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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桥畔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
镇杨桥畔村（现更名为“阳周村”）以北的平缓沙地
区域，与村镇隔黄河二级支流——芦河南北相望，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城内北部被较厚沙层覆盖。城
址西南部为龙眼水库，部分城墙被水寖塌毁。该城
址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龙眼水库向东南方向泄洪
冲出数以万计的汉代铜钱而进入学界视野，在《中
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登记为“龙眼城址”，公
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定名为“杨桥
畔汉代城址”。除“半两”“五铢”“货布”“货泉”“大泉
五十”“布泉”等大量铜钱外，在城址区域内还发现
大量砖瓦建材、钱范以及刻有“阳周塞司马”篆文的
灰陶罐。上述遗物为讨论杨桥畔城址与秦汉时期上
郡郡治——阳周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据传，近
年来在城址内又陆续发现了“阳周侯印”印章和“阳
周”铭文铜器等重要器物。

为进一步廓清城垣结构、大致年代以及城内功
能区划和城外功能区分布情况，2021年 6月，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靖边县
文管办等单位对杨桥畔城址进行了首次大范围调
查，取得了重要收获。

城垣结构方面，城址所在区域目前仍有西、
南、东 3道墙体矗立于地表之上。其中西部墙体为
明长城墙段，墙体西壁上保留多处向外凸出的马
面类设施；东部墙体一般被认为是秦昭王长城的
一部分，北段保存较好；南部墙体西与西部墙体垂
直相接，向东未达东部墙体一线，该墙体为以往调
查认为的杨桥畔城址墙体，在未发现明确反证之
前，我们亦持相同观点——南部墙体为杨桥畔城
址南墙。

调查表明，城址南墙地表可见长度约 1400米，
虽遭龙眼水库影响产生了几处坍塌缺豁，但整体走
向清晰，保存较好，墙体宽 3～6 米，最高处可达 6
米，主要以黄白色和灰白色黄土夯筑而成，夯层明
显，厚8～12厘米。该墙向西与“明长城”垂直相接，
且并未再向西延伸，这一情况引起我们的高度关
注。清刮剖面显示，西部墙体夯层厚度与南墙基本
相同，而与芦河南岸明长城夯层厚 15~20厘米的情
况相差较大。另外，西部墙体上的马面类设施与墙
体“贴附”关系明确，且夯土颜色、夯层厚度（2~8厘
米）与西部墙体差别明显。

根据以上现象，我们提出西部墙体可能存在
“汉为明用”的情况，即明代修筑长城时借用了杨桥

畔城址西墙，并在墙体外侧增筑了马面类设施。至
于明代“借用段”，即杨桥畔城址西墙的具体长度，
尚待确认，下一步清理剖面甚至局部试掘或可有效
解决该问题。城址南墙向东走向不明，但要将处于
东南部的遗迹遗物密集分布区——瓦渣梁地点括
入城内，南墙需继续向东。又因秦汉时期遗迹常见
于东部墙体以西而基本不见于墙体以东的分布特
点，我们还提出杨桥畔城址依托秦昭王长城墙体修
筑城墙的推测，即作为秦昭王长城一部分的东部墙
体为杨桥畔城址东墙。同样，东墙的具体情况，有待
更为深入的考古工作来探明。本次调查大致勾勒出
杨桥畔城址的城垣轮廓，南墙、西墙、东墙均有迹可
循，北墙虽未发现明确墙体，但据秦汉时期遗迹遗
物的分布情况来看，不止于南墙以北约 800 米一
线。故此，杨桥畔城址的平面形状可能为近东西向
长方形，东西长约2600米，南北宽度可能为800米。
这一认识虽是本次调查最为重要的收获，但需进一
步的考古工作来证实。

城址年代方面，从城址范围内大量古代遗物的
年代来看，绝大多数属秦汉时物，杨桥畔城址年代
也应为秦汉时期。

城内功能区划方面，处在城内东南位置的瓦渣
梁地点尤为引人关注。该区域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龙眼水库泄洪区，大量汉代钱币即发现于此。本次
调查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汉代钱币，还采集到较多钱
范以及大量铜炼渣，钱范均为夹砂红陶质地，包括
范模和背范，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数量最
多的还属绳纹板瓦和筒瓦、云纹瓦当、几何纹铺地
砖、排水管道等建材以及日用陶器残片，在瓦渣梁
地点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还发现箭镞、铁斧、陶纺轮
等日用器物以及夯层清晰的夯土建筑基址。上述情
况说明，瓦渣梁地点应为杨桥畔城内核心区域，或
与衙署区有关。

城外功能区的调查也是本次工作的重点。瓦渣
梁地点东南的“砖窑峁地点”以往多见汉代窑址，本
次调查亦有同样发现。该地点处在芦河近岸、南墙
之外，可能为杨桥畔城外一处窑场。此外，隔芦河南
望的“老坟梁地点”地势高阜，黄土堆积厚，是历年
来杨桥畔城址周边汉代墓葬的集中发现区域。21世
纪初“太（原）中（卫）银（川）”铁路修建过程中的基
建考古在该地点北部边缘地带清理汉墓 100余座。
本次调查在铁路以北区域发现较多盗洞，其周边留
有陶器残片、碎砖块、人骨等。上述情况表明，老坟

梁地点应为与杨桥畔城址相关的一处大型墓地。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工作是建立在杨桥畔城址

及其周边已有考古发现基础上的一次宏观探索。在
城垣结构、城内核心区域、城外大型墓地等方面的
梳理和认识上，均取得重要收获，为下一步深入系
统工作奠定了前期基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靖边县文管办 执笔：邵晶 裴学松 薛程）

青州市玺园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云门山街
道丰收路以南，云门山南路以西，西南靠云门山，东
距弥河约 9公里。为配合基本建设，经考古调查勘
探发现墓葬 5座。2023年 9月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
中心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发掘最重要的
发现是清理3座唐代砖室墓及1座宋代砖雕墓。

唐代砖室墓

本次发掘 M2、M3、M5 共 3 座唐代砖室墓，其
形制一致，均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向
188°～198°之间，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呈台阶式延
伸至墓底。甬道为拱券顶过洞式，墓室基本呈圆角
方形或近圆形，墓室长宽均在 2～3米之间，墓底砖
砌倒“凹”字形棺床。

三座墓葬由于后期破坏，随葬器物大部分原始
摆放位置不清，有的在墓葬填土中发现，器型有白
釉执壶、酱釉钵、瓷碗、陶塔式罐、陶三足钵、铜镜、
铜棺饰、开元通宝铜钱等。另外，M2、M3各出土墓
志1合。

M2 墓志散落在棺床中部，志底在上，志盖在
下。墓志土侵严重，很多字口磨泐不清。志盖呈方形
盝顶，中心以花叶为界格，格内楷书“邵公之铭”四
字，四刹面刻花朵纹。志底阴刻竖书行楷志文 23
行，首行为“唐故□□光禄大夫……”，从志文中可
知，邵公曾位至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上柱国，夫
人为陇西李氏，其贞元十□年终于青州益都县孝义
乡之别业，春秋七十，其年十月窆于青州益都县城
东南二里，望沂乡之原云门之北岗。

M3墓志置于甬道与棺床之间凹坑内，志盖在
上，志底在下，字口土侵严重。志盖呈方形盝顶，中
心几何纹界格内刻“赵府君铭”四字，四周刻花叶
纹。四刹面刻十二生肖图案，每面各三，形象为兽首
人身，身着广袖长袍，侧身而立，刹面交接转角处刻
龙纹。志文行楷竖书 22行，首行为“唐故赵公夫人
清河傅氏墓誌铭并序”，从可辨志文可见，赵公讳光
弼字□□，天水人，贞元十四年终于青州益都县望
沂乡之私，夫人傅氏元和元年卒，春秋五十有五，后
合葬于公故茔。

宋代砖雕墓

仅 1座，圆形穹窿顶砖室墓，前期工程建设遭
到破环，墓室穹窿顶已没，但基本形制尚存。由台阶
式墓道、砖雕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方向
192°，南北最长 5.45米、东西最宽 2.9米。墓道位于
南部，南侧被现代电线杆坑打破。

墓道 位于墓圹南部，平面略呈梯形，壁面较规
整平直，残长2米、宽0.8～1米、最深3米。墓道由南
向北呈阶梯式，台阶窄陡，不规则，残存5阶后呈平
底状延伸至门楼。墓道接近墓门处距墓道底约1米
处两壁上各有一长约 25、宽约 15厘米的不规则椭
圆形凹窝，有石灰铺面的硬结面，应为脚窝。

门楼 仿木结构。高 265、宽约 96 厘米。门楼最
上为平铺三砖，下为两层砖雕弧形相扣形成屋檐，

檐下为两层单砖平铺形成的梁架，梁架间是6个单
砖立面朝外构成的檐椽，再下为两个单砖侧面朝外
叠铺形成的枋，共6组，再下为两组四铺作单拱，拱
下为三层单砖平铺组成的门欗，欗下为两层砖铺就
的门额，额上有两个门簪，门檐下为封门石，高120、
宽 67厘米，封门石西侧斜砌 9块整砖，东侧 3立砖
及6块残砖堵缝。门楼上有红黑彩壁画，保存不好，
彩绘辨识不清。

甬道 拱券顶过洞式，内高 134、内宽 73、进深
60 厘米，底部无砖。东西两侧为门脊墙，底部由两
层砖平铺做墙基，之上错缝平砌 17层青砖后条砖
起券成拱形，南口连接墓门，北口连通墓室，墓室
内拱券上用条砖沿拱弧伏铺两层，突出墓壁 6 厘
米。墓门封门不及顶，共使用 11 层封门砖。底部 5
层每层都以条砖同向倾斜堆砌封堵墓门，上下相
邻两层砖呈“〈”或“〉”角度。上面 6层乱转
平铺封堵。

墓室 圆形穹窿顶砖室墓，内径2.6、残
高 3.4 米。墓室最底部由 22 层单砖错缝平
砌成直壁层，之上丁砖顺砌一周，凸出墓壁
约 3厘米。丁砖之上最高残存 27层单砖错
缝叠涩起券至墓顶，用土及石灰抹缝。墓室
东西两壁对称砖雕交手拱，东侧坍塌。墓门
正对北壁上砖砌屋檐、斗拱、假门等仿木结
构。墓室有彩绘现已脱落，仅存白灰及零星
红彩。墓室底部无铺地砖，扰乱严重底不
平，生土棺床，凹口处以青砖垒砌，与甬道
相连。

发现意义

《尚书·禹贡》载“海岱惟青州”，青州

作为古九州之一，自成周封太公于此后，地始归
于齐。历春秋战国之世，均为齐属。秦统一天下，
置齐郡。汉代设青州刺史部，隋唐设青州府。青
州自古就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时期的文
化重镇。

本次发掘的两座唐墓形制基本一致，通过对
墓志记载的年代与出土随葬器物的相互比对，为
研究本地区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以及考古断代
提供了实物资料和标尺，另外墓志中提及的官
职、地理名称等，也为研究唐代职官制度、该地区
的里坊制等提供了有力证据。此外，宋代墓葬中
的砖雕仿木结构，为宋金时期砖雕墓葬研究提供
了新的材料，也可作为补充地面木构建筑研究的
重要资料。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执笔：王琳琳 石岩）

2024 年 1 月 开
始，苏州市考古研究
所为配合苏州吴中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在一地块开展考
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发现一组隋唐房址
及房址相关遗存。这组建筑虽破坏严重，
但残存部分建造规整，规模较大，且在基
槽内出土一批隋代、初唐的器物，结合该
地块地理位置，这一发现对研究苏州隋
代历史有重要价值，现简要介绍如下。

相关遗迹单位及隋唐建筑基址
平面布局

此次发掘揭露的建筑基址位于发掘
区西北部，整体破坏严重，建筑上部不
存，仅残存基槽、柱坑等建筑构造，其北、
东、西部和基槽平面上被多个现代灰坑
打破，基址原有范围已无从知晓。

目前发掘揭露平面长42.9米，宽23.7
米，已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在其上可
见南北向五条墙基及东西向七条墙基，
从 西 向 东 分 别 将 五 条 墙 基 编 号 为
2024SWYQJ1-5，从北向南分别将七条墙
基编号为 2024SWYQJ6-12。其中 QJ1 残
长约 4米，宽约 0.62米；QJ2残长约 18.65
米，宽约 0.7~0.87 米；QJ3 目前揭露长度
约 8.1 米，宽约 0.61~0.73 米；QJ4 残长约
33.96米，宽约1~1.1米；QJ5残长约25米，
宽约 1~1.1 米；QJ6 残长约 12.68 米，宽约
1.26米；QJ7残长约 3.68米，宽约 1.25米；
QJ8残长约 4.85米，宽约 1.39米；QJ9-11
长约 3.86米，宽约 0.41米；QJ12长约 3.72
米，宽约 0.41 米。部分基槽上部可见炭
粒、草木灰、砖瓦残件等残余。QJ4、QJ5内
可划分出数个方形柱坑，每个柱坑长约
50厘米，宽约45厘米，填土颜色较基槽其
他部分深，包含物较杂。QJ9-12四条基槽
较窄，推测应为隔墙。在当前的发掘面上
分辨出黑灰土、灰白土和黄土三种，经发
掘验证初步推测，三种土分别为废弃堆
积、活动面和房址地基。

根据基槽走向和柱坑分布情况，推
测该处应有东西并排的两组基址，东边
房址编号为F1，西边房址编号为F2。F1由
F1-1、F1-2 及庭院构成。中间庭院揭露
部分南北残长约 20.5 米，东西残宽约 6
米，院内较平整，存在较明显的灰白色活
动面。F1-1位于北部，东西残长约 16米，
南北残宽约 9.5 米，从隔墙、内柱推测该
房址残存部分面阔三间，进深三间。F1-2
位于西部，南北现长约 20.5米，东西宽约
10米，推测该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一间。
F2仅存东南部，房址朝向不明，可辨五间
房间，分别编号为F2-1、F2-2、F2-3、F2-
4、F2-5。北部墙基保留较差，布局不清。

出土遗物介绍

房屋基槽内出土瓷器及残片较多。器
型为碗、高足盘、盆等日用生活器皿，青瓷
碗占比最大。出土器物多为素面，仅一件残
片上有简单纹饰，釉面保存状况不好，脱釉
严重。根据器物形制及施釉方式判断，这些
器物年代较集中为隋代、初唐时期。下面对
出土遗物分器类简要介绍。

青瓷碗 尖圆唇，直口微敛，弧腹，
饼状足，平底。器物内外施青黄色玻璃
釉，内外均施釉不及底。脱釉严重，露出化
妆土。根据腹部深浅可以分为两型。A型：
深腹碗。标本2024SWYT0106：26，上腹近
直，下腹弧收。口径 12.5厘米，底径 4.8厘
米，高7厘米。B型：浅腹碗。标本2024SW⁃
YT0106：24，下腹斜收，腹部较浅。口径
13.2厘米，底径5厘米，高6.5厘米。

青瓷盏 尖圆唇，直口或微敛口，弧
腹，饼状足，平底。器物内外施半釉，釉色
为青黄色，脱釉严重，大多仅剩化妆土。
标本2024SWYT0106：6，直口。口径7.8厘
米 ，底 径 3 厘 米 ，高 3.5 厘 米 。标 本
2024SWYT0106：22，微敛口。口径 7.8 厘

米，底径3.7厘米，高3.2厘米。
高足盘 尖圆唇，口沿外撇，盘内外

壁均向外斜直，折腹，平底，柄部较粗矮，
呈喇叭状。盘内外及柄部外均施釉，圈足
不施釉，釉色呈青黄色。标本 2024SW⁃
YT0106：19，盘口径 12.3 厘米，盘底径
10.2厘米，圈足直径7.4厘米，高4.9厘米。

盆 圆唇，敛口，口沿下饰一圈凹弦
纹，上腹较弧，下腹斜收，平底，内底可见
支烧痕。器物内外施三分之一釉，釉色呈
酱色。标本2024SWYT0105：36，口径19.5
厘米，底径7.4厘米，高9.2厘米。

建筑基址年代及初步认识

该基址开口于发掘区⑤层下，⑤层
为唐代文化层。从该房屋基址开口层位
及其内出土器物判断，该建筑基址年代
应不晚于初唐。

据房址基槽内有黑色灰烬且倒塌堆
积呈灰黑色推测该房址使用末期或废弃
后可能发生过火和倒塌。建筑基址内整
砖较少，仅基槽内残存部分碎砖，几乎不
见瓦片、瓦当等建筑构件，可能该建筑废
弃后建筑材料被带走重新使用。

房址基槽内出土器物总体来看较为
普通，施釉较差，使用人群级别可能不
高。另外，出土器物相对较完整，时代比
较集中，似是一个有意的短期废弃行为。
其于房屋基槽上层堆积中出土，推测是
在建筑毁弃后，被弃置在基槽里。

该遗址位于石湖东1公里范围内，越
城遗址东 2公里左右，上方山在其西 3公
里左右。《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隋开皇九
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
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隋代对苏州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自隋起，吴郡
之名改称苏州，江南大运河段贯通，更加
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至唐，苏州已上升
为江南雄州。隋代新建“新郭”见证了这一
历史变迁。该房屋基址所在位置应属新郭
之广义范围，苏州州治在隋代短暂迁至新
郭，至初唐才迁回旧址。

宋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中对苏
州州治变迁这段历史记载更为详细“隋
开皇九年，平陈之后，江左遭乱。十一年，
杨素帅师平之，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
地，奏徙于古城西南横山之东，黄山之
下。唐武德末，复其旧，盖知地势之不可
迁也。”又记载“新郭，在吴县西横山下。
隋既平陈，江南未服，聚为盗贼。隋文帝
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之，追击至苏州，移
郡邑于横山下，盖欲空其旧城耳。此新郭
者，当时之遗址也。或曰越王城亦在焉，
盖此地吴越之所控守也。初，杨素迁城于
横山也，匠者以槠木为城门之柱，素见之
谓匠者曰：‘此木恐非坚，可阅几年？’匠
曰：‘可四十年不朽。’素曰：‘足矣，是城
不四十年当废。’至唐贞观中复旧城，果
如其言。”

隋平陈之后，江南盗贼滋生。杨素率
军平定叛乱后，认为苏州旧城无险可守，
因此依横山山势修筑了苏州新城。杨素
在平叛的战争中除苏州新郭城外还在江
南修筑了不少城池，如杭州州城和会稽罗
城等，这些城池依山傍水，有很强的军事
防御性质。苏州新郭城修筑快，用料并非
上乘，城池使用不久就在唐初废弃。

本次发掘在房址基槽内出土的器物
年代集中在隋代、初唐，这也暗合了隋的
国祚之短，新郭之兴废。隋从灭陈而统一
天下，其时只有29年，从隋文帝杨坚代周
创隋至隋亡，不过37年。这组建筑建造规
整，使用时间与隋代新郭兴废相吻合，初
步推定其性质是当时的官方建筑，但具
体用途仍不甚清楚。新郭中心位置当在此
发掘区之西、之北。此次发现的房址可能
属于新郭非核心范围，但也为苏州城市考
古增加了新的资料。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朱书玉
牛煜龙 刘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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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辨城
——陕西靖边杨桥畔城址调查新收获

山东青州发现唐宋砖室墓
——山东青州玺园墓地2023年考古发掘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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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墙上的“两类”夯层

杨桥畔城址城垣结构及功能区划示意图
（底图为1960年代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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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槽内出土高足盘

基槽内出土青瓷盏

基槽内出土青瓷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