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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12日至14日，大运河考
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暨徐家桥遗址考
古成果发布会在如皋举行，向世人传
递出一个重要信息：1400 多年前，隋
炀帝时期开挖的古“掘沟”运河遗址找
到了。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
程最长、规模最大、使用时间最久的运
河。这条曾经“舳舻相衔，千里不绝”的
黄金水道，带来了运输便利，促进了农
业发展、商业繁荣，深刻影响了古代中
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样貌。南
通，江海交汇之处，境内由通扬运河及
串场河构成的运河系统，正是大运河的
重要支流。

2022年3月，南京大学和如皋市博
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徐家桥段区域
进行考古勘探。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
处南北长90米（东段）—120米（西段），
东西宽约200米的古遗址。

经过近10个月的发掘和勘探，考古
人员在徐家桥遗址发现不晚于唐代的古
运河遗迹及晚唐五代时期的灰沟，宋代
的古河道、灰沟、灰坑等各类遗迹11处，
出土唐代至宋代的文物标本200多件，
包括瓷器、釉陶器、铁器、铜钱、铜像、砖
瓦、建筑构件等。

而在对如皋历史城区的考古勘探过
程中，又发现唐代水井、宋代水井遗迹各
一处，五代—宋代、元明时代的城市道路
遗迹各一处，唐代至元明时代的瓷器、牙
牌、钱币等文物标本百余件。出土瓷器
中有来自长沙窑、寿州窑、越窑、宣城窑、
宜兴窑、景德镇窑、吉州窑、龙泉窑等窑
口的产品，生动展现了唐、宋时代古“掘
沟”运河沿线及滨海区域城市交通和商
业的繁荣。至此，考古专家确认了“徐家
桥遗址为古通扬运河沿岸晚唐五代到宋
代的聚落遗址”。

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及文化与自然
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认为，结合唐开
成四年（839年）日本遣唐使团中请益僧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所记载
的“掘沟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
帝所掘矣”内容可知，这段古通扬运河遗
迹正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掘沟”运河遗
迹，也是唐开成四年日本遣唐使团去扬
州及长安所行走过的重要运河河道。“这
是古掘沟运河沿线的首次聚落考古，在
学术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考古发现证明，今天的如皋历史城
区至少在唐代后期已经是古通扬运河上
的重要城镇。根据考古成果，如皋市被
列入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项目
单位。 记者陈嘉仪

水运、商业、国防集一身的
枢纽重镇

“2022年3月~12月，经过近10
个月的发掘和勘探，我们在如皋徐家
桥遗址发现了不晚于唐代的古运河遗
迹及晚唐五代时期的灰沟，宋代的古
河道、灰沟、灰坑等各类遗迹11处，出
土唐代至宋代的文物标本200多件，
包括瓷器、釉陶器、砖瓦、建筑构件
等。”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及文化与自
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表示。

此外，考古人员在如皋历史城区
的考古勘探结合了城市建筑施工过
程，还发现唐代水井、宋代水井遗迹各
一处，五代—宋代、元明时代的城市道
路遗迹各一处，发现唐代至元明时期
的瓷器、牙牌、钱币等文物标本百余
件。出土瓷器中有来自长沙窑、越窑、
宣城窑、宜兴窑、景德镇窑、等窑口的
产品，印证了唐、宋时期古运盐河沿线
及滨海区域城市交通和商业的繁荣。

据史料记载，古运盐河开凿于西
汉，西起广陵（今扬州）茱萸湾，东至如
皋蟠溪，即今通扬运河的前身。彼时，
从如皋盐场出产的优质海盐通过古运
盐河运至扬州，再销往全国各地。

唐开成三年（838年），日本高僧
圆仁随使团入唐求法，途经如皋时如
是描写，“盐官船运盐，或三四船，或四
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
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

另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
“申时，镇大使刘勉驾马来泊舫之处，
马子从者七八人许，检校事讫，即去。
录事等下舫，参诣大使所，日晚不行，
于此停宿。”“这些也说明，如皋在当时
还起到了一个国防的作用，外国使者
通过此处边检站进行边检才能进入唐
朝境内。”如皋市博物馆馆长朱晨东补
充道。由此，考古团队认为，至少在唐
代后期，今天的如皋历史城区就已经
是古通扬运河上的重要城镇。

遗迹、农具、器物再现如皋
风土人情

“在古运盐河沿线周围，我们发现
了大量的唐宋遗存，其中大量的韩瓶，
以及宣和牌，可以说与先民生活息息
相关。”朱晨东说。

韩瓶，民间传说认为它是抗金名
将韩世忠在行军打仗时携带的军用
水壶。但此次在徐家桥遗址出土的完
整韩瓶达20余件，另外在城区中山
钟楼附近发现的宋井中，尚有完整韩
瓶6件，且规格较大，有双耳、四耳等
形态。“专家认为，它多用于装酒，或是
装酱料，是早年人们常用的一种生活
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口宋井内，前
后共发现了宣和牌21张。据了解，宣
和牌是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由一
位大臣设计并献给宋徽宗赵佶的，因
以年号命名，故称宣和牌。起初，宣和
牌作为宫廷赌具，用象牙制作，又称牙
牌；南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后，以诏书
颁行天下，与民同乐。全牌共32张，牌
面点数排列分布依照天上辰星次序数
目推编制成次序数目，与今世的牌九
相似。

2019年10月，在省文物局的支
持下，南京大学和如皋市博物馆联合
对如皋境内大运河重要支线运河——
隋唐古掘沟遗址暨古通扬运河遗址区
域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朱晨东表示：

“其间，我们从白蒲、丁堰，到如城，再到城
北的柴湾地区沿线进行了普通勘探，寻
找古运盐河遗存。最后划定在徐家桥段
区域500平方米进行考古发掘。”

遗址中出土的与手工业相关的琉
璃残件、农业工具、古钱币、不同窑口
的瓷器、建筑砖瓦、河道遗迹等，生动
展现了唐宋时期古通扬运河沿线的一
般聚落文化，证明了徐家桥遗址为古
通扬运河沿岸晚唐五代到宋代的聚落
遗址。

用文物讲好古运盐河历史
文化故事

“出土的运河遗迹、来源广泛的古
代瓷器、古农耕用具、古钱币、古牙牌、
城市建筑遗迹等材料，为认识大运河
盐文化、江海交汇地带的区域开发历
程、江海城市文化起源发展、南通地区
海上丝绸之路遗迹等历史提供了重要
资料。”朱晨东说，综合如皋市徐家桥
遗址及如皋市历史城区的考古发现，
古运盐河遗址的年代和分布已有了初
步认定。

在现场勘探发现的五代至元明时
代的砖铺道路呈南北走向，被今天的
如皋城市南北中轴线主干道“海阳路”
所叠压，表明1000多年来如皋城市的
南北中轴线一直北依古通扬运河而未
曾移动。

“钟楼所在地与发现的宋代县衙
甬道处在同一位置，而且根据测量结
果，县衙所在地离海平面较高，属于如
皋的最高府。”

此次考古系列成果夯实了如皋申
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学术基础，也
有助于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及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
段建设。

如皋徐家桥遗址考古发掘及如皋
历史城区考古勘探作为江苏海上丝绸
之路申遗点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组成部
分，有力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南通遗
迹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目前来看，许多
谜底还亟待揭晓。

接下来，依托相关考古发现，相关
部门将统筹推进“通扬运河博物馆”建
设、古运盐河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打造
集保护、展示、研究、传播和旅游为一
体的文旅新载体，凸显古通扬运河文
化遗产在当代文化建设及经济社会现
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李波 杨镇潇
本报实习生陆家琪

大运河考古发现公布最新成果

隋炀帝时期“掘沟”遗址现身

徐家桥遗址考古工地。

海上丝绸之路南通遗迹再被印证——

唐代后期，如皋城已是古通扬运河重要城镇

“2200多年前，由吴王刘濞开凿的运盐河有望‘重见天日’。”14日，大运河考古新发现
学术研讨会暨徐家桥遗址考古成果发布会在如皋圆满落幕。现场公布的大运河考古证据
表明，如皋城是古通扬运河上重要城镇的历史向前推至唐代后期。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
要支流，古运盐河是古代横贯通州腹地的水上交通主枢纽。在日本高僧圆仁所著的《入唐
求法巡礼行记》中表明，该遗迹也是日本遣唐使团去扬州及长安所行走过的重要运河河
道，与如东国清寺遗址共同构成了南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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