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古代城址

耿建军

徐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在今徐州市辖范

围内，分布着许多古代城址。现对徐州的古代城址做简

单的概述，重点为大家介绍古彭城。

一、城的基本概念及发展演变

（一）城的基本概念

城墙：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夯筑土墙，故很多古代城

址被称作土城或土城子。城墙的局部包砖（城门处）最早

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墙外整体包砖则是明代的事

情。目前，我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城基本上都是明代的。

城门：开始都是木结构城门，后为券顶城门，门上有

城门楼。

护城河：环绕城墙，开挖护城河的土堆积为城墙。

瓮城：指在城门外（亦有在城门内侧的特例，如南京

明代中华门）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

马面：也称敌台。为加强防御，城墙每隔一段距离设

一凸出的矩形墩台。

雉堞：古代城墙顶部内侧叫宇墙或女墙，外侧叫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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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或雉堞。

（二）城的发展演变

城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目前，湖南醴陵城

头山城址被认为是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距

今约 6 000 年。不过，早期城址特别是原始社会的城址

一般都比较小，城墙边长一般为二三百米。国家产生以

后，城的范围显著扩大，特别是都城。如属于商代早期都

城的河南偃师商城，南北长 1 700 多米、东西宽 1 000 米

左右，总面积达 80 万平方米，是城头山的十倍。而隋唐

长安城东西长近 10 000 米、南北宽近 9 000 米，总面积

达 84 平方公里，可以算作是古代最大的城了。

城的形状往往会受到地形的影响，地势比较平坦的

地方，城的形状相对比较规整，而在遇到河流、山体则会

根据需要改变城墙的走向。随着时代发展，城的布局及

区域分工日趋明确。开始的时候城内区域分工并不明

确。如西汉长安城，城内几乎都被宫殿占据；隋唐长安城

则是宫殿与民居有了各自独立的区域。为加强防御，城

由开始的一重城墙变为两重甚至三重城墙。里边的小城

称子城或内城，外面的大城称罗城或外城。明清时期，也

把都城最外重城称为外廓城。

二、徐州古代城址

在古代，县都有城，而首县往往也是郡、州等上一级

政区官



有的早已经消失，如湖陵、留（张良封地）、吕、武原、司吾

等。这些城大多都了解其位置，少部分因黄河水患的原

因已经不知所在，如丰、留（微山湖底）。

现就已知徐州区域内城址做简单的介绍。

（一）沛

沛在秦代即为县，城在现老县城北，即开发区一

带，没有进行过勘探，但在城北修桥时曾发现堆积很厚

的汉代遗存。刘邦与沛县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不仅在秦

末农民起义时称沛公，汉初一大帮王侯将相也都是沛县

人。刘邦在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后也是到沛县看望家

乡父老，并给沛县免税的待遇。但刘邦是丰人还是沛人，

丰沛县一直争论不休。丰县为汉初设置，秦时为沛县丰

邑，这也就是后来刘邦籍贯是丰还是沛争议的原因所

在。这与东汉末诸葛亮到底是隐居在南阳还是襄阳的道

理是一样的。

（二）湖陵

湖陵的名字大家感觉比较陌生，位置也较为偏僻，

其位于沛县东北微山湖岸，属于沛县龙固与微山县张楼

交界处，城址本身大部分属江苏，少部分属山东。

湖陵在汉代为湖陵（陆）县，春秋战国时期为宋国的

湖陵邑，秦时置湖陵县，南宋时县废。汉代时湖陵县属山

阳郡，并不属于徐州管辖。2003 年 4 月，附近的大沙河

工地施工中曾发现一段转角的夯土墙，夯土墙上发现有

大量的瓦片，当为角楼遗迹。2012 年冬天，我们曾进行

徐
州
古
代
城
址

3



城
市
发
展
与
民
生

全面勘探，基本了解了城址的大致情况。湖陵城由南北

两城组成，中间以泗水古道相隔。北城位于泗水古道北

岸，据调查，20世纪 50 年代，北城墙及东城墙仍高出地表

1 米左右。经勘探确认，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城垣总

周长 3 345 米，其中，东垣长 805 米、西垣长 900 米、南垣

长 920 米、北垣长 720 米。南城位于泗水故道南岸，经勘

探确认，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墙总周长为 4 140 米，其中

西城墙长 1 120 米，南城墙长 1 020 米，东城墙长 1 100

米，北城墙长 900 米。从湖陵城勘探结果来看，南城时

代早于北城，应为先筑之城。据《滕县志》记载，楚汉相

争时“汉高祖与项羽战于此（湖陵城），各筑城。以沙河

（泗水）为界，汉南楚北……”。南城中所见多为战国遗

物，且在南城城垣上发现多座西汉中晚期汉画像石墓，

说明当时城已经被废弃，县已迁到了北城。

（三）吕

吕县在现在的铜山区吕梁。相传春秋时为吕国，后

为宋国所灭，汉代为吕县。吕城后被黄河淹没，具体位置

不详，大致在今吕梁附近的黄河北岸。今吕梁西有城头

村，有可能与其有关。吕梁在古代最著名的是吕梁洪，为

泗水上三处激流险滩之一（另两处是百步洪和秦梁洪）。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的河流基本都是从西向东流，而

泗水是我国东部唯一一条南北流向的大河，自古即为重

要的交通水道，黄河夺泗入淮后成为黄河的一部分，元

明时期为漕河的一部分。为保障漕运安全，吕梁洪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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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城址进行了勘探解剖，确定城墙东西长约 900 米、

南北 1 100 米，建城年代为战国时期，疑为古徐国都城。

根据目前资料，可基本确定梁王城即为汉魏时期的武原

县城，隋朝时，县被废。

（六）鹅鸭城（徐国故城）

位于邳州市戴庄镇西南山窝村，城址东、北、西三

面环山，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 500米，现四面夯筑城

墙仍有部分清晰可见，宽约 8 米，以东墙北段保存最好，

残高 1～2 米。2012 年曾进行勘探，从出土物分析，鹅鸭

城时代为春秋时期，很可能是古徐国的后期都城。徐国

亦称徐夷，为商周时期生活在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个古

国，开始主要活动于苏鲁交界处。西周初，东夷各部发生

叛乱，周公亲率部队东征，迅速平息叛乱，徐国被迫退走

淮水之滨。这一时期是徐国的鼎盛时期，疆域包括了苏

北、皖北的大部分地区及鲁南的一部分。据《后汉书·东

夷传》记载，徐“偃王处黄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

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西周时期，楚、吴、越等国尚未兴起，在东南一带最

为强大的就是徐国。春秋前期，楚国开始兴起，当齐桓公

称霸中原的时候，楚国也开始强大起来。而居于齐楚之

间的徐国遂成为楚国北上争霸的重要障碍。这一时期，

徐国的立场是连齐抗楚，而齐国仅仅是把徐国当作减缓

楚国兵锋的屏障，这样，徐国成为齐楚争霸的牺牲品也

就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娄林之败的发生。“楚文王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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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

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

徐山”。 这一段的记载非常明确：徐国被楚国打败后，

将都城迁到了“彭城武原县东山下”，其位置正是现在的

鹅鸭城。这里的彭城是指东汉的彭城国，武原即为彭城

国属县。武原县因西临武原水（今中运河）而得名。武原

县城即今梁王城，城东山今名禹王山，应为徐王山误传。

徐国最终于春秋晚期被吴国所灭。吴灭徐采用的是水攻

战术，也与鹅鸭城环境及周围地形相符。

（七）司吾（钟吾）

最早为西周时钟吾子爵封国，名钟吾国，春秋时依

附于楚。公元前 512 年，吴王阖闾以钟吾国放走公子烛

庸（吴王僚之弟）为借口，派伍子胥及孙武攻打钟吾，钟

吾国灭亡。秦时，在钟吾国故地置司吾县，南朝刘宋时县

废。司吾城址位于新沂市马陵山镇沭河西岸的土城自然

村，村西不远还有名司吾的小村，明清时期为司吾驿（驿

站），驿名来源就是近司吾城。

（八）石户城

位于徐州市区以北约 25 公里的铜山区柳泉镇石

户城村。城址位于城山北麓，依山而建，地表发现有大量

汉代的绳纹瓦片。石户城南墙利用城山，北、东、西三面

筑城墙，其中北城墙和西城墙保存较好，高出周围地表

约 1～1.5 米，从卫星图上可以大致看出石户城城墙、护

城河的相关情况。2012 年秋天，徐州博物馆对城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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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查勘探。根据勘探资料，城址北城墙长约 611 米，东

城墙长约 479 米，西城墙长约 719 米，南面以城山山体

为墙。护城河在东城墙、北城墙、西城墙外都有存在，宽

约 20 米，此外，为了解城内文化层堆积情况，局部进行

了试掘，遗存十分丰富，以汉代为主，底层还有战国堆积，

显示出该城可能筑城于战国时期。该城史籍没有记载，

或以为是彭城县，或以为是北平邑（狮子山出土有印章）。

三、彭城

（一）概况

徐州古称彭城，被称为徐州是元代以后的事情。而徐

州市的设置则是在 1939 年 2 月（日伪时期），第一任市长

为著名书法家张伯英的叔叔张云生。彭城的得名与彭祖

的大彭国有关。徐州市区发现的最早古文化遗存是六中

院内的属新石器时代的下圆墩遗址。公元前 573 年，晋楚

争霸，围绕宋国的彭城邑发生了一场春秋时期规模较大

的一场战争。这是彭城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距今已有 2

600 年的建城历史。彭城地处汴水泗水交汇处，地理位置

优越，为南北交通要冲，号称“五省通衢”，有“南国藩屏、

北门锁钥”之称。正是因为如此，彭城的位置在历史上基

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一直都是在现在老城区的位置，文

化堆积层层叠压，2003 年在金地商都进行的发掘，文化

层的最底部距地表最深达13 米，文化层厚度达 9 米。

（二）汉代城址

由于埋 藏 深和水患等原因，在徐州城区一带寻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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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圣庙重修记”、五代王宴功德碑等两块高大石碑。2013

年 5 月初，我到苏宁广场工地检查考古工作，在工地的

西部距地表近米处发现了大范围的夯土，且土质基本都

是含砂礓石的黄土，夯土呈南北长条形。我个人基本判

定这就是汉代的城墙，但为慎重起见，我又邀 请李馆长

及部门其他人员到现场查看，我的认识得到了一致认

可。后来，我们又请省内专家鉴定，也被完全认同。

经过发掘可知，城墙位于彭城路的东侧，基本呈南

北向，稍偏西北东南，残存高度一般在 1.5 米左右，夯筑

而成，墙基宽度约 30 米，暴 露长度近 200 米。中间的豁

口宽度在 3 米左右，两侧用石块 垒砌，底部有水沟 痕迹。

对于豁口的性质，或以为是城门，或以为是排水沟（淮北

相城遗址及大云山墓园墙内都发现有石砌排水沟）。此

外，在揭 露城墙南部外（东）侧还发现有护城河，宽约 20

米。根据所发现城墙的位置及附近环境判断，其应为汉

代彭城的东墙。韩 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张建封）“汴

泗交流郡城角”，城应该是靠近汴水和泗水的。苏宁城墙

北段东侧明显为河滩，城内不可能在墙东，且金地商都

夯土台也都是在城墙西，故其为东墙无疑。

汉代彭城东城墙的发现，为确定汉代城址提供了重

要线索，并为寻找其他三面城墙树立了重要标杆。

（三）明代城址

从汉代城墙被唐代打破和破坏的情况看，最迟到

唐代，东城墙已经东移。从东汉末至隋文帝统一全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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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路江苏移动公司院内西门（武安门）瓮城曾发现崇祯

城石砌墙基压在洪武城上。在砖砌的城外还有土城。

徐州城墙直到民国初年仍保持完好，据说，毛主席

到徐州还曾沿城墙走了一圈。1928 年，驻守徐州的第一

军军长刘峙认为现城垣已经不能适应城防需要。而铜

山县县长刘炳晨正为教育经费短缺发愁，趁机拆除变

卖城墙，陆续三年，内城地表以上的城垣基本荡然无

存。快哉亭城墙是后修的。外城土城的破坏应该稍晚。

有的地名保留了下来。

彭城（徐州城）经历了 2 000 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

城墙到民国时期就不存在了，但其历史的信息在地下被

保存了下来，她是徐州的根、徐州的源，值得我们珍惜。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应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被赋予了许多崭新的内涵，

城墙已经不是城的标志，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 厦 、宽

阔的道路、优美的环境这些新的元素。徐州这座古老

的城市，正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耿建军，男，1965 年 2 月出生，江苏铜

山人，1985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

古专业，现为徐州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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