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址概况

东垣古城遗址地处太行
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位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滹
沱河南岸。遗址面积2.76平方
公里。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于 1956年在第一次
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被发
现。1963 年省文物部门在遗
址调查时发现大批燕、赵两
国刀币和西汉时期的半两、五
铢钱范以及铸币作坊等遗存。
1980年，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
究所对东垣古城遗址进行了
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
2004年省文物部门配合基本
建设勘探时发现城垣垣基，
2012年确定了东城垣总长，并
进行了局部解剖工作。2018年
至 2021年河北省与石家庄市
文物机构陆续对东垣古城遗
址开展了区域勘探，但始终未
能围绕遗址整体实施全面调
查、勘探工作。

遗址勘探与发掘工作

2023 年，为配合东垣古
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石
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
对该遗址启动全面考古调查
勘探，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对遗址博物馆拟建区域展开
考古发掘工作。勘探和初步
发掘工作结果表明东垣古城
遗址地下遗存分布非常丰
富，包括城门、城垣、路网、大
型官署建筑基址、手工业作
坊区等反映城市运行主要功
能的遗存均有发现。

2023年考古勘探面积近
200万平方米，发现遗迹总数
337 处。其中官署基址区 4 处
（由29处相连单体夯土建筑遗
迹组成）、夯土建筑基址8处、
夯土墙 2处（共 4段）、夯土城
垣1道（共7段）、城门2处、城
壕1道（共4段）、道路27条（共
41段）、水系 11条（共 27段）、
居住址 6 处、手工业作坊 31
处、水井20口、灰坑216个、墓
葬8座，遗迹丰富多样。

城垣始建于生土之上，
由黄褐色黏土混合深褐色黏
土夯筑而成，土质致密，夯层
明显。城垣保存状况较差，探
明部分大多仅剩基槽，其剖
面呈倒梯形。城壕剖面呈“U”
形，城壕与城垣间距约17米。
城壕内部堆积可分为三层，
第三层淤积层深黑褐色淤土
内含有白色螺壳。

确认城门为南城垣东门和
西城垣南门，疑似东城垣南门1
处。2处城门均宽约11米，进深
约13米。均为单门道城门。

城内西南部、中部、东北
部、南部均发现有古河道、水
渠、水门等遗迹，其中城内西
南部古河道呈西北—东南流
向，均宽 20 米，河道残长 648
米，距地表深 5.6 米。年代应
与城市始建年代相符，约在
战国秦汉时期。该河道应与
早期滹沱河关系密切。

城内路网体系是本年度
考古勘探的重要发现。城内
发现有“三纵三横”路网体
系。纵向（南北向）道路已探
明两条（另外一条为古河道
冲毁），南北中轴线道路残长
362米。横向（东西向）道路探
明三条（部分区域为现代建
筑和垃圾压占），东西中轴线
道路残长 1142 米。纵横主干
道均宽 10~12米，厚度 0.4~06
米。主干道两侧存有路沟，路
沟均宽约10米。

大型集中建筑基址的发
现凸显东垣古城遗址的重要
性和复杂性。夯土基址集中
分布于城内中北部，其中一
处基址基础保存较为完整，东西长 238米、
南北宽 143米。基址外有夯土墙围绕，夯墙
南墙已探明残长 333 米，东墙已探明残长
345米，均宽6米。基址性质应为官署建筑基
址，年代约为战国秦汉时期。

城内存在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城内东
南部和西北部，主要遗迹为窑址。在东南部
手工业作坊区附近发现密集居住址遗存，
居住址遗存主要表现为瓦砾堆积。同时还
发现与居住址密切相关的道路遗存。

城内墓葬发现较为零星，主要为战国
两汉时期瓮棺葬及东垣古城城市废弃以
后，逐步形成的唐宋时期墓葬，均为小型墓
葬。主要分布在城市东南部及中北部。

此外古城内还发现与古人生活密切相
关的遗迹，如水井、窖穴、灶、灰坑等近百处。

2023年考古发掘区域位于东垣古城遗

址东南拟建遗址博物馆区域。此次发掘工作
从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发掘面积1680
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200余处。本年度发掘
区包含了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即西汉和东
汉时期，主要包括灰坑、道路、房址、冶炼炉、
灶址、墓葬、水井等两汉时期遗迹。出土可复
原文物258件。陶质文物主要包括生活类用
具、建筑类用具、手工业用具等，其中生活类
用具有盆、罐、盘、碗、内足炉、陶钵、陶甑等；
建筑类用具包括瓦当、筒瓦、板瓦、井圈、陶
构件等；手工业用具有纺轮、制陶工具、钱范
等。铜器主要为铜镜、铜带钩、铜箭镞、铜环、
铜簪、铜器盖、铜饰件、铜钱等。铁器主要包括
农业用具和生活用具，其中农业用具主要为
铁犁铧、铁斧、铁铲；生活用具主要为铁熨斗、
铁钩等。骨质文物主要为骨簪。石质文物主要
为石纺轮、石锤、磨石、石臼等。

本次发掘发现最丰富的遗迹位于③层，
③层为两汉时期文化层，是该遗址最为繁荣
时期。灰坑分布密度很大且种类多样，遗址
出土的灰坑有些明显是遗址主体废弃以后
人群活动形成的垃圾坑及建筑瓦砾堆积坑；
有些灰坑深度超过2米，且包含物较单一，只
在灰坑底部堆积包含有陶片及动物骨骼，或
有祭祀坑的性质。路网的发现反映了东垣古
城遗址两汉时期的城市交通情况。

初步认识

东垣古城中北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
现，很可能是秦代恒山郡郡治、两汉魏晋时
期恒山国及真定国官署区所在。在大型建
筑基址北部发现有一处高台建筑基址，这
一高台建筑很有可能是先秦时期宫殿高台
建筑的延续，“高台榭，美宫室，自鸣得意”
（《史记·苏秦列传》），同时还具有重要的防
御功能，既便于瞭望，又利于防守。

除官署建筑外，城内仓储、手工业作坊、
民居里坊等在城内的布局也同样重要。东垣
古城城内地势较为平坦，道路平直，而纵横
交错的路网也将城区划分为若干区域，这些
区域的功能存在着差异。经过此次勘探工作
发现，东垣古城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分区。

通过2023年度全面考古勘探和初步发
掘工作，结合历年考古工作及文献资料，初
步探明了东垣古城的城市基本形态和空间
布局，了解了东垣古城的城市规模、尺度和
要素。东垣古城属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南地
区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期最高等级
中心城市之一。始建于战国，经过战国至西
汉、东汉、魏晋时期多次大的修筑、扩建、改
建，主体年代在两汉时期。两汉时期也是东
垣古城最繁盛的时期，魏晋以后逐渐衰落。

东垣古城遗址2023年度考古勘探发现
的“三纵三横”路网体系与大型夯土基址群
的城市布局，增添了学术界对战国到汉代
郡国城市制度的新认识。发掘出土的建筑
遗迹与手工业遗迹，补充了石家庄地区两
汉时期生业形态的相关认识，对认识当时
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东垣古城是近年来石家庄市开展先秦
两汉时期工作规模较大、发现较为丰富的城
市考古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为冀中南
地区城邑考古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执笔：刘国宁 石博天 李鹏为 佘俊英）

东垣古城遗址考古勘探总平面图

出土陶纺轮

东垣古城遗址博物馆拟建区域地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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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瓦当

杨家城城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店塔街道杨
家城村西北的“杨城山”上，在神木老城区北约15
千米处，传为北宋著名爱国群体杨家将故里并由
其驻守，故俗称“杨家城”。以往，据文献、地望和
相关实物将该城址考证为唐宋时期麟州城之所
在，故又被称为“麟州故城”，公布其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即采用此名。2022 年至
2023 年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进一步夯实了杨
家城城址的结构、性质和内涵。

调查勘探揭示宏观布局

杨家城城址西濒黄河一级支流——窟野河，
所在区域为典型的黄土梁峁地貌，地表割裂较甚，
起伏颇大，顶部黄土堆积厚，底部出露基岩高。与
陕北地区明代以前的多数城址选址相同，杨家城
城址临河呈高悬之姿，在山顶依地势而建，西、北
两面紧濒窟野河，高崖陡壁，东为大沟，易守难
攻，仅南部与外界较易相通。城址所在区域相对
独立，整体较为平整开阔。据原有资料，城墙多
夯土筑成，主要由东城、内城（俗称“紫锦城”）、
西城 3 座小城组成，整体呈不规则长条形分布。
在以往工作基础上，本次考古工作新发现“北
城”一座，城墙走向清晰，城内所见遗物多为宋
金时期，应与已发现的 3座小城大致同期。故此，
目前所知杨家城由东城、内城、西城、北城 4座既
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城组成，城内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4 座城垣均系黄土夯筑，但非一体
而成，其中东城城垣依附内城城垣向东扩筑的关
系最为明显。另据调查勘探，城南设有护城壕，还
发现窑场、墓地等重要功能区。

内城南门恍若昨日倾颓

本次考古工作的发掘重点选定在破坏现象
非常突出的内城南门区域。内城平面结构相对规
整，略呈平行四边形。内城南门位于内城西南
部，结构清晰、保存较好，以下分主门道、墩台、
瓮城、瓮城门道、瓮城内建筑群、储排水设施等部
分依次介绍。

主门道位于内城南墙偏西处，形制规整，南北

连通瓮城与内城。单门道，长 25、宽 4～5米，南口
以砖石包砌，门道内地面原应坚实平整。两壁近
直，残高3.2米，遍立对称密布的方柱（排叉柱），柱
间距20～30厘米，柱宽约22厘米，最大残高约1.9
米。立柱与两壁之间是布满整个墙壁的横铺方木，
横木外涂抹黄泥，黄泥之上再抹白灰，局部可见刻
画图案。立柱与横木均遭焚烧，严重炭化。主门道
中部保留有倒塌并已焚烧过的木门；墩台两座，分
立主门道东、西两侧，分别与两侧的内城南墙相
接，形制规整，黄土夯筑。西墩台大，近方形，边长
23米，顶部残留砖铺地面，距主门道地面高约11.5
米。东墩台小，呈南北向长方形，长23、宽12.5米，
高与西墩台齐。

瓮城位于主门道南侧，平面近马蹄形，城墙亦
由黄土夯筑而成，瓮城东墙顶部残存铺地砖与砖
砌排水沟，部分砖上戳印“官”字，距瓮城地面高约
9.5 米。瓮城内东西长 31～48.5、南北宽 25.7～34
米，城内地面整体呈东南高、西北低之势，与瓮城
门道以坡道相连；瓮城东墙南部开一门，即瓮城门
道，东西向连通东城与瓮城，长约 16.3、宽 5.1米，
两壁残高0.9～1.5米，两端均外延铺石坡道。其基
本形制与主门道类似，两壁亦有立柱和横木结构，
所不同的是，在瓮城门道内东部南北两侧加筑两
个长方形小墩台，长 4.4、宽 1.3、残高 1.2～1.3米，
相距 1.7米，内部为灰黑色杂土夯筑的台芯，外侧
包砌砖石，该结构应与收窄瓮城入口和安门有关。

需要着重介绍的是瓮城内的建筑群和储排水
设施，本次考古工作出土遗物主要发现于这些遗
迹中。内城南门瓮城内四角各坐落一组建筑，呈向
心型分布，均背靠城墙，朝向瓮城内开门。四组建筑
外墙主体均为砖石砌筑，墙体内有柱洞和壁柱槽。
每组建筑内部以小石块、砖瓦或夯土墙分隔出若干
小房间。房间内有石板“炕”、灶、窖穴、地炉等生活
设施，居住面上散落陶器、瓷器、石磨、石臼、钱币以
及兵器等遗物。如1号建筑整体平面呈长方形，门
道朝南，南北长10.15米、东西宽11.5米，总面积约
117平方米。内部以土坯墙或小石块砌墙分隔出7
个小房间，房间内多见石板炕和灶台，已使用煤炭
燃料。另外，瓮城内还发现了由导水沟、储水坑等设
施构成的储排水设施。其中1号导水沟位于瓮城中
部地势最低洼处，东南—西北向经主门道地下延

伸进内城，将瓮城内的积水引入内城中。

多重证据表明此为麟州

本次工作为杨家城城址下一步科学保护提供
了重要的考古支撑，同时也迈开了该城址系统考
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一步，为深入探讨其年代和
性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是判断本次发掘遗迹的
基础材料。结构清晰、布局有序的建筑设施内出土
遗物非常丰富，包括砖瓦、瓷、铁、陶、石、骨、铜等
类，其中砖瓦、瓷器、铁器、石器及钱币数量最多。
砖瓦常见“官”字款砖瓦、手印纹条砖、兽头鸱吻、
莲花纹瓦当以及漏泽园墓志砖；瓷器多施黑、褐、
青色釉；铁器多见镞、矛、甲片、蒺藜等；石器多见
礌石和碾、磨、杵、臼等；钱币除少量“开元通宝”
外，其年号多为淳化、景德、天禧、熙宁、庆历、至
和、治平、元丰、大观、政和、宣和等北宋年号，不见
北宋以后年号。陶瓷器显示的唐宋时期特征较为
典型，特别是钱币年号、漏泽园墓志纪年均不晚于
北宋。杨家城城址位于宋、辽、西夏交界之地，加之
城墙高大厚实、多重城垣设防、出土兵器数量较
多，彰显其突出的军事性质。加之“官”字款砖瓦、
漏泽园墓志等遗物的发现，说明杨家城应为北宋
时期一座重要的州县级别边城，绝非一般军事堡
寨所能比拟。此外，城址周边出土的高世忠墓志、
征集的徐德墓志，也为杨家城形制判断提供了重
要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年代、地望、级别、性质以及相关文
字性遗物等方面的多重证据表明，神木乡民所呼

“杨家城”应为唐宋时期之麟州城。
麟州，宋隶河东路，地处南流黄河以西（“河

外”），是北宋控扼西北、抵御辽夏的重要州城，与
府州、丰州共同构成防御西夏的北部屏障，终北宋
一朝，宋夏在该地区的争夺从未休止。正因于此，
在范文正公经略西北时被写入《麟州秋词》。可见，
麟州城是唐宋时期北方军政要镇的典型代表，同
时也是河套地区民族融合统一进程的历史见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
队 神木市杨家城保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执笔：邵晶 裴学松 韩倩 郝志国 黄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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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

2021 年 3 月 22 日，常州市
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准备对
常州市大红旗路南侧、常林路
西侧地块进行商业开发，常州
市文物局委托常州市考古研究
所对地块开展考古调查、勘探
工作。勘探结束后在地块内发
现史前文物遗存，本次调查勘
探的地块位于崧泽文化时期新
岗遗址西南，直线距离约 317
米，暂定名为新岗遗址贾家塘
地点。

新岗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
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港务路以
北，长江中路东侧。遗址所在地
原为一座小山岗，分布面积较
广，后因修建厂房和工业园区
被平掉一部分。

新岗遗址发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自 80 年代以来，出土
了多件新石器时代器物。1991
年，常州博物馆考古部对遗址
进行了试掘，发掘墓葬 6座，完
整器30多件。

2002年至 2008年，常州博
物馆考古部与南京博物院考古
所联合，为配合沪宁城际铁路
及周边厂房的建设，对铁路南
北两侧进行了多次发掘，累计
发掘墓葬 118 座，发掘面积共
1700多平方米，其中新石器时
代墓葬 115 座、春秋墓葬 1座、
汉墓1座、宋墓1座。

本次发掘自2022年1月20
日开始，截至 2023 年 6 月 12
日，发掘墓葬 209座，其中新石
器时代墓葬 52 座，出土器物
632件（套）。

遗迹与遗物

发掘区原本地势较高，因为修建厂房已被推
平，对遗址有较为严重的破坏，勘探前有较厚的渣
土，经过清表后，史前文化层基本已暴露在地表，
整体堆积已较薄，各层大体上呈水平状分布。

发掘墓葬209座，其中新石器时代墓葬52座、

宋至明清墓葬 157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形制为长
方形竖穴土坑，个别墓葬残留木棺痕迹。大部分墓
葬内可见人骨，部分保存较差，葬式以仰身直肢为
主，多数头朝北，部分朝南。

墓葬内随葬器物有陶器、玉石器，以陶质生活
用具为主。陶器陶质主要有夹砂和泥质两种。出土
器物以素面为主，纹饰有镂孔、刻划纹、剔刻纹、弦
纹等。镂孔多由圆形、弧边三角形等元素组成纹饰
带，主要位于豆柄和簋的圈足上。陶杯底部常见的
各种圈足以花瓣圈足最具特色。陶器器形有鼎、
豆、壶、罐、杯、甗、鬶、盉、纺轮、陶拍等，以鼎、豆、
杯、壶、罐为基本的随葬组合，陶杯数量较多，杯身
多作觚形或卵圆形。出土少量纺轮，圆饼状或纺锤
形，纹饰有编织纹、几何纹等，与新岗遗址出土纺
轮纹饰相近。石器主要为石锛以及少量的石镞和
石钺，石锛常位于头骨下方或肩部附近，石钺主要
位于墓主腹部。玉器有环、镯、璜、钺，其中玉钺和
玉镯在同一墓中出土，位于墓中部，但人骨已不
存，不能准确判断与人骨的位置关系。玉璜大多出
土于墓主颈部附近。

发掘出数量众多的柱洞，主要分布在西北、东
部和中部，由于被晚期遗迹和现代房基破坏严重，
目前能较为明确的房址 5座，房址基本为地面建
筑，未发现基槽，部分房内有灰烬和炭屑，没有发
现明显的红烧土遗存，地面也没有烧结的痕迹。其

中一个较大
的 房 址

（F23）位 于 发
掘区北部偏西，呈

三角形，坐北朝南，中间有
隔墙，F23靠近土台上等级最高
的墓群。其余房址（F24 至 F27）
均集中于发掘区南部，方形地
面建筑，根据门道判断大部分
坐北朝南。

在发掘区北部、东部和西
部发现三条排水沟，北部排水
沟从西北部墓区往东延伸再
转折往北通向北部环壕，东部
排水沟呈直线往北通向北部

环壕，西部排水沟呈直线向西通
向西部环壕。推测三条排水沟
主要用作墓区排水。

收获和意义

本次发掘较为重要的收获是
发现一处较为完整的史前墓
地，根据出土器物判断为崧泽
文化时期，发掘区中央为一人
工平整的土台。根据地层剖面

判断，土台修筑选择的地点应为
该区域的一处高地，由于受到后期建设的破坏已
成平地，史前墓葬基本都开口于地表。土台修筑方
式为先在高地周围取土，然后在高地上覆土进行
平整形成土台，最后在土台上葬墓、挖掘排水沟和
灰坑等。根据地层以及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可以
推测土台经过多次扩建增高。

土台上的墓葬有比较明显的分区布局，可以
分为 5个区域，其中Ⅰ区是土台上等级最高的墓
区，出土玉钺、玉镯、石钺等象征身份的器物。墓区
中除Ⅳ区墓葬头向基本朝南外，其余墓区头向都
朝北，这些墓葬特点同上海崧泽墓地类似，表明不
同墓区可能存在早晚关系。墓葬中出土崧泽文化
时期较为典型的鼎、豆、杯、壶等器物组合，同
2009年新岗遗址出土的器物较为相似，不同墓区
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种类、数量有较大的差异，表明
各个墓区有较为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化。

本次新岗遗址贾家塘地点的考古发掘为研究
崧泽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结构提供了新的材料，同
时对研究整个新岗遗址崧泽文化时期社会分工、
生产生活方式有重要的意义。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王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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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城城址平面结构图
（自南向北鸟瞰）

内城南门发掘全景
（上为北）

内城南门瓮城1号建筑平面布局
（上为北）

房址内遗物出土状况 内城南门主门道
（由北向南摄）

出土漏泽园墓志砖及其拓本

出土遗物

新岗遗址贾家塘地点发掘区航拍照

M331平面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