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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重庆合川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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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其地雄关高峙，控扼三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在

周围交汇萦绕），自古为“巴蜀要冲”。在13世纪的抗蒙（元）战争中，合川钓鱼城作为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婴城固守”达36年之久，对当时国内及欧亚地区的战争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因其突出的自然人

文景观和历史文化内涵，先后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2004年至今，为配合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工程、合川东城半岛开发等基建项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钓鱼城

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调查、勘探，并对奇胜门附近的古地道进行了小规模清理，对南水军码头、南一字城墙进行了重

点发掘及后续保护，取得了多项重要收获。 

    一、调查情况 

    在钓鱼城遗址周围，调查发现了包括遗址、墓葬、古建筑、石刻造像、碑刻等各类文物40余处。所属时代上至

商周，下迄明清，时代序列较完整。其中黄泥嘴、小南沱等一批商周遗址，文化面貌总体上与附近的沙溪庙沙梁子

遗址相近；围子湾、甘泉等汉代遗址地层堆积较厚，遗物也相对丰富，钓鱼山南发现有规模较的汉代崖墓群；小白

塔、天泉洞等一大批宋元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堆积丰富，采集有大量青白瓷、黑釉瓷、硬陶等生活用器及板瓦、

筒瓦等建筑构件；镇西门外的南宋咸淳年间“总统戍合军马秦琳”款题刻，内容与当时抗蒙战争有关，具有较高的

历史及艺术价值。 

    通过调查，我们对钓鱼城遗址的整体布局结构有了较清楚的认识。钓鱼城遗址由钓鱼山山顶环城，南、北一字

城墙及南、北水军码头共同组成，另有连接南水军码头的城墙一道，现存各段城墙总长约7320米。山顶环城面积约

2.5平方公里，分布有护国寺、古军营、皇城及武道衙门等多处遗址，调查新发现了石照县衙、大草房、范家院子

等一批宋元时期遗址，文化堆积丰富，钻探发现有较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及石质建筑构件存在，应为当时的重要居住

区。 

    环山城墙沿钓鱼山顶部山崖分布，连接镇西门、始关门、小东门、新东门、菁华门、出奇门、奇胜门一周，城

墙中散布小型马面及排水孔多处，全长约5810米；南一字城墙，起筑于山南飞檐洞以东四十余米的峭壁之下，缘山

脊而下，止于嘉陵江边，全长约400米；南水军码头城墙，西距南一字城墙400余米，起筑于山南始关门西侧九十余

米的峭壁之下，缘山脊而下，向南与嘉陵江边的南水军码头相接，全长约260米；北一字城墙，起筑于山北出奇门



下，顺山势北下，绕经大龙潭，穿越小龙潭溪沟后止于嘉陵江边，与北水军码头相接，全长约850米；北水军码

头，位于钓鱼山北部小龙潭溪沟与嘉陵江交汇处，坐南朝北，西、北两面临江，东为小龙潭溪沟。其中，北一字城

墙及北水军码头均为本次调查首次发现。 

    调查工作也廓清了现存城墙的年代问题。南、北一字城墙及南水军码头城墙为宋代修筑，钓鱼山南部、西部及

北部中段悬崖高耸之处，主要依天然山岩等自然屏障为城墙，其余险要地段及东部山势相对平缓处，主要为清代及

现代复修城墙，其下多存在宋代墙基，当为宋城废弃后在原基础上修筑而成。各时期城墙在选材大小、砌筑方法、

墙体坡度方面均有较大差别，互相的叠压打破关系也较为明显。另外，钓鱼城遗址现存城门形制也较为一致，均为

双重券顶门洞，长条石铺就间隔平顶门道，当为清代以后复建。    

    在遗址西北部城墙外（奇胜门以北约100米）调查发现了古地道一处，为配合钓鱼城公路滑坡治理工程，对其

进行了清理。该地道开凿于砂岩及泥岩构成的山体中，距地表约5米，由主通道、六条短支道及竖井组成，总长度

约35米。主通道长30，宽1.5，高1.3米，平顶，直壁略弧，凹形底，横剖面略呈倒“凸”字形。隧道内填满石块，

出土大量擂石、铁弹片、铁钉及少量宋代涂山窑瓷碗、盏残片。根据发掘结果，初步断定该地道是蒙军为攻克钓鱼

城而开凿的一条直通城墙下(或城内)的进攻地道，废弃原因可能为钓鱼城守军发现后填埋。 

    二、发掘情况 

    2008年10月至今，为配合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工程建设，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对南水军码头及南一字城墙进行了

抢救性发掘，共计揭露面积11388平方米，基本掌握了南水军码头及南一字城墙的结构布局和建造过程。 

    1.南水军码头 

    位于钓鱼山南近嘉陵江边的缓坡之上，坐北朝南，东、西、南三面临江，北部为至山顶环城的连接城墙。北高

南低，海拔高度为184～210米。通过揭露清理，发现南水军码头系在山脚临江处利用原有平缓坡地，进行人工平整

后填加灰黄、红棕色粘土夹杂碎石块逐层夯筑，于外部砌筑护坡条石加固而成。码头所用条石及夯土均就地取材，

采自钓鱼山周边地区。由于历年江水及山洪的冲刷搬运，码头上部地层均为近现代淤沙堆积，呈北高南低状向嘉陵

江倾斜。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黑釉、白釉、青釉瓷碗、盏残片，以宋代涂山窑系为主，另外有较多数量的礌石及

铁箭簇、铁马掌等。 

    码头现存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石砌挡墙及其上的平台、道路、炮台、卵石堆、石臼、柱洞等遗迹组成。

码头主体由16道石砌挡墙围筑而成，方式以丁砌为主，局部采用丁顺交错砌筑方式。挡墙条石边沿上多有人工錾刻

之凹槽，便于上部条石的安放，保证整体稳定性。根据挡墙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可将南水军码头分为早、中、晚三

期： 

    一期：规模较小，平面近三角形，东西宽11.2～65米、南北长67.5～70米。由西、南、东三面石砌挡墙围筑而

成，挡墙内以黄褐色沙性粘土夹杂石块夯筑。在南部临江出发现平台一处，平面近三角形。在西北部发现有通往山

顶的石阶道路一段，道路东侧有炮台基址一处，为护坡墙及夯土围筑的台状建筑遗迹。 

    二期：在第一期的基础上，东、西、南三面加宽，分别重新构筑护坡墙，将整个一期码头包围叠压，平面近梯

形，东西长37.5～73米，南北宽67～80米，残高6.35米。中部有小型护坡挡墙四道及减压加固墙一道。码头上部存

在护坡墙及夯土构筑的平台五处，呈阶梯状由北向南分布。在西南部构筑通往江边的道路，在一期炮台的周围另筑

护坡墙，内部以红棕色粘土夹石块夯筑填实，北倚山岩形成二期炮台。 

    三期：继续加长加宽，西部利用二期挡墙并加长，东、南另筑挡墙，中部筑减压加固墙两道，平面近长方形，

东西长86～112.5米，南北宽55.3～70.25米，残高6.5米。该期规模最大，保存较好，挡墙条石体积增大，由下至

上层层内收，外墙坡度在68°左右。内部继续沿用二期码头平台，并于西南部、东北部及中部重新修筑通往江边、

上山及连接道路。   

    其中，东北部的上山道路（道路四）规模较大，长78.65米，宽3.40米，沿山崖峭壁倾斜而上，东高西底，坡

度30°左右，由路基、路面、排水沟三部分组成。路基依托平层砂岩及泥岩山体，由外侧护坡墙及内部夯土构成；

路面呈阶梯状，以规整石板铺就，局部直接利用山岩修凿；排水沟于道路两侧均有发现，内侧排水沟系利用道路北

侧路沿石板，直接将内侧山岩加以修凿而成。外侧排水沟位于路基护坡墙下，形制规整，以石板构筑，石板间缝隙

以石灰浆粘合。 

    码头南部、中部及北部，发现有卵石堆三处，卵石尺寸大小较为一致，功能可能作为抛石机的砲弹使用。码头

南部的二、三期临江挡墙上发现柱洞八处，由西向东一字排开，分布较有规律。另在码头中部及江边的天然巨石上

发现有石臼、栓船石孔多处。 

    2.南一字城墙 

    东距水军码头约400米，自钓鱼山南飞檐洞左侧峭壁据山脊而下止于嘉陵江边，外（东）侧为一天然沟壑，全

长约400米。北高南低，海拔高度184～325米。南一字城墙的发掘工作分两区进行： 

    Ⅰ区：位于南一字城墙南段，从现代旅游步行道以南至嘉陵江边。揭露的城墙长120米、宽7.2~14.3米、高

5.6~10米，横剖面略呈梯形。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城墙的构筑方式和结构特征等均与南水军码头类似，依据叠压

打破关系，从内至外分为三期： 

    一期：城墙较低矮，采用少量不甚规整的石块砌筑，内外挡墙错缝斜砌，层层收分，未加修凿。在北部清理该

期城墙34.5米，顶部残宽1.53~1.68米，外墙揭露高0.17~1米，内墙残高1.05~1.47米。在南端临江处、西北部发现

平台两处，南部城墙顶部有石梯道路一段，城墙内侧有大型卵石堆一处。 

    二期：在一期城墙基础上，外墙以大条石重新构筑，中、上部斜砌，修凿成平整斜面。南段内墙直接在一期内

墙上加高，北段内墙在一期内墙外重新构筑，将其覆盖。在北部清理该期城墙5.03米，外半部叠压于三期城墙下，

顶部残宽1.23~1.64，残高1.35~1.43米。在南端发现石梯道路一段，叠压于一期道路之上。在临江处发现柱洞一

处，内尚残存木桩一段，可能为旗杆遗迹。 

    三期：在前两期基础上，整体加宽加高，内外墙均重新构筑。该期城墙规模宏大、结构规整而坚固、砌筑条石

体量更大。外墙下部逐层收分，中、上部修凿成倾斜度为57°~63°的平整斜面，内墙多采用二期内墙加高。在三

期城墙中、南部顶端，发现有女墙、道路、卵石堆、平台及柱洞等遗迹。 

    Ⅱ区：位于南一字城墙北段，钓鱼山南的二级山崖附近。揭露的城墙长30、宽2.5~5.2米、高2.15~6.9米。清

理结果显示，Ⅱ区城墙存在早、晚两个建筑使用期：一期城墙特点与Ⅰ区类似，内部填土内出土有宋代涂山窑系白

瓷、黑釉瓷及青白瓷少量；二期城墙于一期填土内另挖基槽夯筑，其上用楔形条石错缝平砌，内部出土有清代青花

瓷碗、盘残片等。二期城墙打破一期，其筑墙条石打凿较为规整，上部不见錾槽，墙体较窄，墙壁竖直，这些特点

与一期均有较大差别。另在二期城墙南部清理城门一座，为钓鱼城历史上八大城门之一的“小东门”，形制为双层

石门，顶部及城门主体均已坍塌损毁，残存门洞进深2.8米、宽2米、高1.6米，方向102°。 

    三、主要收获及认识 

 



    1.南水军码头发现的平台、炮台、道路及石臼、栓船石孔等遗迹表明，码头兼有物资转运、战略防御及船只停

泊修造等多种功能，而物资转运应是其主要功能。南一字城墙东依天然沟壑，墙体高大坚固，防御性质比较明显，

同时也应兼顾对南水军码头这一重要补给通道的的保护。南水军码头、南一字城Ⅰ区城墙均存在先后三个建筑使用

期，这与《宋史》及明万历《合州志》所记载的南宋淳祜三年（1243年）、宝佑二年（1254年）及景定四年（1263

年），分别由余玠、王坚、张珏主持的三次大规模筑城史实基本吻合。南一字城Ⅱ区二期城墙与环山城墙中叠压于

宋代墙基之上的直壁城墙，构筑方式和结构特征较为一致，结合清光绪《合州志》及《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及钓鱼

城内历史碑刻分析，当为经元初毁城之后，清代四川政府及民间地主武装为抗避白莲教活动及太平天国起义而重新

修筑。 

    2.北一字城墙及北水军码头的发现，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其存在与否及布局结构的相关疑问，并为我们重

新认识钓鱼城防御体系拓宽了视野。北一字城墙与南一字城墙在钓鱼山南北遥相呼应，利用嘉陵江的天然屏障将整

个东城半岛围护起来，有效的将战略纵深扩大到整个东城半岛，使之成为山城的外围防线和物资供应保障，同时与

水军码头配合，加强了与周围军事据点的联络。 

    3.奇胜门附近古地道的发现和清理，一方面为考证《元史?宪宗纪》中所载1259年四月，蒙哥率师绕道钓鱼城

西北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兵甚众”等战役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虽然与平原地区发现的砖筑防御性地

道相比，该地道规模形制较为简陋，但其位置、形制、功能可直接印证文献中关于“地突”等攻城战术的记载，故

从性质角度分析，该地道的发现仍具有一定的补白意义。 

    4.钓鱼城遗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发现的结构最为完整、防御体系极具特色的一处抗蒙山城遗址，水

军码头、一字城墙等军事工程遗迹在既往考古工作中也较为少见。钓鱼城遗址的新发现，不仅为鉴识现存川渝地区

广泛分布的抗蒙山城及山寨遗址提供了普遍参考，为深入研究冷兵器时代的山地城防特点增添了实物资料，而且对

考古学、历史学、军事学、建筑学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水文、环境等多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保护情况 

    草街航电枢纽工程蓄水后，遗址附近的嘉陵江水位将上涨20米左右，南水军码头全部范围及南一字城墙部分

（约55米）将淹没于水下。为保护好这处重要文化遗产，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联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河北省古代建

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制定了《合川钓鱼城遗址水军码头及一字城墙文物保护方案》。基于最新考古发现，扩展了

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针对淹没区、涨落区、临水区分别制定了保护措施，分为清理排危、遗迹记

录、结构归安、加固回填、环境治理等几个步骤进行保护工作。除常规考古发掘、记录方法外，还采用了GPS定

位、全站仪测绘及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遗迹记录。 

    2009年8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原则同意方案内容，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完善意见。为确保保护工作的科学实施，

2009年10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又邀请国内多位文保、地质、建筑及水利等方面的专家，举行了“重庆合川钓鱼城

遗址水军码头及一字城墙文物保护方案论证会”，对方案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和补充完善。目前，保护工作

正在紧张实施当中。 

    另外，鉴于钓鱼城遗址的重要发现及川渝地区抗蒙山城地域广阔、遗存丰富、结构复杂、历史信息蕴涵量大、

现存景观宏伟等诸多特点，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已积极申请开展宋末抗蒙山城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发掘单位：重庆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袁东山 蔡亚林）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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