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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石头城遗址发现大规模砖砌城墙 确定四至范围

作者： 李冀 朱凯  发布时间： 2012-03-17  文章出处：南京日报 点击率：[194]

    “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始建于距今1800年前的石头城，是南京建都史开端，也是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

坐标。从2009年开始，南京大学和南京市博物馆联合在清凉山公园和国防园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并在周边地区

展开大规模考古调查，目前已取得重大突破。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石头城砖砌城墙遗址，出土了一批

高等级和有明确纪年的珍贵文物。此次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相互印证补缺，从而首次确定了石头城的准确方位、

四至范围，历史沿革和形制，对南京都城史和中国六朝史研究将产生深远影响。 

    记者昨日在清凉山公园内的3处考古发掘现场看到，这里的石头城城墙遗址使用大小相当的扁平青砖砌筑，层

层叠叠、严丝合缝。负责考古发掘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介绍，这段城墙分别为石头城的北垣和东垣遗

迹，始建于东吴。此外，考古人员在国防园内也发现了石头城北垣的砖包墙和砖护坡遗址。 

    贺云翱表示，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可知，当年石头城为依山而建，采用局部夯筑、并在墙体外部包以砖墙的

结构，雄踞险要之势。城垣结构主要由填土、夯土、包墙砖、护坡砖等构成。如今保存下来的主要遗存为东垣和

北垣遗迹，两段遗迹呈北高南低的形势，长约760米。其中，东垣遗迹呈西北至东南走向；北垣遗迹呈曲线状，东

起八角亭，全线长约570米。 

    2011年11月—2012年1月，考古队在北垣遗迹西段由西向东开挖了4条探沟，发现了时代晚于六朝、并对城墙

墙体作过修补夯筑的遗迹，由此证明六朝石头城在隋唐时代仍被修补使用过。这与隋唐时代石头城曾有延用的文

献记载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位于清凉山“八角亭”西北侧竹林的4号探沟，考古人员在一段隋唐时期的夯土墙体下，发

现了年代更早的包砖墙体。这段包砖墙宽1.1米，残高1.1米，保存较为完整。在墙基北侧，还有一段以砖块平铺

砌成、与包砖墙平行的路面，初步推测为道路遗迹，年代为东吴时期。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石头城的建造始于

东吴时期。 

    据史料记载，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将其政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迁至秣陵(今南京)，次年(公

元212年)在石头山金陵邑故址筑城，名“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由此开始了南京的都城建设史。在整个六朝

时代，石头城皆因地居要冲而受到王朝的特别重视，六朝都城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战争、重要人物与石头城皆

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后，隋代于石头城置蒋州，唐代初年又在石头城设扬州大都督府，使其成为这一时期南京地

区的中心所在。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以“石头城”指代南京城。因此，石头城不但是南京都城史的开

端，也是南京历史文化的坐标。 

    贺云翱说，此次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石头城方位和四至范围的争议，基

本确定石头城位于今鼓楼区清凉山、国防园、菠萝山、红土山一带，周长3000米左右，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作为

目前南京主城区内唯一一处保存于地表之上的六朝都城和隋代蒋州城、唐朝扬州大都督府城市建筑遗迹，石头城

遗址考古发现了规模宏大且保存完整的城垣遗址，其唯一性、完整性、真实性均为国内现存六朝遗存之仅见，对

研究六朝都城史、南京城市发展史以及南京地区的长江江岸变迁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下一步规划建设

“石头城考古遗址公园”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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