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朝建康城被直接

压在今南京市核心

区域之下!是建康城

考古工作无法与北

方古都比肩的最重

要原因

文汇报" 中国的几大古都

中!西安 "洛阳 "邺城等都城遗

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近几十年

来进步显著# 南京作为六朝古

都!就您所知!目前在考古方面

取得了哪些进展$

张学锋"正如你所言!近几
十年来!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如
秦阿房宫遗址" 西汉长安城遗
址"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遗址"

曹魏邺北城遗址" 东魏北齐邺
南城遗址! 以及隋唐长安城遗
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 虽然综合性的考古报告
还比较少见! 但具体地点的发
掘简报及通过学术会议" 学术
讲座等形式透露出来的成果 !

非常令人瞩目$与之相比!六朝
建康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则面临
很多困难$

文汇报" 为何会发生这样

的情况$

张学锋" 大致有三个方面
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遗址的保存现状不同$

位于北方地区的西汉长安
城% 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及曹
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 !

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展开之
前!大多处于空旷地带$也就是
说!这些都城被废弃以后!长时
间处于虚空的状态! 后代没有
中心城市或大型聚落直接叠压
在遗址上!因此!地下遗址保存
得相对较好! 调查和发掘工作
也比较好展开$

相对北方几个著名古都而
言!六朝建康都城的城邑宫室!

在隋平陈时被彻底摧毁!&平荡
耕垦 '!成为废墟 !唐人对此多
有凭吊$五代杨吴%南唐在建康
城废墟上重新规划建设金陵
城$ 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因地
位的特殊! 建康府城在南唐金
陵城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
展$ 明初定都应天府后!大规模
扩展城郭范围!成为此后明清两
代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民国定
都南京后!基于&首都计划'!对
南京城市的格局做了较大的调

整!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上世纪
!"

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
中!南京市没有采取择地新建的
模式! 而是从市中心的改造开
始!向四周扩展!六朝建康的宫
都遗址因此被直接压在了今天
南京市的核心区域之下$ 今天!

这里已是高楼林立!鲜有插针之
地!所以!要想像西汉长安城%汉
魏西晋北魏洛阳城% 曹魏邺北
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那样展开调
查发掘工作! 不仅是难度比较
大!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这应该是建康城考古工作一
直无法与北方主要古都比肩的
最重要原因$

此外!调查发掘投入的力度
不同$上面提到的几个北方主要
古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都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直接负责的$ 他们在这些城址
建有考古工作站! 科研人员本

身就有很好的学术素养!流动性
又小! 几乎一辈子就在做一座
城!因此非常有利于资料的长期
积累和学识的不断提升!从而获
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果$

与之相比! 负责建康城考
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是南京市
考古部门! 诸方面资源配置与
社科院考古所存在差距! 而且
作为基层一线考古单位! 承担
着辖区内的所有考古工作 !而
且几乎全部是抢救性发掘 !工
作的流动性非常大! 遇到史前
的就得做史前的! 遇到六朝的
就得做六朝的! 遇到明清的就
得做明清的! 对发掘的资料很
难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吸收沉
淀$ 这也是所有地方考古单位
的现状$

还有一点! 与南京这座城
市的地下遗物分布有关$ 南京
虽然号称 &十朝古都 '!但地下

遗物主要集中在六朝和明朝 $

地下遗物主要分两大类! 一是
城市遗址!一是墓葬$就南京而
言!大型城市遗址只有一座!还
被死死地压在繁华的街市之
下! 因此长年以来南京市文物
部门的主要工作自然就偏向了
墓葬的发掘! 取得了不小的成
果$但相对而言!对城市遗址的
关注度不够! 我觉得这很大程
度上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文汇报"也就是说!在南京

城市遗址研究上! 今天各方面

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张学锋"是的!在这里要特
别提到!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南
京市文物部门尤其是王志高先
生(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努
力下! 建康城考古实现了零的
突破! 在今南京市区大行宫地
区及其周边的多个地点发现了
建康城的重要遗迹! 为基于考
古学的建康城研究带来了契
机# 老一辈学者蒋赞初% 梁白
泉% 潘谷西等高度关注这些发
现!并进行了相关学术讨论#

#""$

年夏天!在民国总统府
东侧原汉府街长途汽车站的发
掘过程中!南京市有关部门还召
开了 &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
会'# 王志高先生做了专场报告
*思路与方法+ 六朝建康城遗址
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不仅
让更多的中外学者了解到了近
十年的调查发掘情况 !也让与
会者有机会观察到了发掘中
的建康城遗址$ 南京市文物部
门随后对这个地点进行了现
场保护 ! 新建了六朝博物馆 $

我本人也是在这十余年间!有
机会多次参观现场!与发掘者探
讨有关问题 !获得了宝贵的现
场感受$ 这成为我关注建康城
考古及研究的重要契机$

复原都城框架!不可

尽信明清以后的方

志及地方文人著述

文汇报" 那么我们下面来

谈谈您这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

方向%%%六朝建康城# 您是如

何展开研究的! 也即最早的突

破点在哪里$

张学锋" 我本科阶段学的
是考古学! 虽然硕士研究生阶
段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唐史方
向的学位! 毕业留在南大历史
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 但还
是经常参与指导本科生的田野
考古实习工作$ 在日本京都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时! 专业方向
是东洋史学!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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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校工
作时被安排在了考古教研室 !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以考古学研
究为主业了$ 因为自己的求学
经历相对复杂一些!所以!在考
古学研究中! 运用历史文献的
自由度相对较高! 所占的比重
也相对比较大一些$

我在自己不多的考古实践
中 ! 一直对遗址相对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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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镇江花山湾古城
和铁瓮城的发掘! 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清理过的墓葬也
都是遗址发掘过程中遇见的 !

没有专门做过墓葬的发掘$ 因
长年生活在南京!又对六朝历史
比较感兴趣!因此随着建康城考
古的展开!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关
注建康城考古工作的进展$

对建康城的研究! 我也是
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
的$在最初的一篇试论*六朝建
康城的发掘与复原的新思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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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我对迄今为止几乎
所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发
现在一些关键环节存在问题 $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 前人探讨
建康城的空间! 并没有能够完
全基于史料批判的立场利用可
信史料! 更多的是使用宋明以
来的方志和地方文人的著述$

例如朱偰先生在认识六朝
台城的北界时!就偏信了民间的
附会及清人著作中的说法!将今
鸡鸣寺后的一段城墙视为台
城! 因此得出的建康城四至当
然就有问题了$ 当然!在上世纪
)%

年代那样的环境中! 朱偰先
生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已经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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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

六朝建康城的考古发掘与展望

相比西安!洛阳!邺城等几大古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六朝古都南京的考古发掘却相对滞

后# 近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接受$文汇学人%访谈"从此前六朝建康城发掘滞后的

原因讲起"兼述个人研究"最后谈及对未来的展望#

张学锋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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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原出六

朝建康城基本框架的重要一步# 然而"像都城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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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将建康城发掘资料纳入研究视野的是卢海鸣$六朝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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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建康城发掘

主持者王志高与罗宗真合著的$六朝文物%'

'%%*

("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早期建康城发掘资料#

几乎同时"发掘者也在不同场合撰文对建康城的部分发掘成果做了介绍"如$六朝古都 掀起

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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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行宫地区六朝建康都城考古%'

'""*

(&$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

及相关问题%'

'""+

(等#张学锋
'""(

年发表文章"对建康城发掘作专论后"增订为$六朝建康

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一文#

东晋规划新都时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