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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恩学等：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研究

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于2013～ 

2021年进行连续发掘，发现有早、晚两期遗

存[1]。晚期遗存已经明确是金末元初的东夏国

的南京城。本文仅就早期遗存的发现过程、

年代、是否为《旧唐书》记载的东牟山城、

文化因素来源等基本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磨盘村山城距延吉市区东5公里，沿着

环形山脊修筑城墙，向南俯视延吉盆地，

行政区划现隶属于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城

墙为石筑，有7座门，城门外的瓮城土筑，

周长4549米。海兰江支流布尔哈通河从南、

东、北三面环绕山脚下。

山城之内在1949年前后曾经发现夹砂红

褐陶的绳纹瓦和方格纹瓦（又称网格纹瓦、

菱格纹瓦）。这类瓦首先发现于龙潭山城和

高句丽国内城[2]，故被视为是高句丽遗存的

标志性器物。1958年东北博物馆李文信等调

查山城，根据采集的瓦砾等判定其时代为高

句丽和金代[3]。这一结论对后来影响很大。

以此为基础，结合在山城东南1.5公里发现出

土绳纹瓦的河龙村“土城”，朴真奭提出山城

与平地城相结合构成高句丽的栅城府[4]。

延边地区从1949年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

对渤海遗迹开展了大规模野外调查和多次发

掘，积累起渤海考古分期的基本资料。在这

样的基础上，李强、侯莉闽首先确认渤海早

期也流行有夹砂红陶的绳纹和网格纹瓦，认

为以往被判断为高句丽的遗存都属于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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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处可靠的高句丽遗迹，也没有高句丽

的栅城遗迹[5]。他们早在1994年便根据实地

考察否定了敦化盆地的城子山山城是渤海东

牟山的可能性，同时把延吉盆地的城子山山

城（磨盘村山城）作为重要的渤海城址遗迹

标注在渤海日本道“旧都线”示意图上[6]。

2000年东北史研究学者王禹浪、都永浩

发表《渤海东牟山考辨》一文，阐述磨盘村

山城是东牟山城，否定以前10种关于东牟山

地望的观点，提出“城子山山城是东牟山无

疑，而‘旧国’则是指城子山山城包括城子

山山城周围附近的西古城而言”[7]。

延边长城（延边边墙）以往主流认识

是东夏国长城，延边州文保中心李强、张恒

斌在2012年9月调查延边长城两处关隘（水

南关和微波站关）时收集到的陶片都是渤

海的遗物，没有找到辽金的遗物。李强敏锐

地认识到延边长城可能是渤海长城，磨盘

村山城则与长城有密切关系，这是突破学术

界关注很久的渤海早期王城在何处这一问题

的关键。于是筹划对长城两个关隘和磨盘村

山城同时发掘，以期彻底解决长城和山城的

时代和性质问题，推动渤海考古和东夏考古

研究。

2013年吉林省文物研究所和延边州文保

中心组建考古队，开始启动对延边长城与磨

盘村山城连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2014年在磨盘村山城东门（1号门）的

墙基下部发现有红陶方格纹瓦残块（2014 

TMDMC∶203），这为山城石墙始建于辽金

之前，属于早期遗存，首次找到了考古学

依据。2015年在东南门（7号门）清理时也

找到了墙基坍塌碎石土中夹杂的绳纹瓦砾和

网格纹瓦砾。2019年开始对多段城墙进行解

剖，结果表明城墙分早晚两期修筑。早期城

墙利用块石错缝垒砌，墙宽3.5～4米。晚期

城墙利用早期墙体，在墙顶垒砌石块加高

后，两侧夯土加固。

东南门（7号门）位于山城东侧，门外

地势陡峭。门道内高外低，长8.6、宽3.6米，

平铺黄沙土，有木地栿、柱础石和门挡石。

2019年对门道进行解剖，在晚期的门道（东

夏国时期）下约0.5米，发现了早期门道。

早期门道为地面铺石板，内侧有石踏步。在

门道两侧还各存一块斜立于墙边的柱础石，

平面呈方形，上方修整出凸起的圆台，与其

共存的还有红褐色绳纹、方格纹瓦。早期石

墙建在地基凹槽上，对石墙底部内夹杂物取

样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根据检测数据可知

其年代为公元656～727年[8]。渤海于698年建

国，东牟山城修建时间在8世纪初，与测年数

据大致吻合。

分析磨盘村山城调查资料显示其不会

是高句丽的栅城。高句丽栅城得名于城墙是

木制的栅栏，近代黑龙江畔瑷珲城的外城就

是木头修建的城墙[9]。这与磨盘村山城是石

块砌筑的城墙差别甚大。据《三国史记》记

载，公元98年高句丽“王东巡栅城”，公元

102年“遣使按抚栅城”[10]，高句丽的栅城早

在东汉就已经存在。在磨盘村山城内采集到

的钱币最早的是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铸造的开元通宝，仅1945年到1949年采

集到40枚[11]。钱币资料支持其应是渤海东牟

山城。

在7号建筑址的堆积中采集到渤海时

期的陶罐口沿（2017TMT28②∶7），夹砂褐

陶，直口，口外唇下饰附加泥条堆纹一周（图

一，4），这种陶罐称“靺鞨罐”。其演变规律

是在前渤海时期唇下附加堆纹为锯齿形，距

离唇面较远；渤海时期变为光滑的泥条，位

置上移；到渤海晚期进一步退化成接近凹面

三角形口沿[12]。发现者张恒斌曾经把这件口

沿和长城关隘出土的陶片进行比较，发现二

者的陶质陶色和造型特征都完全相同。这件

陶罐口沿显示的年代特征是渤海早期。

中区6号建筑址被东夏国时期的5号建

筑打破，仍然残留很多绳纹瓦和方格纹瓦。

在5号建筑址与2号建筑址之间，采集到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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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鸟莲纹瓦当。鸟莲纹瓦当在渤海遗迹内有

发现，东北地区在渤海之前没有发现带鸟

纹的瓦当。磨盘村山城的瓦当主体花纹是呈

“十”字形分布4个梭形莲花叶，每2个花叶

之间有1只飞鸟（图一，2、3）。在俄罗斯

滨海边疆区的一座渤海寺院遗址（科尔萨科

夫卡佛教寺院址）发现的渤海瓦当也是4个

莲花叶，花叶之间各有1只飞鸟[13]（图一，

5）。在吉林省七道河渤海建筑址出土的瓦

当是6个莲花叶，花叶之间各有1只飞鸟[14]

（图一，6）。三者的题材和布局风格高度

一致，故可以认为磨盘村山城的鸟莲纹瓦当

属于渤海瓦当。鸟在靺鞨人的传统信仰中占

有突出位置，在靺鞨墓出土的萨满牌饰中发

现有大量变形的鸟的形象。如在吉林市查

里巴靺鞨墓地M13出土有很多单独的鸟形牌

饰，M18发现的长方形镂孔牌上边缘也是3只

飞鸟的造型，下边缘是一排悬挂铜铃铛的穿

孔[15]（图一，1）。绥滨县五国部墓葬第3号

墓中出土了1条猪皮腰带，腰带面上缀有19

块青铜的这类镂孔方形牌饰，牌下端系着圆

球形铜铃15个[16]。王培新根据满族萨满法器

等民族学资料，论述这类牌饰和腰铃是萨满

教举行萨满跳神时使用的法器[17]。鸟是萨满

升天请神的重要助手，靺鞨鸟形牌也是萨满

使用的法器。磨盘村山城瓦当花纹上加入鸟

纹，是把靺鞨传统的原始信仰的鸟崇拜融入

到瓦当装饰图案中，寄托鸟神灵保护建筑物

和主人的期望。

城内东区揭露一处府库仓储区，成排

分布的方形、圆形和多角形的仓囤底垫石

遗迹密集分布，已经揭露18座仓储遗迹。多

边形和接近圆形仓底的垫石密集排列成车

轮状，以支撑底部木板，起到下雨时排水、

平时通风防潮的作用。出土遗物主要为建

筑构件，包括筒瓦、板瓦和压当条。板瓦上

的制作痕迹多为网格纹、绳纹，筒瓦多为素

面。在13号建筑发现了1件八瓣莲花纹瓦当

（2018TMT36①∶1）（图二，4）。J12～14

号建筑址倒塌堆积中浮选出少量炭化粮食，

碳十四测年数据是公元552～648年、648～ 

718年、765～895年，中间的数据与东牟山

城的年代基本吻合。与圆形、多角形仓屯相

连的7号建筑址是联间的长方形房址，室内

发现摆放的铠甲片，应该

是兵器库。《旧唐书·高丽

传》记载：“其所居必依山

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

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

瓦”[18]。比之晚的渤海国也

是民间建筑不用瓦。这些仓

库都使用木构瓦顶建筑，粮

囤的顶棚都用莲花纹瓦当装

饰房檐，可见档次之高，非

王城国库莫属。6号建筑和

府库区建筑堆积中采集到大

量文字瓦残块，瓦上文字是

刻写的，有的字写得十分规

整，但是字不规范，有的

刻字缺少笔画，常见的有

“上”“下”“大”“检”“臣

图一  磨盘村山城出土遗物和其他靺鞨渤海遗物中的鸟纹图案
1.牌饰（M18∶4）  2、3、5、6.鸟莲纹瓦当（2014TMT7①∶7、2014TMT7 
①∶8）  4.靺鞨陶器口沿（2017TMT28②∶7）（1.查里巴靺鞨墓地出土，2、
3.磨盘村山城中区出土，4.磨盘村山城东区7号建筑址出土，5.科尔萨科夫卡渤海

寺庙址出土，6.七道河渤海建筑址出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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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牟”等。已发掘的渤海城址考古资料中，

西古城、八连城、上京城有文字瓦，都是王

城。高句丽遗迹出现大量文字瓦的也是国内

城和丸都山城等王城。可以认为在瓦上大量

标识文字或符号是修建王城官府建筑时特殊

管理体制下的产物。高句丽的王城城址已经

较为清楚，初期都城为纥升骨城（今辽宁

省桓仁县五女山城），西汉元始三年（公

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

市），同时筑尉那岩城（后称丸都山城，今

吉林省集安市郊区），至北魏始光四年（公

元427年）移都平壤[19]。高句丽王城周围都有

大量矗立地表的高句丽积石墓，吉林省高句

丽积石墓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通化地区，最

东的地点在抚松县大方顶子积石墓地[20]。延

边地区没有高句丽积石墓地分布，从这一方

面也可判断磨盘村山城不存在是高句丽王城

的可能性，只能是渤海国王城。

文献所载渤海王城为山城者只有东牟山

城一处。《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先

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

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

固脱身而还。属契丹与奚尽降突厥，道路阻

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

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21]。新罗人

崔致远起草的呈送唐廷的《谢不许北国居上

表》说：“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

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

国”[22]。“辄据荒丘”与“据东牟山，筑城以

居之”描述的内容可相互对应。《旧唐书·狄

仁杰传》记载：“圣历三年（公元700年），

则天幸三阳宫……是岁六月，左玉钤卫大

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余

众，擒之，献俘于含枢殿，则天大悦，特赐

楷固姓武氏”[23]。公元700年6月，李楷固平

定辽西契丹叛乱，献俘于含枢殿，之后才挥

师赴辽东征讨靺鞨，东牟山城是在天门岭之

战以后修建的，磨盘村山城修建的时间故可

进一步缩小在公元700年之后。

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在建筑上与吉林

省集安市的国内城、丸都山城的高句丽王城

建筑存在影响关系。一是磨盘村山城的八角

形遗迹，在丸都山城也有发现。二是磨盘村

山城的莲花纹瓦当是围绕当心有八个梭形花

瓣，花纹形状最为类似的是吉林省集安市丸

都山城二号门出土的莲花纹瓦当。丸都山城

二号门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有六瓣、八瓣、

九瓣三种类型，其花瓣之间均有明显凸起的

三角形间纹[24]（图二，1～3）。磨盘村山城

的瓦当在花瓣之间没有三角形间纹（图二，

4），与丸都山城二号门的莲花瓦当在构图

上有明显差别，应该是体现出时间晚于丸都

山城的特征。三是磨盘村山城的瓦上铭文是

刻写文字或符号，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

王陵上在瓦上刻写铭文的做法有显著的联

系。到渤海中期的王城西古城、八连城的瓦

上铭文以戳印文字或符号为主体，刻写的铭

文也有，但所占比例已经很小[25]。

1 2 3 4

图二  磨盘村山城与丸都山城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对比
1.2002JWN2T404②∶54  2.2002JWN2T303②∶63  3.2003JWN2T404②∶57  4.2018TMT36①∶1（1～3.丸都山城2号

门址出土，4.磨盘村山城东区13号建筑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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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在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被

唐军攻灭，渤海在公元698年建国，相距30

年。大祚荣修建东牟山王城时，使用了来自

鸭绿江畔的原高句丽遗民工匠，故保留了

较多的集安高句丽国都地区的瓦做技术和

风格。这些工匠来源有两种。《新唐书·渤

海传》记载：“万岁通天中（公元696～697

年），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

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

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

河，树壁自固”。“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

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

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

乃建国”[26]。靺鞨酋长乞四比羽东奔称王，

占据东辽河和鸭绿江，武则天派遣李楷固帅

军征讨，唐军临阵斩杀乞四比羽，剿灭辽东

靺鞨，余部东投大祚荣，其中有来自鸭绿江

畔的高句丽遗民工匠。《旧唐书·渤海靺鞨

传》记载：“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

丽余烬，稍稍归之”[27]。唐军在天门岭被大

祚荣伏击大败，大祚荣乘胜西进，原乞四比

羽部属地鸭绿江流域也被接管[28]，设置鸭渌

府。集安地区建筑工匠是渤海国境内技术水

平最高者，故迁工匠到东牟山修建宫室。

高句丽山城皆注重城内水源工程，修建

蓄水池截流储存雨雪水和泉水。丸都山城内

有泉水两处，石头砌筑的大型蓄水池（饮马

湾）一处[29]。青石岭高句丽山城，城内发现

两处蓄水池遗迹[30]。沈阳石台子山城是一个

小型山城，在山坡修建拦水坝把山坡雨雪水

汇集到洼地蓄水池。蓄水池用楔形石砌筑，

呈直桶形，井壁厚1.2米，内外均砌筑十分

规整，直径约9、存深约5米[31]。吉林市龙潭

山城，在低洼处修建巨大蓄水池，俗称“水

牢”，又名“龙潭”，水池东西长52.8、南北宽

25.75米，常年有水，能蓄水近万立方米[32]。

磨盘村山城内没有山泉水源池和大型蓄水池

设施，与丸都山城等高句丽山城的基础设施

设计理念不同。

综上所述，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文化

特征、地理环境、年代区间，都与渤海国东

牟山城吻合，可以确定是东牟山城。城北山

岭绵延的长城遗迹也与《新唐书·渤海传》

记载的“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

自固”[33]的“树壁”情形相符合。山城年代

应在8世纪初。

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虽然保留很少，

但仍表现出渤海国文化构成是多元的特点。

日用陶器承续了靺鞨文化陶器的靺鞨罐。货

币使用唐朝铸造的开元通宝钱，文字使用汉

字，官式建筑采用木构瓦顶，属于中国古代

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瓦顶建筑上，吸收

了集安市高句丽丸都山城的建筑技术，如绳

纹和方格纹瓦、曲背脊头瓦、刻写铭文。高

句丽瓦当装饰分为兽面瓦当和莲花瓦当两大

体系。渤海瓦当摒弃了兽面瓦当，莲花是水

生植物，能压火祥，又有吉祥的寓意，被沿

用下来，产生多种变体。靺鞨原始部落时期

崇拜鸟的信仰传统也被设计到瓦当图案内，

房檐瓦当装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鸟纹，开启

了渤海国建筑装饰的新风尚。这些共同构成

了渤海早期多元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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