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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发现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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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现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供图)  

 

    “在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曾经存在过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城址。”昨

天上午，“苏州古城吴国王陵考古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

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领队徐良高通报了苏州古城王陵考古取得的重大成果。据介绍，这一发现让吴国都城的研究和

对吴国王陵的探寻更值得期待。  

    东周时期南方最大城址  

    去年秋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苏城西南郊区开始了吴国

王陵的考古工作。徐良高介绍说，通过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一座面积大、遗存丰富、等级高的大城已经渐渐浮

现。  

     2009年11月至12月，考古队对西南部山间盆地进行区域考古调查，在这块盆地的南北两端发现了城墙遗址，

且南北两道城墙相距6728米；至于东西向的城墙因为自然地貌以及历代人工建设的改变，有待下一阶段考古工作确

认。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光是城墙间距就足以说明该城址为东周时

期南方地区最大的城址。他说：“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城址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的是河北燕国的都

城，城墙东西间距8000米，南北间距4000米。战国时期，邯郸赵国都城城墙间距4800米，楚国4450米，其余就都是

 



4000米以下的了。所以，这座春秋晚期的城址极有可能是一座大型都邑。”  

    很有可能曾是吴国都城  

    据徐良高介绍，在此次考古中还确定了5处古代遗址，即马巷上石器作坊遗址、南野竹制陶遗址、廖里村遗

址、横泾郎遗迹、上堰头遗迹。最令考古专家欣喜的是，发现了东周时期吴越地区重要的建筑材料——瓦，这是首

次在东南地区发现高等级建材。这一发现也说明古城址内有高等级建筑的存在。  

    另外，在古代大型城市的周边均有高等级的墓葬群。根据已往的调查资料和考古发掘成果，苏州西部山区地带

存在大量东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附近还有严山玉器窖藏，出土了一批吴国王室级别玉器达400多件，这表示本区

域内应该有一处高等级的大型中心聚落。徐良高说，这个聚落应该是当地的政治中心。  

    而此次发现的城址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规模大，内涵丰富。此外，流传至今的地名与口碑资料也表明，在今

天的苏州西南部山间盆地内有多处地名与吴国都城有关，如木渎、馆娃宫、胥山、胥口、越城等。  

    徐良高表示，通过对此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手工业作坊遗址、一般居址、墓葬、窖

藏等各类遗存的年代、等级和性质的研究及对由各类遗存所构成的聚落群的综合分析，目前可初步认定苏州木渎、

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超大型遗址，其性质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吴国都城的求证值得期待  

    作为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吴国的都城和王陵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此次发现的大型城址与文献中记

载的吴国阖闾大城是否有一定联系呢？  

    对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强调，目前来说，这次考古的意义在于该项目迄今为

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中国东周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次的考古工作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晚期的一个大城。如果能够确认其年代，明确其性质，与《史记》、《左

传》等文献中记载的吴国都城的材料和考古材料能够对应起来，那么吴国都城在木渎这一代的说法就不会有什么问

题。”他表示，此次发现的大型城址与文献中记载的吴国阖闾大城是否有一定联系，是考古工作人员们下一步要研

究的课题。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军表示，这些考古计划为5年，下一阶段联合考古队将围绕城址的范围、结构与布

局，周边同时期遗址，以及王陵等各等级墓葬进行调查、发掘与研究，此次对吴国都城的求证和对王陵的探寻还是

非常值得期待的。 

 ■ 返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02050673  位访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