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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科普版 31

在成都市中心寸土寸金的 IFS 步行街藏着一个古代遗址。在这个遗址，
考古队员发现了唐宋时期的房屋、道路、排水沟遗迹，印证了当时成都

的繁华，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繁荣的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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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成都市中心就有“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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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今天的

春 熙 路 、IFS、太

古 里 步 行 街 商

圈，你会在IFS商

场旁边，发现地

面有一大块透明

玻 璃 。 这 里 是

IFS古迹广场，玻

璃地板下沉睡的

这片遗址，来自

唐宋时期。

这片遗址被

命名为“江南馆

街 唐 宋 街 坊 遗

址”，发现于2007

年，共发掘出唐

宋 时 期 房 址 22

座、铺砖路 4 条、

泥土支路4条、大

小排水渠 16 条，

出土了数以千计

的瓷器、陶器、骨

器、石雕、钱币等

文物，是四川在唐

宋时期文化遗存

中遗迹最丰富、

出土文物最多、

最典型、最具代

表性的遗存。

值得一提的

是，遗址内还发

现了唐宋时期纵

横交错、长达数

十米的铺砖坊内

街道。这些铺砖

道 路 使 用 了 特

制的砖，并非一

般 房 屋 建 筑 砖

石，其上可以看

到大量行走、车

辙的痕迹，类似

现在铺设着彩砖

的步行街广场。

这在中国城市考

古 史 上 十 分 罕

见，为研究中国

古代建筑、城市

规划等提供了宝

贵材料。

春 熙 路 商 圈 许 多 著 名 建
筑，都准确对应着 1000 余年来
的城市历史遗迹。其中包括：
1995 年发现的“大科甲巷唐宋
街坊遗址-伊藤洋华堂开发项
目”；2007 年发现的“江南馆街
唐宋街坊遗址-IFS 开发项目”，
2018年发现的“正科甲巷唐宋街
坊遗址-成都蓝润 Ufun 开发项
目”以及“城守街、联升巷唐宋街
坊遗址-碧桂园商业项目”。据
推断，这些考古遗址所在的区
域，应是历史记载中的唐代成都
商业区富春坊的组成部分。这
些遗址相互连接，彰显出当年成
都商贸的繁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芯 摄影报道
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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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距离江南馆街

唐宋街坊遗址不远处的

城守街，2018 年考古队

员又发现了一处街坊遗

址，被称为“城守街遗

址”。该处遗址从晚唐

五 代 延 续 到 南 宋 晚

期 ，存 在 房 屋 、道 路 、

排 水 沟 遗 迹 ，与 江 南

馆 街 遗 址 有 许 多 相 似

之 处 ，再 次 印 证 了 当

时成都的繁华。

根据地基遗迹，考

古专家推测，此处房屋

共有 6 间，每间约有 11

平方米。在房址旁，还

发 现 了 一 条 三 米 多 宽

的道路，道路为东西走

向，中间为平砖，两边

是 斜 坡 ，路 边 还 有 排

水沟。

最值得一说的，当

数一段保存完好的南宋

早中期道路。这条路几

乎和江南馆街遗址的道

路 一 模 一 样 。 考 古 发

现，这条南宋道路长约

49 米、宽度在 1.45 米左

右。道路以“席状”铺

砖，石砖为长条形，较

薄，应为特制，边砖则为

普通砖。但砖铺道路之

下，还有更宽的、年代更

早的土路，最底层的道

路 是 晚 唐 至 五 代 时 期

的。道路两旁，也曾是

建筑，并且每户修建的

街沿都各有特色。

这里离江南馆遗址

不远，靠近大慈寺，这次

发掘的片区很有可能属

于富春坊。据巴蜀文化

学者谭继和介绍，富春

坊 是 唐 代 成 都 著 名 的

坊，是当时卖酒集中的

地方，著名的剑南烧春

就出自这里。传说唐玄

宗 曾 在 梦 中 到 此 地 买

酒喝。

唐朝成都有一百二

十坊，绝大多数坊名已

不可考，而有些坊名则

在各种典籍诗词中得以

保存下 来 。 比 如 锦 官

坊、忠义坊、文翁坊等，

多 是 因 为 居 住 过 一 些

名人，或是得名有一定

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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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城守街遗址发掘现场。

城守街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道
路，宽约1.45米，砖为特制。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