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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居巢国沉陷巢湖再掀波澜，

对于唐咀水下古城遗址文化将如

何进一步发掘、保护和开发利用？

昨日下午，巢湖市委宣传部

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目前

市政府已经在现场设了一块高

2.3 米、长 9 米的巨型解说石碑，

上面刻有“陷巢州，涨庐州”传

说等简介。该市还组织市文联

作家为唐咀水下古城遗址创作

出一部剧本，有望拍成电视剧。

另外，该市文化和旅游部门

也正在研究如何发掘和开发利用

水下古城遗址，目前拟出好几种

方案，努力把“唐咀水下古城遗

址”打造成巢湖旅游文化资源的

一张城市“名片”。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巢湖市政府：
将把水下古城打造成城市“名片”

遗址年代基本确定为
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

何郢遗址，位于滁州市琅琊区扬子办事处十

里村何郢庄。

遗址三面环水，为一近圆形台地，直径约70

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如此“庞大”的遗址，

是哪个朝代“穿越”而来？

经考古发掘，该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大多数为

陶器残片，完整及可修复的陶器约为200件。陶器

质地以夹砂红陶为主，另有少量几何纹硬陶，器形

主要有鬲、豆、盆、罐4种，其余有钵等。青铜器主要

有镞、刀、凿、针等。此外，还有少量铜渣、与炼铜有

关的陶范及石范残片。石器数量和种类都较少，以

镰为主，其次为石锛和砾石。骨角器数量较多，有

骨铲、骨簪、骨针及经过磨制的鹿角……

“根据对器物的初步观察，基本可以确定为

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有了这些“遗物”，考古专

家便可以将其“身份”锁定。

出土动物骨骼20余具

根据本次发掘与钻探，该遗址的聚落布局大

体分为居住、墓葬和祭祀区。其中最具特点的是

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所留下来的痕迹。

在已发掘的近8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出土

了与祭祀密切相关的动物骨骼20余具、相对集

中在几个区域、骨骼大部分保存完整，不少还有

祭祀坑。初步观察作为牺牲的有猪狗羊等动物，

其中有多例砍头、捆绑埋葬现象，砍头的动物常

以石块代替头颅埋葬。

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祭祀遗迹中还发现两

具人头的顶骨部分，边缘均有明显的砍削痕迹，

两者相距1米有余，周围则散布较多的破碎陶

器、鹿角等。在发掘区中部，发现了一片较为完

整的卜甲（鱼腹甲），上面呈长方形整齐排列了数

十个浅圆形钻孔，部分孔上还有极为清晰的烧灼

痕迹。

除此之外，还有多例经烧灼的动物骨骼出

土。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该遗址的祭祀活动十分

频繁且集中，应为以地方性的祭祀活动中心。

如此大规模的祭祀遗址不仅在安徽，在全国

范围内也十分罕见。这么罕见的祭祀遗址，为何

人、为何事祭祀？也是有待考证的。

李敏 杜维薇 星级记者 俞宝强

皖东最大祭祀遗址
首次发布考古成果
出土20余具完整动物骨骼

滁州何郢遗址，一个千年遗址。
它的发掘，是我省皖东地区首次大规

模科学发掘的商周时期聚落遗址，昨日，
记者获悉，该遗址首次发布考古成果出土
20余具完整动物骨骼。其中多例被砍
头、捆绑埋葬。

巢湖唐咀水下古城遗址浅露“芳容”
古“居巢国”沉陷巢湖再掀波澜

一层层浪花向岸边翻卷，
不时地拍打着裸露的湖滩，遍
地散落着刻有斑纹的瓦砾和
碎陶片。由于今春少雨和水
位下降，在巢湖唐咀水下古城
遗址，这些平常湮没于湖底、
鲜为人见的器物裸露在河
床。5月13日，记者从巢湖
市委宣传部了解到，“古居巢
国”沉陷巢湖已获多方专家认
同，该市已为宣传水下古城遗
址创作出一部剧本，正在围绕
环巢湖旅游开发战略打造“巢
湖唐咀水下古城遗址”旅游文
化景点。

13日下午，在唐咀村村民的带领

下，记者来到巢湖唐咀水下古城遗址。

顺着杂草丛中的小路，来到这块长约

600米，宽约180米的湖滩。河床大半

面积长满了杂草，在靠近湖边的滩涂

上，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瓦砾和陶

片，不少陶片上雕刻着精致的斑纹。

“不少村民还捡到过完整的陶釜、

陶壶、青铜器、古钱币和印章。”唐咀村

一位年长的老人告诉记者，他们小时

候，在冬季河床干涸的时候，看到过十

几口水井，有一口井两个人环臂都抱

不过来。他说，有关“陷巢州”的传说

很多，上辈渔民甚至能够说出水下古

城四个城门的位置。

探访：
残碎陶片尽显数千年沧桑

“借问邑人沉水事，已是秦汉几千

年。”这是唐代大诗人罗隐为春秋时代

居巢国陷落巢湖而写的千古绝句。昨

日，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副处长钱玉春

向记者介绍，多年来，随着考古成果的

不断发现，人们对巢湖水下有座古城

的猜测越来越大胆，但因未能发现秦

汉时期具有充分考古价值的文物，致

使这层神秘面纱一直未能揭开。

12年前，时任巢湖市文物管理所

所长的钱玉春开始关注并研究巢湖水

下古城之谜。2001年，巢湖首次发现

隋代窑址，让他一阵惊喜。之后，在唐

咀村村民的指引下，钱玉春发现沿线

两三百米长的河床上到处散落着一些

泥质红陶、褐陶等器物，上面有印纹，

做工精细。通过初步分析，可以判断

这是一座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

“巢湖史书记载可以印证。”钱玉春

说，关于巢湖的传说，历史上有一些零

碎的记载，后人也发现了“北山头战国

皇族墓”、“放王岗汉代吕柯墓”，但在汉

代后期这段文明明显中断。同时，汉代

以后的许多史书都曾提到“巢伯”、“南

巢”和“居巢”等诸侯国。此后，这些记

载却很少。由此可以推测，“居巢国”后

期的社会地位下降或消失了。

专家：
“居巢国”沉陷巢湖有多方印证

据介绍，原来安徽省遥感考

古工作站站长、博士王心源对巢

湖水下古城之说进行过实地考

察，并根据遥感卫星传回的数据

绘制了巢湖北山影像图。

王心源博士根据卫星图像分

析认为，巢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为柘

皋河，柘皋河是一条很短的河流，

形成这么大集水盆地是不正常的，

但如果把这条河流延伸到裕溪河

这样长度的话，那就很自然了。据

此，他认为这个河流曾被切断过。

王心源博士说，“如果发生此类的

局部沉降，古居巢国掉到湖里去是

完全可能的。”

那么古居巢国是什么等级，水

下古城是什么形状？王心源和钱

玉春介绍，《左传》记载，公元前

509年，吴国人攻占了巢城，俘获

楚国公子繁。此后，巢城城墙在公

元前 538 年加固了一次，公元前

518年又修筑了外城，所以巢城地

位当在伯、侯之间。

在巢湖唐咀水下遗址上，被湖

浪冲上来的湖底遗物传递了一个

重要信息：居巢城的平面布局形态

似乎呈“西城东廓”之城廓并列形

式，它先筑有内城，后筑城廓，即唐

咀水下遗址可以看做是后人对居

巢国再向北、东的外延。

古城猜想：
城池为“西城东廓”，城廓并列？

湖水下降，大量陶片、瓦砾碎片裸露在河床上

出土的动物骨骼（图片由省文物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