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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头发掘区

水门头区块，位于海坛山西北麓，地势较高，该区块为古城奉恩水门外，沿水
门河道两侧至江岸之间的各种遗迹群，包括陡门河驳岸、陡门、桥、堤岸、斜坡式码
头、宋元房址、水井等。宋至明代，水门河道较宽，陡门宽约5.7米；清代河道收窄至
3.85米，并在西侧驳岸边搭建了码道，石桥规模也相应变小；民国时期在桥北侧建
新陡门，宽3.05米。该区内还发现有始建年代早于北宋的夯土长堤，其临水门河一
侧构筑木桩夹板护岸，临江的西面驳岸则以块石砌筑，顶面铺有砖路，是连接海坛
山北部港区的重要通道。堤揭露部分长逾32米，宽约6米。堤前端伸出斜坡式码头
（MT8），依托海坛山脚基岩而建，用块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揭露部分宽3.5
米，长13米。该码头南宋时期被填埋，至元代地面已满布各类建筑，其中一处疑似
浴所，以更衣室与沐浴室成组搭配，南、北两边置成对柱顶石，青砖墁地，沐浴室建
有砖砌长方形浅池，并与室外砖砌排水沟相接，揭露的建筑面积达100多平方米。

邻江港口发掘区

水门头以西的邻江港口区，呈东西向条带状伸展，地形由东侧山麓高地迅速
向低洼滩涂过渡。遗址发现的沉船、码头等遗迹多分布于此。

本区码头为两宋时期的长方或长条形突堤式码头，呈多级月台状。石边土心
结构。为适应滩涂淤泥环境，边墙底部往往用木桩打底和横木铺垫，外加木桩围
护，路面铺河卵石或碎石。其中3号码头前端台地当中地面铺平整方块，下垫衬木
板。面江宽4.3、长13.82米，是在早期码头基础上加长建成。1～5号码头前端较窄，
6、7号较宽，6号码头前端宽达10.3米，体量较大。

遗址发现的 2艘宋代沉船均为福船。其中一艘壳板作鱼鳞状搭接，并楔有铁
钉。残长12.4、残宽4.1米，推测其全长约20米余。另一艘沉船埋藏深达9米，露出部
分长达10米，仍在发掘。

栈道遗迹位于瓮城出城道路北面，做工规整，残存7组桩基（两立柱间架横梁）
等距排列而成，残长15.6、宽2.7米。据相关史料记载，栈道附近即馆驿所在。栈道以
东，分布多组干栏式建筑遗迹，其中F9规模较大，发现保存较好的木骨泥墙 5道，
每道墙的两端及中间打有木桩（即中柱和边柱），桩埋深约3米，桩柱间以竹片、藤
条编织墙骨，墙体厚0.3米。该组建筑进深达12、宽约6米。

瓮城发掘区

瓮城区块位于港口区西端南侧，解放街北首，约占瓮城1/3，发现早、晚两个时
期瓮城基址以及瓮城东门外的砖、石道路。早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石壁土
心，基址厚4米，年代约为南宋至元代；晚期改为方形，仍为土心，内外壁以条石垒
砌，墙体增厚，基址厚 5.3米，为明清时期。瓮城开东门，门外发现三个时期的道路
遗迹：早期为青砖直路，约为宋代；中期为适应瓮城形状改为弧形砖路，年代约在
南宋至元代；晚期为条石路面，为明清及近代。瓮城外围地面下还发现有多条石砌
排水沟。

丰富遗物

遗址出土了数以 10吨计的古代瓷器残片，九成以上为龙泉窑产品。这些标本
绝大多数没有发现使用痕迹，应为贸易瓷在运输、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其他窑系
有建窑系黑釉瓷、青白瓷及瓯窑褐彩绘青瓷等。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如“姓氏”

“姓氏+记”“姓氏+直”“直”“纲”等。遗址中还出土部分漆木器、琉璃器、石器、铜
币、贝壳、植物标本等丰富遗物。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掘项目是我国城市主干道向文物让路的典型案例，目
前，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已列入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今后 5 年主要任务“10 个抓
手”的重要规划之中。

遗址真实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为温州作为龙泉瓷大规模
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重要实证，是近年来我国
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此次发现的古港遗迹群，规模庞大、体系完
整、内涵丰富，为国内唯一、世界罕见，是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三位一体的完
整体系，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地，正是我国海丝申遗不可替代的经典
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

为高质量推进古港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为高质量推进古港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深度阐释遗址深度阐释遗址
内涵与价值内涵与价值，，20222022年年 1111月月 44日至日至 66日日，，在浙江省文物局指在浙江省文物局指
导下导下，，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温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承办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承办，，温州温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执行承办的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执行承办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
果专家论证会果专家论证会””顺利召开顺利召开。。

专家们参观了遗址现场和温州市博物馆展陈的古港专家们参观了遗址现场和温州市博物馆展陈的古港
遗址出土文物专题展览遗址出土文物专题展览。。论证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论证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方向明主持所长方向明主持，，温州市市长张振丰代表市委温州市市长张振丰代表市委、、市政府致市政府致
辞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杨建武分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杨建武分
别作了讲话别作了讲话。。

关强肯定了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成果关强肯定了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成果，，赞赞
扬了温州市委扬了温州市委、、市政府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市政府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主动作为的主动作为，，并强调结合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并强调结合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神，，全面落实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全面落实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
针针，，进一步做好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和保护利用工作进一步做好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和保护利用工作，，
转变古港遗址考古工作理念和方式转变古港遗址考古工作理念和方式，，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加强田野考古发掘、、
考古成果挖掘阐释和研究考古成果挖掘阐释和研究，，明确不同时代古港遗迹分布情明确不同时代古港遗迹分布情
况况，，深化古代航线深化古代航线、、窑业窑业、、营建工艺和海岸线变迁等多学科营建工艺和海岸线变迁等多学科
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全面阐释古港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全面阐释古港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
意义意义。。同时同时，，统筹好城市考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统筹好城市考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高标准高标准
做好遗址本体保护做好遗址本体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案，，使城市历史使城市历史
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让考古成果更好地惠及广让考古成果更好地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大人民群众。。

论证会上论证会上，，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3232名专家学名专家学
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参加了本次会议，，专家包专家包
括刘庆柱括刘庆柱、、王巍王巍、、赵辉赵辉、、柴晓明柴晓明、、朱岩石朱岩石、、杭侃杭侃、、李水城李水城、、刘迎刘迎
胜胜、、李新伟李新伟、、董新林董新林、、戴向明戴向明、、王光尧王光尧、、宋建忠宋建忠、、孙键孙键、、李政李政、、
姜波姜波、、霍巍霍巍、、秦大树秦大树、、张建林张建林、、栾丰实栾丰实、、郭伟民郭伟民、、王炜林王炜林、、钱钱
江江、、孙光圻孙光圻、、李庆新李庆新、、蔡薇蔡薇、、黄纯艳黄纯艳、、栗建安栗建安、、郑建华郑建华、、刘斌刘斌、、
沈岳明沈岳明、、黄滋等黄滋等。。会议最后会议最后，，由姜波代表与会专家对本次活由姜波代表与会专家对本次活
动进行了会议总结动进行了会议总结。。（（现将线上线下各位专家的发言整理现将线上线下各位专家的发言整理
摘编并刊载于摘编并刊载于66--77版版，，以便更多的关注者及时了解以便更多的关注者及时了解，，专家专家
意见中内容相近的部分有所删减意见中内容相近的部分有所删减。）。）

（（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

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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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遗址在配合望江

路下穿工程项目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

被发现，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发掘，发

现了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宋

元清时期的江堤、8座码头、2艘沉船、1

条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与砖石建

筑等重要遗迹，以及数以10吨计的各

类瓷片标本、漆木器等丰富遗物。主要

遗存年代集中在宋元时期，遗址发掘区

主要由东端水门头区、邻江港口区及西

端南侧瓮城区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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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发掘区航拍图(红框标示）

水门头区块遗迹分布图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主要遗迹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