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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春秋时期吴国城址的初步认识

赵玉泉 壮宏亮

内容提要 春秋 时期 的吴 国 出于政治
、

军事和经济等 目 的
,

兴建 了众多的功 能有别
,

形态

各异的大小城池
,

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
,

对现有 的吴 国城址进行 了描绘和讨论
。

关键词 吴 国 城址

春秋时期 的吴 国在其发展强盛的过程中
,

出于政治
、

军事和经济的需要
,

修筑 了大小不

一的众多城址
,

见之于史籍的就有淹城
、

固城

和昊大城等 余座
,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

上
,

就吴国的城池建设提 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

一
、

吴国城址概况

淹城遗址

淹城遗址
,

在常州市武进县境 内
,

西北距

市区约 公里
,

其城址范 围
,

东西长约 米
,

南北宽约 米
,

总面积约 万平方米
。

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

年又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是我 国

目前保存较完整 的春秋时期 的城址
。

淹城
,

凡城三重
,

城河相依
。

三城均系泥土

堆筑
。

城垣一般高度为 米左右
,

最高处可达

米
。

城垣底部宽度一般为
一 米上下

,

上面宽度为 巧 一
米左右

。

最里面的一圈城

垣为子城
,

俗称
“

王城
” ,

当地还有人叫 它
“

紫罗

城
” 。

子城地势最高
,

呈方形
,

墙垣周长不足

米 中间 的一圈城垣为内城
,

又称中城或

里罗城
,

地势比子城低
,

呈方形
,

周长 巧 米

最外 面的为外城
,

亦可叫外罗城
,

呈椭 圆形
,

地

势最低
,

周长 米 还有一道外郭
,

当地俗

称其为长土岗
,

周长约 米
。

城址规模恰好

与 《孟子》
“

三里之城
,

七里之郭
”

的记载相印

证
。

现三城均有一个城 门
,

外城门朝西北
,

中城

门朝西南
,

子城 门正南 向
。

三城均有护城河环

绕
,

子城河已湮废为农田
,

但河形仍然十分清

楚 中
、

外河保存完好
。

一般宽度为 米
,

最宽

可达 米
。

河水清澈
,

长年不涸
。

据实地调查
,

在淹城四周有 条河滨与外城河相接
,

河水

直通大通河
、

古运河
,

然后流人长江和太湖
。

淹城 内外土墩连片
,

高低错落
。

外城内有

四个较大的土墩
,

东面一个
,

面积最大
,

称磨盘

墩 西面三个较高
,

称头墩
、

肚墩和脚墩
,

相传

为淹君子女的墓葬
。

城址外围 公里之 内
,

散布着许 多大小不等的 土墩
,

据当地老人 回

忆
,

年前
,

淹城周围至少有 多座土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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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集中 于城东和城西
。

经过几十年的农 田改

造
,

多座土墩 已夷 为平地 了
,

至今 尚存

座
,

这些土墩经考古调查和清理发掘
,

证 明

大多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
。

淹城古迹
,

历史悠久
。

对此
,

有关古籍早有

记载
。

东汉袁康《越绝书
·

昊地传》云
“

毗陵县

南城 毗陵即今常州
,

古故淹君地也
。

东南大

家
,

淹君子女家也
。

去县十八里
,

吴所葬
” 。

考古

资料也证明淹城至迟在春秋时代已建造完毕
。

历年来
,

淹城出 土了 大批珍贵的历史文

物
。

青铜礼器有 三轮盘
、

尊
、

牺签 乐器有勾

摧 兵器有剑
、

矛
、

箭簇
。

原始青瓷器有鼎
、

尊
、

篮
、

碗
、

豆等
。

几何印纹陶器有瓮
、

罐
、

瓶
、

钵

等
。

特别引人注 目的是
,

在淹城的 内城河中
,

先

后 出土了 条独木舟
,

有 条经过 测定
,

其

中一条长 米
,

宽 米
,

深 米
,

年代

距今
土 年 另一条长 米

,

宽

米
,

深 米
,

年代距今
士 年

。

淹城遗

址及其 出土文物
,

是研究江南先秦史特别是吴

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

青城

青城位于武进县马杭镇东南的上店村
,

现

有城垣一重
,

东南向座落
,

长方形制
,

系泥土堆

筑
。

未见东城垣
,

其余南
、

西
、

北三面的城垣保存

基本完好
。

该城城垣东西相距 米
,

南北相距

米
,

总面积约 平方米
。

城垣底宽 米
,

上宽 米
,

现土城残高
一
米

。

东城垣下

有一条长沟河
,

通鸣凰
、

马杭和庙桥
。

南
、

西
、

北

土城垣均有护城河
,

河宽 米左右
。

相传青城

为吴国重臣伍子青屯兵之处
。

城中出土过印纹

陶和原始青瓷残件
。

其时代当在春秋晚期
。

留城
留城位于武进县湖塘镇河留村

、

东北距青

城 里
,

西南距淹城 里
,

毁于
“

文革
”

期间
。

留城原有一圈完整的土城垣
,

系泥土堆筑
,

未

经夯打
。

土城呈方形
,

周长 米左右
,

总面积

约 平方米
。

城垣底宽
一

米
、

上宽

米
,

城垣残高
一
米

。

城的南面有大

河
,

其中三面均有小沟环绕
。

城址四周经常出

土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青瓷残件
。

南京博物院

车广锦先生确认留城为春秋晚期吴国所筑
。

阖间城

阖 间城位于武进
、

无锡两县交界之处
。

东

面是碧波万顷的太湖
,

南面和西面是一片开阔

平原
,

北面有青山
、

磨盘山
、

白药山
、

龙山 等
。

城

由东西二城组成
,

南
、

西
、

北均有土城墙
,

墙宽

约 米
,

残高
一
米

。

墙外有
一

米宽的

护城河相连
。

东 面无城墙
,

但有一条 米宽的

直湖港
。

整个城区东面长约 米
,

南北宽约

米
,

总面积为 万平方米
。

城北 的青山

因伍子青驻过兵而得名
,

附近还有祭祀伍子青

的伍相祠等
,

说明这座城也是春秋时代所筑
。

《昊地记》云
“

阖 间城
,

周敬王六年
,

伍员伐楚

还
,

运润州利湖土筑之
,

不足又取吴地黄读土

为大小二城
,

当 阖间伐楚还
,

故因号之
。 ”

又曰
“

子城在无锡富安乡
,

地名 闻江
,

大城在 阳武界

十六都八 图
。 ”

在城内西北部
,

发现大量新石器

时代 中晚期至春秋时期 的遗物
,

青铜器有剑
、

矛
、

削等
。

陶器多数是夹砂绳纹陶与几何印纹

硬陶
,

素面泥质陶和黑陶较少
。

印纹硬陶 的纹

饰有云雷纹
、

曲折纹
、

回字纹
、

米筛纹
、

方格纹
、

菱形填线纹等
。

下筑城

下孤城座落在浙江湖州市云巢乡境内
,

北

距湖州市 公里
,

背依和尚山
,

东北是金盖

山
。

城南有一条约 米宽的里江河
。

另一条宽

约 一
米的 东苔溪

,

在城东 自南而北流过
,

这二条河在城东南下泉阜村的饮马滩汇流
,

向

北经过湖州
,

流人太湖
。

从现存兀立在地表上的遗迹看
,

下孤城座

北朝南略偏东
,

整个城垣可分内外两重
,

系泥

土堆筑
,

保存基本完好
。

其形制似两个 圆角等

边三角形
,

外城东西间距约 米
,

现存周长

米
,

未见南城墙
。

内城位于外城南部偏

东
,

其形制和外城基本一致
,

东西间距约

米
,

现存周长 米
,

南城垣 已毁
。

内外城垣

一般高度约 米
,

唯内城北部达 巧 米左右
。

城

垣底宽 米左右
,

上部宽 一
米

,

横断面略

呈梯形
,

城垣内侧坡度 比较平缓
,

外侧却十分

陡峭
,

这种结构的城垣易守难攻
,

体现 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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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筑城技术
。

两城均有胭 口
,

其中 内城 个
,

外

城 个
。

据 《史记
·

春 申君列传》记载
“

楚 考烈

王元年 前 年
,

以黄歇为相
,

是为春 申君
,

赐淮北十二县
。

各十五岁
,

黄歇言之楚王
,

淮北

地边齐
,

其事急
。

请 以为郡便
,

因献淮北十二

县
,

请封于江东
,

考烈王许之
,

春 申君 因故吴

墟
,

以 自为都邑
。 ”

宋 《太平寰宇记
·

吴兴记》

云
“

春 申君黄歇于昊墟西南立孤城县
,

青楼连

延十里
。 ”

《嘉兴吴兴志》云
“

县治即《郡国志》

所谓春 申君置抓城县也
,

见旧《图经》
。

城 内有

子城
,

见《旧编》
。

重城屹然
,

工役甚固
” 。

在下孤城 内外城垣 中
,

曾出土穿孔石铲和

石斧等石器
,

有 良诸文化 的少量灰黑陶片
,

较

多的是商周至春秋时期 的几何印纹陶片
,

器形

有罐
、

瓶
、

坛及夹砂陶颇
、

鼎等
。

纹饰有叶脉纹
、

回字纹
、

曲折纹及 回字纹与 曲折纹 的组合纹

饰
。

在城 内地表还发现有带
“ ”

形附加堆纹 的

原始青瓷碎片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员劳伯敏先生认为
,

下抓城是一座昊 国城址
,

其地位于昊国 的南境
,

是吴国强化南部地区统

治
,

镇慑南邻越国的有力工具
。

固城
固城位 于高淳县 淳溪镇 东南约 公 里

处
,

古青河与固城湖在城边交汇
。

从地表遗迹

看
,

有内外两重城垣
,

呈长方形制
,

系黄土堆

筑
,

当地村 民称其为子罗城
,

子城亦称内城
,

东

西长约 米
,

南北宽约 米
,

城址 比外城

高出 米许
。

罗城又称外城
,

东西长约

米
、

南北宽约 米
,

总面积约 万平方米
。

两道城垣底宽一般达 米
,

顶宽有 米
,

城

残高 至 米
。

宋《景定建康志》载
“

古固城
,

春秋时期昊

所筑也
。 ”

并认为
“

此城最古
,

在越城
、

楚邑之

先
。 ”

清光绪 《漂阳县志》称
“

周敬王四年 前

年 吴筑古城为顺诸 邑
,

七年
,

楚伐吴
,

灭

额
,

吴迁其邑于陡平山
,

名 曰 陡平
。

周敬王廿四

年 前 年 吴伐楚
,

烧 固城
,

其地复属吴
。 ”

历年来
,

在固城内外
,

经常出土西周至春

秋时期 的重要文物
,

其中青铜器有编钟
、

勾罐
、

戈
、

剑等
。

但大多数是几何印纹陶器及原始青

瓷器
,

在罗城偏南部还 出土过楚币 郑爱
。

邢城

邢城位于扬州市 区西北蜀岗 南沿的尾 间

上
,

遗址范围东至象鼻桥
,

西止观音 山
,

南起梁

家楼子
,

北连居家桥头
。

从邢城遗址地表残迹

看
,

似有内外两道城墙
,

内城周长约 米
,

外城周长约 米
,

内城和外城之间有城壕
,

外城之外亦有城壕环绕
。

当地传说东西二城各

有一个城门
,

南城无 门
,

北有水门
。

《左传
·

哀

公九年》 公元前 年
,

即周敬王三十四年
,

吴王夫差十年
“

秋
,

吴城邢
,

沟通江淮
” 。

《史

记
·

越世家》楚威王伐越
, “

尽取故吴地
” ,

邢城

属楚
。

晋时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
,

于邢

江筑城穿沟
,

东北通射 阳湖
,

西北至末 口 人淮
,

通粮道也
。

今广陵邢江是
。 ”

在遗址附近
,

经常 出土青铜兵器
,

有
“

吴王

之剑
” 、 “

昊王光剑
” 。

另外还有矛
、

三棱形箭链

等
,

青铜工具有凿
、

斧等
,

但最多的还是几何印

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
。

朱方城

朱方城在丹徒县境内
,

可惜现今座落不

明
。

 年
,

镇江市在丹徒镇进行文物普查

时
,

发现
“

古朱方镇
”

石碑一块
,

据当地老农反

映
,

解放前
,

在镇东长 岗一带
,

似有
“

土岗
”

及
“

土 围子
”

迹象
。

另外还保留不少与古朱方城有

关的历史地名
,

诸如
“

上甸
” 、 “

下甸
”

及
“

朱王

庙
”

等
,

这些迹象表明
,

古朱方城很可能就在丹

徒镇东长岗一带
。

《左传
·

襄公二十八年》
“

庆封奔吴
,

吴勾

徐予之朱方
” 。

杜预云
“

句徐
,

吴之夷昧也
。 ”

朱

方
,

吴 邑
,

战国 时为谷 阳
,

秦改为丹徒
。

丹徒镇东长 岗一带
,

曾 多次出土西周至春

秋时期的青铜礼器
、

兵器及 日用工具等
,

更多

的是原始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
。

纹印有回字

纹
、

折线纹
、

方格纹
、

云雷纹
、

水波纹等
。

平陵城

平陵城位于漂 阳县城西三十五里
,

泥土堆

筑
,

略呈方形
。

周景王七年 前 年 楚伐吴
,

灭额
,

吴迁其邑于陵平山
,

名 曰陵平
。

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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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年 楚将苏遒败昊军取陵平
,

更名平

陵
。

云阳城

云阳城
,

春秋吴邑
,

位于丹 阳县延陵镇西

里处
,

与句容县地界接壤
,

东西城相去七

里
,

并在读南
,

二城即吴楚之境也
。

昊大城

吴大城
,

又称新吴王阖间城
,

在现苏州市

附近
,

为伍员筑
。

《吴越春秋
·

阖间》云
“

阖 间

曰
‘

寡人委计于子
’ 。

子青乃使相土尝水
,

象天

法地
,

造筑大城
,

周迥四十七里
。

陆门八
,

以象

天八风
,

水门八
,

以法地八聪
。

筑小城
,

周十里
,

陵门三
。

不开东 门者
,

欲 以绝越 明也
。 ”

《越绝书
·

吴地纪》所述更详
, “

昊大城周 四十七里二百

一十步三尺
,

陆门八
,

其二有楼
,

水门八
,

南面

十里 四十二步五尺
,

西面七里一十二步三尺
,

匕面八里二百二十步三尺
,

东南十一里七十九

步一尺
,

阖 间所造也
。

昊郭六十八里六十步
。 ”

“

吴小城
,

周十二里
,

其下广二丈七尺
,

高四丈

七尺
,

门三
,

皆有楼
,

其二增水门二
,

其一有楼
,

一增柴路
。 ” “

伍子管城
,

周九里二百七十步
,

小

城东西从武西面
,

从小城北邑 中径
,

从间 门到

娄 门九里七十二步
。

陆道广三十三步
,

水道广

二 十八步
” 。

《吴地记》所载大城周迥 四十二里

三十步
,

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
。

由上可知
,

新昊王阖 间城应有三重城垣
,

即郭
、

大城和小城
。

《国语
·

吴语》曰
“

越军袭

吴
,

人其郭
” 。

孚阵亦郭也
。

吴都内设有市场
,

《昊

越春秋》云
“

子青遂行至吴
,

徒跌被发
,

乞于昊

市三 日
,

市正疑之
,

而道于阖间
” 。

城 内有
一

米宽的大道
,

吴都道路之宽阔
,

这在上古城

市建设中极为罕见
。

考古发现的齐都临淄最宽

的路不过 米
,

鲁都最宽者 巧 米
,

秦都栋 阳

米
。

吴都 内宽 阔的水路更是北方城市所

绝无的
。

其它城池

吴国还在太湖西岩建立 了军事性要塞
“

三

城三析
” 。

据清《长兴县志》记载
“

三城三析在

县东六十里
,

临太湖
,

吴王屯戍之地
。

吴城与斯

场联
,

彭城与石场联
,

邱城与芦析联
。

城 以屯步

骑
,

沂 以屯水军
” 。

吴王阖 间初
,

封其弟夫概于

长兴
,

筑城狭而长
,

故 曰 长城
。

阖间 的 目的是使

夫概扼守昊国太湖西南岸的门户
,

防止越兵从

西线侵犯昊国
。

另外
,

吴地还有储城
。

《吴地记》云
“

青 门

南三里储城
,

吴王储粮之处
” ,

有桶溪城
。 “

阖间

所置船官也
,

阖 间所造
” 。

巫丽城
,

阖 间所置
,

诸

侯远客离城也
。

还有供吴王游猎的苑囿式的小

城堡
。

如糜湖城
,

阖 间所糜也 鸭城
,

昊王畜猪
、

鸭之所 古城
,

昊王阖间 所置美人离城等
。

二 吴国城池的墓本特征及功能

纵观吴国城池
,

其形制或为二城二池
,

或

为一城一池
,

少数为三城三池
。

早期吴国城池

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
,

时间也 比中原列国迟好

几百年
,

对此贺云翱先生在 《吴国城市建设述

略》一文已有专门论述
。

到了春秋 中晚期
,

吴 国

建筑城池 的速度开始加快
。

防御体 系也 日臻完

善
。

规模之雄伟
、

结构之巧妙
、

形制之奇特
,

并

不逊色于中原列国都邑
。

两者相 比
,

既有共 同

之处
,

又有其 自身的许多特征
。

吴城最大的特征是有城必有池
,

城池紧相

依
,

充分展示江南水乡之特点
。

这方面最为典

型的是武进县的淹城遗址
。

该遗址三条宽阔的

护城河
,

紧紧环绕着三座高大的土城墙
。

这种

三城三河 的形制
,

在国 内外城市建设史上均属

罕见
。

江苏省淹城考古发掘队在整个淹城遗址

范围 内
,

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考古发掘
,

通过对

城 内地层的全面钻探
,

发现外城 内有一条 自北

向南的古河道
,

这条古河道穿过外城墙和内城

墙
,

连通外城河
、

内城河及子城河
,

说明在

年前
,

进出淹城的主要通道是水路
,

如果

要到子城
,

必须乘坐独木舟或其它水上交通工

具
。

现存的三座土坝 外城坝
、

内城坝
、

子城坝

均为后人所筑
。

可以 自豪地说淹城是当今世界

上保存最完整
,

而且最具江南水乡特点的城池

遗址
,

堪称 中 国江南古城之最
。

因地制宜
,

顺其 自然
,

城池不拘一格
,

是吴

国城池 的第二个特征
。

湖州地区的下煎城就是

最好的范例
。

下煎城
,

西北依靠和尚 山和金盖 山
,

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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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里江河和东苔溪
。

是一座背山面水
,

形势

优越的古城池遗址
。

从现存的二重土城垣来

看
,

略似两个等边锐角三角形
。

这是吴国城池

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

中原列国 的城市
,

其

形制一般为正方形和长方形
。

下孤城的设计者

别 出新裁
,

巧妙地将 四方形制的城垣顺地势改

建成三角形制的城垣
,

这一改建既可缩短筑城

时间
,

又可节省钱财物资
。

采用这样的形制筑

城
,

是符合正在发展中 的吴国的 国情的
。

淹城椭圆形 的外罗城
,

也是 因地制宜
、

顺

其 自然建筑起来 的
,

所谓因地制宜
,

就是利用

淹城四周原有的小河沟
。

所谓顺其 自然
,

就是

按照小河沟椭园形的 自然形态
。

淹城外城就是

沿着这条小河沟不规则的 自然弯曲形状
,

加阔

开深而堆筑起来的
。

采用 自然堆土法筑城
,

是吴国城池 的又一

个特征
。

中原地区的都邑
,

其建筑方法一般采

用堆土夯打
。

如齐国都城临淄
,

就采用此法筑

成的
。

从城垣 的剖面看
,

夯土层 的厚度一般为
一 厘米

,

所有夯土层的层次异常分明
,

厚

度也基本保持一致
,

看上去十分规范
,

说明齐

国在筑城时
,

技术规定是十分严格的
。

然而
,

江

南昊 国的淹城
、

阖 间城
、

青城
、

固城等城垣
,

绝

大多数都没有夯打
。

究其原因有三
,

一是江南

土质粘性重
,

易于粘合成形 二是江南雨水多
,

雨水渗透性能强
,

能加速泥土粘合 三是城垣

不断增高
,

自身压力重
,

极易压实
。

鉴 于以上三

者关系
,

吴国 的土城垣同样可以起到坚固 的防

御作用
。

一般来说
,

新城堆筑好以后
,

只需数月

时间
,

其城垣就稳如泰山 了
。

这是江南先民在

长期的生活实践 中
,

摸索
、

积累出来 的宝贵经

验
,

是古人聪明才智的结晶
。

城防设施的 出现
,

首先是为了防御
。

所以吴

国的城池选址
,

与设防布局关系十分密切
。

春秋

中期前后
,

吴国城池已有一定的规模
,

其防御体

系也 日臻完善
。

为了防御强大的楚国
,

昊国在其

西北部
,

建筑了冶城
、

固城
、

朱方等三座城池
。

春

秋晚期
,

吴王夫差又在扬州构筑了邢城
,

随时迎

战出击楚军
。

那时吴楚之间 的战争十分频繁
,

对

此有关史籍记载甚多
,

这些城池构成 了吴国西

北两面的重要军事防线
,

也是人 口密集
,

经济发

达 的区域聚落中心
。

吴国 曾经利用这一防御体

系屯兵积粮
,

最后一举 出击
,

攻破楚 国首都邹

城
,

取得大破强楚的重大胜利
。

春秋晚期
,

吴 国的主要防御 目标 已从楚国

转 向东南方向 的越国
。

西北部 的冶城
、

固城
、

朱

方城均已成为吴 国的大后方 了
。

所以在其国土

的东南部
,

筑有淹城
,

留城
、

青城
、

阖 间城及下魏

城 以作镇守中心
。

同时还在太湖西南岸增筑了

三城三析
。

三城驻扎步兵
,

三沂驻扎水军
。

这样

这一地段的水陆两路全被昊国所控制
,

稳住了

东南边境的防线
。

在这一时期中
,

吴越之间你争

我夺
,

战争不断
。

不管是吴兵攻越
,

或防御越 国

人侵
,

还是越国攻吴
,

城池在其中都有不可忽视

的作用
,

即灭国先要破城
,

所以当时吴国大兴民

力
,

修城挖池
,

便是情理之事了
。

吴国城池的 建筑布局
、

规模与 自然条件及

地理环境关系极大
。

江南的地理环境与中原地

区大不一样
,

这里湖塘连片
,

河流成 网
,

雨量充

沛
,

素有水乡 泽国之称
。

吴国统治者十分注重

水的利用与开发
,

利用河流作通道
,

利用水面
,

大力发展造船事业
。

所 以水始终是吴 国 的命

脉
。

镇江市博物馆刘建国先生认为 水利
、

水运

和水军是吴国赖以强大的基本要素
,

吴 国的大

小古城
,

就是与这
“

三水
”

事业 同步发展的
。

因

此吴国 的众多城池
,

一般都分布在江
、

湖及河

流的水 口 要道之处
。

如冶城位于秦淮河与长江

交汇的要道
,

朱方城
、

邢城濒临长江两岸
,

固

城
、

平 陵城在长江之侧
,

淹城
、

阖 间城
、

下孤城

位于隔湖和太湖之滨
。

这一座座镇扼要道的吴

国古城
,

既是军事上抵御外敌入侵的前 哨阵

地
,

更是吴 国兵员
、

武装
、

粮食及生活用品 的主

要源地
。

所 以每一座城池
,

都是一定地 区范围

内的政治
,

军事和经济 中心
,

是整个国家机器

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

是强化统治的有力工具
。

这些靠 山临水地理优越
,

交通便捷的城池及其

构成的城市空间格局
,

一直保持和影响着数千

年之后
,

今天的南京
、

镇江
、

扬州
、

常州
、

无锡
、

苏州
、

高淳
、

漂阳 等重要城市布局
,

可以说在春

秋时期就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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