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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市宋宝祐城西城门外挡水坝
遗迹的发掘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位于江苏扬州市区

北部的蜀岗南缘，城址西城墙历经战国楚至

六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城、唐扬州子城、宋

堡城和宝祐城等时期。西城墙中部有俗称

“西华门”的豁口，豁口两侧在修公路时

被拓宽，城门遗迹被破坏，豁口西侧残存

的半圆形瓮城及月河建于南宋时期[1]。2013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

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

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后，开展了配合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

的考古发掘。2013年11月～2014年3月，为

了解宋宝祐城西城门外（西）侧经过城壕处

的面貌，在“西华门”外现代道路经过城壕

处布设探沟（图一），发掘面积约550平方

米，编号为2013YSA1601TG1F（以下简称

为YSTG1F）。清理出宋元时期的挡水坝遗

迹，出土了唐至明代的砖瓦、陶瓷器、钱

币、漆木器等遗物。发掘表明，扬州蜀岗古

代城址的西城壕在正对西城门处向东收窄，

南宋晚期在宝祐城西城门外的城壕中修建了

挡水坝，并在元明时期修缮。现将发掘结果

简报如下。

一、地层堆积
西华门外（西）侧现代道路的南北两侧陡

坡紧邻现代河塘，我们在道路北侧陡坡下清理

出了挡水坝遗迹。挡水坝遗迹面以上的地层可

分为四层，以YSTG1F东壁为例说明（图二）。

第1层：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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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米。该层为扰乱土层。

第2层：厚0.75～1.3米。仅分布在发掘

区南部。该层为明清时期堆积，分为两层。

第2A层：青灰色土。土质较硬。厚

0.5～0.95米。出土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片、

龙泉窑青瓷片、吉州窑黑釉瓷片，元代磁州

窑白釉褐彩瓷片，明清时期青花瓷片、青白

瓷片等，器形可辨的有碗、罐、盘等。

第2B层：黄褐色土。土质较松。呈斜坡

状堆积。厚0.1～1.2米。出土唐代寿州窑黄

釉瓷片，宋代龙泉窑刻花瓷片、吉州窑黑釉

瓷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片、磁州窑白釉褐彩

瓷片，明清时期青花瓷片等，器形可辨的以

碗为主。

第3层：厚0.5～1.7米。分布在发掘区东

部。该层为元明时期堆积，分为三层。

第3A层：红褐色土。土质较硬，包含

残砖、白石灰渣等。分布于发掘区中部，北

高南低。厚0.65米。出土唐代宜兴窑酱釉瓷

片、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刻划纹瓷片、元代

枢府釉瓷片等，器形可辨的均为碗。

第3B层：浅灰色土。土质较松。分布于发

掘区中部偏北。厚0.1～0.65米。无出土遗物。

第3C层：青灰色土。土质较硬，含残

砖、白石灰渣、炭屑等。分布于发掘区中部

偏东。厚0.15～1.7米。出土宋代景德镇窑青

灰釉碗、吉州窑黑釉碗、龙泉窑青釉莲瓣纹

碗和三足炉，还有唐宜兴窑黑釉瓷片、元龙

泉窑青釉双鱼纹洗、明代三足炉等瓷器，另

有云纹残瓦当1件、兽面纹残瓦当1件和少量

布纹板瓦、绳纹筒瓦残片等。

第4层：黑灰色土。土质松软细腻，黏

度大。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厚0.35～1.5米。

出土有宋景德镇窑青白瓷碗残片、南宋龙泉

窑青釉盘和莲瓣纹碗残片、韩瓶底片等。该

层为南宋时期堆积。

第3C层瓷器集中出土于挡水墙北坡面和

东边壁北摆手之间，处于挡水坝以北、城壕内

水流最南端的回水湾，推测这些瓷器是被水流

卷带至此的。这些瓷器的时代多为宋元时期，

仅2件为明代。由于淤泥的层位难以划分，故

而虽然第3A、3B层均未出土明代遗物，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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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扬州城遗址和发掘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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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YSTG1F东壁剖面图
1. 黄褐色土  2A. 青灰色土  2B. 黄褐色土  3A. 红褐色土  3B. 浅灰色土  3C. 青灰色土  4. 黑灰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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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整个第3层的时代定为元明时期。

挡水坝顶部在第3A层下，挡水墙以南两

边壁之内的最底层为第4层堆积。

为了解挡水坝修建过程，探寻是否还有

更早的遗存，我们在挡水坝西边壁西侧的堆

积上布设解剖沟J1。J1开口于YSTG1F第3A层

下，其地层可分为三层（图三）。

第1层：元代堆积，分为两层。

第1A层：红褐色土。土质较硬，夹杂白石

灰渣、炭屑等。厚0.3～0.45米。无出土遗物。

第1B层：黄灰色土。土质较硬，包含炭

屑、碎陶片等。厚0.6～0.75米。出土宋代龙泉

窑青釉瓷片、元代磁州窑白釉褐彩瓷碗残片和

枢府瓷碗底残片等，器形可辨的均为碗。

第2层：元代堆积，分为两层。其中G2

打破G1和叠压在挡水坝西边壁下的J1H1。

第2A层：浅灰色土。土质较硬，夹杂青

膏泥块、黄土块、白石灰渣等。厚0.3～0.65

米。出土有整砖、韩瓶口沿、“祥符元宝”

和“元丰通宝”钱币等。该层为G2废弃后的

沟内堆积。

第2B层：黑灰色土。土质松软，夹杂白

石灰渣。厚0.75米。出土瓷器有宋代龙泉窑

青釉碗底、吉州窑黑釉瓷片，元代磁州窑褐

彩瓷碗残片等，器形可辨的均为碗。该层为

G2内淤积土。

第3层：G1内淤积土及其废弃后堆积。

未出土遗物。从地层关系看，G1晚于J1底部

的柱洞，早于挡水坝遗迹。该层分为两层。

第3A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较纯

净。仅见于J1北部。厚0.5米。该层为G1废弃

后的沟内堆积。

第3B层：黄灰色土。土质较硬。厚

0.65～0.75米。该层为G1内淤积土，下即生土。

J1东壁底部有地钉3根，地钉以西有4个

柱洞。柱洞在G1底部之下。J1内的地层不晚

于元代，西边壁修缮部分西侧的地层中亦未

出土晚于元代的遗物。

为了明确挡水墙的基础构造，并确认其

下是否有过水涵洞之类的设施，我们在挡水

图三    YSTG1FJ1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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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北部布设解剖沟J2。J2开口于YSTG1F第3C

层下，其地层均为南宋时期堆积，可分为两

层，以其北壁为例说明（图四）。

第1层：黄灰色土。土质较硬，内有残

砖。分布于发掘区东北部，被挡水墙叠压，

又叠压在G1之上。厚0.15～0.45米。出土

青白瓷片，还有“扬州”铭文砖1件、写有

“戊寅”等文字的三棱状漆木器1件。

第2层：黑灰色土。土质疏松，包含

石灰渣、残砖块。分布于发掘区东部。厚

0.2～0.6米。

通过J2的发掘，确认YSTG1F第3C层下

约0.6米即为生土，且挡水墙基础处理较好。

由于无需再担心河塘淤积土坍塌和继续发掘

会对挡水墙基础造成较大影响，为更全面了

解挡水墙的基础部分，遂将挡水墙以北的河

塘淤积土清理至生土面，找到了J1中的G1向

东北延伸的部分，再次确认G1开挖在生土之

上。发掘结果表明，挡水墙基础砌砖下的东

部有3根地钉，挡水墙下无过水设施。

二、主要遗迹
揭露的主要遗迹是始建于南宋晚期、元

明时期有过修缮的砖石结构挡水坝，以及与

挡水坝相关的2条小沟（G1、G2）、1个灰

坑（J1H1）及其下的3根地钉，另有若干柱

洞（图五）。根据地层关系，遗迹从早至晚

的顺序为：柱洞、G1、J1H1下的3根地钉、

J1H1、南宋时期始建的挡水坝、G2、元明时

期的挡水坝修缮部分。

（一）挡水坝

挡水坝遗迹由挡水墙、边壁及其摆手构

成[2]（图六）。从挡水墙以南边壁的砌砖状

况、边壁西侧解剖沟J1的发掘结果来看，边

壁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修砌规整，黏合

剂为白石灰膏，其用砖规格、修砌方法与南宋

时期扬州城的相同，而砖上铭文内容有属南宋

晚期者；边壁晚期的修补不甚规整，黏合剂

多为黄沙，推测其为元明时期的修缮部分。

1. 挡水墙  挡水墙位于挡水坝中部，砖

石结构，东西向，方向87度。横架在东西两边

壁之间，自下而上由基础部分（地钉、衬底石

条或砌砖）、南北两侧砖砌的挡水坡面、顶部

石条等构成。顶部东西向现宽4.86米，底部东

西向宽3.96、南北向宽4.1米。顶部石条顶点海

拔为16.03米。北坡面基础部分砌砖底部的海拔

为14.1米，南坡面衬底石条底部的海拔为13.76

米，底部基础北高南低，高差约0.3米。

北侧挡水坡面上部有破坏，坡长2.18、

宽3.96米，坡度42度。坡面底部基础为平铺

的三层砖，上、下层为丁砖，中间层为顺

砖，黏合剂为白石灰膏。基础铺砖下的东部

有东西向的地钉3根，直径分别为16、15、

12厘米，间距分别为0.5、0.4米。坡面上错

缝平铺上下两层丁砖，上层东西共22列，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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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YSTG1FJ2平面和东壁、南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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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宽2～3厘米。北坡面底部以北1.06米处竖

立1根木桩，直径12、高56厘米，性质不明

（图七）。南侧挡水坡面上部亦有破坏，坡

长2.66、宽3.96米，坡度48度。底部铺设有

衬底石条，黏合较多白石灰膏，白石灰膏宽

0.16米，石条规格不明。南坡面西半部保存较

好，亦平铺两层砖，上层为22列丁砖，下层

为顺砖，铺设方法与北坡面相同（图八）。

挡水墙顶部中央东西向铺设石条，侧立

砌成一线。残存4块，自东向西分别长72、

0 5米

图五  YSTG1F遗迹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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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挡水坝遗迹（东北→西南）

84、82、60厘米，高44、厚16～18厘米。石

条上部棱角较锋利，下部较平。石条下平铺

砖，南北两侧为挡水坡面。

2. 边壁及其摆手  挡水墙两边壁及摆手

平面似“〕〔”形，边壁和摆手以拐点为界，

两边壁的间距约为4米。挡水墙边壁及其摆

手的起基也是北高南低，两边壁又以挡水墙

为界分为南北两个相连的部分。

边壁及其摆手的面砖多为整砖，填砖多

为残砖。有的面砖模印“大使府造”、“武

锋军”、“宁淮军”、“扬州”、“镇江都

统司前军”、“涟水军”等铭文；砖的尺寸

主要有长35、宽17、厚6厘米，长36、宽17

或17.5或18、厚5或5.5或6厘米，长36.5、宽

18.5、厚5.5或6.5厘米，长37、宽19、厚7厘

米几类，均为南宋时期扬州城用砖[3]。

（1）东边壁及其摆手  东边壁及其北

摆手直接修建在生土上，下无地钉，外侧也

无护岸木桩[4]。

东边壁  南北向，方向357度。上部残

长7.68、宽0.75～0.96米，底部长9.28、宽0.7

米。东边壁自下而上由衬底石条、砖墙构成

（图九）。

挡水墙以北部分的基础有4块衬底条

石，最北端的长44、宽58、厚16厘米，其

余3块从北向南分别长76、77、43厘米，厚

10～15厘米。石条南侧与挡水墙之间砌两层

砖。砖墙残高0.76～1.27米，残存19层砖，

共收分0.3米。用石灰膏作黏合剂，部分面砖

为丁砖顺砖隔层垒砌，但多数砌法不规律，

有一顺一丁、两顺一丁、两顺两丁、一顺五

丁等。

挡水墙以南部分基础有5块衬底石条，

自北向南分别长90、52、50、50、40厘米，

厚15～16厘米。石条南端有一块宽18、厚7

厘米的竖砖，竖砖向南有一丁砖。砖墙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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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挡水墙北坡面（北→南）

图八  挡水墙南坡面（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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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9米，残存28层

砖，共收分0.22米。面

砖平铺错缝，基础部分

为2层平铺丁砖，向上为

丁砖顺砖隔层平铺，至

第12层为一顺二丁、四

顺一丁，再向上为丁顺

隔层平铺的5层和丁顺混

铺的1层，再上面的9层

残缺较多，砌法不详。

下面的2 6层砖以白石

灰膏作黏合剂，修砌

规整，当为南宋时期修

建；最上面的2层砖用黄

沙黏合，当为元至明代

修补。

东边壁摆手  北摆手呈西南—东北向，

与东边壁的夹角为118度。上部残长1.55、底

部长1.14、宽0.7、残高0.6米。残存9层砖，共

收分0.17米。砖墙下铺2块衬底石条，西侧的

长60、宽44、厚16厘米，东侧的长50厘米。

砌砖方法、用砖规格等与东边壁挡水墙以北部

分近似。东边壁南端残，南摆手呈西北—东南

向，长0.8、宽0.63米。仅残存底部一层砖。

东边壁及其摆手砌砖，除了元至明代修

补的2层，砖缝均约为0.5～1厘米，每层收分

0.5～2厘米。

（2）西边壁及其摆手  西边壁及其摆

手建在淤土上，故衬底石条之下有地钉，

石条外侧有护岸木桩。地钉可见10根，直径

8～16、露出部分高3～12厘米。西边壁外侧

的护岸木桩残存13根，直径8～14厘米，露

出部分高8～22厘米，间距差别较大。西边

壁打破G1和J1H1，而南、北摆手均被G2打

破，据此推测元代挡水坝曾一度废弃。

西边壁  南北向，方向为177度。上部

残长5.5、宽0.66～0.8米，底部残长7.6、宽

0.53～0.7米。自下而上由地钉、衬底石条、

砖墙构成，外侧还有护岸木桩（图一〇）。

挡水墙以北部分的衬底石条有2块，北

侧的长78、厚15厘米，南侧的长68、厚12厘

米。石条南侧与挡水墙之间平铺两层砖。砖

墙残高0.43米，残存6层砖，共收分0.1米。

挡水墙以南部分的衬底石条总长1.68

米，宽0.23～0.3米。石条面上黏着较多白

石灰膏，故尺寸不明。砖墙残高0.28～1.76

米，残存25层砖，共收分0.22米。上部7层砖

部分为从南向北修补，以黄沙为黏合剂，砖

的砌法、收分、砖缝等均与扬州南宋时期的

不同，结合地层关系和J1的发掘结果，推测

这部分当为元至明代修缮。下部有长38、宽

18、厚6厘米的“华小五砖”铭文砖，尚未

在扬州城唐宋时期铭文城砖中见过，从其规

格来看当不晚于南宋。

除了上述修补部分，西边壁用砖规格、

修砌方法、铭文等均与南宋时期修筑的东边

壁部分近似。

西边壁北摆手及其西侧砖砌驳岸   西边

壁北摆手呈东南—西北向，复原线与西边壁

的夹角为118度。东部残破，复原长度5.8米。

由衬底石条或基础砌砖和砖墙两部分构成。

3块衬底石条由东向西分别长26、80、20、厚

挡
水
坡
面

北

0 1米

挡
水
坡
面

石条
石条

0 1米

北

图九  挡水坝东边壁正视图

图一〇  挡水坝西边壁正视图

南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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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厘米；石条西侧的基础砌砖长1.64米，

残存两层，丁砖错缝平铺。砖墙上部残长

2.2、底部残长3.2、残高0.9米，残存11层砖，

共收分0.31米。砖墙用砖较为残破，底部两层

为丁砖；其上有一丁一顺、一丁三顺、四顺

五丁等多种砌法，丁顺不甚规律。

北摆手向西连结砖砌驳岸，两者夹角

为156度。该段砖墙起基于生土，无衬底石

条，以收分0.04～0.12米的三层平铺丁砖为基

础。砖下见地钉2根，直径为14、15厘米，

可见高度11厘米，间距0.26米。地钉西北、

砖墙北（外）侧有木桩3根，从东向西直径

为14、12、15厘米，露出地面20厘米，间

距分别为0.34、0.12米。基础上的砖墙上部

长7.8、底部长7.9、残高0.22～0.77米，残存

3～10层砖，共收分0.44米，中部有破坏。用

砖、砌法与西边壁北摆手近似（图一一）。

西边壁北部至砖砌驳岸外侧残存护岸

木桩13根，直径7～14厘米，间距0.1～2.45

米。砖砌驳岸北侧有3个柱洞。

西边壁南摆手  呈东北—西南向，复

原线与西边壁的夹角为118度。东部残破，

复原长度2.36米。未见基础砌砖，直接用

砖平铺向上收分垒砌。上部和底部残长分

别为0.56、1.08米，顶部残宽0.54、底部宽

0.65米，残高0.63米。残存9层砖，共收分0.1

米。中部叠压G1、被G2打破。

（二）沟和灰坑

G1  斜壁，平底。口宽1.2～1.45、底宽

0.3～0.48、深0.7～1.25米，在发掘区内南北

长约17. 5米。G1开挖在生土上，被挡水坝西

边壁叠压，被J1H1、G2打破。

G2  沟口宽1.4～2.45、底宽0.2、深

0.45～1.25米，在发掘区内南北长约17.25

米。南半部分打破西边壁南摆手和G1内淤积

层及其上堆积层，北半部分打破西边壁北摆

手。淤积层中包含元代遗物，上又叠压元代

地层，故其时代当为元代。

J1H1  平面呈半圆形，斜壁，平底。口

残长2.25、宽0.4、深1.4米。填土为青灰色，

土质疏松，夹杂炭屑、红陶碎片等，出土板

瓦残片。打破G1淤积层及其上堆积层，叠压

图一一  西边壁北摆手及其西侧砖砌驳岸（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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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边壁下，被G2打破。

（三）柱洞和J1H1下的地钉

西边壁西南的生土面上，有大小不同、

排列不太整齐的两排柱洞。直径0.09～0.16

米，间距0.5～1.18米不等。柱洞内为青灰色

淤泥，未能清理至底。柱洞连线略呈东北—

西南向，与西边壁南摆手方向不甚一致。

西边壁北摆手西北、砖砌驳岸北侧有3个柱

洞，连线为东南—西北向。直径为0.1～0.11

厘米，间距为2.2、1.6米。J1底部、西边壁

底部地钉西侧有南北向排列的3个圆形、1个

长方形柱洞。前者直径0.12、间距0.3～0.65

米，后者长0.2、宽0.13米，均未能清理至

底。柱洞在G1底部之下，可知其早于挡水坝

始建时间。

虽然未见可推定这些柱洞时代的证据，

但从3处柱洞延长线组成的平面形状、J1内柱

洞在G1之下等来看，这些柱洞当与早于南宋

晚期挡水坝的设施相关。

J1H1下的3根地钉早于J1H1和西边壁，

晚于G1，与相关遗迹的关系不明。

三、出土遗物
G1淤积层内出土了1件写有文字的漆木

器，挡水墙北坡和西边壁间出土了一批较为

完整的瓷器，主要有龙泉窑香炉和碗、吉州

窑黑釉碗等。

（一）建筑材料

砖墙壁面可见砖上铭文，均位于砖的端

面，为由右至左的模印阳文（表一）。砖上铭

文有“华小五砖”、“涟水军”、“扬州”

等（见表一，1～7；图一二，1～4、6～8）。

另有兽面纹瓦当1件（YSTG1F③C∶17），残

存兽面纹上半部，复原直径约14、郭厚2厘米

（图一二，5）。

（二）陶瓷器

YSTG1F第3C层出土较多宋元时期陶瓷

器，择要介绍如下。

宋吉州窑黑釉瓷碗  6件。根据口、腹特

征可分为三型。

A型：1件（YSTG1F③C∶1）。口沿下

微束，斜腹，腹下端有一道旋削痕，足底心

微削成圆突状。浅灰胎，酱黑釉面玻璃质感

强，有橘皮斑，外壁施釉不及底，有流釉现

象，口沿釉薄，呈铁锈色。口径10.7、圈足

径3、高4.9厘米（图一三，8）。

B型：4件。敞口，弧腹，圈足较浅。内

壁口沿下有凸弦纹一周，内底心旋削一周，

腹下端有一道旋削痕。黑釉，外釉不及底，

内壁涂绘纹饰。YSTG1F③C∶2，内壁绘浅

序号 铭文内容 长 宽 厚

1 武锋军 / 19 6 

2 扬州 残18.5 18 6 

3 大使府造 36 18 6 

4 宁淮军 37 19 7 

5 镇江都统司前军 / 17 6 

6 涟水军 / 17 7 

7 华小五砖 / 18 6 

8 镇江都统司前军 / 18 6 

9 镇江都统司前军 / 18 5.5 

10 镇江都统司前军 37 18 6 

11 囗囗囗囗 / 18 7.5 

12 扬州 / 18 6 

13 大使府造 / 17 6 

14 大使府造 残21 17 6 

15 大使府造 / 18 7 

16 扬州 / 17 6 

17 大使府造 残18 18 7 

18 囗囗 / 17 6 

19 宁淮军 36.5 18 7 

20 宁淮军 36 18 7 

21 扬州 / 18 7 

22 囗囗囗囗 / 17 6 

23 囗囗囗囗 / 17 6 

24 囗囗囗囗 / 17 6 

25 大使府烧造 / 18 6 

26 涟水军 37 18 7 

27 武锋军 / 19 6 

28 武锋军 / 19 6 

29 武锋军 / 19 6 

30 扬州 残28 / 6 

31 涟水军 / 17 6 

表一  挡水坝遗迹铭文砖     （单位：厘米）

     说明：序号2出土编号为YSTG1FJ2①∶2，其他均在
砖墙上，未取下，无编号，也未能完全测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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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建筑砖瓦拓本
1.“华小五砖”  2.“宁淮军”  3.“镇江都统司前军”  4.“涟水军”  5. 兽面纹瓦当（YSTG1F③C∶17）  6.“扬

州”（YSTG1FJ2①∶2）   7.“大使府造”  8.“武锋军”

黄色纹饰。口径11、圈足径4.2、高4.8厘米

（图一三，9；图一四）。YSTG1F③C∶3，

口部残缺。腹下端有一道旋削痕，内壁涂绘

浅黄色纹饰，足外底墨书文字，字迹不清。

口径11.1、圈足径4、高4.8厘米（图一三，

5）。YSTG1F③C∶4，腹部不规整。内壁

涂绘浅褐色纹饰，因高温窑变，局部呈浅蓝

色。口径11.3、圈足径4.5、高4.8厘米（图

一三，1；图一五）。YSTG1F③C∶5，内壁

涂绘浅黄色纹饰。口径11.5、圈足径4.3、高

4.8厘米（图一三，13；图一六）。

C型：1件（YSTG1F③C∶15）。敞口

微残，斜腹微折，圈足较浅。内壁口沿下有

凸弦纹一周，内底心旋削一周。腹下端有一

道旋削痕。黑釉，外壁釉不及底，内壁绘浅

白色纹饰。口径11.6、圈足径4、高4.8厘米

（图一三，2；图一七）。

宋龙泉窑系青釉瓷碗  1件（YSTG1F③

C∶6）。敞口，沿微外翻，弧腹，腹下端旋

削一周，圈足较规整，内底有4个白色支烧

痕。胎、釉青灰色，施釉较薄，釉面斑驳，

足部露胎。口径14.8、圈足径5.6、高4.7厘米

（图一三，6；图一八）。

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  3件。敞口，

弧腹，圈足。青釉较薄。外壁刻莲瓣纹，莲

瓣饱满，中棱微凸起。YSTG1F③C∶8，青灰

胎，青釉略泛绿色，削足无釉。口径16.3、

圈足径5.3、高6.2厘米（图一三，4）。

YSTG1F③C∶16，尖唇。内底旋削一周。灰

白胎，釉青色泛灰，口沿及莲瓣凸起处釉较

薄，局部磨损脱落泛白。口径16.3、圈足径

5.6、高6.1厘米（图一三，10；图一九）。

YSTG1F③C∶11，口部微残。内底旋削一

周，留有窑渣，制作粗糙。青灰胎，釉青色

泛灰，釉面无光泽。口径15.5、圈足径5.4、

高6厘米（图一三，3）。

宋龙泉窑瓷鬲式炉  1件（YSTG1F③

C∶13）。口沿微残。折沿，束颈，折肩，扁

腹，三足。外腹部与足对应处有三道竖向凸

棱，内底部有三个孔。灰白胎，天青釉，开

片因河泥浸入呈铁锈色，足底无釉，露铁

锈红色胎。口径8.8、高7.3厘米（图一三，

12；图二〇）。

宋景德镇窑青灰釉瓷碗  1件（YSTG1F

③C∶9）。敞口，斜腹，圈足。口部修胎时有

残缺，不规整，内底旋削一周并黏有少量窑

渣，制作粗糙。青灰釉，釉面光亮，外壁釉

不及底。口径16.8、圈足径4.7、高6.2厘米

（图一三，7）。

宋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碗  1件（YSTG1F

1

2

3

4

5

6

7

8

0 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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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C∶10）。口部残缺。敞口，斜腹，圈足。外足

底有三个支烧痕，内底有一周旋削痕。浅红

胎较疏松，青白釉较薄，釉面斑驳无光泽，

外壁施釉不及底。口径14.2、圈足径5.2、高

5厘米（图一三，15）。

元龙泉窑青釉双鱼纹瓷洗  1件（YSTG1F③

C∶14）。口部残缺。敞口，折沿，弧腹，窄

圈足。灰白胎，天青釉，通体施釉，釉面开

片因河泥浸入呈铁锈色，圈足底沿无釉，

露胎呈铁锈红色，内底模印双鱼。口径13、

圈足径6.5、高4.4厘米（图一三，11；图

二一）。 

1

2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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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10厘米

图一三    YSTG1F第③C层出土陶瓷器
1、5、9、13. B型宋吉州窑黑釉瓷碗（YSTG1F③C∶4、3、2、5）  2. C型宋吉州窑黑釉瓷碗（YSTG1F③C∶15） 3、
4、10. 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YSTG1F③C∶11、8、16）  6. 宋龙泉窑系青釉瓷碗（YSTG1F③C∶6）  7. 宋景
德镇窑青灰釉瓷碗（YSTG1F③C∶9）  8. A型宋吉州窑黑釉瓷碗（YSTG1F③C∶1）  11. 元龙泉窑青釉双鱼纹瓷洗
（YSTG1F③C∶14）  12. 宋龙泉窑鬲式瓷炉（YSTG1F③C∶13）  14. 明三足陶炉（YSTG1F③C∶7）  15. 宋景德镇

窑青白釉瓷碗（YSTG1F③C∶10）  16. 明三足酱釉瓷炉（YSTG1F③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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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B型宋吉州窑黑釉瓷碗（YSTG1F③C∶2）

 图一五  B型宋吉州窑黑釉瓷碗（YSTG1F③C∶4）

图一八  宋龙泉窑系青釉瓷碗（YSTG1F③C∶6）

 图一九  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YSTG1F③C∶16）

图二〇  宋龙泉窑鬲式瓷炉（YSTG1F③C∶13） 图一六  B型宋吉州窑黑釉瓷碗（YSTG1F③C∶5）

 图一七  C型宋吉州窑黑釉瓷碗（YSTG1F③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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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口，颈微束，弧腹微鼓，平

底，近底处旋削一周，贴塑三

足。灰白胎较疏松，酱釉略泛

青，内外施釉均不及底，施釉

较薄，局部脱落。上腹部模印

一圈竖线纹，下腹部模印一圈

叶纹。口径8.8、底径6、高6.8厘

米（图一三，16；图二二）。

YSTG1FJ1出土若干元代瓷

片。

磁州窑白釉褐彩瓷碗底  1

件（YSTG1FJ1①B∶1）。圈足，

外底心有小乳突。灰白胎，质地

疏松，乳白釉不及底，内底绘褐

彩纹。圈足径6.4厘米（图二三，

2；图二四）。

枢府釉瓷碗底  1件（YSTG

1FJ1①B∶2）。圈足微外撇。白

胎，质地细腻，施青白釉，足底

刮釉，露胎处呈铁红色。复原圈足径5.6厘米

（图二三，3）。

磁州窑白釉褐彩瓷碗底  1件（YSTG1F

J1②B∶1）。圈足较矮，腹部近底处斜削一

周。灰白胎，质地疏松，乳白釉不及底，内

明三足陶炉  1件（YSTG1F③C∶7）。

口、足部残。侈口，折沿，直颈，鼓腹，平

底，三足。浅红色胎。口径10.5、底径6.2、

高9.1厘米（图一三，14）。

明酱釉三足瓷炉  1件（YSTG1F③C∶12）。

1 2

3

0 10厘米

图二三      YSTG1FJ1出土元代瓷片
1、2. 磁州窑白釉褐彩瓷碗底（YSTG1FJ1②B∶1、

YSTG1FJ1①B∶1）  3.枢府瓷碗底（YSTG1FJ1①B∶2）

图二二  明酱釉三足瓷炉（YSTG1F③C∶12） 图二一  元龙泉窑青釉双鱼纹瓷洗
（YSTG1F③C∶14）

 图二五  元磁州窑褐彩瓷
碗底（YSTG1FJ1②B∶1）

 图二四  元磁州窑褐彩瓷碗底
（YSTG1FJ1①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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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编号 钱文 钱文方向 直径 穿宽
YSTG1F③A∶3 景德元宝 环读 2.4 0.6

YSTG1F③A∶10 嘉祐元宝 环读 2.3 0.6
YSTG1F③A∶8 熙宁元宝 环读 2.3 0.7
YSTG1F③A∶1 熙宁重宝 环读 3.1 0.9
YSTG1F③A∶5 元丰通宝 环读 2.5 0.6
YSTG1F③A∶6 元符通宝 环读 2.3 0.6
YSTG1F③A∶4 元丰通宝 环读 2.4 0.6
YSTG1F③A∶7 元丰通宝 环读 2.9 0.7
YSTG1F③A∶9 元祐通宝 环读 2.3 0.7
YSTG1F③A∶2 大观通宝 直读 2.4 0.7
YSTG1F③C∶20 元丰通宝 环读 2.5 0.7
YSTG1F③C∶21 天圣元宝 环读 2.4 0.6
YSTG1F③C∶19 圣宋元宝 环读 2.4 0.6
YSTG1F③C∶18 建炎通宝 直读 2.8 0.9

YSTG1FJ1G2①∶2 祥符元宝 环读 2.5 0.6
YSTG1FJ1G2①∶1 元丰通宝 环读 2.4 0.7

表二                   挡水坝遗迹出土铜钱         （单位：厘米） 底绘褐彩纹。复原圈足径4.4厘

米（图二三，1；图二五）。

（三）铜钱

出土铜钱的种类有“景德

元宝”、“嘉祐元宝”、“熙

宁元宝”、“熙宁重宝”、

“ 元 丰 通 宝 ” 、 “ 元 祐 通

宝”、“元符通宝”、“大观

通宝”、“圣宋元宝”、“建

炎通宝”、“祥符元宝”等

（表二；图二六）。

（四）漆木器

三棱状漆木器  1件（YSTG

1FJ2①∶1）。残高9厘米，三

棱柱高8、宽1.2厘米。三棱柱

面涂黑漆，两面有红漆竖书文

字：“判府□□□□丘右司□

内造”、“戊寅正月分”，另

一面无文字（图二七）。《宋

史》记载：尚书省有“左司郎

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

右司员外郎各一人，掌受付六曹

之事”，河南应天府“尹以下掌

同开封府，尹阙则置知府事一

人，以郎中以上充，二品以上曰

判府。次府及节度州准此”[5]。

南宋时期的戊寅年有绍兴二十八

年（1158年）、嘉定十一年

（1218年）、祥兴元年（1278

年）。

四、结   语
南宋时期，扬州城时常

成为宋金、宋元战争的前沿

阵地。理宗端平（1234～1236

年）以后设有以扬州为治所的

“制置使”、“宣抚使”，贾

似道守扬初授“制置大使”，

继授“安抚大使”，复授“宣

1 2 3 4

8765

9 10 11 12

16151413

0 2厘米

图二六  出土钱币
1.景德元宝（YSTG1F③A∶3）　 2. 嘉祐元宝（YSTG1F③A∶10）  3. 熙
宁元宝（YSTG1F③A∶8）  4. 熙宁重宝（YSTG1F③A∶1）  5、7、8、
11、16. 元丰通宝（YSTG1F③A∶5、YSTG1F③A∶4、YSTG1F③A∶7、
YSTG1F③C∶20、YSTG1FJ1G2①∶1）  6. 元符通宝（YSTG1F③A∶6）  9. 
元祐通宝（YSTG1F③A∶9）  10. 大观通宝（YSTG1F③A∶2）  12. 天圣
元宝（YSTG1F③C∶21）  13. 圣宋元宝（YSTG1F③C∶19）  14. 建炎通宝

（YSTG1F③C∶18）  15. 祥符元宝（YSTG1FJ1G2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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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大使”，于宝祐年间（1253～1258年）修

筑了宝祐城，包平山堂，宝祐三年（1255

年）二月“复广陵堡城，贾似道以图来

上”[6]；李庭芝从景定元年（1260年）五月

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并兼知扬州，为阻

止元兵控制蜀岗中峰平山堂，李庭芝“乃筑

大城包之”，将平山堂城和宝祐城连为一

体，以控制蜀岗中峰、东峰两个制高点。此

二人修建宝祐城及平山堂城在《嘉靖维扬

志》、《万历扬州府志》、《康熙扬州府

志》、《光绪增修甘泉县志》等地方志中均

有近似记载[7]。《嘉靖维扬志》中的“宋三

城图”，与贾似道所上之图或有关联（图

二八）。

发掘结果表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正

对西城门的主城壕向东收窄，南宋晚期在宝

祐城西城门外的城壕中修建了挡水坝。挡水

坝始建时的用砖规格、砌砖方法、黏合剂等

均与扬州城遗址南宋时期包砖墙的典型特点

一致。挡水坝两边壁的形制和构造与扬州唐

宋城东门瓮城台地和东台地之间的构造较为

近似[8]。挡水坝边壁和摆手上“大使府”、

“宁淮军”、“镇江都统司前军”等铭文砖

是判定该挡水坝始建于南宋晚期的主要依

据，具体是贾似道还是李庭芝时期，还有待

明确。

将现有地貌结合《嘉靖惟扬志》“宋

三城图”来看，宝祐城的西城门外往南，

即挡水坝以南的西城壕南半部可能呈北高

南低的三层阶梯状。扬州宋代城址相关发

掘表明，“宋三城图”的描绘大致正确。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之前，西城门外

多为现代水塘，叠压在挡水坝遗迹之上的现

代道路即为其南北分水岭。调查得知，道路

南侧的现代河塘底部、水位、河岸的原海拔

为15～16、18、18.7米，北侧的为14～15、

16、17.2米，瓮城墙北端东部的则为15、

16、16.2米[9]。

从挡水坝遗迹的发掘和测量数据看，此

处最早可能并无河道，后在生土面上开挖了

水沟G1。西城门外城壕的发掘结果表明，唐

至北宋时期的西城壕水位线海拔原则上当不

高于河岸约13.68米的海拔，同时期城外地面

海拔约为14.1～15.3米，而南宋时期修建的

挡水坝的衬底石条底部海拔已达14.2米，推

测是城壕淤积提高了南宋城壕的水位线。根

据挡水墙边壁外侧淤积土的高度，此处南宋

时期的城壕水位线海拔或约14.5米。

挡水坝位于现代道路下，道路虽然因

发掘而改线，但此处仍是扬州北部的重要道

路，故未能继续向东发掘探寻与西城门相关

的迹象。挡水坝顶部海拔只有16.03米，低于

图二七  漆木器（YSTG1FJ2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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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八  《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

“西华门”外现代路面较多，挡水坝东西两

侧未能发现与道路、城门等相关的迹象，推

测挡水坝顶部可能低于同期路面。挡水坝边

壁南摆手西北、北摆手以北、J1底部的柱洞

当与早于挡水坝的相关设施有关。

挡水坝正对西城门，位处交通要道。其

南部地势较低，其下并无涵洞之类的通水设

施，又隔断了主城壕，其上或有吊桥或拖板

桥等设施。挡水坝顶部尖锐的石条、陡坡的

挡水墙或可在撤除掉过桥设施之后阻止通

行。推测该遗迹既为挡水坝，又与宋宝祐

城西城门外通过主城壕的设施有关，兼具

挡水和城防功能。

附记：此次发掘得到国家文物局、江

苏省文物局、扬州市文物局、扬州市文物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

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

谢！本次发掘领队为汪勃，参加发掘的人员

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扬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束家平、王小迎、池军、刘

刚。测量、绘图、制作拓片和照相工作由陈

昊、王俊、邵会珍、马秋茹、常素玲、马大

秋、张珠子完成。

执笔者  汪  勃  王  睿  王小迎  

束家平  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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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四卷）简介

《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

四卷）由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移民局、南

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编著，科学

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

本，正文约75万字，附彩色图版28版，定

价268元。

丹江口库区是长江、黄河流域古代文

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过渡地带，

考古发掘表明，这里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直到宋元明清各个时代

的文化遗存。《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

集》（第四卷）共收录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湖北丹江口库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简报15

篇、论文1篇。它的出版将对该地区古代历

史文化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付兵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