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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文峰塔附近考古发掘现场出土大批碎瓷片及残破的梅瓶等

□记者 李燕锋/文 张斌/图

“洛阳真是古都，是一座深藏不露的古都，只有慢慢地等，才能发现它的古
老。发现疑似大运河烧制遗址……”日前，网友“玩酷户外装备”发帖称，老城文
峰塔附近发现疑似大运河烧制遗址，正在进行考古发掘。大运河申遗成功不久，
洛阳又发现大运河遗迹？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求证。

网友发帖称，老城文峰塔附近发现疑似大运河烧制遗址，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洛阳晚报记者求证发现——

文峰塔附近，
为大运河新潭或漕渠遗址

新潭是隋唐大运河的一个码头。史料记载，武则天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在洛阳立德坊南营建新潭：“天
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那
时，“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洛河上“漕船往来，
千里不绝”。

漕渠又是什么呢？王炬介绍，隋唐大运河在洛阳地
段的河道是由洛河、伊河、谷水、瀍河、漕渠为主干，以通
津渠、通济渠、泻城渠、伊水正支等许多小支渠为辅构成
的运河网络。在唐代，含嘉仓城内的粮食是通过运河运
送的。通过考古勘探调查、发掘证实，船只由黄河入洛
河，在今偃师境内入漕渠后西行，在今洛阳市区入瀍河北
上，在今瀍河回族区九龙台一带向西入谷水，最后抵达含
嘉仓城内东南部。

那么，这里到底曾是新潭，还是漕渠呢？王炬表示有
待进一步发掘。他计划下一步再开挖一条探沟，来考证
一下此处河道的宽度。“如果这里曾经是码头，河道在这
里应该是比较宽的；如果是漕渠从这里经过，只是一条渠
的话，河道应该不会很宽。”

此外，在工地的西北方向，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条分
界线，这条线的东边有唐代淤土，西边却没有。“这条分界
线是不是当时河道和码头的分界线，也有待我们进一步
考证。”王炬说。

巧合的是，在分界线的西边，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
烧土遗迹。我们在现场注意到，这些烧土呈红色，随着发
掘工作的深入，烧土中不断出现大批碎瓷片，青花、白瓷，
还有一些残破的梅瓶等。王炬推断，这里应当是明清时
期烧窑的遗址，但具体年代、沿用时间，都还需要考证。
下一步发掘工作将继续向下，直到进入唐代地层后，才能
初步还原这里的真实情况。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这是一处和隋唐大运河有
着密切联系的遗址。到底是新潭还是漕渠？谜底将随着
下一步考古发掘揭开，本报也将持续关注。

是大运河新潭还是漕渠遗址
谜底将随下一步考古发掘揭开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向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求证后了解到，老城文峰塔附近确实正在进行
考古发掘，虽然发掘工作刚刚开始，但让人欣喜的
是，从目前的钻探及试掘情况看，这里极有可能是
隋唐大运河的新潭或漕渠遗址。

网友说“发现疑似大运河烧制遗址”，事实上
是考古人员在一个探方内发现了一些明清时期的
烧土，初步推测这里曾有明清时期的烧窑。

负责现场发掘工作的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
唐研究室的王炬老师。昨日上午9时，我们和王炬
一起来到工地，20多名工人正分别在两处探方内
忙碌，其中一处在文峰塔的东北方向，另一处在文
峰塔的西北方向。

王炬介绍，前期钻探结果显示，这里既有金

元、明清时期的洛阳老城城墙，还有大量唐代的淤
土。其中，城墙遗址在东北方向，目前仅存一小段
夯土。“结合史料记载，洛阳老城城墙的东北角应
当在中州路以北现在的洛阳宾馆里面，而我们现
在所处的位置再往南一点，应是城墙的东南角。”

城墙是金元、明清时期的，这和目前老城的实
际情况是吻合的。在金元、明清遗址的土层下，钻
探人员又发现了大面积唐代淤土。这是否意味
着，在唐代，文峰塔附近可能有河道或大水坑？

王炬说，站在工地上向北看，会发现文峰塔这
一带地势比周围低许多，根据史料记载，文峰塔附
近有湖泊、庙宇等。再结合史料以及钻探发现的
唐代淤土，可以推断这里极有可能曾是隋唐大运
河的新潭或漕渠。

老城文峰塔附近确实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初步发现金元、明清城墙，明清烧土，唐代淤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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