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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安徽宿州发现隋唐大运河遗址 

作者： 张宏  发布时间： 2006-06-09  文章出处：中国广播网

 

  近日，安徽宿州一工地在施工时，发现距今1400多年的隋唐大运河遗址，目前考古部门已发掘面积500多

平方米，出土品种繁多的文物数百件。  

  据悉，此次发掘中出土最多的是瓷器，单从瓷器的釉色看，就有青釉、黄釉、白釉、黑釉、酱釉、白底

黑花、影青釉等十多个品种，如果从瓷器的形制来分，则有碗、罐、壶、钵、瓶、盏、盘、盆等，几乎囊括

了日常生活的所有器具。这些瓷器虽然在水中和地下经过上千年的岁月厉炼，但色泽仍然光鲜如初，有些甚

至完好无损。其制造的窑口更是多的惊人，有安徽的寿州窑、烈山窑、东门渡窑；河南的鹤壁窑、钧窑；河

北的定窑系和磁洲窑系；陕西的耀洲窑系；湖南的长沙窑等，另外还有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洲窑、景德镇

窑、浙江的越窑等。考古人员分析认为，出现那么多不同年代、不同窑口、品种如此丰富的瓷器，除了说明

当时隋唐大运河在隋、唐、宋三个历史时期历史地位非常重要外，也说明当时的经济比较繁荣。此外该遗址

地处运河的中下游，黄河的频频泛滥将运河一些潮运时的沉船和河道两岸的日常瓷器冲刷下来，从而导致大

量瓷器在这里堆积。  

  此次发掘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已是第二次。第一次发掘是在淮北的柳孜，发掘面积900多平方米，发现一处

石构建筑遗存、一批唐代沉船，出土大量唐、宋时期的全国20多座窑口的陶瓷等文物，被国家文物局列为"99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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