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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章故城考古再获突破性进展——城址始建年代及宁波地域建城史前推到
春秋战国时期

作者：   发布时间： 2011-06-03  文章出处：国家文物局 点击率：[354]

 

 方格米字纹硬陶罐 

 

    2011年2月中旬至6月上旬，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对句章故城进行勘探试掘时，在今江北区慈城镇王

家坝村东南癞头山周边发现了春秋末叶至战国中晚期的城址文化堆积及城内相关遗迹，这是继2007年至2009年考古

确认句章故城的具体方位后，句章故城考古再次获得的重要突破性进展。 

 



 

干栏式木构建筑局部 

 

    句章故城是宁波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按《嘉靖宁波府志》等地方文献记载，句章故城最早为越王勾践所筑，建

城时间约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73年（周元王三年）前后，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明确的科学证据的支撑。2006年，

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项目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7年11月至2009年6月，先后三

次组织考古人员对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一带进行勘探试掘，相继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的瓦当、板瓦、筒瓦、砖块

等建筑构件以及陶、瓷、漆、木类生活用具，并揭露出同一时期的倒塌官署建筑堆积、木构建筑基址等遗迹现象，

从而解决了后世文献中关于句章故城地望的争论，确认句章故城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一

带。 

 

 

仿青铜礼器原始瓷片 

 

  2011年2月中旬始，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启动句章故城考古工作，通过为期三个多月的勘探试掘，在距

汉晋时期句章城址不远处的癞头山周边所布的一号和二号两条面积约15平方米的试掘探沟中，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具

有典型春秋战国时代特征的印纹硬陶罐、瓮，原始青瓷罐、杯、豆和泥质黑皮陶罐、豆、盆等生活用具，其中不乏

等级、规格较高的器物。如在二号探沟第④文化层中出土的一件战国早期仿青铜礼器原始瓷罐残片，即常见于越国

贵族墓中；同一地层中出土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也大多制作精良，规格较高，当非普通民宅所用。 

 

 



 

筒瓦、板瓦 

 

  在一号和二号探沟中，还各发现有一处倒塌建筑基址和一座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特别是在二号探沟第④文化

层下发现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其底部先以交错堆叠的木桩形成承重支柱，柱上铺一层木板作为活动面，木板外围圈

以一根横木，横木外再支立柱加固。从该建筑上部倒塌堆积情况看，当时的屋顶应铺有一层茅草，茅草之上另覆以

板瓦和筒瓦。整个建筑结构严谨，用工考究，与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风格既一脉相承又个性独具，充分体现

了江南水乡的建筑特色。从地层叠压关系看，该建筑的使用年代应为春秋至战国时期。这些发现，将句章故城的始

建年代以及宁波地域的建城历史前推到了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后世地方文献的相关记载基本吻合，

互为印证。（作者：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资料提供：宁波文化遗产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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