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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宜春发现一处古城墙遗址

发布时间：2021-02-22 文章出处：江西日报 作者：邹海斌

　　2月21日，宜春市文广新旅局、市博物馆负责人来到宜春市高士南路古城墙遗址现场部署遗址

保护措施。去年6月，这处古城墙遗迹在道路施工过程中被发现，随后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有

重大发现。

宜春市高士南路古城墙遗址。　邹海斌摄

　　宜春市高士南路古城墙遗迹暴露面积约100平方米，高4至5米，地表散布一定数量的古代青

砖。经文物考古部门调查，该遗迹用青砖和夯土组合砌建，体量巨大，符合古代城墙特征。结合宜

春地方志等文献材料，该遗迹与宜春古城墙关联较大。宜春古称袁州，汉高祖五年立袁州府，开始

筑城。五代时期，这里隶属南唐。到南宋时，袁州古城与赣州古城并列为江西地区最坚固、雄伟的

古城，有“铜袁铁赣”之称。

　　2020年11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宜春市博物馆等单位，对

这处古城墙遗迹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与发掘。经保护性考古清理，西侧古城墙呈梯形状，外壁用青

砖砌筑，顶长4.75米、底长5.64米、高3.2米、厚0.9米，保留了61层砖；城墙内壁用白砖错缝平

砌，顶长3.5米、底长5.5、高3.9米，保留了49层砖。记者看到，西侧城墙保存完好，少数城墙砖

上刻有“官”字和某种图案；东侧城墙可见部分断墙和青砖、白砖、石板。

　　考古人员将高士南路古城墙出土的城墙砖，与袁州古城北城墙出土的宋代至清代的城墙砖，以

及城墙内、外壁之间的夯土层中出土的陶瓷片等遗迹进行了对比，并根据《袁州府志》有关筑城的

记载，判断这处古城墙遗址建筑于晚唐至五代时期，其中外壁青砖墙砌筑于晚唐时期（距今约

1200年），内壁白砖墙筑于五代时期（距今约1100年）。

　　据史料记载，我国用砖筑城的现象始于唐代。目前，西安、扬州等地的遗存古城墙为明代修

筑，其唐代城墙只剩残迹。“宜春发现的高近4米、长达80米的晚唐五代时期砖包土城墙，可能是

全国现存最完整、最雄伟的唐代城墙，考古价值巨大。”考古领队肖发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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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分享到：

　　据介绍，从这处晚唐古城墙遗迹可看出宜春古城墙走势、布局、构筑工艺及大体沿革。本次考

古发掘的情况表明，宜春城墙自唐末始建，其构筑技术已较为成熟。“这次考古发现使号称‘铜袁

铁赣’的袁州城垣重见天日，弥补了宜春的历史遗憾，是宜春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肖

发标说。

　　同时，肖发标表示，宜春晚唐古城墙遗址延续了始建格局，为探讨唐宋以来州府城制、城墙建

筑史、城市发展史及古今重叠型城市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学和展示价

值。

（图文转自：《江西日报》2021年02月22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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