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六朝时期的镇江古城

韦 正

镇江古城连 冈三面
,

一水横陈
,

素享盛

名
�

但有关镇江古城的历史记载多有歼 漏
,

考

古学材料也比较缺乏
,

故其面 目不清
�

尤其是

六朝时期的情况
,

因处草创阶段且历时久远
,

显得更加模糊
,

虽有东吴
“

铁瓮城
” ,

东晋
“

晋

陵罗城
”

等说法
,

真实情况如何
,

尚需考证
�

笔者不揣浅陋
,

草成下文
,

敬请方家识者指

正
�

一
、

三 国时期的京城

镇江历史上最 旱的城池
,

一般认为是公开

�� � 年孙权所筑的铁瓮城
,

所依据的材料通 常

有以下几条 �

“

吴大帝孙权所筑
,

周回六
一

百三十步
,

开

南
、

西二门
,

内外皆固以享嘴一川
“

�建安 �
一

�
一

三年 �公元 � �� 年 �
,

权始 自

吴迁于京 口而镇之一 �� 

“

古谓之铁瓮城者
,

谓坚若金城汤 池之

类
, �

�� �

这 几条材料的可靠性是需要讨论的
,

试以
“

铁瓮城
’

之名予以剖析
�

上述材料中以 《舆地

志》 为最早
,

但该书虽指出
·

皆固以教璧
· ,

却

并未出现
“

铁瓮城
”

一名
�

只是唐孙处元的 《润

州图经》才提出
“

铁瓮城
”

三字
。

按 《舆地志》

的作者顾野 王
,

生于公元 � �� 年
,

卒于公元

�� � 年
,

是南朝梁陈时代的人
,

上距三国已有

二百多年
,

结合 《舆地志》 中
“

郡鉴遂城京 ��
”

及
‘

今之城宇多 �
�

上� 恭所制
”

的记载
,

推测顾

野王生活的时代三国古城即使有所保留
,

恐怕

也已面目全非了
�

作为有史可稽
,

详细记载镇

扛古城的第一人
,

顾野王应不至于遗忘城名
�

后人引用 《舆地志》时疏忽城名
“

铁瓮城
’

的可

能性也不大
,

虽然今人已见不到该书全文
,

但

隋唐时人应是能见到的
�

再者
,

有关的正史
,

如 《三国志》
、

《宋书》
、

《齐书》
、

《梁书》 和

《陈书》 以及 《太康地记》
、

《吴地理志》 等历

史地理方面的著作
,

均无
“

铁瓮城
”

的提法
�

而

且
, “

铁瓮城
’

名的命名方法也不符合三国的时

尚
,

当时的城名基本上由地名后缀以
“

城
’

字构

成
,

如广陵城
、

邺城等等
,

而
“

铁瓮城
’

名系一

比喻
,

形象性极强
�

因此
,

顾野王之前
“

铁瓮

城
”

一词恐怕是不存在的
�

但是
,

既然 《润州

图经》 中称
“

古谓之
” ,

则
“

铁瓮城
”

一词在 《润

州图经》 成书之前肯定已存在了一段时间
�

不

过
,

《润州图经》 系以唐润州城为比较对象
,

追述唐以前的城池情况
,

是指孙权修筑之城
,

还是指郡鉴或王恭所筑之城抑或后代修筑之

城
,

就更加难以确定了
�

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

测 � “

铁瓮城
’

一词大约产生了于南朝末至唐代

之间
,

很可能就是唐代产生的 � 其得名缘由
,

很可能系文人附会
·

皆固以卑嵘
,

一句而成
�

如果说
“

铁瓮城
”

一词的渊源还存在许多疑

问的话
,

那么
,

镇江历史上最早的城池不是筑

于公元 ��� 年
,

而是在其前
,

则是确定无疑

的
�

据 《三国志
·

吴志
·

宗室传》载
� “

�建

安 � 九年 �公元 �� � 年 �
,

权弟丹 阳太守诩为

左右所害
,

以从兄瑜代
� · ·

一及蝴遇害
,

河驰

赴宛陵⋯⋯遂杀河
· ·

一韶年十七
,

收河余众
,

缮治京城
,

起楼槽
,

修器备以御敌
· ·

一兵皆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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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传檄备替
,

欢声动地
。�

颇射外人
� ’

孙翅被害

于公元 ��� 年
,

孙河又被杀
、

孙韶缮怡京城
,

必在此后不久
�

《资治通鉴》 卷 四十六明确将

此事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即公元 ��� 年条下
,

《建康实录》 记载孙朔被害的时间只相差一年

即公元 � �� 年
�

因此
,

可以肯定地说
,

至迟公

元 � �� 年或 � �� 年镇江已有城池
,

其名日
“

京

城
’ ,

且
‘

京城
’

应是 三国镇江古城的真实名

称
�

为进一步确立上述论证
,

必须橙清凉城
’

有无泛指一地区的可能
,

这还将牵涉到
‘

京
”

的

含义
�

涉及
“

京
’

的有关记载常见者有以下数

条 �

‘

备谐京见权
, �

�� 

‘

瑜乃谐京见权日 � � �

一
�� 

“

刘备至京谓孙权曰 � 吴去此数百里
� �

一
�� 

“

帝在武昌
,

诏屯京
,

知青
、

徐
、

汝
、

沛

等军事� �

涉及
“

京城
’

的有关记载常见者如下 �

“

伯父河
, ·

一后为将军
,

屯京城一�� 

“

韶年十七
,

收河余众
,

缮治京城一 �� 
“

京城因山为垒
,

望海临江
,

缘江为境一 ��� 
“

初
,

京城之 西有别岭人江
,

高数十丈
,

三面临水
,

号曰北固一 ��� �

‘

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公元 �� , 年 �
,

孙

权自吴理丹徒
,

号日京城一 �� ��

“

建安十三年 �公元 ��� 年�
,

孙权徙镇于

此 筑京城
,

周六百三十步
· ·

⋯⋯ �� ��

可见
, ‘

京
’

系指一定范围的地域
, ‘

京城
‘

系

指建于
“

京
’

地的一座城池
� ‘

京
”

地无城不能称

凉城
, 。

由上也可知道
, “

京城
’

的具体地点应与后

世所谓的
‘

铁瓮城
”

相同
�

文献史料及民间传说

皆认为
‘

铁瓮城
’

建于今北固 山的前峰鼓楼岗

上
,

此峰又称
“

铁瓮山
’ �

《尔雅》 云 � 绝高为

京
�

唐代李吉甫剖析道 � “

按京者
,

人力所为绝

高丘也
,

亦有非人力所为者
� ”

鼓楼岗地势高

亢
,

其上筑城
,

称为
“

京城
” ,

理所当然
�

公元 ��� 年或 ��� 年即已建成的
“

京城
”

是

否就是镇江历史上最早的城池
,

目前还不能肯

定
�

上引
‘

�孙河� 后为将军
,

屯京城
’

的具体

内容是孙河奉孙策之命驻孔京城
�

按孙策卒于

公元 ��� 年
,

这就意味着公元 ��� 年或此前镇

江已有城池
�

只是此系孤证
,

文意也不十分明

确
�

准是镇江古城的初创者呢� 公元 ��� 年至

�� � 年之间
,

史书中有关孙吴方面的记载皆围

绕孙权展开
,

但无一条与筑京城有关
�

这段时

间孙权的活动中心在吴郡一带
,

主要任务是南

攻山越
,

西征黄祖
,

在京城建一座
·

固以乳甘
的城池似无必要

。

至于是否为孙河所筑
,

也不

得而知
�

看来
,

镇江古城的初创者大概已湮没

无闻了
�

综上所述
,

镇江古城初创于公元 ��� 年或

�� � 年以前
,

名为
“

京城
” ,

地点在今鼓楼岗

上
,

建造者不详
�

后世盛传孙权建铁瓮城的真

实背景
,

可能是公元 ��� 年时
,

为争夺长江中

游的控制权
,

孙权将统治中心自吴迁至京地
,

在今鼓楼岗上利用原已存在的城池
, “

内外皆固

以寻代
, ,

仍名京城
�

因其非常牢固
,

又保留

了很长时间
,

故有铁瓮城之说
�

孙河
、

孙韶时

京城的情况已难知晓
,

孙权加固后的情况
,

从

《舆地志》 中可 了解一二
� “

周回六百三 卜犷
’ ,

按五尺为步
,

此数合三百十五丈
,

即一千米左

右
,

如此城为正方形
,

每边长约二百五 , 米
,

比孙吴建业的太初官还小
,

只能算是一座军事
堡垒二开南西二门

,

内外皆固礴嵘
· ,

更突

出了堡垒性质
,

与同时的石头城椰早坞等城堡
相似

。

这一特点
,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三 国时

期军阀割据的设防城市的特点
,

也与孙权当时

的实力和需要相称
�

二
、

东晋南朝时期的京 口城

东晋南朝时期
,

镇汉古城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
,

第一是城名的改变
,

第二是两度营缮
�

关于第一点
�

前已述及
,

三国时期镇江古

城称
“

京城
” ,

并无
‘

京 口城
”

的提法
�

《三国

志》 成书于西晋
,

如三国时有
“

京 口城
”

的名

称
,

陈寿决不至于不用
�

仅 《太平寰宇记》 卷

八九引南朝宋山谦之 《南徐州记》有称 � “

京 口

北为徐陵
,

其他盖丹徒县之西乡京口 里也
,

权

都袜陵
,

置京都督以镇
” �

如此条记载系追溯

三 国时情况
,

则
“

京 口
”

一 词在孙权时业 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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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只是其名不显而已
�

可能由于
‘

京 口城
”

的

名称
“

比京城
”

更能准确反映镇江的地貌和历

史
,

所 以逐渐取而代之
, “

京 门
“

之名遂多 见于

东晋南朝的史籍中
�

如 �

“

都鉴城京 口
” �

�, � �

“

榔鉴谓平南将军温娇口 � “ · ·

一又断贼粮

道
,

然听静镇京口
,

清壁以待贼
” �

�� �

“

�庚� 希夜人京 口城
� ”
��� 

“

�宋文帝� 又诏 � 京 口城邑高明
� ”
�� � �

“

京 ��
”

一 词的含义
,

前人已有解释
�

李吉

甫 《元和郡县图志》 认为 � “京上郡城
,

城前浦

口
,

即是京 口
” 。

许篙 《建康实录》 认为 � “

因

京舰立名
,

号为京镇
,

在建业 之北
,

因为京

口
�

或云汉时已有京 口
,

未详
� ”

这两种解释都

有一定的道理
。

事实上
,

东晋南朝时仍有用
“

京城
”

一 词者
,

如前引之 《南史
·

萧正义传》

及 《南齐书
·

州郡》
� “

京 口城
” 、 “

京城
”

两名的

混合使用 以及李吉甫和许篙的解释
,

都透露出

东晋南朝镇江古城并未改变所在位置的信息
,

也与其它文献及考古资料相吻合
�

关于第二点
�

两度营缮皆在东晋时期
�

第

一次是在咸和元年 �公元 ��� 年 �
, “

贼众数千

浮海抄东南诸郡县
,

都鉴遂城京 口
,

讨平

之
, �

�� 〕咸和元年距东晋立国虽只有九年
,

但

距京城初建却有百余年
,

中经西晋数十年
,

原

来
·

内外钟固以厚、嘴
,

的城池拈计已破残不堪
,

因此榔鉴完全有缮治旧城的必要
,

郡鉴也应是

缮治旧城的东晋第一人
�

第二次营缮是在王恭

镇守京 日 时
,

大致时价��是东晋孝武帝在位 �公

元 ��� 一 ��� 年 � 的末期
。

《舆地志》 中称
“

今

之城宇
,

多恭所制
” �

且有
“

王恭更大改创
’

的

说法 �� �
。

这 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
·

是
一

�三恭对京

�� 进行了相 当规模的改建 � 二是王恭改制的京

日城在梁陈时仍基木保持着原貌
�

从其它方面

判断
,

王恭改制京 口城是完全可能的
,

即孝武

帝统治时期已算是东晋工朝较为繁盛的阶段
,

有大规模营缮的条件
,

且 工恭有据此城判乱之

意
�

王恭
“

更大仅创
”

的具体情况如何 � 据 《太

平寰宇记》引 《京 �� 记》 云 � “

晋王恭为刺史
,

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
,

西北楼为芙蓉楼
,

楼之

最高者今存焉
� ’

此说是 可信的
�

因唐王 吕龄有

《芙蓉楼送辛渐》一诗
,

说明芙蓉楼至唐时犹

存
�

而西南楼即万岁楼存在的时间要更长一

些
,

《至顺锁江志》卷
一

十三云 � �万岁楼�
“

至唐

犹存
�

宋呼为月 台
,

后改为月观
’ �

一般说

来
,

按照史 朽的记述习�贯
,

说明城市内部及附

近地区事物的相对位置时
,

多以治所为基点
�

关于万岁楼
、

芙蓉楼的 ��己载更应如此
�

北宋祝

穆 《方舆胜览》 中的
“

千秋桥
”

条下云 � “

在府治

西
,

晋王恭作万岁楼于城上
,

其下有桥
,

故以

千秋名
’ �

蔡方炳 《方典记》 也说
“

千秋桥
’

在
‘

府治西
,

晋刺史王恭建
,

上即万岁楼也
� ’

按

宋镇江府治亦在鼓楼岗上
�

今千秋桥位于鼓楼

岗西侧近中部
,

地望上正与文献记载相符
�

由

此可知
,

王恭时千秋桥的位置与今天的位置没

有多大出人
�

但是
,

从今千秋桥向北不远即达

长江
,

《至 顺镇江志》 卷 十三 引 《舆地志》

云 � “

此楼 �万岁楼 � 飞向江外
,

铁锁糜之方

止
� ”

如上文所述
,

包括鼓楼岗在内的整个北固

山实际上 已临江而立了
�

因此
,

芙蓉楼的位置

虽然今已不详
,

但芙蓉楼与万岁楼相距必然不

远
�

这就意味着
,

如果芙蓉
、

万岁二楼之间的

距离相当于王恭京 口城的西垣之长
,

那么
,

整

个城池就不会超出今鼓楼岗
,

很可能还没超出

孙吴时京城即所谓
‘

铁瓮城
”

的范围
�

由于这一

范围很小
,

后世
“

王恭更大改创
”

的说法可能多

指修城造楼而非扩大范围
�

今人有所谓
‘

东晋晋陵罗城
”

的说法��� 
�

该

说认为东晋时期在今镇江市东面花山湾一带曾

经修了一座城池
,

并根据有
‘

晋陵罗城
”

铭文的

护城砖以及当时尹陵郡设治于 京 �� 这 一情况
,

认为该城名为
“

晋陵罗城
” ,

且沿用 了很长时

间
�

此说是值得商榷的
�

首先
,

晋陵郡非晋仅

有
,

唐朝亦曾设立
,

只是唐代的晋陵郡治在今

常州
�

据 《城淳毗陵志》卷二云 � “

�晋太康 �

二年 �公元 � �� 年� 初置毗陵郡
·”一永嘉五年

�公元 � �� 年 � 避世子讳并县改为晋陵
,

治于

丹徒
�

太兴元年 �公元 � �� 年� 郡及丹徒徙治

京 「卜
· ·

⋯成帝咸和年间复徙治丹徒⋯⋯安帝义

熙九年 �公元 � �� 年 �还治晋陵⋯⋯隋平陈
,

废

南徐州
,

改州为郡
,

以晋陵郡治常州⋯⋯天宝�

公元 � � �一� �� 年�初尝改为晋陵郡
,

肃宗至德二

载 �公元 ��� 年�复为常州
� ”

由于常州与镇汉地

一 � � 一



接
,

唐代润州的地位较常州为高
,

如
“

开元二

十一年 �公元 ��� 年�又分天下 于五道
,

江南东

道润为会府
’

� �
,

肾陵郡 �常州 � 为润州提供

筑城用的城砖是完全有可能的
� ‘

晋陵罗城
’

等

铭文大概表示城砖的烧造地点或陶工的来源等

等
,

不能认为即是东晋城池的自名
�

其次
,

东

晋晋陵郡治京 口的时间不长
,

除上文所引 《咸

淳毗陵志》 外
,

《宋书
·

州郡志》也说 � ‘晋陵

太守“

⋯永嘉五年 �公元 ��� 年 �
,

元帝改为

晋陵
,

始自毗陵徙治丹徒
�

太兴初
,

郡及丹徒

县悉治京 口
,

榔鉴复徙还丹徒
� ’

晋陵郡治京 口

的确切时间是太兴元年至咸和四年 �公元 ���

年 �
,

共十二年
�

是时东晋王朝初建
,

闰库空

虚
,

政令不行
,

建造这样的一座城池实难想

象
� “

东晋晋陵罗城一说恐难成立
�

三
、

镇江古城的缘起和地位

从大的方面来说
,

镇江古城的兴起是当时

政治经济形势运动变化的结果 � 具休说来
,

地

理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众所周知
,

东汉后

期
,

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政治逐渐遭到破坏
,

大

地方庄园经济迅速膨胀
,

全国各地崛起大量的

坞壁堡垒
�

以豪族中的特定之家为中心的宗族

�血缘 � 或乡党 �地缘 � 的地方性团结
,

形成

了具备行政
、

生产
、

宗教等职能的地域社会
�

这些地域社会是国家分裂动乱的基因
,

它们互

相吞并联合的结果就是形成地域社会集团
,

并

最终形成割据政权
。

今镇江地区其时虽没有显

要的豪族大家
,

但与之 毗连的吴郡则有顾
、

陆
、

朱
、

张四大姓
,

这 四大姓俨然是东南世家

大族的代表
,

镇江地区处于其势力范围内
�

黄

巾大起义后
,

孙氏成为东南豪族的共同领袖
,

割据江东
,

保护东南豪族的利益
,

成为孙氏集

团的职责
�

为了对抗其它敌对力量
,

孙氏必须

将经济上
、

地理上各方面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地

区连接控制起来
,

镇江首当其冲
�

中国古代经济活动经历了一个在广大的时

空环境中不断变化发展 的过程
,

由于 自然资

源
、

气候
、

战争等因素的影响
,

经济重心迁移

的主要趋势是由北向南
,

副趋势是 由西向东
。

经济是基础
,

这场经济重心的迁移运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分布和发展情况
,

镇江古城亦不例外
�

在东汉一代卓有成效的开

发基础
�

��
,

随着大量人 口和先进技术的移人
,

汉 末三冈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出现一次高潮
,

南

方的许多城市就是此时出现的
,

镇江古城即是

其中之一 当然
,

处于初建时期的镇江古城在

经济上尚不能完全自给自足
,

还需要南方经济

中心一一三吴地区的资助
,

终六朝四百余年
,

镇江古城范围末见扩大
,

也说明其潜力觅待挖

掘
�

另一 方面
,

随着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原经济

区代替了以长安为中心 的关中经济区
,

曹魏与

孙权在长江下游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
,

其

目的就是掠夺人 �� 土地
,

蓄积力量进而击败对

方
�

镇汉古城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经济与战略

地位
,

可以说
,

镇江古城是孙氏政权发动争夺

战的策源地之一 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东浸已

将镇江变为南北经济的交汇点
,

赋予其极大的

发展可能性
�

分裂割据局面不但使这种可能无

法实现
,

甚至还起着负面作用
�

镇江古城的前

途在于统一不在分裂
,

这是后来的历史事实已

证明了的
�

比较而言
,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镇江古

城得 以兴起的首选因素
,

这是特定的历史背景

造成的
�

藉长汇之险与曹魏抗衡是孙氏集团的

既定方针
,

早在建安五年 �公元 �� � 年 �
,

鲁

肃就建议孙权
‘

竟长江所极
,

据而有之
,

然后

建号帝工
,

以图 天下
” �

��� �实施这一方针的具

体办法之一就建城设垒
,

在镇江建城则可充分

发挥长任之险的优势
�

镇江地区的地形可分为

中央丘陵
、

北部沿江冲积平原和南部波状平原

三区
。

中央丘陵由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的余脉

构成
,

大致呈内外二重分布
�

内重包括金山
、

焦山
、

北 固山
、

象山
、

京帆山
、

磨笋山
、

黄鹤

山
、 一

十亩山
、

狮子山等山
,

与长江一道形成所

谓
“

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
,

江旁极 目千里
,

其

势大略如虎之出穴
”

仍 �的形势
�

外重包括高丽

��一
、

赶船 �妇
、

朝凤山
、

五洲山
、

一

于
一

里长 山
、

九

华 一��
、

回龙山
、

招隐山
、

洪山
、

零 ��一
、

围 山
、

五峰 ���等山
,

成为又一道天然屏障
�

北部沿江

平原及 沙洲系山长江挟带的泥沙冲刷淤积而

成
,

西接石头
,

东至大海
,

北拒广陵
,

《瓜洲

续志》 卷三
“

槽运
’

描述道 � “

由京 口抵石头
,

凡

一 ��一



二百里
,

高冈逼岸
,

宛如长城
,

未易登犯
�

由

京 口至孟读
,

七十余里
,

或高蜂横亘
,

或江沙

泥淖
�

或洲诸错列
,

所谓二十八港者
,

皆浅 涩

短狭
,

难 以通行
�

故江岸之防
,

惟在京 日
’ �

“

南部波状平原系由断层蚀变而成
,

地势低落

起伏
,

自古就是江南各地联系镇扛的要道
�

由

此可见
,

镇江古城的地理形势确实十分优越
�

再结合赤壁之战前曹操率大军江沿而下
,

大有

踏灭江东的形势来看
,

孙权移镇镇江
,

东南可

倚三吴为援
,

西可 谋略荆楚
,

实为一 明钾抉

择
�

此后
,

六朝皆都于建业 �康�
,

与京 �京

口 � 互为唇齿
,

镇江古城的重要性愈益突出
�

事实上
,

军事地理优势成为古代兴建城市的首

选因素
,

镇江城并非特例
,

孙吴时期的另两座

重要城市一一建业武昌城的兴起也都缘由于

此
。

镇江古城的缘起决定了它在偏安的六朝时

期必然享有较高的地位
�

孙吴政权先后派遣陶

浚
、

孙楷
、

颜承等心腹为京督
、

京下督
,

孙韶

加领幽州牧亦镇守在这里
,

可 见对该地的重

视
。

不过
,

孙吴政权既没有在此建立特别行政

区域
,

也没有派遣更高级的官员
,

说明镇江古

城的地位还不是很高
。

这是因为
,

孙吴政权内

部相对稳定
,

没有发生内乱
�

而且
,

南北敌对

形势至三川后期已渐趋缓和
�

东晋南朝时期
,

大量北来人 � �的聚集
,

京口武人集团的崛起
,

尤其是齐梁二代的皇帝出生于此地
,

使得镇江

古城的地位显著提高
�

具体说来
,

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一是正式设州立郡
,

东晋在此共设

立了二州十八郡六县
,

还兼领扬州之晋陵郡
,

为江南建置州
、

郡
、

县最集中之地
�

二是高级

官员或亲王常镇于此
,

其中著名者如祖邀
、

庚

亮
、

植退
、

王恭
、

刘裕
、

萧道成
、

萧子良
、

萧

宏等
,

他们的声望与级别远非孙吴那班官员可

比
,

宋武帝遗诏中称 � “京 口要地
,

去都密迩
,

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

�� �三是政权安危常

系于此
,

如苏峻
、

祖约之乱时
,

榔鉴在此筑大

业
、

曲阿
、

漫亭亭三垒
,

成功地击溃了叛军
,

挽救了东晋政权
�

四是享有一定的特权
,

如义

熙九年 �公元 �� � 年�的土断令中明确宜布 � “

唯

徐
、

充
、

青三州居晋陵者
,

不在断例
” �

�� �山

上可知
,

镇江古城在东晋南朝时的地位之 高
,

而当时镇江一带的繁兴也可见一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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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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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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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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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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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晋书
·

皮希传》
�

��� � ��宋书
·

文帝纪》
,

�� �� 《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润》
、

《晋陵

罗城初探》
,

《考古》 �� ��
�

�
�

�� �� 《嘉定镇江志
。

卷一》
�

�� �� 《嘉定镇江志
·

卷二》
�

�� �� 《南史
·

刘康祖传附延孙传》
�

�� � � 《宋书
·

武帝纪》
�

�本文编挥
、

终校 欧阳宗俊�

一 �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