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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 县 城 西

南 40 余公里的高家堡镇， 黄河一级支流秃尾

河及秃尾河支流洞川沟分别从遗址的西南侧

和西北侧穿过。 遗址位于两河夹角形成的山峁

台塬之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内城和

外城分别构筑宽约 2.5 米的石墙，气势恢弘，为

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城内面积在 400 万平

方米以上，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

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的遗址[1]。
2012～2014 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全面揭露了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 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
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迹[2]。 外城东

门址位于外城东北部，视阈开阔，位置险要，由

内瓮城、外瓮城、南墩台、北墩台、马面、门塾、
散水等组成，总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图一）。 在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发现的瓮城、马面、墩台

等早期城防设施，其形制规范、设计精巧、建构

技术先进，与后世的同类设施形制无异，是探

讨我国古代城防设施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

资料。
本文在系统梳理以往考古发掘 所 见 瓮 城

的基础上，探讨石峁遗址瓮城的形制、结构及

产生的背景，分析其在中国古代城防建筑史上

的地位及对后世城防制度的影响。

一 石峁遗址瓮城的发现与确认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建有内瓮城 和 外 瓮 城

（图二）。 外瓮城是以一道南北向长墙和两道东

西向平行短墙为外围周界，与南墩台、北墩台

合围形成的城门外的独立空间。 外瓮城的平面

呈 U 形，与门道处于同一条中轴线上，将门道

基本遮蔽，使得外城东门不直接暴露于外。 外

瓮城的 U 形石墙在靠近墩台处的南北两端分

别留有缺口，形成进入城门的南侧主通道和北

侧辅通道。 南北向石墙长约 22、宽 2.3 米，距墩

台约 12 米；两道东西向石墙分别向南墩台和北

墩台方向延伸，北端石墙长 8.5 米，与北墩台未

连接，距北墩台地面散水 2.7 米；南端石墙因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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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遭毁坏，残长 4.8 米，与门道之间形成出入空

间。 在外瓮城石墙的墙体及倒塌堆积中发现玉

铲、玉璜等玉器，其中 2 件玉铲出土于北端石墙

向北倒塌的墙体内，东西间隔约 2 米，东侧玉铲

平置于垒砌的石块错缝之间，石块之间夹杂草

拌泥， 显然是在墙体建设过程中有意埋入的；
在南端石墙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

像残块。 在外瓮城南北向石墙的外侧发现一个

埋有人头骨的近圆形坑（编号为 K1）。K1 的平面

略呈圆形，其内埋有 24 个人头骨，K1 可能与城

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图三）。
发掘情况表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门道

上下两层地面的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

一层厚约 0.4 米的混杂土层， 说明有修建 （早

图一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由西北向东南摄）

图二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平面图

■ 瓮城溯源

城外

北
内瓮城

北墩台

门

道

门塾

门塾

F7

南墩台石 墙

外瓮城

F8

石 墙

0 10 米

K2

K1

外瓮城

墩台 内瓮城

石
墙

马面

城内

51



2016 年·第 2 期

期）和再建（晚期）两大主要使用时期。 门道处

北墩台石砌护墙内嵌入的圆木及房址 2012F6
白 灰 面 的 碳 十 四 年 代 分 别 为 公 元 前 2200～前

2040 年 （实验室编号 BA121536）
和公元前 1940～前 1780 年 （实验

室编号 BA121534）， 代表了东门

址的修建年代和修葺年代 [3]。 外瓮

城北端石墙南北两侧均叠压有晚

期的烧火遗迹和活动硬面， 结合

外瓮城内侧所见晚期活动面叠压

在 散 乱 石 块 之 上 的 情 况 考 虑，外

瓮城的石墙经过两次修补， 并在

其内侧东南角新建了一座石砌的

方形房址（编号为 F8），F8 的门道

向西，朝向城门，其功能类似于门

房。 因此，目前揭露的外瓮城代表

了其晚期形制， 而其修建年代与

城址和东门址的年代同时。
南墩台和北墩台中间为门 道， 进 入 门 道

后，沿南墩台西侧石墙继续修筑墙体，向西砌

图三 K1 内埋人头骨情况

图四 石峁遗址内城门址瓮城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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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18 米后北折 32 米， 在门道西端内侧形成曲

尺形结构， 与北墩台西壁围绕形成独立空间，
称为内瓮城。 内瓮城长约 30、宽约 10 米，石墙

墙体宽约 2.5 米， 保存最好处高出早期地面 4
米多。 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

1.2 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 从内瓮城的地层

关系看， 这道增修的石墙建于晚期地面之上，
为二里头早期增修的。 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

晚期地面上发现了 100 余块壁画残块， 部分壁

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体上。 壁画用白灰面

作底，用红、黄、黑、橙等色绘几何形图案，最大

的一块壁画残块约 30 厘米见方 [4]。 由此可见，
内瓮城的修建年代与城址和东门址的年代同

时，在晚期进行过增修，并在内侧墙体上装饰

了精美的壁画。
在石峁遗址， 除了外城东门址的瓮城外，

调查还发现在内城的一处门址也设置了瓮城

（图四）。 瓮城向城外突出，由长约 25 米的三道

石墙合围形成“凸”字形的封闭空间。 其中，城

门设置于最外侧南北向石墙的中部，门道外约

5 米处修建类似外城东门址的外瓮城。 瓮城外

设于墙体之外、其外再设遮挡门庭的外瓮城的

做法， 使得这座城门形成了双外瓮城的结构，
这也符合扩大内城防御空间的实际需求。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看，石峁遗址外城

东门址的内瓮城、 外瓮城及内城门址的双瓮

城， 是中国城防史上目前已知最早的瓮城实

例，其形态成熟，建筑技术先进，延长了外来势

力进入城门的时间，创造了抵御外来入侵的缓

冲空间，提高了防御能力。

二 瓮城形成的时间

城门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平时是进出的

通道，战时则成为敌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瓮城

是围在城门外的小城，多为圆形或方形，其目

的是使城门不直接暴露于外，保护城门，阻碍

敌军进攻，提高守军的防御能力。 瓮城一般与

城墙同高，侧向开门，防御者可以从城墙和瓮

城两个方向抵御进攻之敌。
瓮城有内瓮城和外瓮城之分，从考古发现

的情况看， 内瓮城形成的时间要晚于外瓮城，
其产生与城门空间范围扩展、形制变化及防御

需求突出等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 在城门之外加 筑 瓮 城 始 于 唐

代，至晚在宋代已成为制度[5]。 考古发现的唐代

瓮城遗迹有扬州城 [6]、渤海郡通沟岭山城 [7]、高

昌故城[8]等。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

的深入推进，最早的瓮城考古发掘实例被追溯

到了汉代的城障遗址，如考古调查或发掘的甲

渠候官坞门 [9]、乌力吉高勒城障 [10]、八角城 [11]等，
均在门外复筑坚固的屏墙， 迎门遮挡入口，形

成狭窄曲折的门径。 侯仁之、俞伟超在乌兰布

和沙漠调查汉代城址和烽燧遗迹也发现了类

似设施， 如保尔浩特城址中的曲尺形瓮城、鸡

鹿塞废墟[12]的瓮城[13]。
关于瓮城形成的时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其始于高句丽时期。 高句丽从早期 （前 1 世纪

末至 4 世纪）至晚期（5 世纪至 7 世纪中叶）普

遍地筑建了瓮城 [14]，其最早出现的年代大致在

公元前后，与前述汉代边疆地区出现瓮城的时

间大致相当。 综上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关于瓮城形成的时间多被推定在汉代。 考古发

现的早期瓮城位于中国北方或西北边疆地区，
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表明军事防御的

需要是促使其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先秦时期是否有瓮城类设施，一直存在较

大争议。 先秦文献中虽没有明确的有关瓮城的

记载，但《诗·郑风·出其东门》载“出其 阇，有

女如荼”。 毛传:“ ，曲城也。 阇，城台也。 ”孔疏:
“ 是门外之城，即今之门外曲城是也。 ” 或曲

城应该就是瓮城一类的设施[15]。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商代的较为成

熟的瓮城实例最先在山西垣曲商城得到了初

步确认（图五）[16]。
发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垣曲商城始

建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下层，延续使用到二里

岗上层时期，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大

体相当。 垣曲商城的西城门门口北端墙体西折

约 20 米后变窄并向南延伸至城墙西南角，形成

与西墙平行的外围第二道城墙，并与西墙形成

■ 瓮城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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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走廊，将西城门完全遮蔽，形成狭长的封

闭空间，构成瓮城[17]。 垣曲商城的瓮城与汉代乌

力吉高勒城障瓮城的形制相类，均由城墙和与

之平行的窄墙并行构成，唯门向不同。 2010 年

发现的二里岗时期的河南新郑望京楼城址东

一城门，平面呈“凹”字形，由城墙、外护坡、门

墙、门道、内护坡、道路及附属建筑组成[18]。 望京

楼城门亦被认为是具有瓮城某些特征的早商

城门，虽然其瓮城曲向有别于垣曲商城，但显

然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及所谓晚期瓮城的某些

特征[19]，更类似晚期的内瓮城。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在山西陶寺大城北城

墙发现了具备瓮城特征的城门，因此瓮城出现

的时间可以早至龙山文化中期[20]。 但据发掘者

介绍，在陶寺大城北城墙发现的瓮城类设施位

于 Q2 中段，类似城门处墙体向外折出，形成将

门道遮蔽的独立空间。
综上所述，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瓮城的

形成时间先后由唐宋、汉代（包括高句丽时期）
上溯至商代乃至龙山文化晚期。 尽管在陶寺大

城发现了疑似瓮城类的设施， 但其

形制并不规整，尚难有明确的结论。
石峁遗址瓮城首次明确地将瓮城出

现的时间上溯至龙山文化晚期。

三 石峁遗址瓮城与早期城防

设施的滥觞

石 峁 遗 址 瓮 城 的 保 存 情 况 较

好， 但其形制及结构显然不是处于

萌芽时期。 下面根据早期大型建筑

中某些类似后世瓮城结构的设施对

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外瓮城的产生或许与早期大型

宫室正门附属建筑或城池中的影壁

有关。 例如， 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

（仰韶文化晚期）F901 主室正门外侧

有门篷， 门篷两侧有 16～20 厘米厚

的草泥土墙, 在墙内发现了支撑门

篷顶盖的直壁柱洞 [21]。 门篷构建于

主室外侧， 不仅具有遮蔽正门的作

用， 而且阻碍了外来者长驱直入宫室内部，与

后世瓮城的功能无异。 在郑州西山仰韶文化环

壕城址北门外侧正中横筑了一道长约 7、 宽约

1.5 米的护门墙[22]，这道护门墙与主体墙体及城

台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空间，起到了

遮蔽门庭、延缓入城的作用，其防御功能显而

易见，与后世瓮城的作用相似。 龙山文化新密

古城寨城址廊庑基址 F4 的 1 号和 2 号门由多

道夯土墙形成曲向结构 [23]，与主体宫殿建筑之

间形成了一定的空间，亦可以延缓外来者进入

宫室内部的时间，具有后世瓮城的功能。 西周

时期的周原遗址凤雏宫室基址大门之外的影

壁 [24]，形制规整，高大巍峨，显然较郑州西山城

址的护门墙更为成熟，具有防御的功能。
遗憾的是，目前尚无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石

峁遗址瓮城的形成受到了早期宫室之外修建

的门篷或影壁类设施的影响。 但可以肯定的

是，石峁遗址瓮城是这一区域性中心聚落的统

治者面对外来压力而追求自身生存环境安 全

的结果，形成如此完备的结构当是受到了早期

北

夯土墙

西城门

宫殿区

护

城

壕

0 100 米

图五 垣曲商城平面图（改绘自《垣曲商城———1985～1986
年度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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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设施的启发。
河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石城址，无

论文化属性还是筑城传统都有密切的时空关

系。 在河套地区仰韶、龙山时期的考古发现中，
石城聚落的城门之外一般修建类似瓮城的设

施。 内蒙古准格尔寨子塔古城西北门的内外寨

门之间由两道东西向的内外石墙形成一个较

为封闭的空间 [25]，内墙、外墙上各有一处城门。
外墙城门向外各有垂直于寨墙的数道短墙，形

成相对独立的空间[26]，起到了外瓮城的作用；而

其内墙上石墙交错形成的寨门以及内外墙 之

间形成的封闭空间，与石峁遗址东门址曲尺形

结构的内瓮城相似。 寨子塔城址的石砌城墙、
寨门及其附属设施属于阿善文化范畴，年代为

距今 5000～4500 年。 考虑到地域因素及时代差

异，在内蒙古中南部及陕西榆林地区石城大量

涌现的龙山时代，石峁遗址的形态成熟的瓮城

与之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从早期瓮城多见于

北方地区的情况看，抵御外来入侵，加强聚落

防御能力是这类设施最初的功能。 至于石峁遗

址瓮城是否对后世瓮城特别是中原地区都邑

类城址中的瓮城有直接的影响，尚需更多的考

古资料来证实。
上述早期瓮城的实例多为修建于城址大门

之外的外瓮城， 考古发掘所见内瓮城的实例则

晚于外瓮城， 寨子塔城址的内寨门及其内外墙

之间的空间或许是内瓮城滥觞的重要证 据之

一。 但真正意义上的内瓮城，除了石峁遗址外城

东门址的内瓮城外，就是明代南京城墙，其做法

是将瓮城建于城门内侧，其门外不置瓮城。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瓮城的滥觞与发展有

着深刻的文化渊源， 从早期大型宫室外的门

篷、影壁，到形成半闭合或不闭合的门外围墙，
再到石峁遗址的相对成熟的外瓮城和内瓮城，
其发展序列有迹可循，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早

期具有瓮城功能的设施对石峁瓮城的形成 产

生过直接影响或它们之间在形制上存在 承袭

演化关系。 先秦时期瓮城的滥觞是多元的，类

似的社会环境、生存压力及聚落群之间日趋强

烈的竞争关系促生的对防御功能的 需求均会

导致形态趋近的城防设施，马面如此，瓮城亦

不例外。 需要说明的是，从瓮城萌芽、发展的过

程看，北方地区史前及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对

其渊源的探讨似应更多关注。
目前尚未发现夏代的瓮城，但偃师商城 [27]、

垣曲商城[28]、临淄城[29]、郑韩故城[30]等有瓮城。 汉

魏时期，瓮城制度逐渐完善。 唐宋时期瓮城已

经成为大多数都城及大型城址的必备城防设

施，形制更加规范，双瓮城逐渐形成制度。 唐宋

时期的城门采用双瓮城形制，反映出城市防御

系统的完善和进步，也为之后的多重瓮城结构

的流行开创了先河。 明清时期双瓮城制度继续

流行。 总之，中国古代城门的营造与布局,与中

国古代军事发展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

冷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门作为城市军事

防御的要塞，设置瓮城的必要性大大降低。 随

着大型城址中城垣建设的落寞，瓮城在清代中

期以后逐渐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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