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虎头”讹音成“娄湖头”，张昭旧居在南京老城南

你知道吗？在南京老城区，
也可以寻迹这位传奇的“娄侯”。
在人气爆棚的老门东附近，有个
地方叫“老虎头”。有学者认为，
这里原来正是张昭旧居。

张昭曾在宅前开挖水塘，被
称为“娄湖”，宅地被称为“娄湖
头”。

后来由于南京方言的缘故，

“娄湖头”传着传着就成了更顺口
的“老虎头”。这么说来，孙权、张
昭正面刚，用土堵门的地方，很可
能就在这里。

老虎头人杰地灵，不仅有东吴
娄侯张昭，还有南朝梁武帝萧衍。
根据江苏文库研究编之《江苏历代
文化名人传·萧衍》：“关于萧衍出
生地‘同夏里三桥宅’的具体位置，

据有的学者研究，应在南京城南老
虎头44号，这里原是东吴孙权重
臣张昭旧居。南朝时期，这里成了
萧衍的住宅。萧衍当皇帝以后，将
故宅舍为寺庙，取名为光宅寺。光
宅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七年
（508），当时寺庙宏伟，是建康城里
18座大寺之一，现被列为南京市
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掘出关键物证金印，为南京东吴墓葬首次发现
张昭家族墓由8座墓葬东西

向并排构成，墓向基本一致，均系
土坑砖室结构，规模较小、形制相
近。家族墓多数墓葬后部设有明
暗 结 合 的 排 水 沟 ，均 延 伸 与
M171 主排水沟相接，形成一套
规划有序的地下排水系统。

这个独特的排水系统，是证
实家族墓的有力证据。8座墓葬
尽管早年均遭受盗掘，但仍出土
有青瓷砚、青瓷卣、青瓷盏、青瓷
蛙形水注、金印章、铜弩机等少量
遗物。张昭墓（编号M170）平面
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坑、砖室、
排水沟等部分组成。墓室内长3
米、宽 1.8 米，出土有金印、铜弩
机、铜钱等遗物。

根据墓内出土的两方龟纽金
印（“辅吴将军章”“娄侯之印”），
结合相关史料以及墓葬形制结构
所体现的年代特征，确定墓主为
东吴重臣张昭。

张昭，字子布，徐州彭城人；
辅佐孙策、孙权稳定江东；孙权称
帝后，拜辅吴将军，封娄侯。

张昭家族墓是南京地区继丁
奉家族墓后发现的又一东吴重臣
墓地，是东吴时期墓葬考古的重要
发现。

张昭家族墓排列有序、方向
一致，经严格统一规划，拥有明暗
沟相结合的复杂排水网络，且保
存较好，在六朝家族墓葬中较为
少见。

张昭家族墓出土的部分青瓷
器制作精美、釉色莹润，是六朝青
瓷的佳品。此次考古发掘的金印
在南京地区东吴墓葬出土遗物中
系首次发现，更是成为确定张昭
家族墓的关键物证。

张昭家族墓考古发现丰富了
南京地区六朝墓葬考古研究材
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吴墓葬
分区分期、墓葬演变以及丧葬习
俗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张昭家族墓野外发掘工
作已结束，考古人员正有序推进文
物修复和资料整理工作。鉴于张
昭家族墓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南
京市相关部门计划对其进行原址
保护，纳入油库公园设计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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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6日、7日曾连续报
道在南京找到张昭墓的消息，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11月 5日，现代快报记者从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秦淮分
局了解到，南部新城管委会已经
在委托相关单位做油库公园的方
案，张昭墓的发现并不影响公园
的建设，目前正在等待文物部门
评估张昭墓的保护价值和保护措
施，以此为依据来优化公园设计
方案。张昭墓将成为油库公园重
要的历史文化展示地标。

相关人员表示，张昭墓的发
现更凸显了南部新城大校场地区
的文化底蕴，未来张昭墓将成为
公园内重要的历史展示点，同时
油罐、油库专用线等工业遗存将
进行利用展示，还有绿化、配套设
施，很有看点。油库公园将成为
南京又一新地标。

如何看待张昭墓发现的影响
力？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原所
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浙江大学
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认为，不
应该是点状的，而应该线性来看。

他说：“吴韵汉风是江苏的文
化特点，吴指的是东吴。东吴作为
六朝的开端，不仅是南部新城，整
个南京、江苏都很需要东吴文化。”

伴随着考古发现，东吴时期
的名人墓葬、现场文化遗产点也
越来越多地出现。放眼长三角，
安徽有朱然墓、天子坟，南京的江
宁有上坊大墓（孙吴某一皇室）、
南部新城有张昭墓、鼓楼幕府山
有丁奉墓、梅花山有孙权墓，镇江
丹阳有孙坚墓，再加上马鞍山的
采石矶、镇江铁瓮城、南京石头
城，这些东吴时期的文物遗迹点，
可以组成文物主题游径。

“人们都说三国，三国真正的
历史在哪？这就是真三国、真面

目。”林留根说，做文物保
护要有整体观，如果
把文物遗迹串成线
来看，它们为公众
了解三国，提供
了 非 常 好 的 途
径。

整个南京乃至江苏
都很需要东吴文化

官宣！张昭家族墓出土了这些宝贝
两枚金印锁定墓主身份,墓地拟原址保护

近日，一位三国时期重要人物的墓
地在南京被发现，他就是三国时期东吴
重臣张昭。

11月7日，“南京考古”发布：2022
年7月—10月，为配合南京市南部新城
油库公园的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
项目地块开展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地
下埋藏有大量古代墓葬。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2023年
11月起对该项目地块内勘探发现的墓
葬进行考古发掘，共计清理出由汉至清
代墓葬395座，以明清土坑墓居多，出
土瓷器、铜器、陶器、金器等遗物300余
件。其中，东吴张昭家族墓是本次考古
最为重要的发现。

据南京考古、方志江苏、江苏文脉

张昭（156—236），字子布。徐
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三国时
期孙吴重臣。年少好学，博览群
书，跟随当时知名大儒白侯子安专
门学习过《左氏春秋》，与琅邪赵
昱、东海王朗等名士都关系很好。

在文史、艺术领域，张昭几乎
是个全才，在经学、史学及应用文
领域都卓有建树，并且张昭还非常
擅长隶书。

东汉末年，中原大地，狼烟四
起。张昭为避战乱，南渡至扬州。其
时，正逢孙策创业，被任命为长史、抚
军中郎将，负责军中文武之事。

孙策对张昭极为尊敬，孙策去
世后，张昭率群僚辅立孙权，并安
抚百姓、讨伐叛军，帮助
孙权稳定局势。

晚年，张昭一
度不参与政事，
在家著《春秋左
氏传解》及《论
语注》。直到
嘉 禾 五 年
（236）去世，享
年 八 十 一 岁 ，
谥号“文”。

历史上的张昭：
博学多才，两朝重臣

▶张昭家族墓出土的
青瓷卣和青瓷蛙形水注

◀墓中出土的金印 ▲张昭家族墓航拍照（圈中为张昭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