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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围绕“江苏盐业
考古”课题，江苏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
研究所等单位组成江苏盐业考
古联合工作队，开展主动性考
古调查和勘探，在调查中发现
重要线索，并积极开展考古发
掘工作。同时，把“盐业考古”的
课题意识始终贯穿于基本建设
考古中。近期，在盐城沙井头遗
址、缪杭遗址、后北团遗址等盐
业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取得了
重要收获，填补了盐城盐业考
古和城市考古的多项空白。

主要发现

沙井头遗址
沙井头遗址位于盐城市亭

湖区毓龙街道人民北路与黄海
中路交叉口，处于古代东沙冈
（范公堤）上。20 世纪 60 年代
调查资料显示，遗址周边区域
有高出地表约 3 米的高台地，
在南北长 1500米、东西长1000
米范围内，采集到铁犁、陶纺
轮、铜镞、铜带钩、五铢钱、瓦
当、陶水管等种类丰富的战汉
时期遗物。

因考古前置工作开展，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间，
揭露出规整的汉代道路，较为
密集分布的水井，成规模、多类
型的排水设施，房址，以及大量
瓦当和绳纹瓦片等遗迹遗物，
同时也在遗址东北角发现贝壳
沙堤堆积。

历年来沙井头遗址周边区
域出土遗物种类丰富、数量众
多，结合近年来基本建设考古
中发掘出的东闸新村高等级
汉代墓葬、大松林墩汉墓群、
二墩村汉墓群等资料，沙井头
遗址出土了极可能与汉代盐
渎县高等级建筑遗址相关的
遗迹遗物。

缪杭遗址
缪杭遗址位于盐城市东台

梁垛镇董贤村九组，遗址四周
被老河道环绕，遗址总面积
6.75 万平方米。遗址东距梁垛
河约 300米，西距泰河村遗址约 3千米。2022年至
2023年间，考古发掘揭露出蓄卤池、淋卤坑等制盐
遗迹，出土了长沙窑、繁昌窑、越窑、德清窑、宜溧
窑等不同窑口瓷器400余件。

2022 年发掘区内清理出蓄卤池一座，编号
G1，池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 32.2米，南北宽 14
米，深约1.9米，近底部为较规整长条形槽。槽底淤
土采样后经盐度分析检测证实，该池槽底淤土盐
度含量明显高出遗址内其他地层盐度含量 2到 3
倍，推测该池当为制盐过程中的蓄卤池。此外在蓄
卤池 G1 东部约 20 米处，清理出淋卤坑一组，由
H2、H8 两个灰坑及一条窄沟（G6）组成。其中 H2
较大、较浅，H8较小、较深，一大一小、一深一浅的
两个坑通过窄沟相连。

2023年东部探沟区内，则发现两条平行分布
的蓄卤池G12与G15。两座蓄卤池方向均为北偏西
20°，其间区域未见草木灰堆积及其他相关遗迹，
地面加工平整，池内均发现数层草木灰烬层，且出
土大量唐代晚期瓷器小件。G12南北长 45.6米，口
部宽 4.9 米，深 1.85 米；G15 南北长 20 米，口部宽
4.75米，深1.15米。

本次考古发现揭露出与盐业生产中引蓄水、
淋卤等工艺流程相关的遗迹现象，证实该遗址为
一处唐代制盐聚落。南宋之后随着海岸线东移，该
遗址距离海岸线愈远，逐渐转变为一处从事农业
生产的普通村落。

后北团遗址
后北团遗址位于盐城市大丰区西团镇后北团

村二组，原为低矮土墩，总面积约 16.9万平方米。
2023年因农田改造抢救性发掘610平方米，发掘共

清理灰坑、灶、沟、池、淋卤
坑、房址等遗迹，出土瓷
器、陶器、琉璃器等小件器
物共200余件，其中瓷器数
量最多，主要有碗、盘、盏
和杯等，时代多为明清时
期，少量为南宋时期。发掘
出的明清时期盐灶、淋卤
坑等制盐相关遗迹，证实
后北团遗址为一处南宋至
明清时期的制盐聚落。

发掘探方 T1、T2、T3
所在区域出土了较多粗瓷
碗、瓷盘等日常生活用具，
推测该区域为盐民的生活
区。探沟 TG1、TG2 所在
区域则为盐业生产区，两
条探沟内均发现有含草木
灰较多的地层或灰坑。其
中，TG2 发现了 3 座盐灶
和 1组淋卤坑，还发现 1条
可能与引蓄海水有关的储
卤池。

淋卤坑 淋卤坑1处，
主体为砖砌，发现于 TG2
内，编号 H45。H45 由一大
一小、一深一浅的两个坑
组成，两坑之间有坡道相
通，整体平面呈近“凸”字
形。浅坑近方形，在浅坑的
东南角和西南角残留有几
块青砖，浅坑边长约 1.7
米，斜壁平底，残深 0.26
米，坑内填黄灰色土，西南
角和东南角各残存青砖 2
块；深坑平面近圆形，坑壁
为青砖垒砌，上大下小，口
部外径约 1.65 米，口部砖
砌内径 1.1 米，底部内径
0.83米，残深 0.82米，深坑
南部留有豁口，宽 0.28米。
H45深坑内堆积分4层，第
②层和第④层堆积含较多
草木灰烬，第③层为青黄
色淤积粉沙土。

盐灶 后 北 团 遗 址
TG2内发现了紧邻分布的
3 座灶址，编号 Z7、Z8 和
Z9，均开口于 TG2 的③层
下。Z8口部平面呈近“凸”
字形，由操作间、火道和灶

膛组成。操作间平面近梯形，口部长 1.89米，宽 1.3
米。灶膛平面近圆形，用长条砖和残砖错缝平砌而
成，口部外径1.54米，内径1.24米，残深0.86米。Z8
内堆积可分三层，Z8①层为青灰色土杂少量烧土
粒和白色硬结物；Z8②层为黄灰色土杂较多烧土
块和部分碎砖块；Z8③层为草木灰烬层，多为黑色
灰烬，少量青白灰。Z8①层、②层为废弃堆积，出有
少量清代瓷片；Z8③层为使用时期堆积，未出土陶
瓷片。Z9与Z8形制近同，灶膛口部外径1.21米，内
径 0.9米，底径 0.98米，残深 0.54米。3座灶址比日
常生活用灶规模要大，在盐灶旁边还发现了淋卤
坑和储卤池，在保存较好的Z8灶膛口部砖块附着
有白色硬结物，结合开口层位、灶膛口径及包含物
信息等可明确TG2内的 3座灶应为明清时期使用
锅䥕煎盐的盐灶。

盐业调查
历史时期盐城地区所处的两淮盐场制盐工艺

主要采用煎盐法，具体流程包括开辟摊场、引纳海
潮、晒灰取卤、淋灰制卤、煎炼成盐等。该地区盐业
遗存不仅表现在地下埋藏数量多且密度大的制盐
遗迹、遗物，更体现在大量盐业古镇、盐运码头、盐
业文物等地上遗存或传世遗存。

近两年来，盐业考古联合工作队分阶段分区
域对盐城地区历史时期盐业遗址开展系统考古调
查，陆续完成了串场河盐官官署遗址重点调查、伍
佑盐场遗址周边系统调查、大丰和东台境内串场
河沿线盐业调查。发现了以盐官官署、制盐作
坊、盐工定居聚落为代表的古代盐业遗址一百
余处。具体包括西溪遗址、伍星村遗址、港西遗
址、稽家舍遗址、汪舍村遗址、丁家舍遗址、方家

舍遗址、南夏家舍遗址、孔堡
七组遗址、晏溪河五组遗址、如
意村遗址等。

结合近期盐业遗址调查发掘收获，
参考《两淮盐法志》《淮南中十场志》等
文献记载，盐业考古联合工作队初步形成
了盐城地区盐业遗址调查认定的若干方法，
具体包括：一、盐城地区盐业遗址的调查必须与
盐城古代海岸线（尤其是不同时期形成的三条
南北向沙堤西岗、中岗、东岗）变迁相适应。大体
上，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主要分布于西
岗至中岗之间区域，商周至秦汉时期的盐业遗址
主要分布于中岗至东岗之间区域，汉至北宋时期
的盐业遗址主要分布于东岗至范公堤之西区域，
北宋以后的盐业遗址主要分布于范公堤以东区
域。二、盐城地区历史时期盐业遗址调查必须充分
注意到串场河在盐业生产流通管理体系中的主线
与枢纽地位。自唐代以来，伍佑场、西溪场、安丰场
等串场河沿线场镇，非但是该地区盐业管理、税收
等官署所在地，更是贸易、生活、信仰等方面的区
域中心。三、盐城地区历史时期盐业遗址调查必须
充分重视遗址周边现地貌。在未遭遇大规模平田
改造区域，该地区历史时期盐业遗址通常范围较
为明确，核心区域通常被一圈河道环绕；遗址环绕
的河道通常与历史上的水道相通，且大多距离运
盐主河道较近；遗址核心聚落区的范围存在一定
区域，既不能太大也不可太小，其空间容量与煎盐
生产工艺、产销管理制度、附属草场面积等密切相
关。四、盐业遗址调查勘探中必须充分重视草木灰
灰烬层与灰黑色淤土层。历史时期盐城地区盐业
生产聚落普遍使用草木灰撒灰结晶工艺和大面积
使用蓄（储）卤池淋卤工艺的背景，使得该地区制
盐聚落在不同时期存在大范围的草木灰灰烬和灰
黑色蓄卤池淤土。五、盐业遗址调查要特别重视涉
及盐业生产、盐民生活的各类典型遗物。调查过程
中除了需特别关注盘铁等直接反映制盐环节的遗
物外，还需特别关注盐业生产聚落内反映盐民日
常生活的遗物，如盐城地区唐代制盐聚落中常见
宜溧窑、德清窑、长沙窑、繁昌窑等不同窑口瓷
器，其中宜溧窑、德清窑占比较高。

学术价值

综合近几年江苏盐城地区盐业考古工作成
果，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沙井头遗址为理解历史时期中央政府
对盐业生产的有效管理提供了考古支撑。文献
记载，西汉早期即在盐城境内置“盐渎县”，西
汉盐渎县城位置的确定及高等级建筑遗址的
揭露，为理解西汉王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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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缪杭遗址、后北团遗址制盐相关遗
存的发现，对研究江淮东部地区唐宋明清时
期的盐业生产意义重大。缪杭遗址揭露出
的淋卤坑、蓄卤池等遗迹为研究唐宋时期
海盐的生产工艺、盐民的生活和盐城地区
的海岸线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内大
量长条形蓄卤池的分布，表明该地区唐
代制盐作坊极可能是官营或在官府直接
控制下的“聚团公煎”。结合《淮南中十场
志》中北团距西团五里的记载，后北团
遗址应属于草堰场下属的“北团”，该遗
址盐灶的发现与史书记载该地产盐相
印证，为探讨明代制盐聚落分布提供
了实证材料。

三、实证历史时期江苏盐业生产
的连续性和传承性，为明清两淮盐
业在全国盐业中的重要地位追溯到
了源头。盐业考古调查及发掘证明
自秦汉到明清时期，江苏沿海地区
一直是中央王朝直接管控的重要
产盐区，从汉代沙井头遗址，到唐
代缪杭遗址，再到明清后北团遗
址，实证了江苏盐业在制盐工
艺、盐业运输管理等方面的连续
性与传承性，为理解历史时期
盐业在国家管理与社会运行中
的重要价值提供了考古资料。
（执笔：陈刚 夏春晖 杨广帅
刘薛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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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杭遗址全景照

缪杭遗址唐宋时期遗物

缪杭遗址唐宋时期遗物

沙井头遗址出土陶水管

缪杭遗址长条形蓄卤池

后北团遗址制盐相关遗迹

后北团遗址明代淋卤坑

缪杭遗址淋卤坑俯视图

旧石器时代出土石器

西樵山遗址群位于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自 1958 年发现
以来，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
等单位对遗址群开展了多次的
考古调查与试掘工作。1960年贾
兰坡先生提出了“西樵山文化”
的概念，遗址群受到学界的高度
关注，其性质被认为是多处重要
的石器加工场，但由于缺乏系统
工作，西樵山遗址群及“西樵山
文化”的具体内涵与年代认识均
不清晰。

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
广东地区的主要实施内容，自
2023年 3月起，广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西樵山遗址群开展了
区域系统调查与勘探工作，其中
在平面岗遗址获得突破性进展，
确认该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和
旧石器时代两个时期的遗存。

平面岗遗址位于西樵山东
南麓山前冲积扇上，属于西樵山
遗址群最早发现的地点之一富
贤村范围内。2023年 9月至 2024
年 4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对平面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
古发掘，揭露面积130平方米。

地层堆积

本次发掘采用自然层结合
水平层的发掘方法，地层自上至
下可分为 10 层，东北西南向的
现代沟将发掘区分为南北两个
部分，以南壁为例，简述如下：

①a 层厚 2～3.5 米，灰色黏
土，土质疏松，全发掘区分布，含
有大量的石块，少量的现代垃
圾、陶瓷片及石制品等，为现代
垫土层。①b层厚0～0.3米，灰褐
色黏土，土质较致密，主要分布
于发掘区西南部和北部，含有少
量的石块、陶瓷片、石制品等，为
近现代耕土层。②a 层厚 0～0.3
米，棕黄色黏土，土质较致密，主
要分布于发掘区西南部，含有少
量石块、砂砾、石制品等。②b层厚
0～0.45米，浅黄褐色黏土，土质
较致密，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中南
部、东北部，含大量砂砾，出土少
量战国陶片、宋代瓷片。②层堆积
年代不早于宋代。③层厚0～0.45
米，浅灰褐色砂土，结构较疏松，
分布于发掘区西部，出土少量夹
砂陶片、米字纹硬陶残片及大量
石制品，堆积年代不早于战国。

④层厚0～0.4米，灰褐色砂
砾层，土质较疏松，主要分布于
发掘区西部、南部、东南部，呈南
高北低、南薄北厚的缓坡状堆
积，含有大量石块、石制品、炭屑
等，其下开口灰坑27个，有H14、
H16、H27等。⑤层厚0～0.35米，
黄褐色黏土夹杂灰色黏土，土质
较致密。主要分布于发掘区西
侧，呈东高西低的缓坡状，出土
大量石制品及少量植物遗存，其
下开口灰坑 H25、H26、H29 等。
④、⑤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⑥层厚 0～0.8米，浅黄色黏
土，土质致密纯净。除西北角外
发掘区皆有分布。⑦a层厚 0.1～
0.3米，青灰色黏土，土质致密，发
掘区内普遍分布，含有少量的细
砂砾及炭粒。⑦b层厚0.08～0.15
米，浅灰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
发掘区内普遍分布，含有少量粗
砂砾、细砂砾及炭粒等。第⑦c层
厚0～0.3米，灰色砂质黏土，土质
较致密纯净，分布于发掘区东南
部。⑥、⑦层呈西北高东南低的
缓坡状堆积，未出土文化遗物，
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测为旧
石器时代晚期水流淤积而成。

⑧a层厚0～0.65米，黄褐色黏土夹杂白
色斑块，土质较疏松，含大量砂砾。⑧b层厚
0～0.5米，灰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含少量
的碎石块、大量砂砾等。⑧层分布于发掘区
东南部，呈沟状堆积，出土石块、石制品等。
⑨a层厚0～1.52米，含浅黄褐色黏土的砂砾
层，土质较致密，除发掘区北壁外皆有分布，
含大量石块及石制品。⑨b层厚0～0.3米，含
黄褐色黏土的砂砾层，土质较致密，主要分
布于发掘区东南部及西侧，面积较小。⑨c层
厚0～0.5米，含灰色黏土的砂砾层，土质较
致密，除发掘区北壁外皆有分布，含大量石
块及石制品。⑩层厚0～0.18米，青灰色土夹
杂少量黄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含较多砂
砾，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呈南高北低的
缓坡状堆积。出土石制品及少量植物遗存。
⑧～⑩层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

遗迹

本次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灰坑 30座，
均开口于④层或⑤层下，分布较为密集，坑
口多呈椭圆或圆形，直径 0.75～1.2 米，坑
壁较直，底部有一定程度的坍塌，深度集中
在0.9～2米，多为分层堆积。坑内灰褐色填
土中含有果核、树种以及大量植物腐殖质。

对灰坑中填土浮选发现大量植物遗
存，初步鉴定主要分为可食用和不可食用
两大类。可食用的种属包括橄榄科橄榄属
植物、蔷薇科李属的杏李类果实、蔷薇科悬

钩子属的浆果、漆树科南酸枣属的果实、
壳斗科的各种坚果、葫芦科的瓜类植物
和杨梅科杨梅属的果实等；不可食用的
种子包括杜英科、锦葵科、楝科、豆科、松
科及大戟科等，均来自于常绿乔木、灌
木、陆生杂草和水生杂草等常见于岭南
地区的植物种群。

H7坑口近椭圆形，长1.1、宽0.94米。
剖面顶部呈筒状略外扩，底部呈袋形向南
扩，深 2.45 米。坑内填土分 4 层，①层厚
0.36～0.46 米，含灰褐色黏土的砂砾层，
较致密；②层厚 0.4～0.5米，灰色致密黏
土层；③层厚0.38～0.4米，灰白色致密黏
土层；④层厚1～1.16米，灰黑色较致密黏
土层，含水量大，有大量植物遗存。灰坑出
土石制品191件，质地有霏细岩、粗面岩、
凝灰岩等，类型有石核、石片、石叶、断块、
双肩石器毛坯等。陶器残片 3件，其中泥
质红褐色器座1件，夹砂灰陶残片2件。

遗物

新石器时代出土遗物有陶片、石器及
带有使用痕迹的木器。陶片较少，以夹砂灰
陶为主，少量泥质灰白陶、红褐陶，素面或饰
绳纹，个别夹砂陶表面附着烟炱。石器7000
余件，以霏细岩为主，少量凝灰岩等，类型有
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使用石片、石
叶石核、石叶、细石核以及双肩石器制作过
程中产生的石片、毛坯、残断器等。木器 10
余件，为直径2.2~5厘米的木棍削尖一端制
成，尖部可见使用痕迹，完整者长度约1米。

旧石器时代堆积中出土石器 800 余
件，石料以霏细岩为主，另有凝灰岩、粗面
岩等。石器类型有石锤、砍砸器、刮削器、石
核、断块、石片、碎屑等。

相关认识

平面岗遗址碳十四初步测年结果显
示，旧石器时代堆积年代为距今40000年以
上，新石器时代堆积年代多为距今 5900～
5000年之间。遗址首次发现西樵山地区有
确切年代的旧石器晚期层位，延长了珠三
角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轴线，是探讨东亚地
区现代人来源与扩散、中国旧石器时代晚
期石器技术多样性等问题的关键材料。发
掘揭露的新石器时代原生层位，有助于推
动学术界对西樵山文化的认识、深化岭南
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平面岗遗址的发掘对
于完善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揭示该
地区史前人群的技术与生存方式等学术问
题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执笔：王欢 张晨曦 许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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