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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载，“勾践小城，山阴城

也。”从越国古都、秦朝会稽郡，到南宋陪

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古城城址千

年未曾改变，但一直缺乏实证。稽中遗

址的发现，让文献记载有了建筑实证，意

义深远：首次确认了越国建筑的存在，证

明2500年前已有越国居民在此生活。

李龙彬介绍，稽山中学遗址内的越

国建筑体量较大，尤其是其纵横叠压

2—4层的地栿之上加上大型垫板，垫板

之上再建榫卯式立柱，地栿密集而且成

排，十分壮观，体现了越国传统干栏式建

筑和北方高台建筑的完美结合，为研究

中国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同

时，各个时期的建筑基址，丰富的水井、

灰坑等遗存，为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变

迁提供重要线索。

盐城盐业考古研究的一系列发现也

填补了江苏地区盐业考古空白，展示了

江苏地区丰富的盐业历史和文化。

“‘盐城盐业考古研究’首次揭示了

我国古代最大海盐生产地两淮盐场的大

致面貌。”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所长夏春晖表示，考古调查已发现盐城

境内百余处反映盐业生产、运输管理等

不同类型的遗址，初步构建了历代盐业

生产体系。在专家看来，历史上江苏沿

海地区一直是中央王朝直接管控的重要

产盐区，此番考古进一步为两淮盐业在

全国盐业中的重要地位追溯到了源头。

海盐的运销，离不开运河的助力。

大运河扬波千里，沿线城市倚河而兴。

“庆成门、新路、板闸镇3处遗址再现了

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的繁荣景象，反映

了大运河沿线市镇发展、人地关系演变

与河道治理变迁，为研究运河漕运、盐运

和关榷税收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淮

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李

博介绍，淮安庆成门、新路、板闸镇遗址

三者由南向北，依次分布在大运河东岸，

依托河道设施和公署机构，凭借漕运、盐

运、榷关并集一隅的优势，以商业和服务

性行业为主要支撑，共同构成淮安运河

沿岸的城镇群。

越千年 探城市

战国时期水井、唐代盐业生产遗迹、

明清时期街巷与排水设施……本次考古

重大发现，让那些城市“旧貌”愈发清晰。

在浙江绍兴稽中遗址，或可一窥战

国时期越国大型建筑基址的风采——

在这里，发现有越国与汉代建筑基

址。其中，战国时期遗存包括1组大型

建筑基址和1眼水井。水井为木壁，直

径0.82米，经碳十四检测，距今约2500

年，这是考古发掘首次在绍兴古城内确

认存在战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成为

探寻越国都城的重要线索。

此外，这里还清理确定两汉高等级

建筑遗存，并且首次发现包含墨书“会

稽”“山阴”地名的汉代木刺实物，以及汉

代墨书“如律令礼”文字陶片，这些都是

两汉郡县考古的重要发现。

盐，从何而来？江苏盐城盐业考古

铺展开盐业生产历史的画卷——

盐城亭湖区的沙井头遗址，发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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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房址等重

要遗迹；盐城东台市的缪杭遗址，发现唐

代盐业生产中的引蓄水、摊场、淋卤等工

艺流程相关遗迹；盐城大丰区的后北团

遗址，发现南宋至明清时期盐灶、淋卤坑

等制盐遗迹。由汉至唐，由南宋至明清，

考古发现让千余年来制盐工艺的技术传

承发展跃然眼前。这些历史遗迹和出土

文物，进一步明晰我国江淮东部盐业生

产历史发展脉络。

江苏淮安3处考古新发现，则可以

看到大运河流淌千年经历的变迁——

庆成门遗址是淮安旧城的西门，考

古发现明清时期的城门2处、城楼台基1

处、瓮城1座，完整揭示了明清时期庆成

门主城门、瓮城及排水设施的整体格局，

新路遗址是一处保存完整、格局清晰的

明代街巷类遗址，板闸镇遗址是一处明

清时期市镇遗址，考古发现院落基址、道

路、水沟、古河道和墓葬等遗迹，出土各

类器物3000余件，一半左右为完整器。

3处遗址再现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商

贾繁荣、百业兴旺的景象。

再现城市

抢救保护

在地下沉睡约2500年的越国大型建

筑基址，随着考古人员5个多月的抢救

性发掘，终于拂去岁月尘埃，重见天日。

这次发现源于一次学校扩建。去年

9月，施工人员在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

学改扩建项目中发现大型木材，绍兴市

文物考古所现场确认有战国黑陶豆、印

纹硬陶、原始瓷杯等遗迹。据此初步推

断，地下可能存在越国木构建筑遗存。

“这次发现是偶然中的必然。”绍兴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彬坦言。稽

山中学遗址位于越城区投醪河畔，是越

王勾践箪醪劳师之地。虽然此前绍兴古

城内并未发现过越国建筑遗址，但对古

城内的施工项目，他们始终密切关注。

考虑到地下遗迹埋藏较深，文物部

门与建设方、施工方等深入沟通，达成

暂停施工的共识。此后，一系列周密细

致的考古前置工作稳步推进。2024年2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绍兴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正式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考古

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

如何从源头开始保护好这些遗

存，让考古人员着实费了一番脑筋。专

家分析，稽中遗址中有大量木构遗迹，

之所以能“存活”至今，与水有着密切

联系。绍兴地下水位较高，这些木构遗

迹处于相对密闭的环境中，得以保存。

因此发掘工作需要把地下水抽干，便于

开展发掘工作，同时又要保持一定湿

度，不让木构遗迹因脱水受到损伤。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

避免工程建设对地下埋藏文物造成破

坏，配合工程建设的考古已成我国考古

工作重点。

江苏省淮安市庆成门、新路、板闸

镇三处遗址的发掘同样为配合当地城市

建设展开。2021年以来，发现明清时期

城门门道、保存完整格局清晰的街巷类

遗存，以及餐饮厨具为大宗的各类器物，

展现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之繁荣。

历史回响

本报记者 唐闻宜

一“越”2500年，首次在
绍兴古城内确认越国建筑的
存在；“盐”从哪里来，盐城之
名明晰我国江淮东部盐业生
产发展脉络；唤醒“水下古
城”，淮安三处考古新发现再
现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繁荣
景象……
日前，在“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
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浙江省绍
兴市稽山中学遗址、江苏省
盐城市沙井头相关盐业考古
成果、江苏省淮安市城市考
古成果等。城市考古，揭开
古代城市的发展演进和时代
变迁，也体现了城市建设中
“考古前置”的重要性。

■ 江苏淮安新路遗址内发现的“陈公新路”道
路遗存

■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出土的六朝时期砖砌水
井遗存

■ 江苏盐城缪杭遗址出土的长条形储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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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淮安板闸镇遗址发掘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