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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的十年，随着江苏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
来越大，抢救性考古发掘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难度大的问题，考古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加
。
尽管如此，全省考古人员面对紧张而又繁重的考古工作任务没有退却，没有怨言，而是把这艰巨的任
务看做机遇和挑战，知难而上，勤奋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发掘任务。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通过一项又一项大型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发掘，我们的考古队伍得到了锻炼，业务
水平得到了提高，工作能力得到了拓展，全盘协作的观念得到了加强，课题研究的意识得到了实践，
在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中注重探索江苏文明发展的历史，研究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了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突出了考古发掘成果服务社会的责任，卓有成效地
推动了江苏考古与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
镇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可谓人杰地灵，文化鼎盛。
丰富的文物资源，充分反映了镇江先民们创造的璀璨古代文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镇江的经济社会保持着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大
规模开展。
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建设速度的进一步加快，地上地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日益增多，且时间紧迫
，工作量大。
镇江的考古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栉风沐雨，任劳任怨，辛勤工作，积极服务经济建
设，配合国家和省、市建设工程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镇江的考古工作主要涉及的是对吴文化及六朝唐宋古城的研究。
土墩墓的发掘是了解古吴国人与吴文化发展的很好内容。
对镇江六朝唐宋古城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对古代城市遗存进行调查、勘探及考古发掘，以及运用各种
科技手段和多学科的合力，来研究和复原古代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面貌，剖析其演进中的一般规律，为
城市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历史借鉴。
镇江六朝京口城是我国南方目前现存的三座六朝古城中最早且保存较好的，唐宋时期润州和镇江府比
较繁荣发达，在南方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做更多更好的考古探索，为研究古城的文化特色，探索保
护历史文化名城提供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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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是近十年来镇江考古工作的重点，先后发掘了凤凰山、三城巷、十亩山等新石
器时代遗址，鬼山等商周遗址以及许家沟、门口田、庙山、秀才墩、双墩2号墩等土墩墓。
其中，丹阳葛城堪称近年来镇江地区吴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吴文化乃至吴国的经济、文化和社
会发展的深入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六朝考古是镇江考古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近年发掘的汉六朝墓葬多达二十余处，其中不乏一些
重要文物的出土，如华山墓地出土的银凤钗、“优山美地”小区出土的青瓷扁壶、龟形水盂等都被评
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镇江在城市考古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斐然，先后发掘了唐宋城垣、宋代仓储、元代石拱桥等
。
     本书是对镇江近年来考古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汇总，内容既有发掘成果的总结，也有部分文物研究
方面的论述，年代上迄商周，下至明清，以遗址、墓葬资料为主，内容丰富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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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近十年来镇江考古新发现丹阳三城巷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镇江十亩山遗址发掘报告丹阳葛城遗址勘探
试掘简报镇江官塘桥镇鬼山遗址发掘报告镇江大港双墩2号墩发掘报告丹徒辛丰薛家村大墩、边墩发
掘报告镇江沿江台形遗址和土墩墓调查报告溧阳天目湖庙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溧水县秀才墩发掘报告溧
阳天目湖门口田土墩墓发掘报告镇江辛丰金家坟汉墓发掘简报镇江高资乌龟山汉六朝墓地发掘报告镇
江都天庙工地汉—宋代墓葬发掘简报镇江新区银山公园汉六朝墓葬、明代房基发掘简报镇江“香江现
代名城”汉—清代墓葬发掘报告镇江焦山《瘗鹤铭》碑刻水下考古第二次打捞简报镇江中轩房地产项
目工地六朝墓发掘简报镇江“优山美地”小区六朝墓发掘简报镇江“冠城国际”项目工地六朝墓群发
掘简报镇江“东城绿洲”工地六朝墓发掘简报镇江丁卯“钻石铭苑”六朝墓地发掘报告镇江“魅力之
城”一期工地六朝墓发掘报告镇江“魅力之城”二期工地六朝墓M13发掘简报镇江“南山华庭”工地
六朝墓发掘简报镇江丁卯小窑湾六朝及宋代墓发掘报告镇江华山村六朝、宋墓发掘报告丹阳高楼村六
朝、明代墓地发掘简报镇江教顶山东晋墓群发掘报告镇江唐宋罗城西垣考古勘探与发掘报告大运河历
史文化遗产的重大考古发现——镇江双井路考古发现的宋元仓储遗迹和元代石拱桥镇江华地百货工地
考古勘探暨试掘简报镇江长江路皇冠假日酒店考古勘探报告镇江金刚坟明代墓地发掘简报镇江发现两
块“千人义墓”碑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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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近十年来镇江考古新发现镇江博物馆近十年来，镇江的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大量抢
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
从时代上来看，由新石器时代、商周、两汉、六朝到唐、宋、元、明，跨度达7000多年；从发掘的对
象来看，有遗址、墓葬、城垣、桥梁、仓储遗迹等，类别比较齐全；从考古形式来看，有传统的地面
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也有水下打捞。
这些考古工作取得了大批文物、标本，抢救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了馆藏，同时获得了详实、
科学的资料，为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新石器时代考古虽然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但镇江地区乃至宁镇地区新石器时
代文化并未像毗邻的太湖流域那样建立起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谱系。
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受到太湖流域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
强烈影响。
近年来发掘的凤凰山、仲家村、三城巷和十亩山4处遗址，都发现有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
仲家村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存，是目前镇江地区发现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
由于遗址主体部分已遭施工破坏，因而主要清理了一条灰沟。
出土物大多为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兼有部分夹炭陶和少量的泥质红陶。
夹砂陶多以砂粒、蚌壳等为羼和料；泥质陶片见有少量的施红色陶衣。
器形主要有釜、罐、豆、器盖等。
釜带有鸡冠耳及腰檐，罐施半月形錾，都具有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因素。
该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石锛、砺石、石刀等生产工具。
根据出土陶器器形、特征分析，时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中期偏早，距今7000～7300年。
1993年南京博物院和镇江博物馆曾对三城巷遗址进行过一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良渚文
化至商周时期湖熟文化遗存。
2002年配合“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镇江博物馆和丹阳市文化局对三城巷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现
新石器时期文化灰坑、墓葬。
这两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未见葬具。
M1发现有陶杯、豆、罐、纺轮各1件；M2发现玉鱼形饰、玉璜和陶杯，地层堆积中出土陶器以夹砂红
陶、泥质黑皮陶、灰陶为主，有泥质红陶和少量夹砂褐、黑陶存在。
陶器表面以素面为主，纹饰数量不多。
部分夹砂陶器饰以捺窝、弦纹、附加堆纹；泥质陶器中刻画纹、镂孔纹和少量鱼鳞纹具有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特征。
器形主要有鼎、豆、壶、罐、杯、器盖、纺轮、錾手、器耳、圆陶片、鸟形器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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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特别是近十年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规模加大
，项目增多，时间紧迫，因此配合经济建设开展抢救性考古工作成为一项繁重和紧迫的任务。
镇江博物馆承担着本市及周边市、县建设项目的考古工作，近年来无论是在项目的数量、考占的科学
研究、获取的文物标本数量以及考古队伍的建设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目前，镇江博物馆有考古队员5人，技工3人，尽管通过培养引进，考古队伍不断壮大，但仍难以适应
基本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大量人员主要精力集中在田野工作中，致使室内整理和资料发表工作相对滞
后。
为了使考古成果得到更好地展示，我馆决定集中力量对近十年来的考占成果进行整理，并编辑出版。
本报告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周时期台形遗址和土墩墓；二是汉、六朝及其他时期的
墓葬；三是城市考古中的一些新发现。
这三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镇江博物馆近几年来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和研究成果，是考古工作的一次集
中展示，同时也以更加丰富的新材料凸显了镇江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质。
一本报告集，三十几篇报告，分量上也许还不足，但真实反映出镇江考古工作者的辛劳与汗水、热情
与智慧，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个人发展的坚实足迹，也是镇江博物馆考古工作发展的历史印记。
考古报告以野外发掘工作为基础，既为前一阶段考古工作积累了资料，为今后研究工作提供了素材和
可资借鉴的经验，又将引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
因此，本报告集的出版，不仅是对以往考古工作的总结，还预示着镇江博物馆考古工作跃升新阶段的
开始。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和镇江市文化，“电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江苏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研究员欣然作序。
我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肖梦龙研究员，我馆顾问、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宝成教授在报告的撰写、审
定、校核等方面给予了认真的指导，江苏大学出版社汪再非主任、段学庆编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
大量辛苦细致的工作。
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漏之处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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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记与重塑:镇江博物馆考古报告集(2001～2009)》是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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