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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北角首次发现唐代城墙，千年前成都格局已基本复原

名将高骈主持修筑 有助复原唐代罗城
■天府早报记者 朱佳慧

公元876年，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罗城，基本奠定了从唐至明清时期成都城市的
范围和格局。史料记载“周二十五里”的成都罗城，究竟分布于何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
日公布，继同仁路、天仙桥南街等地之外，在成都的西北角通锦桥附近，再度发现了唐代城墙。
据现场考古发掘负责人江滔介绍，发现的这段古城墙分为夯土和包砖部分，为东西走向，略呈
弧形，其中西侧城墙保存较好。据介绍，此次发现将有助于考古学家复原唐代罗城的位置。

唐代成都商业繁华，尤其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有“扬一益
二”之称。然而这段揭露出来的唐代城墙，却在唐代素面砖
之外，看到不少汉代及六朝时期的花纹砖，这又是何故呢？
江滔透露，唐代罗城虽然从此奠定了成都的城市格局，但罗
城的修筑时间其实非常短暂。工期紧、材料短缺，历代墓葬
及古建中的花纹砖石，也不得不被“有效利用”。

原来，唐代四川因为靠近西南边陲之故，在唐中期以后
就经常受到南诏国的侵袭。在罗城修筑之前，南诏三次攻
到成都城下。公元829年，南诏军队离开成都时“大掠子女
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公元870年，南诏国君亲自率兵深
入川西，围攻成都城长达30天之久。南诏每次入侵，成都
周边居民便拥入成都避难，成都城不大、且无完善外
郭的弊病就显露出来。

公元875年，高骈被任命为节度使，次年
便上书皇帝，请求重修成都城池。《全书艺文
志》曾记载高骈筑罗城的原因，“臣今欲与
民防患，为国远图，广筑罗城，以示雄图。
将谋永逸，岂惮暂劳。”史料记载，唐代罗
城的修筑只花了96天，周长25里，城墙外
表第一次使用砖砌，城墙上还修建了用于
守城的城楼、库房、通道，城墙顶部外面修
娶媳妇儿墙等，从此防御能力大增。在修
建的过程中，高骈“悉召县令赋役”等，而且
他还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吏受百钱以上皆
死”。此外，筑城所需要的砖石，除了历代的
墓砖和唐砖，通锦桥附近的佛教宝刹净众寺(明
代更名为“万佛寺”)的塔砖，也被拆来用于筑城。

江滔介绍，成都罗城
的修建，堪称成都城市发
展史上的大事。在秦灭巴
蜀以后，张仪在公元前310
年在成都先后修筑大城和
少城，但东晋桓温灭成汉
政权，拆毁了少城。隋朝
蜀王杨秀在原少城的基础
上增筑了南、西二隅。但
是到了唐代，杨秀所筑新
城逐渐毁圮，只剩下了子
城。因此高骈出任节度使
时，首要任务就是修筑城
池外郭罗城。为让城池有
护城河，他还改道郫江为
清远江，在罗城西面利用
原来的部分小溪开挖了一
条西濠，让成都城墙外有
了完整的护城河。北京大
学教授孙华曾经根据史
料，勾勒出唐代罗城的大
概范围，即北至府河、南至
南河，东至东校场，西至中
同仁路一线。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成都城市考古先后在
这条线上发现了近10处唐
及五代的城墙。这些城墙
遗存勾勒的范围，与孙华
教授梳理的罗城范围大体
一致。而此次通锦桥唐代
城墙的发现，其在此内缩
的修筑形态，也与史料记
载相符。

据了解，此次发现还将
有助于考古学家复原唐代
罗城的位置。江滔介绍，
这些城墙尤其是西侧保护
较好的50余米城墙有望在
未来进行原址保护，展示
成都深厚历史底蕴。此次
城墙的发掘工作，为研究
成都古城墙不同时期的变
迁过程、位置和修建方式
等进一步补充了资料，对
研究成都城市与社会面貌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
料。 （综合四川在线）

城墙将原地保护
展示“成都记忆”

唐代古城墙
遗址
该城墙可分为唐、明、清

三个时期。最早筑于晚唐时
期，残存长度约170米，宽
8.9米至12米。整个墙体
内为夯土，外砌包砖。
●晚唐时期城墙两侧均为砖
墙，残高约1. 5米，用砖规格
不一，有汉六朝时期花纹砖
和唐代素面砖。外墙一侧有
散水。宽约1米，铺法规整。
●明代城墙仅见夯土墙体，
叠压于唐代城墙两侧
●而清代城墙在唐宋时期
城墙垮塌堆积基础上修建，
仅存北侧基础，修建方式基
本与唐代城墙相似。

这段城墙为唐代名
将高骈主持修筑。高骈
出身名门，在唐僖宗时
期因大破黄巢有功，
被 封 为“ 渤 海 郡
王”。在他镇守蜀中
之时，主持修筑罗
城以固外防。此
次发现的这段城
墙恰好是罗城
城墙的西北角，
此间还有一个
动人的传说。

2018年 10月，成都市文物
考古工作队在对通锦桥的一处
基建项目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
了这处唐代古城墙遗址。记者在
现场看到，这片城墙残长约170米
左右，宽度从八九米到十二米不
等。整个城墙墙体为夯土筑成，外
砌包砖。夯土残高约1.6米，透过考
古队的标计，可以看到夯土多达20
层。在城墙外侧包砖之下，还用砖石
铺地做成了大约1米宽的“散水”。散水
铺法规整，分斜铺、平铺两种构建方式，
外侧以丁砖固定。 考古队通锦桥路城墙
遗址现场负责人江滔介绍，“散水”的功能
就是避免城墙上的雨水流下来冲刷城墙基
角，以起到保护作用。

站在唐代的城墙夯土之上，可以看到城
墙被分为了西、中、东三段。中段因为现代房
屋的修建已基本损毁，唯有西段保存最为完
好。透过城墙的剖面，可以看到城墙修筑是先
挖基槽，槽内筑一层夯土，再铺卵石和泥土层层
夯筑。城墙两侧的小基槽，就用于堆砌城墙包
砖。在唐代城墙之外，还可以看到清代城墙巨大
的压脚石。它由三合土上再垒砌红砂石条铺成，
可见唐代以后，成都的城墙基本上就是以唐代城
墙的基础上修建。

有意思的是，这片城墙行至成都西北角时，从
南北向转为了东西向，整体呈现出向城内收缩之
态，这在历史上还因此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江滔
透露，高骈修筑罗城时，有茂县龙池神女托梦，希
望他不要用城墙将此处饮马河边的龙女祠包围起
来。否则，她就不能来回自如地回到她的家乡。
为此，高骈特地将城墙在此内缩，将龙女祠留在了
罗城之外。当然，高骈让城墙在此收缩，托梦说也
许只是其中，更多因素也许只是根据饮马河的走
向修筑，最终将饮马河巧妙变为罗城护城河而已。

170米唐代城墙
再现通锦桥

唐城背后是一段军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