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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立体呈现城下城、街下街……

千年古城为什么沉于地下

在世界城市文明史上，有诸
多名城因种种原因而湮灭。比如
被火山灰葬送的庞贝城，被遗弃
于原始丛林中的吴哥城、蒂卡儿
古城，因地震而沉陷水底的亚历
山大城，被风沙淹没的楼兰古
城。而像徐州“城下城”这样的历
史遗存，在我国也绝不是只此一
家。

“开封城，城摞城；地上城一
座，地下城几层。”开封“城摞城”
的考古发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
已经开始。作为八朝都会，开封具

有由3座国都、2座省城、1座中原重
镇构成的“城摞城”景观，具体来
说就是在开封地下3米至12米处，
上下叠压着六座城池，由深至浅
依次为魏国国都大梁城、唐汴州
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
封城、清开封城。

据记载，从金到民国，黄河在
开封境内有过7次大变迁，在多达
上百次的决口中，开封城15次被洪
水围困，数次遭受灭顶之灾。其中
明末李自成之乱的一次淹城最为
彻底。1641年李自成围开封府，在

强攻不成后挖黄河淹城，开封城
被黄河冲毁，30万百姓幸存者不到
十分之一。在被水淹后，清朝只能
在原来的城基上修新城，这就导
致开封城下全是古迹，越往下历
史越悠久。

因为开封城是在原址上多次
重建的，每次都以城墙的墙基和
主要道路的路基为标准，所以开
封主干道的位置都跟古代无异，
形成城摞城、路摞路、门摞门的格
局，这样的构造宛如一座“垂直城
市”。顺天门(新郑门)遗址位于开

封市金明区，它在北宋时期是东
京城外城西墙上的一座城门。顺
天门遗址区地层堆积上层为纯净
疏松的黄沙层，厚度4～5米；下层
为五代至清代文化层，堆积厚度4
～5米，五代地层在现地表以下9米
左右。顺天门是一座方形瓮城，考
古发掘揭示的主城门为一门三道
布局，北宋时期门道叠压在后周
时期“迎秋”门基础之上。其中，清
代院落等因黄河泛滥淤积保存完
整。目前开封已开工建设北宋东
京城顺天门遗址展示馆项目。

开封亦有“城摞城”葛延伸阅读

□关山

核心区域一直都是市中心

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处于
徐州市重点文物埋藏区及文保单
位——— 彭城广场地下城遗址范围
内，同时它也是该区域地下空间交
通连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彭城
这个叫法正是徐州的老名字，自三
国时期曹操迁徐州刺史部到彭城，
并把彭城改名为徐州后，历经唐宋
至明清历代，这里始终是徐州城的
中心，项王故殿、楚王故宫，钟楼鼓
楼、州署府署，历代重要的官署建
筑也扎堆在这一区域。

梳理历年的新闻报道可以看
出，彭城广场周边以往的考古发现
可谓层出不穷。

1987年，徐州博物馆在彭城广场
西侧地下商场施工中，发现明清时
期的民居、街道、水井等遗迹。

2000年，在广场北侧建设原国际
商厦(现徐州金鹰)时，发现明代徐州
地下城遗址。

2002年，在彭城广场北侧金地
商都建设施工中，发现明代徐州地
下城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10米，
共分为10层，历经战国至清代。考
古发现大量古代遗迹、遗物。遗迹
有宫殿基址、夯土台基、房址、道
路、散水、河道、水井、水池、水渠、
下水道、作坊、粮仓、灰坑等几十
处。遗物上万件，包括陶、瓷、铜、
铁、锡器，钱币、石碑，以及板瓦、筒
瓦、瓦当、铺地砖、石柱础等建筑构
件，另外，还有新石器时代至商周
的陶器残片等。考古专家分析，金
地商都发现的夯土台基可能是两
汉时期楚国(彭城国)的都城宫殿基
址。

2004年，在大同街地下发现明代
徐州卫遗址，发掘清理出明代房址
24间，还出土大量兵器遗存。遗址发
现的石碑上有“徐州卫镇抚司公厅，
成化二十年镇抚张茂改建”等碑文
记载，为遗址的性质和时代提供了
准确说明。

2009年，在彭城广场西北角的
“彭城壹号”项目施工中，发现明代
徐州州署遗址。

2012年，在彭城广场东侧苏宁广
场建设工地，发现了鼓楼基址以及
大量生活设施，在城墙中段发现有
疑似城门遗迹，首次证实了汉代彭
城城墙的确切位置。

2020年，在文庙街区地下城遗址
清理各类遗迹近百处，出土明万历

“重修徐州儒学碑记”、清康熙“创建
尊经阁记”石碑各一方。考古人员
首次在战国至西汉早期的一处灰
坑中发现一件刻有“彭城”字样的
陶钵，并发掘多座春秋战国时期的
墓葬。种种考古发现，为寻找彭城
邑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实证了徐
州近2600年的建城史。徐州博物馆
考古所人员认为，依据各个时期的
徐州城府地图，结合往次的徐州城
市地下遗址发掘都在彭城广场或
广场周边的情况，可以判断出彭城
广场一直位于城市中心位置。城墙
遗存的发现是徐州汉代城址考古
的重大突破。

天灾人祸致古城覆没

如果不是城市现代化进程对
这座古城进行开发、考古和勘探，
有谁能知道在如今的柏油路与地
铁勾连的繁华都市之下，叠压着远
不止一座古城，而且上下两城奇妙
重叠，具体表现就是井下有井，庙
下有庙，街下有街，衙门下有衙门，
城门下面有城门。

城下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之交，在清代城墙奎光门故址，两
家商店开挖防空洞，先后掘出古南
门瓮城的一对耳门。近年在西城故
址施工场地，又掘出地下通汴门及
其瓮城遗存。

署下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市机关在鼓楼街北端建楼，从清代
府署衙门地下，掘出梁柱砖瓦，其
废墟为项羽西楚故宫遗址，唐宋以
后一直当作府署驻地。

街下街：数十年间，先后在统
一街(古城北门大街)、太平街、和平
街(古城西门大街)工地，掘出城下
城的石板路遗存……

白驹过隙，朝代更迭。那么，到
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导致叠城奇观
的出现呢？

徐州是古“九州”之一，《尚书·
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
帝尧时彭祖建大彭氏国，是江苏境
内最早出现的城邑，亦是彭城一名
的来由。徐州城历为封国、郡、路、
州、府、县等不同级别的行政区治
所，史有“五省通衢”之称，更因人
才将相辈出而有“彭祖故国、刘邦
故里、项羽故都”之称。

根据历史资料梳理，古代徐州
发生过大小战事200余次，这其中
既有争霸大战、戡乱平叛，也有屠
城毁城的惨烈战事。元代的徐州
城，是在朝廷派兵镇压芝麻李农民
起义时，被炮火轰成了一片焦土。
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惠宗派中
书右丞相脱脱亲率大军进行镇压，
结果数天不克，脱脱恼羞成怒，命
用巨石轰击，徐州城墙崩破，元军
杀进，芝麻李起义军败走。占领徐
州后，元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
城，城池房舍尽毁。《皇明纪事》记
载：“芝麻李据徐州，元命脱脱总
番、汉兵数十万平之，改为武安
州。”后来元朝灭亡，朱元璋建立明
朝，洪武年间重建徐州城，方才恢
复元气。

不只人祸，天灾也多。自南宋
建炎二年 ( 1 1 2 8年 )黄河“夺泗入

淮”，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
道山东，徐州与黄河相依相伴700
多年。地处黄泛区，水患自不必说，
自秦汉至明清，徐州发生洪涝灾害
400多次。对这座城池的致命一击，
来自明代天启四年(1624年)。清代
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当时“河决
魁山东北堤，灌州城，城中水深一
丈三。”“官廨民庐尽没，人溺死无
算。”崇祯年间，在沙荒的废墟上徐
州府城得以重建。因为城郭、官署、
街坊及各主要设施，都在原址按照
原来的规模和形式建造，所以出现
上下两城叠合的奇迹。

同时，从秦汉到明清，徐州发
生地震50余次，特别是清康熙七年
(1668年)山东郯城大地震，对徐州
城造成极大破坏，满城房屋坍塌殆
尽……

还原古城历史记忆

根据历年的考古成果，徐州文
博专家陈浩曾撰文，将尘封的彭城
历史得以还原：汉代彭城位于今徐
州老城区中心，是西汉楚国、东汉
彭城国的都城所在。从史籍记载和
市中心一带的考古来看，汉代的彭
城，有夯土城垣。城内有“楚宫”“内
殿”“御府”“永巷”等王宫建筑，有

“太仓”“武库”“秘府”等官署建筑，有
“市”“南市”等商品交易市场，有“绥
舆里”“安上里”“从亭里”等街弄里
坊。唐代徐州扼漕运咽喉，宋代为京
东屏障，元明为五省通衢、运河要镇。
明朝定都南京后，徐州成为大明的

“北门锁钥”，徐州城在这一时期继续
修缮加固，并一直延续到清末。明代
洪武徐州城，周长九里，墙高三丈三
尺，宽丈许，护城河深、宽各三丈，城
门四座。清嘉庆五年(1800年)，徐州城
再次扩建，修筑北关土城、西关土城、
西南土城和南关土城，俨然一座巨大
的军事堡垒。

在彭城广场地下城考古一期
发掘现场，一段几十米长、保存相
对完好的明代“北门大街”，让人感
叹不已：1624年的那场洪水袭城，逼
走了居民、冲垮了房屋、荒凉了城
市，却也用掩埋的方式保存下了这
段北门大街。

为了把这段北门大街在城下
城遗址博物馆中真实原貌展示，让
市民近距离感受数百年前徐州城
北门大街的样子，考古队员和施工
方联手对局部北门大街进行了“整
取”，先保存到别处，待合适时再移
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原貌展示。

明代的院落、灶台，唐宋时
期 的 盘 、碗 、盏 ，汉 代 的 水
井……日前主体已完工的徐州
城下城遗址博物馆计划近期开
馆，厚达十余米的“城下城、街
下街、井下井”的叠城奇观将立
体地向观众呈现。古城徐州的
重要特点之一，是自建城伊始，
历代城址或因连绵战火或因水
灾地震，致其深掩地下，风雨飘
摇之下城址却未易其地。近年
来，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发展，这
一叠城奇观渐显真容，历史的
年轮就这样被呈现出来。 塌陷的明代房屋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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