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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historicaltexts, thegushanbaoancientwalled-townwasconstructedduringtheMingDynasty

Zhengtongyearsandservedasamilitarydefensivefacility.Thelayoutofthiswalled-townisinaslendereggplantshape.The

lengthfromsouthtonorth(thelongestaxis)is650mandthewidthfromeasttowestisbetween180 ～ 235 m.Fourgateways

weresituatedonbothsidesofwallandtwobarbicansconnectedtothenorthandsouthgateways, butonlythenorthoneispre-

servednow.Atotaloffourmamian(protrudingwalladhesion)wasrespectivelysituatedontheeast, westandnorthwall.The

bodyofwallwasconstructedwithrammed-earthandprotectedbybricksfromoutside.Abrick-kilnwasdiscoveredinthenorth

ofthewalled-town.Anarch-shapedrainagegatewasfoundedbelowthesouthwall.

　　孤山堡古城遗址位于府谷县孤山镇中心街

以北的孤山山峁上 , 现古城圈内的小村称城内

村 。城脚下镇中心以南即为稍稍偏西南走向的

孤山川 。调查发掘前 ,古城部分城墙及北门和西

门尚存 ,但城墙包砖大部分已被拆走。神 (木)

朔(州)铁路破古城南门和西城墙南段自东南向

西北穿过 ,复线在其北部 ,将切掉东南城角和西

门以北的部分城墙。

为了配合神朔铁路的修建 ,取得古城详细资

料 ,以利于城墙城门的保护和未来的古城维修复

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于 2002年 7月 30日开始 ,对古城进行了为时一

月余的全面普查勘探和发掘 ,取得了详实的第一

手资料 。

一 、古城的文化堆积

古城的地貌呈北高南低状 ,南北间的落差约

80米左右 。地层堆积也显示为南部厚 、北部薄

的形态 ,经钻探 ,北部许多地点地表耕土层下即

为黄沙质的生土 。原始文化层已被历年的洪水

冲刷殆尽。最南部的文化层堆积相当厚 ,从断面

上看 ,有的地方厚达 7 ～ 9米。但由于洪水冲刷 、

人为扰动等原因 ,有些地方堆积十分复杂 。本次

发掘选择了城南略北 ,原始层扰动较小的地点 。

以 TG1地层为例说明其堆积。

第一层　耕土层 ,厚 15 ～ 20厘米左右 。

第二层　扰土层 ,厚 10 ～ 70厘米左右 ,黄褐

色较疏松。内包含有极少量的白釉褐彩瓷标本。

第三层　浅褐色土 ,厚 10 ～ 84厘米 ,土质松

软。出土有白瓷 、黑瓷的碗 、盆残片标本等。

第四层　红褐色土 ,厚 10 ～ 80厘米左右 ,土

质坚硬 ,内含木炭 、白灰块等 。出土有白釉碗残

片标本。

第五层　黄褐色土 ,厚 90 ～ 136厘米 ,土质

松散不匀 ,有少量白灰块 、木炭等 ,出土白釉褐彩

与白釉 、黑釉的碗残片等和大量的砖块 、石块等。

第六层 　踩踏面层 ,五花色土 ,含白灰 ,厚

10 ～ 15厘米 ,坚硬起层。城墙墙体压于此层之

上 ,墙基伸于踩踏面下。

第七层　灰褐色土层 ,厚 12 ～ 96厘米左右 ,

土质松散不匀 ,出土不少石块 、砖块及青花 、白

釉 、白釉褐彩 、黑釉瓷片和陶片等。

以上地层中 ,第六层的踩踏面是当时古城人

的活动层 ,第七 、第六层都是古城起建和使用前

后不久的堆积 ,第五层以上的堆积是此城开始逐

渐荒废的留存。据第七层出土物的特征 ,其年代

约相当于明代中晚期 ,与文献记载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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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孤山堡古城平面图

二 、古城的总体布局

《府谷县志》卷一 《地理志》载:孤

山堡 “本古 (孤)疙瘩马营 , 明正通

(统)二年置在西山 ,成化中移置城在

山畔 ,周三里三十四步 ,高二丈 ,南北

门二 ,系次冲上地 ,背山俯川。万历

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浚砌以砖 ,边垣长

三十七里。”

孤山古城依山势而建 ,呈东北 -

西南走向。城东西墙外为沟壑 ,北高

南低。古城南北最长处为 650、东西

宽 180 ～ 235米 ,形状类似一只瘦长

的茄子 。北墙短促 ,东北和西北角均

为弧形 ,西墙中部微内折 ,南墙长于

北墙(图一)。

城四面各辟一门 ,其中南北二门

有瓮城 ,现仅存北门瓮城 ,近似正方

形 ,规格为南北 34、东西 38.5米(图

二)。北门瓮城南墙和东墙各开券顶

门洞 ,门洞高 7米 ,分别长 11米和

8.5米 ,宽 4米和 3米(封三 , 1)。据

调查 ,南城门门洞开在瓮城的北墙和

东墙。东门和西门皆靠城南部 ,仅有

一个门洞 ,无瓮城。东门现已不存 ,

原位置在今孤山中心小学正门附近 ,

出门洞为石头台阶 ,是一处过人畜的

小城门 。西城门门洞保存较好 ,残长
9米 ,宽 4.25米(封三 , 3)。现存的北门和西门

门洞下部皆以长方形石条砌就 ,上部砖券 。

城墙马面共有 4处 ,西城墙中部靠北一处 ,

北城墙北门以东一处 ,东城墙中部以北有两处。

其中西城墙马面最大 ,东西宽 7、南北长 15米 ,其

余规格为东西宽 5 ～ 6、南北长 10 ～ 15米。城东

南角和西南角还各有一角台。角台形制与马面

类似(封三 , 4)。

城内自北门到南门有一条稍偏西部 、纵贯全

城的道路 ,将全城分为不很对称的两半。现存的

古建和古遗迹有城西偏北的城隍庙 ,城南部跨于

中心道路上的戏楼 , 城东偏北的水井 (现已干

枯)。其中城隍庙正殿横梁上墨书有建造年代 ,

为明万历年间 ,另一处偏殿墨书为清康熙年间建

造。经调查 ,城北部跨于中心道路上原还有一古

建———鼓楼 ,下部为拱形门洞 ,与南部的戏楼结

构和年代相同(戏楼下部现已改造成宽阔的平顶

方形通道),上限不晚于明末。

除上述几处古建外 ,城内还有不少清代或

民国以后的庙堂建筑遗迹 ,在北门附近的路东有

上帝庙 ,古井之西有火神庙 ,城南路东有观音殿 。

还有一些是由明代的防御性建筑改造而成 ,如位

于城东南角 ,由原明代的角楼改造成的魁星楼 ,

由西城墙马面楼台改造成的大仙庙等。

在古城外西 、北方 ,尚有一道现存平面呈

“L”形的夯土墙 ,是为外城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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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孤山堡古城北门瓮城平剖面图

三 、城墙与排水设施

1.城墙结构

古城城墙以北墙和东墙保存较好 ,西墙中部

有一段已经塌毁不存 。南墙留存最少 。墙高 6 ～

9米 。经对几处城墙解剖清理 ,得知均为夯土墙

芯 ,除城外的西山城墙外 ,均于墙外侧包砖 。

土墙结构大体有两种 , 一种以东城墙为代

表 。内部土墙分三重 ,中部的墙芯 ,夯土纯净密

实 ,上窄下宽 ,厚 1.8 ～ 2米;芯内外两侧墙夯土

杂质较多 ,各厚约 1.8 ～ 2和 3.8米;两侧墙与中

间墙芯紧密相贴 ,但又可以看出分界;夯层的厚

度中间墙芯约 10 ～ 13、外侧墙为 20厘米左右。

另一种以外城墙为代表 ,为未分内外层的单重

墙 ,墙体夯土以较厚的红胶土层和较薄细沙土层

相间叠压 ,分别厚 7 ～ 14厘米和 1 ～ 7厘米。

古城南墙和西墙的土壁剥蚀严重 ,但墙外侧

与内侧夯层厚度不同 ,西墙有一处从外侧看 ,夯

层薄厚相间 ,薄的约 8 ～ 10厘米 ,厚的 15 ～ 17厘

米左右 ,从内侧看 ,夯层统一厚约 20厘米左右 ,

这种夯土形制不一的情况说明土墙夯筑的年代

未必一致 ,一些墙段可能经后代修复过。

土墙外包砖现仅南城还存留极少量。包砖

层总厚近 1米 ,从下到上 ,以每 1米约 10 ～ 12厘

米的收分一层层内错砌起 。包砖下部砌石条 , 7

～ 10层不等 ,高 2米左右。墙顶铺盖砂岩石板 。

因石板均风化严重 ,原规格不清。

墙外侧有散水设施。有的是以条砖铺就 ,如

城东南角墙外即为这种散水;有的是在基石下垫

夯搀白灰的混合土 ,土层坚硬 ,其最表层为厚 3

～ 5厘米 、结成块状的白灰泥盖 ,坚硬光滑 ,具有

防水作用 ,西南城墙外即发现了这样的散水 。这

种坚硬的白灰泥盖层 ,不仅用作散水 ,还用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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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砖瓦窑平剖面示意图

1.火膛　2.窑床　 3.烟道　4.烟囱

门顶部的防护 ,不过厚度多要在 40 ～ 50厘米。

现所见城砖有两种 ,一为长方形砖 ,规格为

长 40 ～ 43、宽 19 ～ 21、厚 9 ～ 11厘米。这类砖发

现有不少模印 “官”字 。另一种为一面起脊成两

面坡式的方砖 ,长约 45、宽 38、厚 8厘米。这种

砖据当地村民说盖于墙顶 。

2.排水洞

古城的排水设施现留存下来的有靠近城西

南角的排水洞 (封三 , 2)。排水洞砌于南城墙

下 ,低于当时的活动面约 1.5米左右。砖券拱

顶 ,两侧壁以石条一横一立相间砌起 ,底面为 15

度斜坡 ,以方形或长方形不很规则的石块铺就。

从拱顶心到底面高约 1.2米。城墙外水道两侧

壁残高约 0.5米 ,城墙下水洞宽约 1米 ,城墙外

自距墙 2米多处开始 ,水道呈喇叭形扩开 ,宽 1.6

米 。现水洞拱顶和底面均被冲成坑坑洼洼状。

四 、城外的砖瓦窑群

据文献载 ,古城于万历年间始包砌城砖。在

城北门外的东北西三面都发现了砖瓦窑群 ,有的

7 ～ 8个一排 ,有的则更多。现地面上能够看见

的 ,据初步统计在 60座以上 。本次清理了其中

保存较好的一座 。窑体十分高大 ,从窑顶到火膛

高度约 8米 。窑床最宽处为 4.5米。

此窑为馒头形半倒焰窑 ,由前部的窑门 、扇

形火膛 、中部的平面呈梯形的窑床和窑床后壁上的

三个竖烟道和上部烟囱组成。在窑床床面的东部

还有两条烟道与后部东出烟道相通 ,烟道上铺盖石

板。扇形火膛与前部窑门相通 ,火膛底面低于窑床

1.5米。烧煤 ,火膛底还残留有许多煤渣。窑内不

但出土了长方形砖 、瓦当 、脊兽等建筑构件 ,还出土

了一些青花 、白釉、白釉褐彩 、黑釉的瓷片标本。

五 、结　语

全部发掘出土物以明代及以后瓷片标本为

主 ,经初步的分类排比 ,有白瓷 、黑瓷 、白釉黑花

等 ,大多属于当时府谷县磁窑沟窑清代以后的产

品 ,还有少量的较高档的明清景德镇产青花瓷 。

出土物的整理尚在进行中 ,但这批资料无疑对研

究明清陕北地方窑的生产以及外来瓷器的流通

有重要意义 。

孤山堡古城最初是一座军事防御性质的城

池 ,是明长城线上的军事重镇之一。从文献记载

和调查发掘的情况看 ,明末清初是它的兴盛期 ,

后来逐渐转化为一般性的居住城 ,清代以后城内

城外广修庙宇 ,香火旺盛。据记载 ,此城在民国

期间还进行过一次修茸 ,开始遭到严重破坏始于

文革以后 ,城砖被拆除殆尽 。为了不使其再遭到

破坏 ,孤山堡古城也应该纳入到长城大遗址研究

的规划中 ,进行维修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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