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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配合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为了明确西城门外(西)侧瓮城墙的时代、

瓮城墙与瓮城壕的距离及其与瓮城壕、主城壕的关系等问题，在 2013～2015 年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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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侧瓮城墙上及

瓮城墙北部东端各布设探沟 1 条，在瓮城墙外侧弧形低洼地带布设 4 条探沟进行了发掘，6条探沟合计发掘面积约

300 平方米，清理出了南宋晚期修建开挖的瓮城墙和瓮城壕，三期瓮城墙从早至晚分别厚约 15.65、16.25、19.75

米，瓮城壕宽约 23.5 米，瓮城墙外边缘距离瓮城壕内边线约 26.8 米。瓮城壕与主城壕不连通，瓮城墙和主城墙或

互不连接。

【关键词】: 扬州 蜀岗 宋宝祐城 城壕

【中图分类号】: K871.44 【文献标识码】: A

扬州宋宝祐城位处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西半部，在江苏省扬州市市区北部的蜀岗南缘之上(图一)。2013 年扬州市开始整治

蜀岗古代城址的城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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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了配合城壕整治的相关考古发掘工作，至 2014 年 3 月发掘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西城门外的主城壕和南宋时期的挡水坝等遗迹
[1]
，了解了主城壕的基本面貌及其沿革以及宋宝祐城西门外的挡水坝、主城壕和水位线等情况。为了进一步明确西城门外(西)

侧弧形瓮城墙的时代和厚度、瓮城墙与瓮城壕的距离、瓮城壕的宽度和深度、瓮城壕与主城壕的关系、瓮城墙与主城墙的关系

等问题，2013—2015 年期间，在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侧瓮城墙上及瓮城墙北部东端各布设探沟 1条，在瓮城墙外侧弧形低洼

地带布设 4 条探沟进行了发掘，6条探沟合计发掘面积约 300 平方米，清理出了部分瓮城墙和瓮城壕，基本明晰了宝祐城西城门

外瓮城墙和瓮城壕及其附近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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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周边地貌以及河道清淤堆积、城墙遗存之上茶园的影响，探沟只能因地制宜布设，各探沟的发掘目的、布设位置(图二)、

编号等分别如下。2013 年 5 月，为了探寻瓮城壕的宽度、形状以及与瓮城墙的关系等，因地势布设探沟，在瓮城墙外侧的洼地

内布设 2013YSB1901TG1E1，方向 95°，长 55.6、宽约 2米，因水位较高未能完成发掘。同年 10 月，在清理位于瓮城墙东北侧

主城壕之际，为了明确高出地表的弧形瓮城墙的北部东端是否向东延伸，在瓮城墙北端东侧因地势布设 2013YSB1702TG1D
[2]
，方

向 100°，长 4、宽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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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10月，借瓮城壕疏浚之际，继续发掘 2013YSB1901TG1E1，并在其南侧现代道路北坡布设 2014YSA1902TG1E2，东

段长 9、宽 1 米，西段长 7.5、宽 1 米。在北部疏浚施工用水沟东侧的高坎边缘部布设 2014YSB1802TG1E3，正方向，南北 5、东

西约 5 米;在该水沟西侧因地势布设 2014YSB1802TG1E4，方向 133°，长 9.5、宽 7.5 米。

2015 年 5 月，为了进一步明确瓮城墙的性质和厚度、瓮城墙外缘与瓮城壕内边的距离等问题，在位于瓮城墙西北部早先所

做探沟(现状呈西北-东南方向的豁口)南侧布设 2014YSB1801TG1G，方向 135°，通长 33.5 米(其中两处合计 7米未发掘)，再次

解剖发掘了瓮城墙。

上述发掘单位，以下分别相应简称为 YSTG1E1、YSTG1D、YSTG1E2、YSTG1E3、YSTG1E4、YSTG1G。现将发掘结果简报如下。

一、地层堆积

发掘结果如图(图三)所示，以下用 YSTG1G、YSTG1D、YSTG1E1 的壁面来分别说明瓮城墙、瓮城墙北部东端东侧、瓮城壕的

地层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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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瓮城墙的地层堆积

YSTG1G 内地层，根据与相关遗迹的关系，可分为 9 层。从出土遗物推测，第 1 层为现代堆积，第 2—9 层均为南宋时期堆

积形成。以其南侧西北-东南方向剖面为例说明(图四)。

第 1 层:表土层。灰黄色土。土质较松。厚 0.1～0.9 米。包含陶渣、炭屑、近现代瓷片和塑料。

第 2 层: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厚 0.4～0.8 米。见于夯土墙体西侧，打破夯 3西侧上部。出土有素面或绳纹的瓦片，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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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3.5 厘米的素面残砖以及景德镇窖青白瓷残片、龙泉窖青黄釉瓷残片、吉州窖酱釉碗口沿等。

第 3 层:可分为两小层。被夯 1叠压，未被夯 2叠压，顶面和底部都较为平缓。

第 3A 层:褐红色土。土质较松，含少量瓦砾。厚 0.15～0.2 米。仅见于东部，为夯 1 之下的平面堆积，被夯 1 内砌砖打破。

第 3B 层:黄色土。土质纯净较硬，含炭屑。厚 0.2～0.45 米。出土有素面、绳纹瓦残片，景德镇窑青白瓷残片和龙泉窑青

釉瓷残片等。

第 4 层:褐色花土。土质硬。厚 0.1～1.75 米。出土有素面、绳纹瓦片，吉州窑黑釉瓷碗残片、韩瓶口沿等。该层位于夯 2

东侧，顶面较为平缓，底部呈西高东低的陡坡状，土色、土质亦与夯 2 近似，或为夯 2倒塌形成的堆积。

第 5 层:可分为四小层。见于夯 3东侧，被夯 2叠压，顶面和底部都明显呈西高东低的陡坡状，土质较硬，当为夯 3倒塌形

成的堆积。

第 5A 层:灰褐色土，夹杂青灰色土。厚 0.25～0.4 米。出土有定窑葵口白瓷碗口沿、越窑青釉瓷碗残片、龙泉窑青釉瓷碗

底、吉州窑黑釉碗残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罐口沿残片等。

第 5B 层:红褐色土。厚 0.5～1 米。出土有卷云纹瓦当残片，陶盆口沿，龙泉窑青釉瓷碗口沿、饼足碗底，景德镇窑青白瓷

碗底等。

第 5C 层:灰白色土，含炭屑。厚 0.5～0.6 米。出土有龙泉窑青黄釉瓷碗底、景德镇窑青白瓷饼足碗底等。

第 5D 层:褐色土。厚约 0.5 米。出土有龙泉窑青釉瓷残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碗口沿，吉州窑酱釉瓷残片、韩瓶残片等。

第 6 层:黄色土，夹杂青灰色土。土质硬。厚 0.1～0.5 米。位于夯 3西侧，且被夯 3打破。无出土遗物。

第 7 层:被夯 3叠压，又叠压在探沟底部铺砖之上。可分为两小层。

第 7A 层:褐黄色土。土质较硬。厚 0.35～0.55 米。可见于夯 3 之下。出土有外绳纹内布纹瓦残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碗底、

吉州窑酱釉瓷碗残片、韩瓶口沿等。

第 7B 层:褐红色土。土质硬。厚 0.3～0.4 米。分布于夯 3 之下的中西部。无出土遗物。

第 8 层:灰色土。土质较硬，含少量陶渣。厚 0.1～0.2 米。仅见于探沟底部铺砖范围之内。出土有残砖、景德镇窑青白瓷

碗底片、定窑米白釉瓷碗残片、韩瓶口沿等。

第 9 层:灰色土。土质硬，含炭屑和陶渣。厚 0.1～0.3 米。被底部铺砖叠压，其下即为生土。出土有外绳纹内乳丁或外素

面内布纹的瓦残片以及景德镇窑青白瓷残片、吉州窑酱釉瓷碗底片等。

(二)瓮城墙北端东侧的地层堆积

在 YSTG1D 内没有发现夯土墙体，地层可分为 5层，以南壁为例说明(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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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褐黄色土。土质疏松，含陶片、塑料等。呈西高东低的斜状堆积，厚 0.2～0.65 米。为现代堆积层。

第 1 层之下的地层，除了叠压在烧土坑之上的地层中出土有不晚于初唐时期的砖块外，其他的出土遗物或与相关地层所属

时代并无必然关系。由于缺乏判定地层时代的遗物，故而暂且以烧土坑为界，再依据土色、土质等，将直接叠压烧土坑的地层

划为第 3 层，将第 1 层和第 3 层之间的地层归为第 2 层。

第 2 层:分布于探沟西部。可分为两层。

第 2A 层:浅黄色土，夹杂深褐色土块。土质较松，含少量炭屑、陶粒及碎瓦砾。距地表深 0.65、厚 0.05～0.35 米。

第 2B 层:黄褐色土。土质较松，含碎陶粒、瓦砾、少量烧土颗粒。距地表深 0.4～0.9、厚 0.1～0.43 米。无出土遗物。

第 3 层:褐红色土。土质硬，含陶粒、烧土粒、炭屑等。距地表深 0.25～1.3、厚 0.15～0.63 米。分布于探沟西半部。出

土有残长 28、宽 16、厚 5厘米的一面绳纹残砖、绳纹板瓦残片、陶盆口沿等。其下有烧土坑 1个(编号 H1)。

第 4 层:浅褐色土。土质较硬，含烧土块、炭屑、陶粒等。距地表深 0.2～1.95、厚 0.3～0.65 米。出土有外绳纹内素面板

瓦残块、外弦纹内素面陶片。

第 5 层: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含大量褐色水锈斑。距地表深 0.4～2.4、厚约 0.6 米。无出土遗物。其下为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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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G1D 底部的生土顶部海拔约为 16.69 米，其西侧为茶园，未能向西扩方。

(三)瓮城墙外(西)侧和瓮城壕内的地层堆积

瓮城墙及其外侧的瓮城壕均呈弧形(彩插—〇∶1)，在瓮城墙外侧低洼地带的中部、南部现代道路北侧、北部共布设 4 条探

沟进行了发掘。关联发掘单位内的地层可分为 3 层，以 YSTG1E1 北壁剖面为例说明(图六)。

第 1 层:褐灰色土，土质松。厚 0.35～0.45 米。出土有近代的陶瓷片，未收集。地表层。该层下有现代河塘青灰色淤积土

(编号 G1)，土质细软，出土有素面板瓦残片。G1 开口海拔约 16.4 米，距地表深 0.35～0.45 米，西岸线在发掘区以西，宽约

52.7、深约 0.85 米。

第 2 层:褐黄色土。土质细硬，夹杂红色瓦渣。距地表深 0.1～0.35、厚 0.05～0.9 米。分布在东部坡状较高地带。出土物

有外素面内布纹或外绳纹内布纹的板瓦残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碗残片和吉州窑酱釉瓷器的残片。

第 3 层: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夹杂红色瓦渣。距地表深 1～1.25、厚 0.35～0.45 米。出土有素面板瓦残片、厚 4～7 厘米

的残砖块、陶球、景德镇窑青白瓷残片等。第 3 层之下即为瓮城壕(编号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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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迹现象

在 YSTG1G 内确认了瓮城墙的宽度、起基海拔高度及其修建时间和沿革，在 YSTG1D 内未发现城墙迹象。在 YSTG1E 内明确了

瓮城壕的宽度、水位线，YSTG1E3 的发掘，找到了瓮城壕内堆积与生土的界限，明确了瓮城壕东北端岸线，即瓮城壕没有向东北

延伸与主城壕连通。另外，通过 YSTG1G 和 YSTG1E 内的相关遗迹，即 YSTG1G 内瓮城墙的外侧边线与 YSTG1E3 内瓮城壕的内侧

边线做垂直切线，获知瓮城墙与瓮城壕之间距离约 26.8 米，瓮城墙底部高出瓮城壕岸线 4米余。

(一)瓮城墙及其下铺砖

在 YSTG1G 内找到了南宋时期的瓮城墙、早于瓮城墙的砌砖遗迹(彩插—〇∶2)等。

瓮城墙

可分为夯 1、夯 2、夯 3。

夯 1:黄色土，土质纯净。平夯，夯层清晰，夯质较好。YSTG1G 壁面上可见宽度为 3.5 米，残存 4个夯层合计最高 0.5 米，

夯层厚 0.12～0.15 米。位于探沟东部，紧接在夯 2 的东边。无出土遗物。中部残存长 0.72、宽 0.4、高 0.36 米的 5 层较为

整齐的砌砖(彩插—〇∶3)，用砖有两种，整砖长 36、宽 17、厚 6或 7厘米，残砖宽 16、厚 5厘米。砌砖之上和周边均为夯 1，

故该处砌砖当与夯 1 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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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2:褐色土，夹杂灰白色土块。夯层清晰，夯质较硬。YSTG1G 壁面上可见宽度为 9.8 米，西边被第 2 层破坏。残存最高

1.35 米，残存 10 个夯层，夯层厚 0.1～0.15 米。窝夯，夯窝直径约 0.043、深 0.03～0.04、间距 0.06～0.07 米。位于探沟中

部、夯 1西侧，叠压在夯 3 及其东侧 0.95 米宽的坡状堆积层之上。出土有景德镇窑青白瓷残片、龙泉窑青釉瓷碗底、灰陶盆口

沿、酱釉缸口沿、韩瓶残片等。

夯 3:深褐色土，夹杂较多青灰色土块。夯层清晰，夯质硬。YSTG1G 壁面上可见宽度为 15.65 米(包含中间未发掘的 4米)，

残存 9 个夯层，合计最高 1.05 米，夯层厚 0.1～0.15 米。窝夯，夯窝直径 0.04～0.05、深约 0.03、间距约 0.08 米。位于探沟

中部、夯 2 之下。西端有 2个柱洞，间距 0.35 米，西边的口径 0.12、深 0.75 米，东边的口径 0.15、深 0.7 米。出土有绳纹瓦

残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碗口沿、韩瓶残片等。

发掘结果表明，此处的瓮城墙，最早的基础部分夯土墙体夯 3在 YSTG1G 壁面上可见的宽度约为 11.65 米，其下叠压有较早

期的砌砖遗迹;夯 2是叠压在夯 3及其倒塌堆积之上的再次夯筑修建，YSTG1G 壁面上夯 2和夯 3合计宽约 16.25 米;夯 1 紧接在

夯 2 的内侧，但其底部低于夯 2，推测当为修缮夯 2遗存，YSTG1G 壁面上夯 1、夯 2和夯 3 合计宽约 19.75 米。从夯土中的包

含物来看，夯 3、夯 2、夯 1均属于南宋时期，由此可知，瓮城墙是南宋时期夯筑的，共有过 3次修筑，即最早的城墙主体是夯

3，倒塌之后又在其基础上筑夯 2，最后一次是在夯 2内侧补筑夯 1。

2.砌砖遗迹

夯土墙体之下，有砌砖遗迹(彩插—〇∶4)。在探沟中西部的第 7 层之下有残长 1.9、宽 0.45 米的平铺砌砖，方向 8°，性

质不明。残存砌砖 2～5 层，高 0.1～0.5 米。用砖可见 4 种:长 29、宽 14、厚 4 厘米的素面整砖，宽 16、厚 6.8 厘米或宽 13、

厚 3.8 厘米的素面残砖，宽 15、厚 4.8 厘米的绳纹残砖。均为规整的一面朝向外侧，用泥浆作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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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铺砌砖东侧有存长 0.6、宽 0.18 米似为排水沟的砌砖，两侧用宽 15、4.5 或 5 厘米的残砖侧立铺砌，中间铺放平砖的顶

面低于两侧 0.02～0.03 米。

平铺砌砖北侧有与平铺砖一起构成的长 2.6、宽 2.3、残高 0.18～0.2 米长方形边框的砌砖，性质不明。残存最多 4层砖，

宽约 0.28 米。用砖有素面砖和绳纹砖，均残，厚 4～6.8 厘米。规整的一面朝向外侧，用泥浆作黏合剂。

依据砌砖遗迹与夯土墙体的关系推测，其时代不晚于南宋时期，受发掘范围限制，遗迹全貌无法呈现，其性质暂不明确。

(二)瓮城壕

瓮城壕编号 G2，分别在 YSTG1E1 内找到了瓮城壕的东岸线(彩插一一∶1)，在 YSTG1E2(图七)内确认了现代河塘的存在并找

到了瓮城壕的东岸线(彩插一一∶2)，在 YSTG1E3(图八)内找到了瓮城壕东北端(彩插一一∶3)，在 YSTG1E4(图九)内找到了瓮城

壕的北、西岸线和西北端(彩插一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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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北边、东北角的岸线呈台阶状，底部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坡状，YSTG1E3 内的 G2 岸边东北角海拔最高处 15.5 米，YSTG1E1

残存顶部海拔 15.25 米，G2 底部东、西部的海拔分别约为 14.4、14 米。YSTG1E4 内北岸线南侧的河底上有 6 个柱洞，柱洞直

径约 0.09、存深 0.08～0.1 米，西边两个柱洞中尚残存木桩。G2 内的堆积可分为两小层。

G2①:紫红色土。土质较硬，含水锈斑。在 YSTG1E1 内厚约 0.8 米，出土有外素面内布纹板瓦残片、厚 6 或 7 厘米的素面

残砖、石球等。除了在 YSTG1E4 内的该层下有 G2②之外，其他相关发掘单位中该层之下即为生土。该层应为瓮城壕废弃后填土，

其分布范围应与瓮城壕范围相关。

G2②:青灰色淤积土。土质细软，含水锈斑。存厚 0.3～0.5 米。仅发现于 YSTG1E4 内，其下为生土。出土有四系酱釉罐、

景德镇窑青白瓷葵口碗、青白瓷碗残片等。该层应为瓮城壕内的淤积土，堆积较薄。

G2 位于瓮城墙外侧，平面形状亦呈弧形，当即瓮城壕。或因修筑宝祐城之后不久南宋即灭亡，宝祐城随之废弃，故而瓮城

壕内的淤积土较薄。YSTG1E3 和 YSTG1E4 内的 G2 北端残存岸边之间宽约 23.5 米(YSTG1E3 内的 G2 上口残)，这两条探沟内 G2

的淤积土和废弃后的填土在发掘区外基本不见，相同或相近海拔高度的堆积，G2 之外的区域即为生土，这表明瓮城壕与主城壕

是不连通的。

(三)灰坑

在 YSTG1G、YSTG1D 内，共发掘出 5个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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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G1G 内有 4个灰坑，编号 H1—H4。

H1，平面形状呈椭圆形，斜壁，平底。发掘部分长 1.5、宽 0.4、深 0.45 米。其内填土呈灰红色，土质较松。位于探沟中

西部，开口于第 1 层下，打破夯 3 西边缘和第 6层。出土有绳纹板瓦残片、酱釉缸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碗底等，时代不晚于南

宋。

H2，平面形状近圆形，斜壁，平底。发掘部分长 1、宽 0.8、深 0.45 米。其内填土呈褐色，土质较硬，含有水锈斑。位于

探沟中东部，开口于第 7B 层和第 8 层下，打破第 9 层和生土。出土有灰陶残片、景德镇窑青白瓷残片、酱釉缸残片等，时代

不晚于南宋。

H3，斜壁，平底。位于探沟中西部，开口于第 9层下，打破生土。发掘部分宽 0.4～1、深 0.4 米。其内填土呈灰褐色，土

质较硬。出土有红陶片、绳纹板瓦残片等，结合同层位的其他遗迹推断，其时代不晚于南宋。

H4，发掘部分长 1、宽 1.25～1.55、深 0.45 米。其内填土呈灰黑色，土质较松。位于探沟中西部，开口于第 9 层下，打

破生土。出土有外绳纹内乳丁纹或外素面内布纹瓦残片、绳纹陶片、景德镇窑青白瓷碗底等，时代不晚于南宋。

YSTG1D 内有 1个灰坑，编号 H1。

H1，平面形状呈椭圆形的红烧土坑。斜壁，坑底微弧，残存一薄层烧结面。长 0.45、宽 0.35、深 0.11 米。位于探沟西南

部(彩插一二∶1)，开口于第 3层下，打破第 4层。其内填土呈褐色，土质较松，含烧土块、炭屑。出土有绳纹板瓦残片、碎砖

块。根据地层关系判断，其时代不早于初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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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土遗物

出土有陶瓷器、陶球和石球等，介绍如下。景德镇窑系青白瓷碗 1 件。2015YSA1801TG1G⑧∶2，残。饼足，底边旋削一周

成矮圈足。灰白胎。青白釉，泛灰，足底无釉。复原口径 16、复原高 5.8、底径 6 厘米(图一〇∶1)。

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刻划纹碗 2 件。残。外壁刻划双层花瓣纹，花瓣扁圆。青白釉，施釉均匀，口沿和足底无釉，露胎处呈

铁锈红色。2014YSA1901TG1E4G2①∶4，敞口，侈沿，弧腹较浅，饼足，底部旋削成矮圈足。灰白胎。口径 16.1、底径 5、高 5

厘米(图一〇∶2)。2014YSA1901TG1E4G2②∶4，敞口，斜腹，饼足。白胎细腻。口径 15、底径 4.9、高 5.4 厘米(图一〇∶3)。

景德镇窑系青白瓷葵口碗 1件。2014YSA1901TG1E4G2②∶2，残。敞口，六瓣葵花式口沿微外撇，弧腹，饼足。内底心旋削

一周，外壁有明显的旋削痕。足底边旋削一周成矮圈足。白胎细腻。青白釉，釉面均匀有光泽，足底无釉。口径 18、底径 6.3、

高 6 厘米(图一〇∶4;彩插一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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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窑黑釉瓷碗 1件。2014YSA1901TG1E4G2②∶3，残。束口，口沿微外撇，弧腹，矮圈足，挖足不规整。灰白胎，胎质较

疏松。碗内外均施黑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内、外壁均绘浅黄色纹饰。口径 16、底径 5、高 6.5 厘米(图一〇∶5;彩插一二∶5)。

宜兴窑酱釉瓷碗 1件。2014YSA1901TG1E4G2①∶2，残。直口，宽斜沿，口沿外残存 3道凹槽，弧腹，矮圈足。青灰胎，质

粗。内外施酱釉，外壁施釉至口沿下，有流釉现象。外壁露胎处呈酱红色。复原口径 19、复原底径 8、高 7 厘米(图一〇∶6)。

宜兴窑韩瓶 1件。2014YSA1901TG1E4G2①∶5，完整。小口，双唇，溜肩，肩部有四系，直腹，下部斜收，小平底，腹部饰

弦纹。酱色胎，质粗。施青釉，泛黄，釉面斑驳，大部分脱落。口径 6.8、底径 7.4、高 36.5 厘米(图一〇∶7;彩插一二∶2)。

宜兴窑酱釉四系罐 1件。2014YSA1901TG1E4G2②∶1，完整。侈口，宽斜沿，竖短颈，溜肩，肩部置四系，弧腹，平底，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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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饰弦纹。青灰胎，质粗，施酱釉，釉面斑驳，大部分脱落。口径 14、底径 9.2、高 24.8 厘米(图一〇∶8;彩插一二∶3)。

白胎瓷盏 1件。2015YSA1801TG1G⑨∶2，残存一半。敞口侈沿，斜腹，平底。盏内底斜削一周，底心微内凹。白胎加细砂，

胎质较粗，通体未施釉。复原口径 9.6、复原底径 5.0、高 1.6 厘米(图一〇∶9)。

球 4 件(彩插一二∶6)。陶质 3 件，泥质灰陶，质地细腻。2014YSA1901TG1E1③∶1，表面呈灰黑色，有刻划痕，直径 10

厘米。2014YSA1901TG1E2③∶1，表面呈灰黑色，不平整，直径 11 厘米。2014YSA1901TG1E4G2①∶1，表面呈灰白色，直径 11

厘米。石质 1件，2014YSA1901TG1E1G2①∶1，火山岩质，椭圆形，长径 16、短径 13 厘米。此类遗物当为宋代城防用擂石或投

石机的炮弹，多为石质，少见陶质。

四、结语

本次发掘，基本明确了西城门瓮城墙的时代及其沿革，明确了瓮城壕的宽度、深度，获知了瓮城墙和瓮城壕之间的距离、

高差等关系，进一步完善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在主要历史时期的水位线资料。发掘结果表明:瓮城墙可分为 3 期，由夯 1、夯 2、

夯 3 组成，探沟壁面上可见的夯土墙体宽度分别厚 15.65、16.25、19.75 米(不能确定其即为同期的瓮城墙厚度)，城墙底部海

拔约 20 米，残存顶部海拔约 22.6 米。由夯土中的包含物可知，西城门瓮城墙夯筑于南宋时期。瓮城墙和主城墙或互不连接，

即瓮城墙夯土与主城墙夯土之间不连接，二者通过此处原有丘陵高地相互连通;瓮城壕修建、开挖于南宋晚期，宽约 23.5 米，

与主城壕不连通。瓮城墙外侧边缘与瓮城壕内侧岸线之间的距离约为 26.8 米。

现代地图上，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西城门外的瓮城墙大致呈弧形，弧形瓮城墙南部向南即是与西城墙基本平行的南北向较高

地带，该地带再向南转而折向西南环绕平山堂。《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图一一)中所描绘的宝祐城西城门外瓮城墙和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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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的情况是，西城门外的瓮城墙为半环形，瓮城墙与主城墙不连接，瓮城外西北部有道路但无门洞，平山堂城东边墙垣与宝祐

城城墙有两处连接，两城之间连接部分向北可见有延伸至西城门瓮城的通道;《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附宋三城图”
[3]
中的西城门

外有南北较长的竖长方形瓮城，瓮城墙明确与主城墙连接(瓮城北墙直接与主城墙相连接，瓮城西墙则较长，一直延伸至平山堂

城东北，瓮城南墙似与平山堂城东北侧的水坝成一体并与主城墙连接)，有瓮城门洞及门洞外的地面。

瓮城墙北部东端东侧的发掘，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相关迹象，但发掘情况表明此处有宋代或更早时期的堆积，此处顶面的海

拔接近瓮城墙底部生土顶面，而此处底部生土顶面的海拔低于瓮城墙底部生土顶面海拔 3 米多，虽然由此并不能确认现存的瓮

城墙北部东端是否继续向东延伸，然而综合其西侧的瓮城壕和瓮城墙、东侧的主城壕、主城墙和主城壕中挡水坝的发掘情况
[4]
、

周边调查勘探工作的结果
[5]
以及“宋三城图”中所描绘的情况来看，虽然尚不能确认，但基本可以推测南宋时期修筑的瓮城墙应

是借助此地原有丘陵高处再向上夯筑而成的，瓮城墙北部东端很可能与主城墙并不连接。南宋时期瓮城壕的水位或高出主城壕

的较多，瓮城壕与主城壕不连通，瓮城壕与其南部高地西侧直至平山堂城西北的水域(今大明寺月湖、日湖)属于同一个水体。

现有地貌、发掘结果与“宋三城图”相关区域所绘情形基本一致，“宋三城图”中描绘的情况基本属实。

南宋晚期，扬州城形成了由大城、夹城、宝祐城构成的三城格局。从文献记载来看，宋堡城的修建增筑历史或可划分为堡(砦

/寨)城、宝祐城、大城等三个时期。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 年)贾似道取堡城西半并包平山堂城
[6]
，《嘉靖惟扬志》“宋三城

图”
[7]
中的宝祐城即其城;大城乃南宋末年李庭芝所筑，所谓的“大城”当是将宝祐城和平山堂城完全包在里面的

[8]
。关于宋堡

城和宋宝祐城修筑的情况，已在北城墙东段的发掘工作中得以印证
[9]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中的南宋夯土

墙体叠压南宋柱坑的迹象，说明南宋时期有过两次修筑
[10]

。西城门外瓮城墙有过三次修筑，再次说明南宋宝祐城相关修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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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信的。

(附记:发掘工作得到了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扬州市文物局、扬州

市瘦西湖街道办事处和平山乡政府及其下辖相关村组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领队：汪勃

发掘：王睿 束家平 王小迎 刘刚 池军

测量：陈昊 王俊

绘图：邵会珍 马秋茹 张珠子 常素玲 马大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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