 ，

后 为 南 诏 国 所 并 。 罗 鲁 城 失

去了要冲作用，人们又在现在

的 剑 川 县 城 南 三 里 处 新 筑 望

德城，到明初废弃。明洪武二

十二年，当地人再次重新选址

建 县 城 ，经 百 余 年 终 于 竣 工 ，

从此城址不变，一直是剑川政

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古城的四门和城墙在岁月

变迁中已然无存，但所幸整个

古城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内部

功能分区明确，街巷尤其规整

有序。四门街道结合处都以“丁字形”连接，街直而不宽，宽

度一丈左右；巷长而不直，宽度不超四尺，随弯就曲，不可行

车，来往步行。从南门外到北门外的街为主要商贸通道，两

旁民居均为前铺后院的结构，买卖居住两相宜。从文照街

向西至文庙，街道两侧和正中均以青石板铺设，中间以弹石

镶填。旧时，官员走正中青石路，有功名和德高望重者走两

侧青石路，平民走弹石路。

古城内有大量民居留存，建筑样式均为白族的“三坊一

照壁”和“四合五天井”。这种民族民居样式，吸收了北方庭

院式和南方楼台式建筑风格。“三坊一照壁”与北方四合院

相近，由一正房、两厢房和一照壁组成，通常正房坐西朝东，

正对照壁。在院子四角再建耳房连接，形成四个小天井和

大天井相连的“四合五天井”样式。白族民居合院式空间布

局在明代就已成型。院落大门位置必须位于正房左侧，门

楼可以雕梁画栋、飞檐串角。民居灰瓦白墙，木构架均为榫

卯结构，颇有神韵。

20 多年前，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剑川检查指导工作，

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对散步经过的西门街赞叹不已，认为西

门街传统街巷保留完整，成片的明清白族传统民居建筑格

局和样式完好，有重大的保护价值。2006 年，剑川西门街

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此为契机，剑川县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质的提升，从

原来的点状保护转为涵盖文化遗产留存生态、格局、风貌和

地域特点的全域整体性保护。集中反映古城风貌特色的西

门街、张家冲、营盘巷等 22 公顷传统街巷区域被划定为保

护 区 ，区 域 内 主 要 空 间 尺 度 保 持 不 变 ，不 得 新 建 任 何 建

筑。此区域外的 25 公顷古城范围为建设控制地带，这一区

域内若有不得不进行的建设活动，在建筑空间风貌、体量样

式、建材工艺等方面也必须“修旧如旧”。古城外围 50 至

150 米范围内的 42 公顷区域为环境协调区，这一区域的改

变需遵循一个原则：不能对古城视觉完整性造成破坏。

古城保护规划的重点是民居保护。以名人故居为载

体，规划民族文化博物馆群。目前，已有剑川历史文化博物

馆、剑川民族博物馆、周钟岳纪念馆、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

之路分馆等。

2014 年，国家文物局评审通过了剑川西门街古建筑群

修缮方案，对重点院落逐项修缮，整合棚户区改造经费和城

建资金，对各类民居进行文物专业修缮。正是这次修缮使

古城得以延年益寿。目前，剑川古城内 90%以上的建筑都

是古民居，其中明代建筑 21 处，清代建筑 146 处。年代最早

的是建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的赵将军第，为明初戍卫

剑川的赵姓将领的宅院。

古城民居都一直有人居住，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昭忠

祠。整个建筑格局完整，为三进院，由祠堂、过厅、门楼及厢

房组成，是云南明代建筑遗存中的典型。现在，这里成了公

益性文化艺术展示场所，精巧的建筑和精美的艺术作品相

映生辉、相得益彰。

人居环境的改善、文化底蕴的彰显，提升了居民的自尊

自信。漫步剑川古城，你会注意到，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的不

是门神，而是请当地文人画的花鸟、写的诗词。县城 98%的

居民都是白族人，白族文化也在客栈、餐饮以及木雕、石雕、

布扎、刺绣、黑陶等手工制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能工

巧匠大显身手，剑川白族人家在家门口致富的理想一点点

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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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濒临长江，自古以来冶铁业就十分

发达，故有“铁到芜湖自成钢”的美誉。这为

芜湖铁画的诞生提供了基础。经过 350 多年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铁 画 已 成 为 芜 湖 的 一 张 名

片。2006 年，“芜湖铁画锻制技艺”被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芜湖市南陵县大工山古铜矿冶炼遗址，

是我国最早的古铜矿冶炼遗址之一。从西

周到南宋，炼铜的熊熊火光延续两千余年，

所产“丹阳铜”享誉九州。唐代诗人李白游

至南陵，夜晚看见众多汉子冶铜炼铁的壮观

场面，留下诗作《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

星 乱 紫 烟 。 赧 郎 明 月 夜 ，歌 曲 动 寒 川 。”另

外，芜湖还有铁石墩、打铜巷、铁山等特色鲜

明的地名。

芜湖人自古就和“铁与火”结下了不解之

缘，锻制铁画也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

据考证，芜湖铁画是由明末清初的铁工

汤 鹏 和 画 家 萧 云 从 共 同 创 造 。 汤 鹏 现 有

《梅 兰 竹 菊》《溪 山 烟 霭》等 铁 画 作 品 存 世 ，

珍 藏 于 安 徽 省 博 物 馆 的 铁 字 楹 联“ 晴 窗 流

竹露，夜雨长兰芽”，创作于 1687 年，是目前

发现较早的汤鹏作品。萧云从晚年结识汤

鹏，成忘年交，常赐画稿并指导汤鹏以铁作

画。约百年后，清代官员黄钺回乡省亲，发

现祖屋中的汤鹏铁画，将其带入朝廷，受到

乾隆皇帝喜爱，铁画逐渐成名，众铁工竞相

仿制，盛极一时。

1881 年，铁工沈国华开了一间“沈义兴自

制铁铺”，之后，沈国华将技术传授给了儿子

沈德金。芜湖铁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储金

霞的父亲储炎庆，就是在“沈义兴自制铁铺”

帮工期间，第一次看到“梅兰竹菊”四件套铁

画，从此爱上铁画，通过“偷师学艺”，掌握了

这门绝技。

新中国成立后，芜湖铁画迎来了春天。

1956 年，芜湖工艺美术厂成立，安徽师范大学

派出两位优秀画家入驻该厂，与大家共同研

究了两年多。储炎庆和弟子开始了芜湖铁画

锻制技术的发掘与创新，他们的代表作品《松

鹰图》《花蝶》等参加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并

赴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为祖国赢得了荣

誉。他们的铁画作品《迎客松》落地大座屏，

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作，

制成后饱受赞誉，被放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贵宾接待厅的显眼位置。

改革开放后，芜湖铁画蓬勃发展，从业

者达上百人，众多艺术家光临并赐画稿，诞

生了许多经典作品。比如 1990 年为北京亚

运 会 制 作 的 上 万 件 瓷 盘 铁 画《熊 猫 盼 盼》，

1997 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制作的铁画《霞蔚千

秋》等。

今天的芜湖铁画，在传统的尺幅小景、画

灯、屏风基础上，又创新发展出立体铁画、盆

景铁画、瓷板铁画和镀金铁画等，形成了多个

系列品种。很多铁画已经从墙上“走下来”，

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艺术品及伴手礼。

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以砧为纸，以炉为

砚，既具有国画的神韵，又具雕塑的立体美，

芜湖铁画以其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魅力，

立于中国艺苑之林。

“铁与火”铸就的艺术之花
吴安亚

核心阅读

朔门古港遗址包括码头、航

船、航线、航标塔、城市、窑业等，

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迹中要素

完备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填

补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类遗产的

空白，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

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剑川古城一角。 苏金泉摄

图①：温州朔门古港岸线变迁示意图。

图②：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北宋晚期湖

田窑青白釉瓷台盏。

图③：朔门古港遗址 3 号码头（局部）。

图④：朔门古港与江心屿航标塔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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