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南通如東唐宋國清寺遺址和如皋隋唐掘溝運河遺址的考
古發掘，受到東亞日本、韓國明治大學、東亞大學、橿原考古研究
所、高麗大學等有關學術機構及學者的重視。南京大學考古文物系及
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雲翱還曾經應邀去明治大學和高麗大學作
此項考古發現的報告。
「主要原因是掘溝運河遺址和掘港國清寺遺址與唐時日本第十九次遣唐

使及當時入唐求法的請益高僧圓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關記載
有直接關係。」賀雲翱教授表示，在這本書中，圓仁記載了遣唐使團在掘
港國清寺休養和經過掘溝運河前往如皋、揚州的詳細歷史，有關考古發現
為這段珍貴的歷史提供了實證材料，讓學術界人士得以將文獻資料與考
古實證材料相互印證和補充，並且能夠讓社會人士重新發現大唐時代
東亞國家互相友好交往所保存的極其重要的文化遺產。
「在日本遣唐使團中，也有當時在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國的譯
使。」賀雲翱說，同時《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還記錄了
多位在大唐活動的新羅人士以及他們居住的新羅坊
等歷史。為此，如皋的考古發現同樣受到韓

國學術界人士的重視。

近年南通如東唐宋國清寺遺址和如皋隋唐掘溝運河遺址的考

日韓學界關注如皋考古

唐代「日本玄奘」圓仁西渡中國寫下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被視作世界東方遊記三大名著

之一，書中記載的「如皋鎮」「如皋院」「如皋茶店」，以及「掘溝北岸，店家相連」「水陸

左右富貴家相連」等歷史場景在江蘇南通如皋市獲得了考古證實。5月13日，南京大學歷史

學院在如皋舉行的「徐家橋遺址考古成果發布會」期間展示了考古出土的唐代至宋代的文物標

本200多件，包括瓷器、釉陶器、鐵器、銅錢、銅像、磚瓦、建築構件等。南京大學考古文物

系及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雲翱表示，此次考古發現與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記

錄相互印證，再度實證遣唐使歷史。發掘的古通揚運河遺蹟應是隋煬帝時「掘溝」運河遺蹟，

即是日本遣唐使團去揚州及長安所行走過的重要運河河道，也與如東國清寺遺址共同構成了南

通「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遺蹟。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江蘇如皋報道

唐運河道現江蘇 日遣唐使添新證
中國考古證實「日本玄奘」著書歷史場景：「水陸左右富貴家相連」

南京大學考古隊在徐家橋遺址和如皋歷
史城區考古發掘現場，發現大量瓷器標本
來自唐宋時代的越窯、長沙窯、壽州窯、
宣州窯、景德鎮窯、吉州窯、建窯、宜興
窯、龍泉窯、磁州窯等窯口，涉及今天的
浙江、湖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蘇、
河北等地。賀雲翱認為，這反映出唐、宋
時代古掘溝運河沿線及濱海區域城市交通
和商業的繁榮，表明當時通過大運河，讓
地處濱海地帶的如皋與內地建立了廣泛的
商貿聯繫。
據江蘇省古陶瓷研究會常務理事顧寶國

介紹，考古隊在徐家橋古運河河道遺蹟發
掘的唐代長沙窯殘片，意味着長江流域與
運河交流互動實物資料；鹽運勞動生產者
比普通農人生活富足；印證了日本遣唐使
途經如皋這段歷史時期活動的軌跡。

宋製釘鈀先進實用與今無異
景德鎮在宋景德年間因瓷得名。如皋考

古中景德鎮窯影青瓷的出現，表明唐宋以
來尤其是宋製瓷業的迅猛發展，景德鎮瓷
器產品已經銷售到全國及東南亞地區。
「在古代，鐵和鹽皆為官方控制，鐵可以

打造兵器，而百姓沒有鹽難以生存。」顧
寶國說，如皋考古發掘出土一批宋代鐵製
農具，其中一件出土釘鈀（如皋方言稱：
法）與現代農村仍在使用的釘鈀沒有區
別，表明宋代金屬工藝和製造業的先進性
與實用性，此外，也說明古代如皋普通百
姓生活殷實。
此外，還出土多件宋代磁州窯劃花，器
型豐富實用。顧寶國表示，磁州窯是創燒
於北宋中期的民窯體系，劃花工藝的出現
是古代勞動人民創新突破，使其產品向裝
飾過渡。

日本遣唐使節
具有政治使節和文化使
節的雙重任務，除與中國修
好外，主要是學習唐朝文明，學

習各項政治、經濟制度和科學、文化、佛教等，肩負使
命、出沒於大海驚濤駭浪中的遣唐使，對當時及後來的日
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由於遣
唐使團是一個集外交、文化、貿易為一體的綜合性政府外交團
隊，成員有官員、隨員、留學生、學問僧、船員等三十種職務。

所著見聞被譽世界三大東方遊記之一
在唐代，日本曾向中國派出遣唐使19次，其中出行成功的有13次。

唐開成三年（公元838年）農曆六月十三，日本僧人圓仁跟隨遣唐使團
搭乘大使船隊啟航。這是日本第19次也是最後一次向中國派遣遣唐
使，使團規模空前絕後達到651人。賀雲翱說，日本遣唐使活動是古代
中日文化交往及東亞區域文明發展史中的重大事件，對日本文化發展
有着革命性的意義。在日本19次遣唐使歷史中，第19次遣唐使從中國
濱海地區的「掘港」一帶登陸，並得到海陵（今泰州）鎮官員的歡迎
和接待。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從這一天動筆記錄。歷經周折，圓
仁一行在公元838年7月27日到達南通如東國清寺。圓仁在國清寺生活
了15天之後，從國清寺乘船經過如皋掘溝運河到揚州。自西渡到東
歸，圓仁在中國歷時9年7個月，歷經唐文宗、武宗、宣宗三朝，撰
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卷詳細記述了他在求法過程中的所見
所聞，涉及唐代地理、行政制度、社會經濟狀況。《入唐求法巡
禮行記》被譽為世界三大東方遊記之一。圓仁回日本後帶回佛
教經論、教法、傳記等585部794卷，及胎藏、金剛兩部，高
僧真影、舍利子等法門道具，還有五台山取得的土石。此
外，圓仁還帶回了可觀的中國詩文集和各類雜書。圓
仁帶回日本的佛像，對日本的繪畫藝術產生了一定
影響。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多年來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日本友人專程來江蘇南通
訪古尋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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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窯口瓷器出土 印證古代商貿繁榮

江蘇南通如皋地處長江三角洲北翼，
自春秋以來鹽業興旺，西漢吳王劉

濞從揚州開邗溝至如皋煮海水製鹽售賣，
開鑿的古邗溝便為中國最早的鹽運河。自
2015年6月起，賀雲翱教授的專業團隊接
受江蘇省文物局的委託，在與唐朝時期日
本遣唐使歷史及路線有關的南通如東國清
寺遺址和隋唐時代掘溝運河遺址一線進行
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

新發現揭遣唐使團古國際航線
「2017年，我們在南通如東的考古，
證實了晚唐國清寺遺蹟是日本遣唐使到達
中國後登陸和停留休整且保存至今的近海
唯一一處明確可指的歷史遺產。這次，我
們在如皋徐家橋發現了唐代的古運河遺
蹟。」此次考古發掘領隊賀雲翱介紹道，
自2019年10月起，南京大學和如皋市博
物館聯合對如皋境內大運河重要支線運
河——隋唐古掘溝遺址暨古通揚運河遺址
區域開展考古調查勘探，在如皋市如城街
道緊靠古運河的徐家橋段區域勘探發現一
處南北長約90米（東段）至120米（西
段）、東西寬約200米的古遺址文化堆積
最為豐富。經過近10個月的發掘和勘
探，南京大學考古隊在徐家橋遺址發現不
晚於唐代的古運河河道，根據唐代開成四

年（839年）日本遣唐使團中日本高僧圓
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考古隊
判斷此古運河河道正是隋煬帝時期開挖的
「掘溝」，也是當年日本遣唐使團去揚州
及長安所行走過的重要運河河道，與如東
國清寺遺址共同構成了南通「海上絲綢之
路」的重要歷史遺蹟。
賀雲翱認為，「這次發現使我們構建了
一個日本遣唐使從當時的首都長安、洛陽
一直通過揚州，再通過如皋、如東後，穿
越當時的東海抵達日本這樣的一條古代國
際航線」。他說，「這個考古工作就產生
了新的意義。」

勘探發現如皋城中軸線千年未變
考古確認唐代古運河河道平緩，日本遣

唐使乘船途經如皋時，悠然可見運河兩岸
百姓生活景象，圓仁便記錄下了「如皋
鎮」「如皋院」「如皋茶店」，以及「掘
溝北岸，店家相連」「水陸左右富貴家相
連」等珍貴的歷史場景。而從出土的運河
遺蹟、來源廣泛的古代瓷器、古農耕用
具、古錢幣、古牙牌、城市建築遺蹟等材
料證明，今天的如皋歷史城區至少在唐代
後期已經是古通揚運河上的重要城鎮。目
前，如皋市政府正斟酌籌建遺址公園，保
護這些重要的歷史遺蹟。
「我們還挖出了如皋城的中軸線。」賀
雲翱說。勘探發現的五代至元明時代的

磚鋪道路呈南北走向，被今天的
如皋城市南北中軸線主幹

道「海陽路」所疊
壓，表明一千多
年來如皋城

市的南北中軸線一直北依古通揚運
河而未曾移動，這為認識現代如
皋城市的空間格局之形成和作為
運河城市的規劃特徵等提供了
考古實證材料。
「如皋古代的中軸線叫海
陽路，因為如皋最早曾經地
名為海陽，意為大海迎接陽
光的地方，這條路現在還叫
海陽路，」賀雲翱在考古現
場詳細介紹，「挖出來的時
候最下面當然是深土層，一
共有4層磚。」
如今，如皋城中軸線考古現
場已經用玻璃層保護起來，不
同歷史時期的建築形態清晰呈
現。透過保護玻璃，香港文匯報
記者看到第三、第四層建築標示明
代和清代，宋代的下面是五代南唐。
據賀雲翱介紹，據歷史文獻記錄，南唐
時代，如皋將縣衙門移到了「掘溝」的南
面，中山樓向北約100米左右是古代掘
溝，「但是現在已經看不到，早已被填掉
了」。
2022年，在如皋海陽路與大治路交界
處，原古縣衙遺址的考古中，其北側發現
了一口唐井，沒有井欄，井口內徑0.7
米、井深3米。唐井位於古運河南岸，用
長條磚砌成，井中出土長沙窯瓷器大約屬
於公元9世紀時期的遺物。此外，如皋歷
史城區考古勘探還發現了宋代水井，五代
至宋代、元明時代的城市道路遺蹟，還有
唐代至元明時代的瓷器、牙牌、錢幣等文
物標本100多件。

◆宋代鐵製農
具釘鈀

◆景德鎮窯影青瓷 ◆磁州窯劃花

▲徐家橋發掘出的唐代至
元明時代的瓷器、牙
牌、錢幣等文物標
本百餘件。

◀如皋城中軸線
考古現場已用玻
璃層保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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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通揚運河」示意圖

揚州
泰州（海陵） 海安

如皋 掘港

南通

丁堰
林梓

平潮如皋唐宋掘溝遺址

如東唐宋國清寺遺址

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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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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