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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0 月 21 日下午，位于

杭州临安中心城区的一宗涉

宅地块在出让前，突然终止，

补充公告显示：因周边道路

施工，有重大考古发现，终止

出让。

昨天，钱报记者从临安

区相关部门了解到，确有此

事。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1 日上午施工的时候，发现

了类似古代城墙遗迹。该地

块位于钱武肃王陵和功臣山

之间的城中路南侧，面积比

较小，大概20亩左右。

施工单位已经把这个情

况汇报给文保单位，目前已

回填，接下来会进行进一步

的考古挖掘。

重大考古发现叫停土地交易，临安一出让地块附近挖到一段古城墙

临安主城区下
是吴越王当年建的衣锦城

本报记者 马黎 文/摄本报记者 马黎 文/摄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唐俊杰告诉钱报记者，这处

遗迹目前确定是五代吴越国衣锦城的城墙，发掘了一段时间，

已发现了一段。但是这一地块比较敏感，是保，还是怎么样，

多方还在商量，“我们肯定是主张保下来，把它整个找出来。

如果能保下来，后续还要扩大发掘，城址发掘要做很多工作。”

杭州，是吴越国的都城。吴越国有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

县，号称十四州，版图相当于今浙江省、上海市以及江苏省东

南的苏州、福建省北部的福州等地。

钱镠，就是我们知道的吴越王，杭州临安人，盐贩出身。

他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 896 年起割据两浙，907 年封

吴越王，龙德三年（公元 923 年）封吴越国王。吴越国经历了

三代五王，有国近百年。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惟独

吴越国于内“保境安民”，于外则奉中原为正朔，经济繁荣，百

姓富庶，杭州由此成为人文荟萃的“东南形胜第一州”。

不过，知道衣锦城的人就不多了。

刚才说到，吴越国统治的区域被称为“一军十三州”,其中

的“军”就是衣锦军——这可不是军队的意思，军是当时非常

重要的建制，后来演化为类似于县一级的行政区块的办公场

所，范围以原临安县为主(不含於潜、昌化)。

而钱镠在家乡所筑的安众营,依次升为衣锦营、衣锦城、

衣锦军。也就是说，衣锦军的前身为衣锦城，是钱镠负责督建

并驻兵的地方，规模略等于我们现在的县城，兼具军治、家宅、

家庙三项功能。

吴越国在临安苕溪与锦溪交汇的河谷小平原内，以衣锦

城为中心，建设衣锦军，遗存包括墓葬、塔幢、寺观、关隘等，形

成功臣山、太庙山、西墅村三个重点区域。

随着吴越国纳土归宋，钱镠依太庙山修筑的衣锦城，就成为

了普通的城池建筑，经过宋元变迁，至明代成为临安县治所在地，

并一直沿用至今，对现在临安的发展，可以说有奠基作用。

五代时期，吴越国成为了南方各政权中经济文化发展最

快的区域。临安，正是吴越国武肃王钱镠的出生地和归息地。

这几年，临安境内已相继发现吴越国王陵墓葬、寺址塔

幢、衣锦城等遗址遗迹，发掘成果初步揭露了吴越国文化遗产

在临安区“一城护三陵，佛寺星罗布”的布局，形成吴越国文化

史迹“点—线—面”格局。

2017 年以来，在临安区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中，考古队员

已先后发现了衣锦街北侧区政府内的吴越国遗址、吴越街南

侧光孝明因寺（净土禅寺）遗址、太庙山南麓新石器时期至商

周时期遗存等 10 余处考古遗址。其中前两者分别被评为

2017年度、2018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这些建筑遗存，都与衣锦城密切相关，且规模宏大、营建

考究，代表了当时当地最高的建筑技艺，是反映这座城市发展

的最好实物例证，也是临安城市记忆的重要内涵。

今年 5 月，临安区公布了“临安吴越国文化考古遗址公

园”的规划建设方案。未来，这些考古遗产将融入到城市布

局，以文化载体形式助力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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