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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从众多项目

中脱颖而出，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

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

隔江与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2021 年 10 月，温

州望江路下穿隧道施工过程中发现遗迹线索，

工程立即停工。2022 年，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发现

了分别建于宋元和明清的朔门瓮城遗迹，实证

千年以来岸线变迁的江堤、桥梁、陡门闸、栈道

等建筑遗迹，还有8座宋代码头、2艘宋代沉船，

以及数以吨计的宋元瓷片堆积和形式各样的

漆木器等遗物，年代主要集中于宋元时期。

800 年前温州古港“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

压涛波”的繁华景象，重现于人们眼前。

“这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考

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

突出价值，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支撑性

遗产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姜波如

此评价。

过去，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较多关注

广州、泉州、宁波、南京等城市。温州在海上丝

绸之路中发挥着怎样的独特作用？朔门古港

遗址的考古成果，从哪些方面凸显了温州在海

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地形得天独厚，城址、港址千年不易

创建于东晋太宁元年（323 年）的温州古城

已有 1700 年的历史，选址可谓得天独厚。城东

西依山，北临瓯江，南濒会昌湖，因城址附近九

山错列，状如北斗，号称斗城。瓯江下游南岸

恰好有郭公山、海坛山两山东西相对，可以抵

御江流与海潮的冲击，因此，两山之间的江段，

港阔水深、岸线稳定。温州城便建于这段优良

港湾之中。

得天独厚的地形优势，赋予温州坚固的城

防和天然良港之利，加上城市规模宏大，自建

城后，城址、港址1700年来基本未变。

由于处在中国东部海岸线中间位置，并具

备优良的港口条件，温州很早就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

2018 年，永嘉瓯北丁山古墓群中的东晋墓

出土了原产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

碗，这是温州较早参与“海丝”贸易的重要物

证。唐代晚期，温州成为日商停泊的主要港口

之一。北宋晚期至元代，随着龙泉窑的崛起，

温州港进入鼎盛时期。南宋至元，朝廷在温州

分别设有市舶务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考古发掘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港口形制。

发掘区西、东两端分别为朔门瓮城及水门外遗

迹群，中间跨度达 380 米的条带状区域中，密集

分布着码头、沉船、杆栏式建筑、堤岸等。其中，

码头遗址多为多级月台状的突堤式码头。两宋

时期的突堤式码头多建于江边滩涂，平面呈长

方形，石包土心结构，底部及周缘用木桩打底和

围护，以抵御水流冲刷侵蚀，实现软基加固。这

一先进技术，显示出古人的智慧。

温州具有推动海上贸易的物质支撑

温州地形“七山二水一分田”，导致“海育多

于地产”。这里平原面积狭小，稻田不足，粮食

不能自给，故渔盐等海洋产业和工商业占有重

要地位，民间海上贸易十分活跃。唐代大历年

间（766—779年），永嘉盐监即为全国十监之一，

此后温州盐业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温州

又是“百工之乡”，是著名的纺织业和漆器制作

中心，宋代温州漆器曾有“天下第一”的美誉。

多山滨海的地理环境、外向型的经济结

构，塑造了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南宋以叶适

为代表，形成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

足而立的永嘉学派，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

工，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

温州古称东瓯，这里的先民以善于用舟、

航海著称，最迟在商周时期已实现与中原的海

路交往。三国东吴时期设置的横屿船屯，是当

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温州成为全

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括州（丽水）的造船基地

即设在永嘉县城北沿江一带。北宋元 五年

（1090 年），全国官营造船场年造船额 2900 多

艘，诏“温州、明州岁造船以 600 只为额”。温

州、明州（宁波）造船额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

船技术国内领先。

拥有丰富林木资源的浙西南山区，是温

州船用木料的主要来源地。瓯江水道自古以

来一直是木材运输的通道。直到今天，浙南

规模最大的温州木材市场仍位于瓯江边上。

此外，一些大木料多来自龙泉等地，故温州民

间向有“龙泉料”之说。发达的造船业和辐射

周边地区的木材市场，是温州港兴旺繁荣的物

质基础，为区域内商品和温州商人走向世界提

供了技术支撑。

此次考古过程中，古沉船的发现令人兴

奋。虽然最先发现的第一艘沉船已经断成南

北两段，残存的船头和部分船体变形严重，但

根据隔舱板残存数量推测，该船全长约 20 米。

另一艘沉船则发现于深达 9 米的西部隧道基坑

底部。两艘沉船均为宋代的福船，具有龙骨结

构、水密隔舱等当时最先进的创新技术，这说

明当时温州同其他城市交往密切。沉船也进

一步指明了宋代码头所在。

“天下龙泉”的海运起点和枢纽港

本次发掘揭露的密集分布的码头遗迹以

及海量的瓷片堆积，印证了温州港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节点以及龙泉瓷贸易枢纽港的地位。

遗址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集中分布，时代为元

代，九成以上为龙泉瓷，且绝大多数无使用痕

迹，应为贸易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损耗

品。此外，还出土了建窑系黑釉瓷、青白瓷及

瓯窑褐彩绘青瓷等其他窑系遗物，部分瓷器外

底有墨书。

龙泉窑的技术源头，主要出自越窑。北宋

中期，浙东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逐渐走向衰

落。北宋晚期，浙西南以金村、大窑为核心的龙

泉窑开始兴起。而地处二者中间地带的北宋中

晚期黄岩沙埠窑，在烧造技艺上，以越窑为基

础，吸纳北方定窑、耀州窑的长处，装饰纹样丰

富，刻划技艺精湛，产品面貌向龙泉窑过渡。特

别是该窑北宋中期晚段生产的双面刻划花青

瓷，成为稍后一段时期龙泉窑的主流产品。

龙泉位于瓯江上游，顺江而下到温州换船

出海，是龙泉青瓷当时最为便捷的外运方式。

北宋晚期，为扩大龙泉瓷的外运，瓯江上游河

滩还进行过大规模整治，使“凡昔所难，尽成安

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瓯江顿时

成为当时最繁忙的贸易航道之一，呈现两岸

“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

织”的盛况。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通常分为生产、运输

和市场三个环节，朔门古港遗址与这三个环节

相关的要素非常齐全，包括码头、航船、航线、

航标塔、城市、窑业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

迹中要素完备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

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类遗产的空白，为我

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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