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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郡县考古有
哪些重要发现？目前
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的
都城城门遗址在哪儿
……日前，国家文物
局召开“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
作会，聚焦城市考古
重要成果，发布浙江
绍兴稽中遗址、江苏
盐城盐业考古、河南
开封北宋东京城景龙
门遗址、江苏淮安城
市考古等 4 项考古最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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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水来土掩”，但是土遗址
也怕水，在地处江南潮湿多雨环境的良
渚古城遗址，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就一直
在与水较量。日前，杭州良渚古城遗址
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启用了潮湿环境
土遗址保护实验室，研究如何让良渚古
城遗址“延年益寿”。

2022 年 7 月，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管理委员会和敦煌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共建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
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东南分中心。此
次实验室的成立标志着分中心进入了实
体化运作。它总面积 1500 平方米，下设
7个分实验室，以及标本室、专家研究室
等多个配套空间。在启动仪式上，杭州
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还与浙江大
学、河海大学签约共建联合实验室，并
聘请了来自敦煌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以及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河海
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组建良渚遗址潮
湿环境土遗址保护学术委员会。

“我们不能在遗址上直接开展病害防
治研究，但是我们可以分析遗址土的成
分，对遗址土进行仿制，用仿制土来开
展病害研究防治。”在实验室一楼的土遗
址建造工艺实验室里，河海大学袁俊平
教授说。

而在三楼的化学实验室里，浙江大
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张秉坚教授介
绍，实验室的任务就是研究适合潮湿环
境下土遗址保护所需的各类化学材料，

“我们可以从分子层面来研究良渚遗址的
保护”。

良渚古城遗址是 2007 年发现的，而
当地潮湿多雨的环境会给古城带来一系
列影响，例如，水分增加可能加剧土体
风化开裂，而潮湿环境下，土体上更易
滋生苔藓、真菌等生物，形成病害。因
此，从古城发现之日起，文物保护工作
者就开始对它实施一系列保护措施。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与多家高校与研究机
构的持续合作，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形
成了“综合环境控制法”的新思路，取
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据新华网）

据中新社电 （记者胡健） 古建筑保
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联合工
作站 （以下简称“古建筑保护研究联合
工作站”） 日前在山西太原揭牌成立，
这也是中国国家文物局首个聚焦于某一
重点领域的联合工作站，旨在通过科技
创新、国内外交流合作等方式解决古建
保护难题。

山西现存古建筑28027处，其中元代
及以前木结构建筑 518座，居全国之首。
这些古建筑门类齐全、序列完整、样式
繁多，构成了中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
的标本体系。与此同时，在古建筑精细
化勘察、营造技艺复原、结构加固以及
壁画彩塑保护技术等方面，还存在重点
难点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山西先后出台《山西省“十四
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实施方案》《关
于推动新时代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等，探索利用政府一般债
券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设立山西
省文物保护基金拓宽文物保护资金来
源，实施全科人才定向培养强化人才队
伍建设。

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刘润民表示，期
待古建筑保护研究联合工作站更好地发
挥各方人才、技术等优势，以联合开展
科技创新项目为纽带，以人才队伍培养
为支撑，以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导向，
加快构建协同发展体系。

据介绍，2004 年，国家文物局启动
重点科研基地建设，目前已在全国建设
40家。

日前，有两条关于文物保
护的消息引发关注。一是杭州
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
理中心启用了潮湿环境土遗址
保护实验室，意味着为良渚潮
湿环境土遗址保护进一步整合
各个科研院校的专业资源开辟
了新渠道；一是古建筑保护研
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联
合工作站在山西太原揭牌成
立，旨在破解古建筑保护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

这座实验室，
助良渚古城遗址“延年益寿”

冯 源

古建筑保护研究
联合工作站在太原成立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
为探寻越国都城提供重要线索

稽中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是一处战国两汉时期高等级建筑遗址。为
配合当地城市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24 年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考古发

掘。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遗址的面貌逐
步呈现。

据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
龙彬介绍，战国时期遗存包括 1 组大型建
筑基址和 1 眼水井。建筑基址分布在东西
长约 48 米、南北宽约 36 米的范围内，可
观察到两种不同的基础构筑形式：一是由
方形立柱、长方形垫板及垫板下圆木组
成；一是由多条圆木横纵间隔叠压的筏状
基础。“水井为木壁，经碳十四检测，距
今约 2500年。根据文献记载，推测为越国
遗存”。

汉代遗存主要为建筑基址、水井、马
坑，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确认了 4 组建
筑基址，其中甲组、乙组建筑残存面积约
387、317 平方米，丙、丁组建筑尚未完全揭
露。李龙彬说，此次考古发掘首次发现包含
墨书“会稽”“山阴”地名的汉代木刺实物，以
及汉代墨书“如律令礼”文字陶片，对研究会
稽郡的郡域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在李龙彬看来，稽中遗址越国建筑的
体量较大，尤其是其纵横叠压 2—4层的地
栿之上加上大型垫板，垫板之上再榫卯式
立柱，地栿密集而且成排，十分壮观，这
是越国人在湿地环境下创造的有效防止建
筑沉降的营建方式。

专家认为，稽中遗址首次在绍兴古城
内确认越国建筑的存在，为探寻越国都城
提供重要线索。发现两汉高等级官署建
筑，出土墨书“会稽”“山阴”等墨书文
字，是两汉郡县考古的重要发现。

江苏盐城盐业考古
进一步明晰江淮东部盐业发展脉络

“十四五”以来，围绕江苏地域文明探
源工程“江苏盐业考古”课题，江苏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
研究所等单位，在基本建设考古相关工作
中，取得了一系列盐业考古新发现和研究
成果。在此次“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
进展工作会上，相关成果发布——沙井头
遗址推测为西汉盐渎县城所在地，缪杭、
后北团遗址分别被实证为唐代和南宋延续
至明清时期的制盐聚落。

位于江苏盐城市亭湖区的沙井头遗
址，专家推测其为西汉盐渎县城所在地。
该遗址地处江淮沿海东部的古沙冈之上，
考古发现规整的汉代道路，较为密集分布
的水井，成规模、多类型的排水设施以及
房址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瓦当、瓦片等
建筑构件和日用陶器等。同时，在遗址周
围发现 10 余处汉代建筑遗址和墓地。“结
合《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初步推测
沙井头遗址所在区域为西汉盐渎县城所在
地，沙井头遗址各类建筑遗迹可能为盐渎
县官署性质建筑。”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馆员陈刚说，这为理解西汉对江淮区
域盐业生产的统一管理提供了考古支撑，
也为理解盐业在西汉社会中的重要性提供

了实证材料。
缪杭遗址位于盐城市东台市，考古发

现唐代盐业生产中的引蓄水、摊场、淋卤
等工艺流程相关遗迹，实证该遗址为一处
唐代制盐聚落。

陈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缪杭遗
址发掘区内未发现盐灶等煎盐设施，在对
遗址系统钻探过程中也未发现盐灶的迹
象，或可表明缪杭遗址在唐宋时期只制
卤，卤水需转运至别处煎盐。

煎卤成盐，是古人制盐的关键步骤。
考古人员在距离缪杭遗址 40公里的后北团
遗址发现南宋至明清时期盐灶、淋卤坑等
制盐遗迹。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后北团遗址是一处
自南宋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制盐聚落。此
外，考古调查已发现盐城境内百余处反映
盐业生产、运输管理等不同类型的遗址，
初步构建了历代盐业生产体系。”陈刚说。

专家认为，沙井头等不同时期盐业遗
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明晰了我国江淮东
部盐业生产历史发展脉络，对研究西汉以
来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盐业的管理，以及
不同时期制盐工艺的技术传承发展具有重
要价值。

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
目前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格最高都城城门遗址

景龙门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龙亭
区，是北宋东京城内城北墙中部城门遗
址。2023年至 202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城市建
设对景龙门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

“开封是八朝古都，人们常用‘城摞
城’形象地比喻其地下遗存丰富。在景龙
门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城墙比较集中。
我们确实没想到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发现
这么多叠加、交织的城墙，这是特别大的
收获。”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
三营说。

根据文献记载，北宋东京城景龙门沿
用了五代后梁兴和门，晚期进行了重修改
建，现存遗址打破晚唐五代时期的旧汴州
城北墙，在金元时期被废弃，后又被明代
周王府叠压。

据王三营介绍，城门整体结构为一门
三道式，由门道、隔墙及两侧墩台构成。
城门通阔约 60米、进深约 19.3米。门道均
宽约5.6米，为排叉柱过梁式构造，两侧保
留有地栿基础，碎瓦与灰土交替夯筑。隔
墙均宽约4.7米，素土夯筑。两侧墩台宽约
16.7 米，墩台包砖逐层错缝露龈砌造。发
现有金南京皇城北墙，墙宽 8 至 10 米，残
高约 2 米，打破北宋晚期地面及北宋晚期
包砖夯土台基。

另据文献记载，景龙门于北宋崇宁年
间由李诫主持重修，城门夯筑、砖墙砌造
等工艺与 《营造法式》 壕寨、砖作制度相
符，可视为北宋晚期官式建筑的典范。

“景龙门是北宋晚期东京城皇城附近一
座十分重要的礼制建筑。”王三营表示，其
位置的确定，对于北宋东京城复原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此外，考古发现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
周王府遗存，包括北萧墙、农田、水井、
道路、祠庙、别院等，农田共发现 3 块，
平面近似方形，部分田垄仍清晰可辨；别
院叠压于景龙门东门道及东墩台之上，坐
北朝南，多进院落式布局，主体建筑包括
厅堂、耳房、甬路、厢房、方亭等，生动
展示了明代藩王的生活图景。

专家表示，景龙门遗址是目前考古发
现北宋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都城城
门遗址，为认识北宋东京城结构布局、建
筑制度提供了重要实证，也是古今城市文
脉传承赓续的又一生动案例。首次发现宋
内城北墙与金南京皇城北墙并不重叠，为
研究金代重修南京城提供了新的认识。

江苏淮安城市考古
再现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繁荣景象

2021 年以来，为配合当地城市建设，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
古研究所对庆成门、新路、板闸镇三处遗
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据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
究馆员赵李博介绍，庆成门是淮安旧城
的西门，发现明清时期的城门门道 2 处、
城台 1 处、瓮城 1 座，完整揭示出了庆成
门 主 城 门 、 瓮 城 及 排 水 系 统 的 整 体 格
局。主城门以东还发现有六朝至明清的
连续地层堆积和建筑遗存，完整反映了
淮安城演变发展史。

“明清时期，河下、板闸和清江浦镇
为淮安城外三大集镇。新路属河下镇的
一部分，因洪灾废弃于明末天启年间。
考古发掘揭示出一处保存完整、格局清
晰的街巷类遗址。”赵李博说，“其中最
为 重 要 的 发 现 是 长 75 米 、 宽 4 米 的 道
路，内部为沙土堆筑，外部用砖包砌，
截面略呈拱形，与两侧分布的排水沟和
辅路共同组成了遗址区的主干道系统，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为明万历淮关榷使所
筑‘陈公新路’。”

板闸镇是一处明清时期市镇遗址，因
黄河泛滥毁于清代乾隆年间，考古发现院
落基址、道路、水沟、古河道和墓葬等遗
迹，出土各类器物 3000余件，大多为完整
器。遗址布局规整、结构分明，以两条十
字相交的主干道路及两条平行分布的主干
沟渠为轴，整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出
土器物以餐饮厨具为大宗，蕴含浓郁的生
活气息与市井风尚。

专家表示，庆成门、新路、板闸镇三处遗
址再现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的繁荣景象，
反映了大运河沿线市镇发展、人地关系演变
与河道治理与变迁，是研究运河漕运、盐运
和关榷税收等问题的重要实物资料。

“考古中国”最新成果发布

城市考古有哪些新进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出土的汉代墨
书木刺。

江苏盐城后北团遗址制盐相关遗迹。

河南开封景龙门遗址北宋主要遗存分布图。

江苏淮安板闸镇遗址发掘区 （资料照片）。江苏淮安板闸镇遗址发掘区 （资料照片）。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发现的战国与汉代建筑基址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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