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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团一

西城为何比东城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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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团二

阖闾城是军事中心
!

!xIyz{|}EB

;~���,�$NO�

A�$K��U ��K�

�@ P ����LU��$E

IV,����U �(�$

�E1���,�����

�@�$E�1��� �U

�¡¢£¤¥¦§¨�U<

$©ª«¬¥�U ®¯�

°��� �U ±#$¥&

$,$²U³E�´��µ@

:fU C0¶·¸¹,

4567U B;,º2f?

»¼B(�$,��½@ �

$¾¿À,ÁÂÃEÄÅÆ

Ç��@

阖闾古城建筑
!

距今已经

有
!"##

多年时间
!

目前在锡

常交界处的遗址仍占地约

$%#

万平方米
!

但早已残破不

堪
"

原本古城里的原始建筑现

今近乎可以称得上是荡然无

存
!

记者在遗址附近游历
!

看

到的只是一排排现代民居
!

还

有一些不加指点无法辨别的

#

古城墙
$ %

当地居民说
!

遗址

保存不太好与当时越王勾践

为了报复他亡国之耻曾对城

廓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有关
"

现在遗留的
&

古城墙
$

筑

墙之土据说是取挖掘护城河

和闾江河之土堆砌而成
%

对保

存较好的地段钻探表明
!

城墙

当年的基础至少在
!#

米左

右
!

高度也在
&

米左右
%

据当

地村民反映
!

解放初期古城墙

虽然因年久倒塌
!

但一般还都

有
'

米多高
!

并且城墙完整
'

轮廓明晰
!

但后来当地生产大

队在西城建了两座砖窑
!

大部

分的城墙泥土都成了砖坯原

料
!

对城墙的破坏非常严重
"

目前城墙仅存
$%%%

余米
!

宽

(

米
!

高
$)!

米不等
"

滨湖区胡埭镇退休干部

许振华一直关心吴文化的开

发和保护
!

数十年来一直对阖

闾城深怀感情
!

并搜集了相关

历史和人文故事
!

最近几年他

一直呼吁尽快保护阖闾城遗

址
"

据他说
!

在上世纪
"%

年

代时
!

古城垣还布局完整
!

!"%%

余年前的状况还能较清

晰地看到
"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

里
!

由于农业建设和修路等
!

古城遗址遭到严重破坏
!

现在

已面目全非
!

仅能看到局部的

轮廓和范围
"

沿着城墙外部原

本有一条平行的壕沟
!

根据钻

探表明
!

原来河宽应该在
!%

米左右
!

深度要超过
(

米
!

可

是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淤

塞
!

唯有城西一段保存完好
!

还能通舟楫
!

看起来和寻常江

南水乡的小河区别已经不大
"

从阖闾城遗址东望
!

还能

看到胥山和白药山
!

有专家提

出
!

外城东墙可能就是由胥山

和白药山的山坡充当
"

坡下有

一湾如盆地的胥山湾现在应

该属于常州
!&

文革
$

期间有

人在此发现大型石室
!

专家猜

测有两种可能
(

一是勾践卧薪

尝胆的石室
)

二是吴国贵族的

石室洞墓
%

不过遗址上这些村落至

今仍以阖闾城的位置命名
%

如

&

东城村
$ '&

西城村
$ '&

城

里村
$ '&

城外村
$ %

且城内留

下的古迹不在少数
!

如练兵

场
'

点将台
'

兵器库
'

护城河
'

宫室遗址等
!

特别有关伍子胥

的遗迹更多
%

如胥山总军帐
'

胥泉
'

伍相祠
'

归来峰
%

!%%*

年江苏省考古研究

所所长张敏就曾透露
!

对阖闾

城遗址做了一些前期调查勘

探
!

包括遥感照片分析
'

考古

调查
'

考古钻探
'

物探和测绘

几大工作
%

目前已发现东城城

墙和西城城墙
!

其中东城在无

锡境内
!

西城在武进境内
!

西

城内还有几个高土台
%

从卫星

遥感照片上看
!

阖闾城范围内

明显存在东城和西城两城格

局
!

与
*

越绝书
+

中城中有小

城二的记载相吻合
%

快报记者 金辰 陈超

苏州市政协委员钱怡介绍
!

千百年来
!

人们一直奉现在的苏

州城为阖闾大城原址
!

其位置就

在如今的苏州干将路以南
'

十梓

街以北
'

公园路以西直到人民

路
%

还有一种说法是
!

阖闾大城

其实是建在木渎一带
!

因为在那

里也发现了春秋时期建造的城

墙和文物
%

苏州博物馆一位研究学者

也表示
!

虽然史载阖闾大城的原

址在苏州古城区
!

但并不能简单

地套用史书
%

不过
!

有一个事实

是学术界都认同的
!

那就是春秋

吴国国都的确是伍子胥一手规

划建造的
!

胥门至今仍完好保存

有
!"##

多年前伍子胥修筑的

古城墙
%

快报记者 王彪

!""

版!""#!$"%%# $%& '(&)** +(,-. /0,123封面新闻
#$

小时读者热线
"

%&'&'

江苏都市网
((()*+),-

#

江苏首席生活门户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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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读者热线
"

%&'&'

江苏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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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首席生活门户网
&

发现
"

阖闾大城在无锡

#

这个发现
!

意义很重大
%

吴

国都城在哪
!

一直是大家努力探

寻的
% $

南京大学考古学家范毓

周告诉记者
!

以前我们所知的无

锡建城史
!

从汉代开始
!

然而现在

一下子推到了春秋
!

而且比苏州

古城还要早了一点点
%

参与无锡阖闾城遗址调查的

一位考古人员告诉记者
!

早在上

世纪
"#

年代
!

就发现了阖闾城遗

址
!

+,&!

年
!

被列入省级文保单

位
% #

三分之二在常州
!

但那部分

破坏比较严重
!

已经很难看出什

么了
% $

之前
!

很多专家以为
!

锡

常交界处的这处遗址
!

是阖闾时

期建的小城
!

分为东
'

西两城
%

而

大城
!

则是指苏州古城
%

然而
!

此次考古调查中
!

工作

人员惊喜地在东西小城的外围
!

找到了真正的大城
!

高出地面的

部分已经不存在
!

但局部墙段发

现宽约
'(

米的城墙墙基
%

土质及

筑城方式与东城
'

西城相同
!

这说

明
!

应该是同时建造
%

#

都城当然有都城的规格
% $

专家解释
!

以前发现的小城
!

只能

说明这里曾经是集中居住区
%

发

现了大城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

#

大城
!

其实又叫郭
!

小城则称为

城
!

有郭有城
!

这在当时
!

只有一

个国家的都城
!

才能这样建
% $

而这座城存在的年代
!

考古

人员认为
!

与吴王阖闾同时
!

即公

元前
"+"

年
)

公元前
(,-

年
%

阖

闾死后
!

夫差才迁都至苏州
!#

所

以
!

伍子胥建的阖闾都城
!

是在无

锡常州交界的这里
!

苏州古城
!

应

该叫夫差都城
% $

这个观点
!

在昨天的论证会

上
!

得到了来自全国的考古专家

的普遍认可
!

不过
!

对于城的存在

年代
!

还稍有不同看法
%

一些专家

提出
!

有史料记载
!

夫差在阖闾死

后三年
!

方才迁都
%

因此
!

这座都

城的寿命更长些
!

是到公元前

(,'

年
%

考古
"

发现水军操练的湖湾

更有趣的是
!

还发现了大城

北面的胥山湾里
!

都是深黑色的

湖相沉积土
!#

这说明
!

还有水道

与太湖相通
% $

据了解
!

现在的胥山湾是一

片低洼农田
%

考古人员推测
!

这里

在当时
!

应该是操练水军和藏水

军的湖湾
%

在大城范围内
!

考古人员还

发现了大型土台
'

水门
'

陆门和

城壕的遗迹
!

这些
!

与
*

越绝书
+

以及
*

吴越春秋
+

的记载都相吻

合
%

而以前
!

一直令专家学者们

头疼的就是
!

无论是
#

苏州大城
'

无锡小城
$

的两城说
!

还是只有

苏州一座城的说法
!

都无法与历

史记载中的吴国都城模样完全

印证
%

考古队确认了阖闾大城的范

围
!

大城面积约
!.,(

平方公里
!

大城内有东城
'

西城
!

西城又分为

南区和北区
%

东城内有春秋时期

的水井
+

口
)

西城的南区有春秋

时期的大型建筑
(

处
!

陆门
!

处
!

水门
!

处
!

北区有春秋时期的大

型建筑
+

处
%

#

"

处建筑当然早就不在了
!

是根据保存下来的基址推 断

的
% $

南京大学教授范毓周告诉

记者
!

他去看过
!

最大的一处基址

竟然有两千多平方米
!

可以想见

当年的壮观
%

他推测
!

这一处也许

是礼仪性或祭祀
!

或者是与王权

有关的重要场所
%

在对阖闾城遗址调查之后
!

考古人员又扩大了调查范围
!

对

阖闾城遗址北面的龙山山脉进行

了调查
!

结果
!

竟然发现了春秋晚

期的石城
%

#

在离大城差不多一公里远

的地方
!

沿太湖十八湾的山顶和

山脊上
!

蜿蜒分布着一道石墙
!

石

墙依山势高下而筑
%

我们沿着石

城一直走
!

现在已经发现了有两

公里长
% $

考古人员说
!

目前已调

查了盘湖湾
/

夏墓湾石城
!

估计

远远不止这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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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探访

遗址残存一米矮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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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记者 金辰 陈超

观点

为啥要抢
阖闾古城

苏州
"

这里才是
'

阖闾大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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