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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今昔谈 C13

胶胶州州板板桥桥镇镇遗遗址址：：

沉沉沉睡睡睡千千千年年年，，，亟亟亟待待待“““蓝蓝蓝色色色”””觉觉觉醒醒醒
深埋在老城区地下，拟建遗址公园加以保护
本报记者 吕璐

日日前前，，胶胶州州板板桥桥镇镇遗遗址址入入选选第第七七批批全全国国重重点点文文保保单单位位。。说说起起

青青岛岛悠悠久久的的海海洋洋文文明明历历史史，，板板桥桥镇镇是是一一个个不不能能不不提提的的名名字字。。通通过过
11999966年年和和22000099年年的的两两次次考考古古发发掘掘，，这这个个作作为为北北宋宋五五大大通通商商口口岸岸的的

千千年年市市舶舶司司才才得得以以重重见见天天日日。。如如今今，，所所有有遗遗址址都都被被掩掩埋埋在在胶胶州州老老

城城区区地地下下，，只只剩剩下下一一些些文文物物见见证证老老镇镇当当年年的的繁繁华华。。

昔日繁华商埠

如今深埋地下

板桥镇遗址位于胶州老城区地下，
南至云溪河南岸，北至东关大街与湖州
路交汇处，东至大同小学西墙外，西至东
关小区住宅楼，占地面积约27600平方米。
如今人们只有通过史书和出土的文物去
品读古镇昔日的繁华，除了部分铁钱币
保存在胶州市博物馆外，还有一部分文
物保存在青岛市区。

在胶州市博物馆，考古挖掘出的铁
钱块被按照本来的样貌摆放在院内，有
的钱币锈蚀厉害，已经看不出原本的形
状，而有的钱币多年来在风雨的侵蚀下
依然保存完好，钱币上的字迹清晰可见。

胶州市博物馆馆长王磊向记者介
绍，在1996年12月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
了众多锈结在一起的铁钱块，其中最大
的一块重约16吨，其余重量在0 . 5吨至6

吨不等，总重量约30吨，铁钱上能辨清
的字迹有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
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为北宋徽宗
时期的铸币。众多铁钱的出土，为研究
宋代的铸币铸造以及研究当时的经济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据介绍，板桥镇地处水陆要冲，是
北宋时期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中北方的
最大海港，大沽河、云溪河等通过古胶
州的河流纵贯整个古镇，给这个历史久
远的地域带去勃勃生机。水多，桥自然
就多。对于板桥镇名字的由来，专家推
测或许跟当地河流众多、石板桥多的情
况有关。古石板桥曾是胶州标志性建
筑，古胶州的一座座桥梁连接云溪河两
岸的繁盛商贸，“百步一桥”，是十分贴
切的描绘。

据文献记载，隋唐之时，把胶州湾
的入海口作为海上交通要道，与朝鲜互
有往来，贸易兴盛。唐高祖李渊时，在密
州(古诸城)的胶州湾北岸设板桥镇。宋
哲宗元佑三年，置板桥市舶司，板桥镇
与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并称五大港
口。《宋史》中有载：“胶西当宁海之冲，
百货辐辏……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
货，价增十倍。全诱商人至山阳，以舟浮
其货而中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西。”
通过描述，可以想象到当年热闹非凡的
景象，往来商船集中在胶州湾，码头上
堆积如山的货物和忙忙碌碌的客商。

申请专项资金

拟建遗址公园
日前公布了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保单位名单，板桥镇遗
址顺利入围，为日后板桥镇遗
址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

挖掘工作对文保单位的
保护是否有益？板桥镇未来是
否会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作
为生在胶州长在胶州的当地
人，王磊告诉记者，考古的目
的是保护文物、遗址，但科学
界公认保护遗址最好的方法
是保持原状态不变。“原则上，
不动它，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只要挖掘，就一定会造成某种
程度的破坏。”王磊说。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板桥
镇遗址的文化魅力，将古镇历
史格局“点、线、面”的文化内
涵公布于众，除了保护好地下
的重要遗存，文物部门也想推
进遗址公园的建设。

采访中王磊告诉记者，为
板桥镇申请“国宝”后，国家会
有专项的资金对遗址的保护
和开发进行扶持。下一步文物
部门将努力解决城市发展建
设需要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
盾，以及人员、保护经费不足
等问题。若能申请建设考古板
桥镇遗址公园，尽可能地抵御
城市建设对遗址的蚕食，可以
做到科学保护和净化遗址环
境，将遗址的历史资源分享给
大众和子孙后代。

两次考古发掘

板桥镇重见天日

在学者眼中，板桥镇作为海
上金融、商贸以及文化交流的枢
纽地位昭然若揭，但长期以来，人
们对板桥镇的了解仅限于史料记
载，随着对板桥镇遗址系统的考
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人们对这座
沉睡地下近千年的古镇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据介绍，1996年12月，胶州市
常州路某工地在施工时，首次发
现了宋代板桥镇的文化堆积遗
存，有房屋遗址和锈结在一起的
铁钱块，考古专家随即对工程占
压下的板桥镇遗址进行抢救性发
掘，清理面积60余平方米，宋、明、
清时期文化堆积首次显现在世人
面前。

考古专家在宋代文化堆积层
发现了房屋基址和锈结的铁钱团
块等，出土了北宋各窑系的瓷器
碎片，还有堆积如山的宋代铁钱，
总重量约30余吨。此次小范围发
掘出土的大量铁钱和种类较多的
瓷片等文物，展现了板桥镇当年
的繁荣，为以后板桥镇遗址的考
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6年的发掘让考古学者不
经意间穿越时光隧道初睹板桥镇
的繁华，2009年更大规模的抢救
性发掘则让埋藏千年的宋代板桥
镇市舶司呈现在世人面前。2009

年9月至11月，在距离1996年发掘
大量铁钱块处20米远的工地上，
工人从地下挖出很多铁钱和瓷壶
等文物。当时工地处于板桥镇遗
址，是北宋时期的板桥镇中心，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青岛市文物保
护考古研究所与胶州市博物馆组
成考古队，对工程占压部分8000

平方米的板桥镇遗址进行了抢救
性发掘。发掘历时近3个月，不仅
了解了板桥镇遗址的文化堆积情
况，还陆续出土了兽形瓦当、金簪
子、官窑瓷器、陶石质纺线轮等近
百件珍贵文物，逐渐拨开历史的
迷雾。

板桥镇遗址出土金钗。(图片由胶州市博物馆提供)

摆放在胶州市博物馆院内的出土钱币。 吕璐 摄
板桥镇遗址考古现场砖墙绘

图。(图片由胶州市博物馆提供)

▲胶州板桥镇复原模型图。
杨广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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