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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 也对建康城研究有深远
的贡献" 此后的学者则多从朱
偰先生的观点出发 !基于不同
史料对其观点进行小范围的
补正 !但还没能真正推进对建
康城的认识模式" 随着文献资
料搜检范围的扩展以及研究的
深入! 到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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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郭湖生
先生的#六朝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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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伯伦'刘晓梵
所编 #南京建置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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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城的研究大大地向前进了
一步(

此外! 在这里想重点提一
下的是日本学者外村中先生所
撰 #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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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 外村先生基于六
朝唐宋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得出的复原图! 与后来基于部
分发掘资料所复原的图非常相
近" 从外村先生的这项工作中
我们不难看出! 其实只要认真
梳理历史文献! 不轻信明清以
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 !就
有可能复原出六朝建康城的基
本框架来" 当然都城墙'环濠'

城门'宫城墙 '宫殿 '水系等构
成都城的具体要素! 最终还是
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一点一点
摸索的"

文汇报! 您的研究目前处

于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您在
"#!$

年发表的 $所谓 %中世纪都城&

'''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

一文中)将始于曹魏*终于隋唐

的历代都城所特有的规制命名

为%中世纪都城&+可否为我们介

绍一下这个概念#

张学锋!我认为*中世纪都
城+有六项基本特征,有明显的
城市中轴线- 宫城位于中轴线
北端- 政府衙署分列于宫城之
南的中轴线两侧- 宫城之北设
有广阔的苑囿- 宫城及政府衙
署所在地的东.南.西三面规划
整齐划一的里坊- 城市管理上
实行宵禁制) *中世纪都城+在
华北地区始于曹魏邺城! 以后
的北魏平城.北魏洛阳.东魏北
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洛阳城
均踵其迹)

*中世纪都城+有别于古代
都城的多宫制形式!它的出现!

与中国从
$

世纪开始进入中世
纪社会的步调一致) 东晋南朝
虽然立国于江南! 但东晋成帝
时规划设计的建康城! 也没有
逸出中世纪这一时代的框架 !

成为中世纪都城发展史上的关
键一环) 如果把*中世纪都城+

和*近世都城 +连贯起来看 !中
世纪都城又有大而不当及过于
封闭的缺点!因此!当社会迈入
近世以后! 人们在利用中世纪
都市的同时! 无一例外地对其
进行了整改! 抛弃了封闭的坊
市!城市的空间范围大大缩小)

这些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 /*近
世都城+的出发000以南唐金陵
城为例$里做了讨论)总之!近世
都城正朝着更加开放. 更加合
理化的方向发展演变 !建于六
朝都城基础上的杨吴南唐金
陵城也不例外)

这些认识主要来自文献中
关于城市空间的记载以及对历
史背景的考察! 思路和结论是
否准确!需要考古资料验证)虽
然已经有一些发掘地点的资料
可以支持! 然而目前建康城的
田野资料总体而言还相当有
限! 加之建康城沿用的时间又
非常长!因此!不同时期的城市
格局 !宫殿 .苑囿的位置等等 !

太多的具体问题还无法展开 !

所以要期待今后田野工作的积
累)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提供的
建康城图只是东晋规划新都时
的一个示意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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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熟 稔 文 献 资

料 "哪怕是淤泥 "也

可以成为复原城市

遗址的#史料$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迄今

为止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

布) 而且由于六朝建康城直接

叠压在今天南京繁华街区之

下)考古工作困难非常大+在这

样的情况下) 能做怎样的努力

推进建康城的研究呢#

张学锋! 确实无法做到有
计划地展开! 只能见缝插针!能
做一点是一点)但有两方面的工
作是可以且亟需展开的)

第一是对文物部门的期望)

前面曾经提到过建康城考古的
难度!尤其是与长安城.邺城.洛
阳城相比! 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然而! 能做的工作还是有的!整
理既有的资料是当务之急)

在
)""(

年的 *六朝建康都
城学术研讨会+上!徐苹芳先生
就再三强调必须要有一张建康
城遗址总图! 发掘一个点就补
上一个点) 然而! 由于种种原
因!这样的图至今尚未看到)建
康城遗址总图对研究的展开至
关重要! 但绘制总图的前提是
对田野资料的逐一整理! 这是
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不是管
理层下一道命令就能在短时间
内完成的)我想!逐一整理资料
才是考古部门的当务之急)

我非常希望能设立专门的
城市考古部门! 在展开新的考
古项目的同时! 分出力量整理
近

)"

年来的建康城考古成果 !

从而绘制 *六朝建康城遗址分
布总图+)这样能够促进不同发
掘人员的相互了解! 有利于形
成整个考古研究院对南京城市
考古的共识!发挥集体力量!更

有针对性地展开工作) 从事建
康城考古的工作人员应该熟悉
总图上的每一处遗迹! 并密切
关注时下城市建设的新动向 !

不断发现新的可发掘地点 !完
善总图)

第二是考古单位以外的研
究者都能够参与的! 就是详细
梳理与建康城空间布局相关的
文献史料! 随时准备与考古资
料对接)

众所周知 !/三辅黄图 $对
于西汉长安城 ./洛阳伽蓝记 $

对于北魏洛阳城 ./长安志 $对
于隋唐长安城都是关键的文献
史料!对建康城而言!最重要的
一部文献就是唐人许嵩编撰的
/建康实录 $了 ) 虽然 /建康实
录$ 中与建康空间有关的内容
大多属于许嵩的自注! 分量也
不是太多!但因成书较早!所引
六朝人的著述也比较丰富 !因
此对建康城研究而言弥足珍
贵! 史料价值远超宋元以降的
方志及明清地方文人著述 !非
常值得关注)

这部书我以前也读过 !但
当时只是把它单纯地作为历史
文献在读!只有时间脉络!少有
空间概念) 现在有了一些可作
参照的考古材料后! 阅读时的
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文汇报! 可否给我们讲讲

具体的例子#

张学锋!有很多) 例如!今
六朝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夯土城
墙遗址! 原本我们都觉得这是
都城的城墙遗址!因为外面有二
十余米宽的护城濠)但从复原的
位置上来看!又应该属于宫城的
东墙) 我们读/建康实录$时看
到一条材料! 说宫城城墙外有
城濠! 城墙与城濠之间的空隙
种的是橘子树!墙内种的是石榴
树) 宫城外有城濠这条记载!让
这段城墙遗址应该是宫城东墙
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依据/建康实录$的正文及
许嵩的自注!我们基本上可以画
出类似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中
所附的唐长安城宫都示意图来!

这样的图虽然不够精准!但会对
今后的考古工作有很大帮助)

我还想讲两个具体事例 !

一开始都是觉得得不出什么结
论!而在进一步结合文献后!就
能够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

多年前! 在南京市中心的
明瓦廊北口与石鼓路交界处曾
进行过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 !

结果都是淤泥! 似乎没什么发
现) 其实这也是许多城市考古
最后给出的结论)然而!如果事
先通过文献对历史上南京的城
市结构有所了解!那么!这个地
点的淤泥也就有价值了) 根据
文献记载! 东晋南朝建康城的
西墙外有一条人工运河! 叫作
运渎)但它具体在哪里!文献里
不可能有答案)在我看来!明瓦
廊北口发现的淤泥就是运渎中
的淤泥! 由此我们就能确定建
康都城的西界) 可见对历史文
献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到对考
古遗存性质的判断)

文汇报! 这是确定建康城

西界的问题)那么东界呢#

张学锋! 在六朝博物馆往
东不足两百米的毗卢寺西侧 !

前不久南京市文物部门正在进
行发掘) 这处遗址是一个很大
的水塘! 发掘范围正好处在水
塘的岸边!由南往北倾斜)水塘
里的主要堆积是包含前代遗物
在内的宋代建筑垃圾) 宋代堆
积层上是平整过的明代层 !再
往上就是清代地层! 而宋代堆
积层以下直至生土层! 未能确
认到六朝隋唐的地层)

尽管在这里没有发掘出我
们通常认识中的有价值的文
物!但是结合历史文献!就能从
这个地层的叠压关系及所含遗
物中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这个

地方是六朝隋唐青溪的一部
分! 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重
新规划金陵城之际! 把素有九
曲之称的青溪拉直作为东城
濠! 青溪弯曲的部分就在城内
形成一个个水塘)宋代以后!尤
其是进入南宋以后! 建康府作
为留都!人口大量增长!这些水
塘就慢慢地被建筑垃圾填塞
了) 南京著名的秦淮河!按照唐
人道宣的记录!宽度为一百步!

约合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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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而今天流
经市区的秦淮河 %除夫子庙前
那一段外&宽度都不足

)"

米!同
样是在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
被慢慢地填塞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六朝都城
建康以青溪为东界!因此!毗卢
寺西侧这个地点!对于确定建康
城的东界意义重大)水塘堆积中
出土瓦当.筒瓦.板瓦等较多的
东晋南朝遗物!制作精良!是高
等级建筑上的建材)由此我们还
可以判断!这些建材是开皇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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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平陈以后将建康城*平
荡耕垦+时留下的遗物)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最近的
一次发掘) 在利济巷侵华日军慰
安所旧址东侧地块进行钻探!钻
探的结果推测也是一条河道的
一部分) 面对这样一处地下遗
存 ! 较多的意见仍然是 *没什
么+! 似乎要放弃) 但是! 在建
康城的初步复原示意图上! 这
条水道与六朝博物馆地下保存
的城濠是在同一条线上的) 这
样一来! 慰安所东侧的这处河
道淤泥也就不再是一般的 *淤
泥+ 了! 它极有可能来自建康
宫城东墙外城濠! 是解决六朝
宫城东墙位置的重要参照地点)

文汇报!因此)如果我们有

了基于文献的预设) 在真正面

对出土遗迹*现象时)就能更快

地做出一些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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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行宫工地南朝房屋遗址之

间的排水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