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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阳区黄许镇旌阳区黄许镇，，绵远河静静流淌绵远河静静流淌，，无声地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无声地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
地上的沧海桑田的故事地上的沧海桑田的故事。。河西岸河西岸，，矗立着一座神秘而古老的城池矗立着一座神秘而古老的城池，，
见证着两千多年前古绵竹的兴衰见证着两千多年前古绵竹的兴衰。。这里就是绵竹故城遗址这里就是绵竹故城遗址。。

从从19871987年的初见端倪年的初见端倪，，到到19951995年第一块年第一块““绵竹城绵竹城””砖重见天砖重见天
日日，，再到再到20042004年绵竹城遗址的试掘年绵竹城遗址的试掘、、20152015年的再次考古发掘年的再次考古发掘，，在在
考古工作者筚路蓝缕的苦苦追寻下考古工作者筚路蓝缕的苦苦追寻下，，一段尘封的历史揭开神秘面一段尘封的历史揭开神秘面
纱纱，，古绵竹的去向逐渐明晰古绵竹的去向逐渐明晰。。

19871987年年1010月月，，德阳市市中区袁家镇德阳市市中区袁家镇（（后并入黄许镇后并入黄许镇）。）。
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德阳市市中德阳市市中
区普查队队员在该镇走访中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区普查队队员在该镇走访中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有村民先有村民先
后在龙安村后在龙安村（（现新龙村现新龙村））绵远河边以及绵远河边以及““土将台土将台”（”（小地名小地名））一一
带看见古代的砖石瓦砾带看见古代的砖石瓦砾、、陶片陶片、、钱币等钱币等。。这一发现立刻引起这一发现立刻引起
普查队的重视普查队的重视，，他们随即前往展开实地调查他们随即前往展开实地调查。。

该区域位于绵远河西岸二级台地上该区域位于绵远河西岸二级台地上，，紧靠河边紧靠河边，，高高
出河面出河面1010余米余米，，文化层距地表文化层距地表22..22米米，，厚厚00..66——00..88米米，，靠靠
河边一带文化层已被河水冲洗河边一带文化层已被河水冲洗，，文化层内夹杂着大量文化层内夹杂着大量
砖砖、、瓦瓦、、陶片陶片，，数量之多令人惊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普查队员采集了普查队员采集了4040余余
件陶器标本件陶器标本，，颜色以灰陶为主颜色以灰陶为主，，少量红陶和黑陶少量红陶和黑陶。。器形器形
有筒瓦有筒瓦、、板瓦板瓦、、陶罐等陶罐等，，素面或是绳纹素面或是绳纹、、弦纹弦纹。。根据其质根据其质
地和纹饰推断属汉晋时期的文物地和纹饰推断属汉晋时期的文物。。

因遗物分布面积较广因遗物分布面积较广，，此次普查将该区域判定为汉此次普查将该区域判定为汉
代遗址代遗址，，命名为命名为““土将台遗址土将台遗址”。”。19901990年由当时的德阳市年由当时的德阳市
市中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市中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51995年年1010月月，，为整治采砂乱象为整治采砂乱象，，当地政府组织开展当地政府组织开展““江江
河管理宣传河管理宣传””活动活动。。当时袁家镇广播站的夏洪辉与水管站当时袁家镇广播站的夏洪辉与水管站、、
国土环保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绵远河周边巡回宣传国土环保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绵远河周边巡回宣传。。

一天中午一天中午1111点左右点左右，，他们来到了宏恩村农科队对面他们来到了宏恩村农科队对面
的绵远河附近的绵远河附近，，夏洪辉突然看见沙石中有一块露了多半夏洪辉突然看见沙石中有一块露了多半
截的汉砖截的汉砖，，比他平时看到的汉砖要大些比他平时看到的汉砖要大些。。出于敏感和好出于敏感和好
奇奇，，他用力把砖拔了出来他用力把砖拔了出来，，扫去四周的沙土扫去四周的沙土，，翻转查看翻转查看，，看看
到砖的一侧竟有文字到砖的一侧竟有文字，，但他不认识但他不认识。。了解一点文物知识了解一点文物知识
的夏洪辉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汉砖的夏洪辉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汉砖，，决定不管有用无决定不管有用无
用用，，先拿回去给时任文化专干的肖道贵看看再说先拿回去给时任文化专干的肖道贵看看再说。。

肖道贵看后认为这块砖颇有价值肖道贵看后认为这块砖颇有价值，，并立即上报了上级并立即上报了上级
文物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文物专家闻讯前来文物专家闻讯前来，，一看一看，，砖上的铭文砖上的铭文““绵绵
竹城竹城””三个字赫然出现于眼前三个字赫然出现于眼前，，立即欣喜若狂立即欣喜若狂。。这个重大这个重大
的发现初步确认了该遗址即为汉晋时期的的发现初步确认了该遗址即为汉晋时期的““绵竹城绵竹城”。”。

19971997年以后年以后，，又相继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又相继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砖厂取土砖厂取土、、
采砂等过程中发现了数块采砂等过程中发现了数块““绵竹城绵竹城””砖以及石提钱鱼俑砖以及石提钱鱼俑、、石石
武士俑武士俑、、石虎石虎、、石狮础石狮础、、石蛙础石蛙础、、板瓦板瓦、、铜朱雀等汉代遗物铜朱雀等汉代遗物。。

20042004 年年 99——1111 月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德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旌阳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遗址进行旌阳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遗址进行
了考古调查和试掘了考古调查和试掘。。

由于遗址分布面积太大由于遗址分布面积太大，，且被农田和房屋覆盖且被农田和房屋覆盖，，历经历经
十多天艰辛勘探十多天艰辛勘探，，却一直未能找到城墙遗迹却一直未能找到城墙遗迹。。正在大家正在大家
一筹莫展的时候一筹莫展的时候，，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在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在
一户农家院内猛然看到院内一户农家院内猛然看到院内““躺着躺着””一块砖一块砖，，急忙过去拾急忙过去拾
起一看起一看，，竟然也是竟然也是““绵竹城绵竹城””砖砖。。他马上询问该农户他马上询问该农户：“：“这这
砖是哪里来的砖是哪里来的？”？”农户不以为然农户不以为然，，淡淡地指了指屋后的方淡淡地指了指屋后的方
向向。。刘章泽立马反应过来刘章泽立马反应过来，，大步流星冲回考古队大步流星冲回考古队，，激动地激动地
向大家喊向大家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就在土将台勘探就在土将台勘探！”！”

果然果然，，在勘探过程中在勘探过程中，，土将台上的探孔大部分发现有砖土将台上的探孔大部分发现有砖
及夯筑痕迹及夯筑痕迹。。所谓的所谓的““土将台土将台”，”，就是就是““绵竹城绵竹城””遗址北城墙的遗址北城墙的
残垣残垣。。随后考古队又在南边的龙安砖厂取土地发现一件随后考古队又在南边的龙安砖厂取土地发现一件““绵绵
竹城竹城””砖砖，，并在砖厂取土断面发现了陶排水管并在砖厂取土断面发现了陶排水管。。排水管暴露排水管暴露
部分完整部分完整，，呈圆筒形呈圆筒形，，长约长约3030厘米厘米，，外径约外径约1515厘米厘米、、内径约内径约1313
厘米厘米，，延伸入地层断面内延伸入地层断面内。。在上店子梁子勘探中发现有夯筑在上店子梁子勘探中发现有夯筑
痕迹痕迹，，夯土宽约夯土宽约3030米米，，这里就是这里就是““绵竹城绵竹城””的南城墙的南城墙。。

此次发掘此次发掘，，省省、、市市、、区三级文物部门选择了两个点进区三级文物部门选择了两个点进
行试掘行试掘，，一个点位于土将台一个点位于土将台，，主要是确定并弄清楚城墙主要是确定并弄清楚城墙
结构结构；；另一个点在吴家院子另一个点在吴家院子，，为城址内生活区为城址内生活区，，目的是找目的是找
到一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到一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

““土将台土将台””试掘点发掘面积为试掘点发掘面积为4646平方米平方米，，发现北城发现北城
墙大致呈东西走向墙大致呈东西走向，，现存高度为现存高度为11..55——11..77米米，，发掘的城发掘的城

为配合兰成渝输油管道绵远河穿越应急抢险改为配合兰成渝输油管道绵远河穿越应急抢险改
造工程造工程，，20152015年年88——99月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再
次对绵竹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次对绵竹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面积约此次发掘面积约500500平方米平方米，，共发现各类遗迹共发现各类遗迹9797
处处，，其中房基其中房基 22 座座、、灰坑灰坑 9090 个个、、水沟水沟 44 条条、、陶灶陶灶 11
个个。。出土遗物主要为两汉至蜀汉时期各类铜出土遗物主要为两汉至蜀汉时期各类铜、、陶陶、、铁铁
器器，，包括铜带钩包括铜带钩、、铜铃铛铜铃铛、、铜弩机铜弩机、、钱币钱币、、箭镞箭镞、、陶罐陶罐、、
陶碗陶碗、、陶钵陶钵、、陶盆陶盆、、瓦当等瓦当等。。

““这次发掘和这次发掘和20042004年的试掘年的试掘，，对绵竹故城遗址时对绵竹故城遗址时
代的结论一致代的结论一致，，上限为西汉上限为西汉，，下限为蜀汉下限为蜀汉。”。”德阳市文德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原报告将遗址时代原报告将遗址时代
定为汉晋定为汉晋，，认为认为““该遗址即为汉晋绵竹城该遗址即为汉晋绵竹城”，“”，“结合文结合文
献记载献记载，，我们认为我们认为‘‘绵竹城绵竹城’’部分城墙及包砖城墙的部分城墙及包砖城墙的
修建至迟于蜀汉初期修建至迟于蜀汉初期，，至东晋逐渐废弃至东晋逐渐废弃，，从汉初设置从汉初设置
绵竹县开始至东晋绵竹县开始至东晋，‘，‘绵竹城绵竹城’’一直作为绵竹县县治一直作为绵竹县县治
的所在地的所在地”。”。这基于当时对绵竹历史认知的偏差这基于当时对绵竹历史认知的偏差，，东东
晋隆安二年晋隆安二年（（398398））在今绵竹所在地置晋熙郡在今绵竹所在地置晋熙郡，，被误认被误认

墙宽约墙宽约2020..77米米。。城墙北部边缘系包砖结构城墙北部边缘系包砖结构，，包砖已垮包砖已垮
塌塌，，从解剖情况看从解剖情况看，，较有规律的砖有较有规律的砖有44层层，，为错缝平砌为错缝平砌。。
砖的大小规格不一砖的大小规格不一，，有有““绵竹城绵竹城””砖砖、、钱纹砖钱纹砖、、五铢钱纹五铢钱纹
砖砖、“、“八八””字纹砖字纹砖、、菱形纹砖菱形纹砖、、楔形砖等楔形砖等。。夯土北部有修夯土北部有修
筑城墙之前挖的基槽筑城墙之前挖的基槽，，剖面大致呈梯形剖面大致呈梯形。。

““吴家院子吴家院子””试掘点发掘面积试掘点发掘面积4848平方米平方米，，发现的遗发现的遗
迹主要有房屋基址迹主要有房屋基址、、灰坑等灰坑等。。其中一座房屋基址范围其中一座房屋基址范围
内共发现圆形柱洞内共发现圆形柱洞55个个，，柱洞内为灰黑色土柱洞内为灰黑色土，，包含有灰包含有灰
烬和碎陶片烬和碎陶片。。屋外发现有廊道屋外发现有廊道，，保存较好保存较好，，廊道均为竖廊道均为竖
立的板瓦片包边立的板瓦片包边，，这在目前其他地区已发现的遗址内这在目前其他地区已发现的遗址内
也很少见也很少见，，很有价值很有价值。。另外还出土有两汉至三国时期另外还出土有两汉至三国时期
的陶器的陶器、、铜器铜器、、铁器铁器、、钱币以及角器等钱币以及角器等。。

通过近通过近2020年的调查年的调查、、采集采集、、发掘等工作发掘等工作，，汉晋汉晋““绵竹绵竹
城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发现的系列实物证实了史发现的系列实物证实了史
志文献关于志文献关于““绵竹城绵竹城””的记载的记载。。其遗址位于黄许镇北其遗址位于黄许镇北33
公里绵远河西岸台地公里绵远河西岸台地，，南距德阳市区南距德阳市区1515公里公里。。遗址范遗址范
围东围东、、北至绵远河北至绵远河，，西至獐子堰西至獐子堰，，南至尹家梁子—上店南至尹家梁子—上店
子梁子一线外延子梁子一线外延2020米米，，形状大致呈不规则三角形形状大致呈不规则三角形。。东东
西约长西约长12001200米米，，南北约长南北约长10001000米米，，分布面积约分布面积约6060万平万平
方米方米。。

20052005年公布为德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年公布为德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原来的原来的““土土
将台遗址将台遗址””正式更名为正式更名为““绵竹城遗址绵竹城遗址”。”。20072007年年77月月，，绵竹绵竹
城遗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遗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绵竹故城在古代是成都平原的北大门绵竹故城在古代是成都平原的北大门，，是江油赴是江油赴
成都的必经之路成都的必经之路。。与隔绵远河相望的与隔绵远河相望的““绵竹关绵竹关”（”（即鹿即鹿
头关头关））控扼川陕古道控扼川陕古道，，易守难攻易守难攻，，它们共同构成了防御它们共同构成了防御
成都平原的北部屏障成都平原的北部屏障，，历世皆为军事重镇历世皆为军事重镇。。汉末三国汉末三国
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很多重要政治和军事事件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很多重要政治和军事事件
都与都与““绵竹城绵竹城””有关有关。。诸葛瞻父子战死绵竹就发生在诸葛瞻父子战死绵竹就发生在
现在的黄许镇现在的黄许镇。。

古绵竹境域主要为今旌阳区古绵竹境域主要为今旌阳区、、绵竹市两地绵竹市两地。《。《四川郡四川郡
县志县志》》载载““绵竹……今绵竹绵竹……今绵竹、、德阳二县地德阳二县地”。”。关于古绵竹关于古绵竹
地望地望，，南朝梁李膺南朝梁李膺《《益州记益州记》》最早指出最早指出““石子头二十里石子头二十里，，即即
故绵竹县城故绵竹县城，，诸葛瞻埋人脚战处也诸葛瞻埋人脚战处也”。”。唐李吉甫唐李吉甫《《元和郡元和郡
县图志县图志》》载载““在县在县（（绵竹绵竹））东五十里东五十里”，”，北宋乐史北宋乐史《《太平寰宇太平寰宇
记记》》引引《《益州记益州记》》并注并注““在县在县（（德阳德阳））北三十五里北三十五里”。”。清道光清道光

《《德阳县志续编德阳县志续编》》首次认定首次认定““汉治在今黄许镇汉治在今黄许镇”。”。刘章泽刘章泽
表示表示，，地望研究只是提供一个大致的范围地望研究只是提供一个大致的范围，，而考古发现而考古发现
和发掘将真实的绵竹故城呈现于人们面前和发掘将真实的绵竹故城呈现于人们面前。。

古绵竹自西汉建立古绵竹自西汉建立，，存续至北周存续至北周，，历时历时 700700 余余
年年。。西汉时绵竹为广汉郡都尉治所西汉时绵竹为广汉郡都尉治所，，东汉末益州牧刘东汉末益州牧刘
焉曾将州治短暂徙治绵竹焉曾将州治短暂徙治绵竹。《。《三国志三国志》》载载：“：“焉徙治绵焉徙治绵
竹竹，，抚纳离叛抚纳离叛，，务行宽惠务行宽惠，，阴图异计阴图异计。”《。”《后汉书后汉书》《》《华阳华阳
国志国志》》等也有相关记载等也有相关记载。。蜀汉时分绵竹设立阳泉县蜀汉时分绵竹设立阳泉县，，
晋废晋废，，后复置后复置。。晋初绵竹县改属梁州新都郡晋初绵竹县改属梁州新都郡，《，《晋书晋书》》
称称：“：“新都郡新都郡，，泰始二年泰始二年（（266266））置置。。统县四……雒统县四……雒、、什什
方方、、绵竹绵竹、、新都新都。”。”西晋太康六年西晋太康六年（（285285））罢新都郡复为广罢新都郡复为广
汉郡汉郡。。两晋之际两晋之际，，成汉政权据蜀成汉政权据蜀 3030 年年，，绵竹县为广绵竹县为广
汉郡所辖汉郡所辖。。东晋绵竹县仍属广汉郡东晋绵竹县仍属广汉郡，，东晋末境内设晋东晋末境内设晋
熙熙、、南阴平郡等侨郡县南阴平郡等侨郡县。“。“绵竹之战绵竹之战””使绵竹故城遭受使绵竹故城遭受
毁灭性破坏毁灭性破坏。。古绵竹在频繁的战争中不断走向衰落古绵竹在频繁的战争中不断走向衰落，，
南北朝时期原属广汉郡的绵竹县被南阴平侨郡所辖南北朝时期原属广汉郡的绵竹县被南阴平侨郡所辖。。

日前日前，，刘章泽等人完成科研课题刘章泽等人完成科研课题《《从绵竹故城遗址从绵竹故城遗址、、
金土村遗址研究到德阳政区史的重构金土村遗址研究到德阳政区史的重构》，》，从时空多个维从时空多个维
度解析古绵竹去向与德阳历史发展脉络度解析古绵竹去向与德阳历史发展脉络。。绵竹故城遗绵竹故城遗
址的发现揭示了西汉至蜀汉时期绵竹县治所的真实状址的发现揭示了西汉至蜀汉时期绵竹县治所的真实状
况况，，对研究汉晋县一级建置沿革对研究汉晋县一级建置沿革、、布局布局、、规模等提供了实规模等提供了实
物资料物资料。。20172017年年1111月月，，由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由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四川
师范大学课题组和绵竹市文管所联合开展绵远河师范大学课题组和绵竹市文管所联合开展绵远河··石亭石亭
江上游江上游((绵竹绵竹))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发现了金土村遗址发现了金土村遗址，，后经考后经考
古研究人员调查古研究人员调查、、勘探和试掘勘探和试掘，，确认绵竹金土村遗址为确认绵竹金土村遗址为
分布面积分布面积10010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汉晋时期遗址余万平方米的大型汉晋时期遗址。。刘章刘章
泽表示泽表示，，绵竹故城遗址和金土村遗址考古发现绵竹故城遗址和金土村遗址考古发现，，对进一对进一
步厘清德阳历史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步厘清德阳历史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勋刘勋 刘春梅刘春梅
岳鹏岳鹏 邓丽邓丽
图片除署名外由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图片除署名外由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为古绵竹的移治为古绵竹的移治。。事实上事实上，，古绵竹县一直延续至南古绵竹县一直延续至南
北朝时期北朝时期，，北周北周（（或说西魏或说西魏））废入南阴平县废入南阴平县，，寻即寻即（（或或
说隋说隋））并废入雒县并废入雒县。。魏蜀魏蜀““绵竹之战绵竹之战””对绵竹故城造对绵竹故城造
成巨大破坏成巨大破坏，，其地位逐渐衰落其地位逐渐衰落，，其后的绵竹治所或留其后的绵竹治所或留
或徙于史无载或徙于史无载，，现有考古材料也给不出更多结论现有考古材料也给不出更多结论。。

20192019 年年，，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
““绵竹城遗址绵竹城遗址””更名为更名为““绵竹故城遗址绵竹故城遗址””入列其中入列其中。。

文物普查中发现古代遗物，
命名为“土将台”遗址A

“绵竹城”砖惊现，
古绵竹城呼之欲出B

C 首次试掘，南北城墙“浮出水面”
断定了城址，那么城墙何在？

再次发掘，
发现各类遗迹近百处D

曾是军事重镇，
考古发掘揭秘真实的绵竹故城E

““绵竹城绵竹城””铭文砖铭文砖。。

20042004年绵竹故城遗址北城墙发掘现场年绵竹故城遗址北城墙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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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故城遗址采集文物绵竹故城遗址采集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