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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告告 55  扬州唐罗城北城墙⻄段相关遗存的发掘与思考  
  

中中国国社社会会科科学学院院考考古古研研究究所所    扬扬州州唐唐城城考考古古工工作作  

南南京京博博物物院院队队    扬扬州州市市文文物物考考古古研研究究所所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北依蜀岗，南临长江，是一座因水而生、缘水而兴的古老运河城市，迄今已有 2500

余年的城建史（图一）。7 世纪时，随着隋唐大运河的贯通，扬州因居于运河咽颐之地，成为当时国内乃至国

际的贸易中转站。唐代扬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由位于蜀岗之上的“子城”（亦称“衙城”）和蜀岗之下

的“罗城”两部分组成，规模仅次于长安、洛阳，为全国第三大城市。五代十国的杨吴和南唐时期，扬州先

后成为割据政权的首都和东都。南唐保大十五年（957 年），因后周南下，“帝（李璟）知东都必不守，遣使

焚其官私庐舍，徙其民于江南”
1，盛极一时的扬州城被焚毁。宋至清代的扬州城在唐代扬州城基础上有所收

缩，并沿用至今。 

  唐代扬州的相关研究始于清中叶对扬州出土唐人墓志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前，刘师培、罗振玉

等人曾收集和考证扬州出土的唐人墓志。日本学者安藤更生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调查过扬州城遗址，所著《鉴

真大和上传之研究》中有《唐宋时期扬州城之研究》（图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工

作陆续开展，1963 年，考古学家开始对扬州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73 年，在新华中学、工人文化宫等处发

现了唐代文化层。1975 年开始，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扬州师范学院等单位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较大规

模的考古发掘，清理了唐惠照寺、唐河古道和木构桥梁及一些手工业作坊遗址。1980 年代，扬州博物馆唐城

调查小组又在文昌阁周围发现了唐代金器窖藏、铜钱窖藏，在铁佛寺附近发现了唐代砖窑、停坯场和手工业

作坊。1984 年，发现了扬州城南门遗址。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化局

（2005 年起改为由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对扬州城遗址开展较为系统

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大致明晰了唐宋至明清时期扬州城的城圈四至和城门遗存的

概况，并获得了一些战国楚至汉晋南朝广陵城、隋江都宫的线索（图三），现已出版《扬州城 1987～1998 年

考古发掘报告》、《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1999～2013 年》、《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和《扬州城

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考古报告和研究文集。 

2022～2023 年，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的遗址范围内发掘揭

露出一段“」”形夯土墙，编号 Q1，根据其所在位置、规模、层位关系、形制、出土遗物等特征，初步判断

 
1 〔南宋〕陆游《南唐书》，载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 5481 页。 
2 〔日〕安藤更生《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东京：平凡社，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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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唐代扬州罗城北城墙西段相关遗存。该段城墙的发现为研究唐代扬州城市形态、解明这一时期子城与罗

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一、、QQ11 及及其其相相关关遗遗存存的的考考古古发发现现  

  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位于扬州城遗址的蜀岗古代城址南城门至东南拐角以南，其西侧为宋夹城，北侧

为宋至清代铁佛寺，东北侧有唐罗城北门参佐门（图四）。遗址占地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北、东两侧有河道，

南侧现为友谊新村，区域内东部的高岗原为庄台，西部曾是农田（图五）。2016 年以前，在该遗址范围内及

周边的卜杨村佘田庄、铁佛寺东侧、桑树脚北部、河东看守所等地陆续发现有唐宋时期的遗存。2017～2021

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在遗址及其周边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发现

多处唐宋时期建筑基址。2022 年以后，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对该遗址开展有计划的主

动性考古发掘。2022～2023 年度发掘揭露的 Q1 在遗址范围内呈“」”形，分为南北向段和东西向段，向北、

向西延伸出遗址之外，其西端在宋夹城东城壕东侧的断坎上留有较为清晰的剖面。 

  Q1 相关遗迹包括城墙基槽、城墙夯土、包砖墙基槽、铺砖面和砌砖等。该段城墙的修筑方式，是先挖基

槽，再于其上夯筑墙体，夯土外侧还有包砖。城墙基槽剖面呈倒梯形（图六、图七），夯土出基槽后扩宽。Q1

东西向段、南北向段接合部向东、南突出，均只残存基槽部分。城墙夯土为灰黄色土夹杂较多黄黏土块，土

质较致密，包含炭屑、红烧土颗粒等，夯层清晰，出土有隋唐时期的瓷片（图八），以及五铢、货泉等钱币。 

  在 Q1 东西向段北侧，自南向北发现有两条包砖墙基槽（JC1、JC2）、一处铺砖面和叠压其上的砌砖，推

测为城墙使用时期的修缮或补筑相关遗迹（图九）。JC1 打破城墙夯土。JC2 位于 JC1 以北，基槽内残存多处

砌砖，部分砖面戳印有文字（图一〇）。砌砖规格、黏合剂和砌筑方式，与既往在扬州城遗址发掘揭露的晚唐

时期罗城城墙相关遗存所见情况相似。铺砖面紧贴 JC2 东端北侧，为单层砖平铺，其上有砌砖，铺砖和砌砖

的规格、黏合剂等特征，与既往在扬州城遗址发掘揭露的唐末杨吴时期城砖相近。 

  Q1 贯穿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的遗址北、西部，其长度、基槽和墙体宽度等数据均显示出该段夯土墙具

备城墙的体量，非一般大型建筑的隔墙或廊庑等遗迹规模可及。通过该段城墙的所在位置、堆积情况、城墙

形制、营建技术和出土遗物等特征，可基本明确其为唐代扬州罗城北城墙西段相关遗存。据扬州出土的唐人

墓志志文，至迟到天宝九载（750 年）已建有罗城
3。史籍记载所见唐代扬州筑城之事最早的是中唐时期的建

中四年（783 年）陈少游“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
4。晚唐时期乾符六年（879 年），高骈“至淮南，缮完

 
3 汪勃《唐扬州罗城的范围和唐罗城的兴建》，载《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

社，2015 年。 
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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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垒”5，唐末杨行密据守扬州和五代十国之杨吴时期，对扬州城亦有修缮6。根据上述文献资料，结合地层关

系、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可推测 Q1 的始建亦不晚于中唐时期，其东西向段北侧的 JC1、JC2 和铺砖面及其

上砌砖，或即分别与陈少游、高骈、杨行密修缮城墙等历史事件相关。Q1 东西向段、南北向段接合部的东南

侧，曾于 2017 年发掘揭露出五代十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 F1、F2
7，可据此推知 Q1 作为城墙的废弃年代当不

晚于上述建筑的营建。 

 

二二、、关关于于唐唐代代扬扬州州罗罗城城范范围围和和形形制制的的思思考考  

  如前所述，唐代扬州城包括子城与罗城两部分。子城位于蜀岗上，沿用自前代旧城，平面形状不甚规整，

仅西城墙大致呈直线状，北、东、南三面城墙均有曲折。通过在蜀岗古代城址开展的考古工作，现已确认多

处唐代扬州子城的城墙、城壕和城门遗迹，初步厘清了唐子城的城圈范围和形制
8。罗城则是唐代因城市向蜀

岗下扩大发展而新筑的。围绕唐代扬州罗城的范围和形制等问题，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曾在蜀岗下城址的范

围内开展过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确认多处唐代罗城城墙、城门、道路等遗迹
9，并在罗城东、西、南

三面城墙和北城墙东段今安家庄北（YLG2）、东风砖瓦厂南面的龙家山（YLG2）、瘦西湖公园内“二十四桥”

东北岸（YLG7）、扬州大学农学院内（YLG3）、扬州城南龙首关（YLG1）、723 所西侧（YLG5、YLG6）
10、铁佛寺

以东（TG1～8）
11等地，均发掘揭露出罗城城墙相关遗迹12，在双桥毛巾厂一带（99YLTG1～3）还发掘了罗城

 
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704 页。 
6 《容斋随笔》卷九：“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北

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23 页。 
7 汪勃、王小迎《杨吴时期的扬州城》，《南方文物》2022 年第 4 期。 
8 为明确唐子城的范围和沿革问题，1978 年南京博物院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上发掘了探沟

YDG1～YDG7，1987 年和 1989 年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城圈西北拐角、西城墙北部、北城墙西段东部西

侧、东城墙南段北部、北城墙西段东部东侧等处发掘了 YZG1～YZG5。2011 年在蜀岗南门遗址南端，2013

年在西门外、YZG1 外北部、北城墙西段东部豁口、北城墙中段和东段的连结点、北城墙东段的两个豁

口、城圈东北外拐角、北城墙西段城门遗址，2016 年在北城墙东段城门遗址、2016～2019 年在南城门遗

址等处进行了发掘。除考古发掘外，1987～1989 年、2011 年、2013 年，先后对蜀岗古代城址开展了较大

规模的考古勘探工作。通过上述工作可知，唐代扬州子城是在战国至六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和东城的基础

上修建的。相关发掘和勘探资料见南京博物院《扬州古城 1978 年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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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

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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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1999～2013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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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编著《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

勘探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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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

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48、52 页。 
10 YLG1～7，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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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66~77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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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1999～2013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89~102 页。 
12 此外，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曾在竹西街道上方寺路南侧（2011TG1、2022TG1）等处发掘揭露罗城城

墙相关遗迹，见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

202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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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角13。此外，对罗城 3 号东门（04YDM）14、8 号西门15和 10 号南门（YNM）16等城门遗址均开展过考古发掘

17 ，在大学路南口西侧发掘揭露一处唐代水涵洞（YLSH）18 ，并在城内发掘了文化宫、新华中学、大东门街、

石塔西路等遗址
19 。通过上述工作，基本明确了唐代罗城的范围，即：东城墙北起东风砖瓦厂（东北城角），

经黄金坝后沿古运河西侧南下，过高桥（宋大城东北角）、便益门街（明新城东北角）、东关街，至康山街（罗

城东南角），其北段（高桥－黄金坝－东风砖瓦厂）城基保存较好。南城墙东起康山街，向西沿古运河北岸过

埂子街南口到南通路，经大学路南口向西到毛巾二厂（原潘桥）止。西城墙从观音山向南经杨庄、瘦西湖、

双桥、扬州大学农学院到南端的双桥毛巾厂止。北城墙东起东风砖瓦厂（罗城东北角），向西约 1075 米后北

折 50 余米，再折向西北。在既往的认识中，多认为罗城北城墙东段在上述地点折向西北后即与子城东南角相

连。而 2022～2023 年发掘揭露的 Q1 南北向段城墙向北延伸，延长线可与铁佛寺以东发掘揭露的唐罗城北城

墙相连；东西向段城墙向西延伸，延长线则与唐罗城西城墙相交于既往在观音山下钻探出的河道
20之南，揭示

出唐代扬州罗城与子城城墙或并不相连的可能性。 

 

三三、、结结  语语  

  扬州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扬州城一直是中央政权治理江淮一带的重镇，是东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

纽
21。唐代是扬州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除了沿用自前代旧城的子城外，还在蜀岗下新出现了罗城。

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是扬州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2022～2023 年的考古发掘，在该遗址范围内清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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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1999~2013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64～268 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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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1999~2013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66～213 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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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

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78～84 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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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1999~2013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22～166 页。 
17 除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主持的考古发掘外，化工技校东门（1 号东门）、莱茵北苑东门）（2 号东门）、

杨庄西门（5 号西门）、德豪西门（6 号西门）等城门遗址也已开展过考古工作。在罗城西城墙上与东关

街首唐宋城东门（3 号东门）相对应的位置上，有双桥西门（7 号西门），安藤更生在调查扬州城时，曾

看到过该处的豁口。见汪勃《扬州城的城门考古》，《大众考古》2015 年第 11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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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

出版社，2010 年，第 55 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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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

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84～90 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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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

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134～228、237～253 页。 
20 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曾在观音山之南约 100 米处钻探发现一条宽约 10 米的河道，从地表往下全为黑灰色

河泥，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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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

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56 页。 
21 汪勃《唐扬州罗城的范围和唐罗城的兴建》，载《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

社，2015 年。 

−42−

報告５　扬州唐罗城北城墙西段相关遗存的发掘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出唐代扬州罗城的北城墙相关遗存（Q1），为重新认识唐宋时期扬州城的范围与形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深

入探究春秋吴邗沟、汉运盐河、隋唐淮南运河、宋夹城城壕等水系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桑树脚大型

建筑基址群及其北侧的铁佛寺一带此前曾发现多处唐宋时期大型建筑相关遗存，推测该区域或与唐代大云寺

-开元寺和杨行密“舍宅为寺”的光孝院，杨吴南唐宫署，以及宋代光化寺和宋代至清代铁佛寺相关。2022～

2023 年度的考古工作，亦为了解该区域建筑基址群的布局和沿革情况积累了更多资料，推动了对唐宋扬州城

遗址的综合研究。 

执笔：常钰熙、王睿、王小迎、刘刚、汪勃、张今 

图图一一  扬扬州州城城遗遗址址保保存存现现状状（（航航拍拍照照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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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二二  扬扬州州遗遗迹迹参参考考图图（（安安藤藤更更生生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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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三三  扬扬州州城城遗遗址址及及考考古古发发掘掘位位置置图图（（11997755～～22001133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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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四四  唐唐宋宋明明扬扬州州城城平平⾯⾯⽰⽰意意和和桑桑树树脚脚⼤⼤型型建建筑筑基基址址群群遗遗址址位位置置图图  

图图五五  桑桑树树脚脚⼤⼤型型建建筑筑基基址址群群周周边边环环境境和和地地貌貌（（东东南南--⻄⻄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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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六六  QQ11 南南北北向向段段基基槽槽东东⼝⼝（（南南--北北））  

图图七七  QQ11 东东⻄⻄向向段段基基槽槽北北⼝⼝（（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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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QQ11 城城墙墙夯夯⼟⼟出出⼟⼟瓷瓷⽚⽚  

图图九九  QQ11 东东⻄⻄向向段段北北侧侧城城墙墙相相关关遗遗迹迹（（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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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〇〇  JJCC22 内内砌砌砖砖局局部部（（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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