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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燕锋

本报讯 隋代“国家粮仓”回洛仓的
具体位置在哪儿？规模到底有多大？
近年来，考古界为解答这些问题而苦苦
探索着。昨日，记者从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获悉，随着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的
开展，回洛仓的面貌终于清晰地呈现在
世人面前。

回洛仓始建于隋大业年间，是隋炀
帝在洛阳周边设置的“国家粮仓”，其主

要功能是为城内的皇室和百姓供应粮
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吕劲松介
绍，近年来，我市对回洛仓遗址的考古发
掘和研究工作一直进行着。2012年年
初，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启动了对回洛仓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通过这次发掘，考古人员断定回洛
仓城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外东北部，即
今瀍河回族区瀍河回族乡小李村、马坡
村以西，目前的310国道从中横穿而过。
遗址所在地属于邙山南麓的缓坡带，周

围地势平坦开阔，不易积水，现为耕地。
关于回洛仓的规模，考古人员判

断，仓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000米、南
北宽355米；仓城城墙厚约3米，内部由
管理区、仓窖区、道路和漕渠等部分组
成。仓城内，一个个大型仓窖成组分
布，整齐排列。目前，考古人员共探出
仓窖220座。据推算，整个仓城仓窖大
致有710座，是目前已知隋唐时期粮仓
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关于仓窖的大小和形制，考古人员

也有了较清晰的判断。与含嘉仓不同的
是，回洛仓内各个仓窖的大小基本一致，
窖口内径10米，外径17米，深10米，规
模巨大。考古人员判断，每个仓窖储存
的粮食在50万斤左右。依此推断，整个
仓城的储粮总数可达3.55亿斤。

吕劲松说，此次对回洛仓的发掘，
对研究隋代洛阳城的兴建、仓储情况及
我国储粮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
下一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
了重要依据。

说到回洛仓的位置，即使是熟
悉洛阳历史的人，也只能往瀍河回
族区的方向指一下，或者拿出《资治
通鉴》上的记载来答复：“洛阳北七
里。”那么，“洛阳北七里”这么广阔
的范围，到底哪里才是回洛仓？

昨日上午，当我们来到瀍河回族
区瀍河回族乡小李村西的考古发掘
工地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
室副主任王炬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王炬说，此前，文物部门对回洛
仓城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但一直没
有找到仓城的城墙，所以无法准确推
断出其具体位置。在新一轮的考古发
掘中，考古人员找到了一条南北向、宽

约25米、长约30米的漕渠遗址。
“当时，粮食应该是通过漕渠运

送至回洛仓的，漕渠的发现助我们
推断出回洛仓的西边应当是紧临瀍
河的。”王炬说，不仅如此，考古人员
还在漕渠附近发现了一些埋在地下
的城墙遗址，由此更加确定了仓城
西墙的位置。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仓城的中间
位置找到另一条15米至20米宽的漕
渠遗址，而这条漕渠指向古谷水方向。

经过考古人员对整个仓窖区的
普探，最终确定了回洛仓的具体位
置在小李村、马坡村以西，呈长方
形，310国道横穿而过。

经过新一轮的考古发掘，隋代“国家粮仓”渐露“全貌”

回洛仓：仓窖超 700座，储粮3.55亿斤

快来看看，“天下粮仓”啥模样

我们在现场看到，准备用作保
护展示的其中4座仓窖上已搭起保
护棚，有两座发掘完毕的仓窖壁面
上还盖有防寒的草垫。

王炬解释说，目前的发掘距离
窖底还有大约1米，由于在发掘中
发现了木板遗留下的木灰遗迹，担
心寒冷的天气会破坏木灰遗迹，所
以用草垫盖了起来，待天气暖和时
再向下发掘。

4座仓窖中有一座被挖开了一
半，王炬说，这是为了将来游客参观
时，可以较清晰地了解整个仓窖在
不同年代的淤土堆积情况。

此外，还有一座仓窖只挖开了
一个断面。王炬说，按照保护展示

工程的方案，这座仓窖将被作为公
众考古基地。届时，将有专业的考
古人员带领游客进行现场考古。

除了这4座仓窖，仓城南部还
有一部分考古发掘现场。这是为了
弄清每座仓窖的周围有无柱洞，如
果有，则证明当时仓窖上方或搭有
保护棚，而柱洞则用来埋柱子。接
下来，考古人员还将依据现有资料，
对仓城内道路的走向、分布等情况
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我们了解到，按照保护展示方
案，将来计划用种植特色植物的方
式，将每座仓窖的位置、轮廓显示出
来，使参观者对仓窖的规模、形状等
情况有一个直观感受。

通过发掘以及对土质的辨别后
发现，仓窖的建设顺序大约是这样
的：先在生土上挖一个外直径十六七
米、内直径10米至12米、宽约3米、
深1.5米至2米的环形基槽，然后对
基槽进行夯打，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
仓窖口。再在夯打后的仓窖口内挖
一个深约10米、口略大于底的缸形
仓窖。“外围的基槽就像一个‘保护
罩’，让内层的仓窖更牢固。”王炬说。

按照现有资料推算，一个内径
约10米、深约10米的仓窖，其储存
的粮食应该在50万斤左右。

那么，怎样保持粮食不变质
呢？王炬说，为了保持仓窖内干
燥，工匠在修建时先用火来烧烤整
个仓窖的壁面，然后在壁面上涂抹
一层青膏泥，再用木钉铺设一层木
板，最后在木板上铺一层席，之后
才存储粮食。

王炬介绍说，关于仓城的大小，
史书中记载的并不一致。《资治通
鉴》中提到“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
窖”。而《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
考”中记载“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
窖容八千”。由于发掘手段和资料
有限，此前的考古发掘并未弄清。

2009年7月，我市文物部门对
回洛仓城遗址进行勘探时认为，回洛
仓呈长方形，东西长646米，南北宽
355米，东南角距隋唐城北墙1000
米，西南角距北墙1100米。根据考
古人员对仓窖直径及间距的推算，仓
城内的仓窖数量为300座左右。

“这次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
最为详细，各种数据也最为准确。”
王炬说，仓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1000米，南北宽约355米，仓窖710

座左右。
截至目前，考古人员已布大小

探方11个，发掘总面积4000平方
米。正在发掘仓窖两座，已清理出
仓窖两座及周边12座仓窖的开口位
置、两条主要道路。

王炬说，东西方向的道路踩踏面
宽28米，路面起薄层，踩踏面明显，仅
在道路南侧发现车辙痕迹一组，辙痕
无洼陷，宽约12厘米至15厘米，两车
辙间距1.2米；南北方向道路踩踏面
宽40米，路面踩踏明显，在路面上发
现车辙痕迹三组，其中偏西部的辙痕
较多且明显，辙痕无洼陷，宽约12厘
米至15厘米，两车辙间距1.2米。

“从路土的厚薄及车辙痕的情
况看，这两条道路使用时间均较短
暂。”王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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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年前，回洛仓是隋代的“国家粮仓”；如今，埋在黄
土下的回洛仓城遗址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
要遗址点、隋唐时期中国发达的南北漕运的历史见证。

这座曾经的“天下粮仓”到底有多大？它能储存多少粮
食？日前，随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的开
展，关于回洛仓城遗址的各种疑问渐渐有了答案。

疑问：回洛仓城遗址现在咋样了？是否会对外开放？
回答：展示工程正在进行，将建公众考古区

疑问：仓窖是什么构造？
回答：外层设置“保护罩”，里层加固储存粮食

疑问：考古工作中都发现了些什么？
回答：正在发掘清理多座仓窖、两条主要道路

疑问：考古人员是怎么找到回洛仓城遗址的？
回答：根据一条漕渠遗址确定其方位

回洛仓城遗址中的一处仓窖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