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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潭是唐代洛阳城漕运系统的枢纽，是隋唐大运河重要
的漕运码头。它位于泄城渠、泻口渠、漕渠相汇之处，隋唐洛
阳城北市的南面，今洛阳老城北临操场街、文明街东西一线，
南至中州渠，西接中和巷，东临新街，大致东西470 米、南北
340米的区域内。

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洛阳成为世界性的商品集
散地，大运河承载着货运的重要职能。唐代高宗、武则天主要
活动在洛阳，中央机构日益庞大，涉及粮食的供给，加上关中
地区自然灾害的影响，漕运的压力就更大了。隋代建造的漕
运设施已不能很好地满足运输需求，来往船舶数量大增，漕运
拥挤，影响到河道流水、漕船行走和货物流通。

为疏通河道，方便漕船停泊，唐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
701 年）六月开凿新潭。新潭在皇城的东南方向，南接通济
渠，东接瀍河，为往来舟船提供一个停靠、装卸、交易的港湾。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大足元年六月，于东都立德坊南，穿
新潭，安置诸州租船。”新潭码头成为天下诸州缴纳租调的船
只停靠的重要地点，卸下的粟米通过与漕渠相通的泄城渠运
入附近的含嘉仓城，继而入库。

新潭位于北市最繁华的地方，是当时东都城内漕运、水
利、风景、园林等综合开发的创举。张环在《新潭赋》中称赞新
潭可与石崇的金谷园媲美。新潭一年四季景色宜人，四周栽
植柳树，潭中央聚土成岛，上设租场，来洛阳的漕船和商船都
停在这里，史载：“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洛，商旅
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

新潭遗址，前期经过方孝廉先生的实地调查，其西岸在今
“五圣庙”一带，大致走向是从“五圣庙向南微曲约300米至洛
河（通济渠）边，再向东北曲折延伸过广平街南端，再过文明街
小学门口，经过洛阳市纸箱厂至鼓楼南侧，折向东过瀍河，又
曲折向东南下至下园路止，形状似半月形”。

2014 年 8 月至 11 月，为配合老城区东南隅旧城改造项
目实施，洛阳市的文物工作者对老城区东南隅一带进行考古
勘探和发掘，结果显示，在河南府文庙东侧及文峰塔东侧有新
潭遗迹存在，使用时代从唐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灭亡后，隋
唐大运河逐渐遭废弃淤塞，新潭也因此失去作用而干枯。明
代河南府整修加筑城墙墙基时，大量利用了这里残留的唐代
修建河堤或码头的大型石块。另外，考古钻探表明，在北临操
场街、文明街东西一线，南临中州渠，西接中和巷，东临新街，
以柳林街为中心东西两侧各 200 米范围内，也是唐代新潭
遗址位置所在。

直到 1938 年，新潭码头仍能泊船百余艘，后来一直保
持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称南关码头。20 世纪 50 年代以
后，由于洛水上游水位逐年下降，水运随之停止，码头也不
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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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潭：隋唐大运河漕运枢纽
偃师商城新发现
两处城门遗址
分别位于大城西墙南段和小城东墙中段
后者是小城首座可确认的城门

3500年前的王都城门是什么样子？近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偃师商城考古
新发现，新确认的两座商代城门，为认识这座王
都提供了更多线索。

昨日，在位于偃师商城植物园内的考古工
地，记者看到了新发现的商城小城城门遗址。
根据发掘情况，考古人员对门道两侧的夯土柱
槽和柱洞进行了标记，南侧柱槽内有柱洞8个，
北侧柱槽内的部分柱洞受近代墓影响，仅保存
5 个。可以想象，3500 年前的工匠正是在这
里，先在柱洞底部垫上厚实的石块，然后将一根
根柱子插入柱洞，打造出城门的雏形。

“这里位于小城东城墙的正中位置，是我们
向东追踪偃师商城城市水系分布时，在晚期水道
穿越小城东墙处发现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偃师商城考古队领队陈国梁介绍，此前
的研究表明，小城四面城墙的中间可能各有1座
城门，今年下半年发现的这座城门，是小城首座可
确认的城门。

除了小城城门，今年上半年，考古人员还发
现了一座位于大城西墙南段的城门。研究者认
为，商汤灭夏后，按规划设计修建了一座平面大
体呈长方形的城址，即偃师商城的小城。后来，
商代的统治者又在小城的基础上修建了大城。
此前近40年的考古发掘已经确认了大城上的
7座城门，分别是北面1座、东西各3座。

偃师商城新发现的两座城门，均为单门道
设计，门道宽度约3米。“早期都邑的城门主要
承担防御功能，这样设计更有利于抵御入侵。”
陈国梁介绍，两座城门均设在水系下穿城墙处，
体现出古人对城市建设的规划能力。

水系如何穿过城墙？修暗渠。记者在现场
看到，小城城门下方铺设了一条宽约2.3米、深
约1米的渠沟。“我们在渠上发现了石板遗存，
推测是为了方便行人穿行铺设的。”陈国梁说。

偃师商城拥有迄今发现的商代最早最完
备的城市水系，在没有地下综合管廊的 3500
年前，一条条水渠通过明暗结合的方式，连通
城内城外，承担起宫殿景观用水、城市防水排
涝等功能。

无论是发掘城门遗址，还是追踪到水系走
向，都是为了进一步厘清偃师商城的“城市骨
架”。陈国梁说，新确定的城门位置，为寻找其
他城门提供了线索，而水系的分布也为确定道
路分布、城市内的网格状布局提供了依据。

偃师商城遗址的深入研究是夏文化与早期
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开展的前提。陈国梁说，下一步，考古工作
将继续深入研究偃师商城的布局、年代与性质
等问题，为遗址复原展示和遗址公园建设奠定
考古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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