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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本文以 史前到夏商 时期 的 瓮城遗迹为研究对象 ， 对早期 瓮城的 结 构组成进行 了 分

析 ，
认为早期瓮城的组成结构 包括墙体 、 门 道 、 道路 、 门 房 、 门楼 、 墩 台 和广 场七种设施 ，

不 同设

施的起源 时 间 有先后之分 ， 瓮城结构发展的 总体趋势是随着 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 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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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城是 中 国古代城市中一种常见的防御设施 ， 从后世的规范做法来看 ， 通常是在城门外 、 外壕

内加筑一方形或半圆形城墙 ， 形成面积不大的防御性附郭 ， 与城垣主体合围起一个较为封闭 的空

间 ， 形状类似于瓷 ， 故称为瓮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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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起源 、 发展的过程 ， 瓮城也不例外 ， 当它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 ， 其形态与刚诞生

时相 比应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因此 ， 不应简单地以成熟阶段瓮城的标准来判别早期城市 中的

瓮城遗迹 。 瓮城通过在城门外 （ 或内 ） 加筑一道城墙 ， 将城门 门道围挡 ， 使得进城者需要先从外侧

瓮城城墙的人 口进入瓮城 ， 然后在这个较为封闭 的空间前行一段距离后 ， 再通过城门 门道入城 。 通

过这样的设计达到控制人城人流的数量和人城速度 ， 监控人城者的状态 ， 抵御外部敌人的武力进攻

等 目 的 ， 增强城门 的安全性 。 屏障城门 、 迟滞人城速度 、 制造封闭空 间是瓮城为实现其作用所应具

备的最基础的功能 。 本文即基于这一判断 ， 对中 国古代城市发展早期阶段 ， 即史前到夏商时期具有

瓮城特征的相关遗迹进行分析 ＝ 梳理文献可知 ， 这
一阶段的瓮城遗迹包括仰韶时代的甘肃秦安大地

湾四期 Ｆ９０ １ 宫殿主房门
：
２

］

， 河南郑州西 山城址东北城门 龙山时代的 内蒙古准格尔旗寨子塔城

址双重北墙
［
４

：

， 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城址小方城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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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佳县石摞摞山外城西 门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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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神木石峁

城址内城门址 、 外城东门址及皇城台 门址
：
７

：

，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宫城南东门和东南角 门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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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余

姚 良渚古城莫角 山城址东 门
［
９

：

； 夏商时期 的 内蒙古赤峰上机房营子西梁城址西门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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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垣曲商

城西门
［

１ １

：

， 河南偃师商城西三城门 和东三城门
… １

， 河南新郑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和东二城门
［

１ ３
］

。

瓮城的结构指组成瓮城的各种设施及其之间 的搭配与安排 。 瓮城的组成设施包括墙体 、 门道 、

道路 、 门房 、 门楼 、 墩台 、 广场 ， 这些设施的设立对于瓮城形态的形成和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墙体

墙体是瓮城得以形成的基本设施 ， 在确定瓮城范围和实现防御功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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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按照所处部位的不同 ， 组成瓷城的墙体可拆分为主体城墙 、 瓮城侧墙和门墙三部分 （ 图一 ） 。

主体城墙指环绕城址的大型城墙 ， 作为城垣的主要防御设施 ， 它与瓮城侧墙 、 门墙相 比规模更

大 ， 墙体更厚 、 更高 ， 建造质量也更好 。 主体城墙在城门处的墙段也经常参与瓮城的围造 ， 是瓷城

墙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瓮城侧墙指瓮城两侧的短墙 ， 它确定 了瓮城两侧的边界 ， 能起到从侧面屏障城门 的作用 ， 故称

为瓮城侧墙 。 其通常与主体城墙垂直 ， 规模较主体城墙小 。

瓮城侧墙按数量的不同可分为双侧墙和单侧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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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早期瓮城墙体结构示意图

１ ． 大地湾 四期 Ｆ ９ ０ １ 宫殿主房门 ２ ． 西山城址东北城门 ３ ． 寨子塔城址双重北墙 ４ ． 老虎山小方城 ５ ． 石摞摞山外城西门

６ ． 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 ７ ． 石峁城址 内城门址 ８ ．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址 ９ ． 陶寺城址宫城南东门 １ ０ ． 陶寺城址宫城东南角 门

１ １ ． 良渚古城莫角 山城址东 门 １ ２ ． 上机房营子西梁城址西门 １ ３ ． 垣曲商城西门 １ ４ ． 偃师商城西三城门和东三城门

１ ５ ． 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和东二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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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墙的情况最为常见 ，

一般为从城门两侧 的主体城墙上各向外接 出一道短墙 ， 短墙多与主

体城墙垂直 ， 再配合门墙 、 主体城墙等墙体 ， 在城门外侧或 内侧 围 出一个方形瓮城。 大地湾 四期

Ｆ９０ １ 宫殿主房 门 、 老虎山小方城 、 石峁城址内城门址 、 陶寺城址宫城南东 门 、 望京楼商城东一城

门和东二城门等的瓮城均设置有这样的双侧墙 。 上机房营子西梁城址西门外的瓮城也有双侧墙 ， 但

它的双侧墙并不与主体城墙垂直 ， 而是梯形内收 ， 在城门外围 出一个梯形瓮城 。

单侧墙 ， 顾名思义 ， 只在瓮城一侧设置一道短墙 ， 另
一侧 向外开放 ， 通常见于曲尺形瓮城 。 石

摞摞山外城西 门 ， 石峁皇城台 门址 内瓮城 、 外城东 门址外瓮城均只在城门一侧设置一道垂直于主体

城墙的单侧墙 ； 陶寺宫城东南角 门处的南城墙在城门缺 口 处继续向外延伸 １ ５ 米后回收 ， 围 出
一个曲

尺形的外瓮城 ， 其中 ， 南城墙向东外延的部分实际上扮演 了瓮城单侧墙的角色 。 寨子塔城址双重北

墙 、 垣曲商城西门处的瓮城也只有单侧墙 ， 但这两个瓮城门墙形制特殊 ， 所以 围成了长条形瓮城。

部分瓷城中侧墙缺失 ， 只靠门墙等墙体完成瓮城的构造 。 西山城址东北门 、 石峁皇城台 门址外

瓮城和外城东 门址外瓮城 、 良渚古城莫角 山城址东 门 、 偃师商城西三城门和东三城门等处的瓮城均

不设侧墙 。

门墙指横亘在主城门前方的墙体 ， 它确定了瓮城正面的边界 ， 能起到从正面遮挡 、 屏障城门 的

作用 ， 也称挡 门墙 、 护门墙等 ， 有些资料中也把
一些形制较为复杂的门墙直接称为

“

瓮城
”

。 外瓮

城的门墙通常设于主城门 的外侧 ， 内瓮城的 门墙通常设于主城门 的 内侧 。

门墙按其平面形态的不同 ， 可分为居中型 、 两端型和长条型三种 。

居中型门墙在主城门正前方居中布置 ， 门墙两端大多与瓮城侧墙不相接 ， 并留 出两个出入城门

的缺 口 作为瓮城门 ， 少数情况下 ， 门墙一端与瓮城侧墙连接 ， 只在另一端留 出一个出入城门 的缺 口

作为瓮城 门 。 居 中 型门墙平面形状多为
“
一

”

字形 ， 个别 比较复杂的会设置成面 向 主城门 的
“

凹
”

字形 。 西山城址东北城门 、 石摞摞 山外城西门 、 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外瓮城和外城东门址的 内外双

瓮城 、 陶寺城址宫城东南角 门均设置有居中型门墙 Ｃ

两端型 门墙在主城 门前方以左右两段的形式分别与两端的瓮城侧墙相接 ， 只在 中间 留 出一个

出 入瓮城的缺 口 作 为瓮城 门 ， 平面形状呈 形 。 老虎山小方城 、 石峁城址 内城 门址 、 偃师商

城西三城门 和东三城门 、 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和东二城门均设置有两端型 门墙 ， 其中 ， 石峁城址

内城 门址外瓮城在两端型 门墙的缺 口 外侧又加筑 了
一道

“

凹
”

字形 的居 中 型 门墙 ， 形成了两道

门墙 。

长条型 门墙长度远超前两种门墙 ， 事实上是在城门外侧加筑的一道与内城墙平行的外墙 ， 因其

所处位置及发挥的作用均与前两种门墙类似 ， 故也可视为 门墙的一种特殊形式 。 长条型门墙通常出

现在长条形瓮城中 ， 寨子塔城址双重北墙 、 良渚古城莫角 山城址东门 、 垣曲商城西门均设有长度超

过 １ ００ 米的长条型门墙 。

居中型 、 两端型 、 长条型是早期瓮城中 门墙的三种基本形式 ， 但并不是所有的瓮城中都设置有

门墙 ， 有些瓮城在城门正前方以墩台等设施的墙体代替门墙起到遮蔽作用 ， 如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

的 内瓮城 ；
也有些瓮城在城门前方不设任何遮蔽设施 ， 仅以瓮城侧墙进行侧面屏障 ， 如大地湾四期

Ｆ９０ １ 宫殿主房 门 、 陶寺城址宫城南东 门 ， 在 门道前方没有任何遮挡 ， 直接 向外敞开 。 上机房营子

西梁城址西门外的瓮城因公布资料有限 ， 难以辨明其墙体的细节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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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主体城墙 、 瓮城侧墙和 门墙只是为方便分析 ， 按墙体所在部位的不同进行拆分和命名 。

在实际中 ， 组成管城的各部分墙体在建造时并不一定都有严格的区分 ， 有些瓮城侧墙直接 由主体城

墙延伸而成 ， 有些门墙则是瓮城侧墙在城门正面拐折而成的 。 主体城墙和各种形式的瓮城侧墙 、 门

墙相互组合 ， 塑造了不同形态的瓮城。

门道指城墙在城门处设置的 出人城内外的通道 ， 在早期城址中通常表现为城墙在城门处的缺

口 。 门道作为扼守城内外交通的咽喉 ， 是瓮城的必备设施。 瓮城中 的门道按其设置位置的不同可以

区分为主城门 门道和瓮城门 门道 。

主城门 门道设置在主城墙墙体的缺 口处 ， 是早期瓮城中最常见的门道形式 。 早期瓮城大多都设

置有主城门 门道 ， 其设置理念与不设瓮城的城门处的 门道并无不同 。

当 门道设置在瓮城侧墙或门墙缺 口 处时可称为瓮城门 门道 ， 其是主城门 门道外的第二层防线 ，

能够丰富瓮城的防御层次 。 老虎山小方城 、 寨子塔城址双重北墙 、 石峁城址内城门址均在外瓮城的

门墙处居中设置瓮城门 门道 ， 由于外瓮城的 门墙在主城墙外侧 ， 这样的做法能起到将安全防线外推

的作用 。 偃师商城西三城门 （ 图二 ） 、 望京楼商城东一及东二城门均在 内瓮城门墙处居 中设置瓮城

门 门道 ， 由于内瓮城的宽度一般不大 ， 门道两侧的门墙又进一步向 内收束 ， 使得这几处门道相 比同

时期的其他门道要窄许多 ， 宽度只有 ２
—

３ 米 ， 更容易重点扼守 。

门道 的平面形状主要 由城墙在城门处开 口 的宽度和墙体的厚度确定 。 仰韶时代的瓮城形制很

不规整 ， 门道也仅仅是在城墙上随意开 出 的豁 口
， 形状较为随意 。 龙 山 时代门道宽度大多在 ４

一

１ ０ 米 ， 平面形状多近似长方形或内外宽度有别 的梯形 ， 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还因其 内外双瓮城和
“

凹
”

字形门墙的特殊设计形成了双曲尺形 门道这样特别的形状 。 夏商时代很多瓮城中 的 门道则经

过精心的规划和建设 ， 平面形状呈现出规整的长方形 ， 门道宽度也因形制的规整而缩小 ， 多集 中在

２
一

６米 。

门道作为扼守城内外交通的咽喉 ， 理应也设置有可开合的 门具 。 但 由 于门具通常使用木棍 、

木板这样的有机质材料制作 ， 本身也是活动部件 ，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很容易 因腐朽 、 焚毁 、 遗

失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难 以保存 ， 所以 ， 至今在门道中发现的 门具残迹屈指可数 。 门具最早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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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仰韶时代 ， 秦安大地湾 四期 Ｆ９０ １ 宫殿主房 门在 门道靠外侧发现一道黄褐色的烧土硬面 ， 高

出 门道地面 ７ 厘米 ， 并与 门道外高出 ３
—

５ 厘米的路土面相连 ， 烧土面表面平整 ， 附有一层薄薄的

木炭灰 ， 是为木质 门具焚毁后的残迹 。 偃师商城西三城门 门道距外端 ３ ． ５ 米处也发现有一道南北

向 的烧土区域
：

１ ４
］

， 烧土区域内散乱分布有很多不同形状的烧土遗迹和碎块 ， 其中在南北两端各有

一椭圆形烧土遗迹 ， 北段的椭圆形烧土直径为 ０ ． ３ ５ ０ ． ４ ５ 米 ， 内部充填有烧土块 、 草木灰 、 黄褐

色土夹杂的烧土颗粒等 ， 南端的椭圆形烧土直径为 ０ ． ３ ５ ０ ． ８ ５ 米 ， 中 间有两道长条状的烧土遗迹 ，

其 中靠北的长条形烧土长 ０ ． ７ ５ 、 宽 ０ ． １ ５ 、 深 ０ ． ２ ５
—

０ ． ３ ５ 米 ， 靠南的长条形烧土长 ０ ． ２ ５
、 宽 ０ ． １ ２

、

深 ０ ． ２ 米 ， 两道长条形烧土在 中 间接近处错开 ０ ＿ １ ５ 米的缝隙 。 从烧土的形状和位置判断 ， 这应该

是一处 门具焚毁后 的遗迹 ， 烧土区域南北两端的椭圆形烧土或为安放门轴之处 ， 中 间 的两道长条

形烧土宽度 、 深度接近 ， 很可能是左右两扇 门板焚毁后的残迹 （ 图二 ） 。 据此可 以推测 ， 偃师商城

西三城门 门道处的 门具设置在门道靠外端处 ， 门具有 门轴 ， 为双扇 门 ， 向 内开启 。 早期瓮城在 门

道中发现门具的情况很少 ， 但从以上两例来看 ， 这一时期 门具的位置和形制 已 与后世的 门具基本

类似了 。

三 、 道路

道路是城内外交通的纽带 ， 通常 由人工铺筑或长时间踩踏形成 ＝ 瓮城中在门道 内和门道两端与

城内外相接处都有发现道路的情况 。

门道内 的道路称为 门道道路 ， 门道作为城市人员 密集通行之处 ， 应该都存在道路 ， 但有路面保

存的却不太多 。 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门道 内发现有用平整的砂岩石板铺成的路面 ， 石板上还有行人

长期走动形成的摩擦痕迹 ＝ 陶寺城址宫城南东 门 门道处发现一小块路土 。 偃师商城西三城门 、 望京

楼商城东一和东二城门 门道 内均发现有东西向 的路土 。

门道两端与城内或城外连接处的道路可称为连接道路 。 西山城址东北门正 中发现一条南北 向 的

道路 Ｌ １
， 从城门处开始 向南延伸进人城内 ， 残存长度 ２ ５ 、 宽度 １ ． ７ ５ 米 ， 路土厚约 ０ ． ２ ５ 米 ， 采用

粗砂混合红烧土碎粒铺成 。 石摞摞山城址外城西门进入城门后有一个右转的坡道 ， 坡道上还清楚保

存着人长期行走 、 踩踏形成的路面 。 良渚古城莫角 山城址东门处门道与 门墙之间的平台 向南有一条

１ ３ 米长的坡道 ， 应该也是一条出城的道路 。 垣曲商城西 门 门道东侧与城内 主干道 Ｌ２ 相接 ，
Ｌ２ 西

起西门 门道 ， 以缓坡状向东 、 向下延伸 ， 直抵城址 中心的宫殿区西墙外 ， 东西长度超过 ３ ００ 、 宽 １ ２

米左右 ， 道路为路沟的形式 ， 路沟两边的沟壁基本直立 ， 底部的路面中心低 、 两边高 ， 横截面呈 凹

弧形 ， 路沟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很厚的堆积层 ， 路面中心因长期踩踏十分坚硬 。 望京楼商城东

一城门 门道内 的路土 向城外延伸至护城河处 ， 门道以东的路土宽 ６ ７ ． ５ 、 厚 ０ ．２
—

０ ．４ 米 ， 东二城门

门道东侧也有类似的情况 ； 勘探结果也显示城内有与 门道对应的路土存在 ， 与东一城门对应的 Ｌ １

长度为 ２ ３ ５ 米 ， 与东二城门对应的 Ｌ２ 长度为 ４２ １ 米 （ 图 ５ ） 。

从这些发现情况来看 ， 早期瓮城中普遍在城门 门道及附近区域存在有贯穿城门 的道路 ， 只是由

于保存情况的制约 ， 能清楚揭露出来的并不多 。 道路一般由粗砂 、 红烧土粒 、 料姜石等简单铺垫而

成 ， 龙山时代出现了石板铺垫的道路 ， 夏商时代出现了 以路沟作为道路的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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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 （ 或门塾 ） 是设置在城门处的小房间 ， 主要供守门人员居住 、 工作所用 。 门房通常扼守在

出入城门通道的最窄处 ， 即 门道附近 ， 有的设置在门道正中 ， 有的在门道两侧对称设置 ， 有的设置

在门道一旁 。 门房的 出现时间 比较晚 ， 最早见于龙山时代晚期 。

老虎山小方城西北部的瓮城门墙缺 口 中 间有一房址 Ｆ３ ３
， 平面圆角长方形 ， 房间进深约 ２ ． ３ ５ 、

间宽约 ３ 米 ， 墙体采用 自 然石块垒筑 ， 宽 ０ ． ６
—

０ ． ７ 、 残高 ０ ． １ 

—

０ ． ５ ５ 米 ， 西北墙外侧有 凸 出 的石堆 。

房址门道 以东南方向面朝方城内侧 ， 附近还有一处不规则 的石堆 ， 应该也是房屋的组成部分 。 Ｆ３ ３

扼守在小方城瓮城西北方的出 口 处 ， 房门开向瓮城内 ， 应为一处门房设施 （ 图 四 ）。

石峁城址外城东 门在主城门 门道及外瓮城东南主通道处都发现有 门房设施 。 其中在门道中部两

侧的墙体各有三道短墙平行凸 出 ， 间隔 出两两相对的 四间房间 。 这些房间形状规整 ， 地面进行过精

细加工 ， 有明显的踩踏面 ， 部分还发现有灶台 ， 说明其被长期使用 。 门道是出入城门 的咽喉所在 ，

空间狭小 、 人流密集 ， 在此处建设的房间不应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普通居住用房 ， 而应与城

门处的管理 、 防卫有关 ， 是供城门管理 、 守卫人员使用的门卫房性质的设施。 外瓮城
“

凹
”

字形 门

墙 内侧还有一石砌房址 Ｆ ８
， 平面方形 ， 房 门朝向西南方向 ， 扼守外瓮城的东南主通道 ， 也是一处

门房设施 。

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外接近护城河处发现一处建筑基槽 Ｆ ｌ ｌ
，

Ｆ １ １ 平面形状不规则 ， 长约 ４ ． ３ 、

宽约 ２ ． ２ 米 ， 基槽内使用料姜土夯实 ， 房址东部还发现有一处直径 ０ ． ３ 、 深 ０ ．４ 米的柱洞 。 Ｆ １ １ 位于

城门 出 口 护城河处 ， 应为守城人员使用的 门房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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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老虎山城址 Ｆ ３ ３ 平面图

五 、 门楼

０ ． ２ ５
—

０ ．４ 米 ， 柱洞下多垫有柱础石。 这样排列密

集 、 洞径粗壮 、 下垫础石的立柱显然应该具备一定

的支撑能力 ， 可以推测其上方有木质建筑存在 。

望京楼东一城门 门道两侧有两道宽度为 ０ ． ９
—

１ 米的木骨夯土墙体 ， 残存高度为 １ 米左右 ， 墙体

内排列有密集的柱洞 ， 其中南侧墙体 内有 １ ０ 个柱

洞 ， 北侧墙体被晚期沟破坏 ， 难以辨明具体情况 ^

柱洞直径多为 ０ ． １ 

—

０ ． ２ 、 间距 ０ ． １ 

—

０ ． ２ 米 ， 柱洞底

图五 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复原图

（ 采 自顾万发 ： 《论新郑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 》 ，

《 中原文物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部有柱础石 ， 柱础石埋深 ０ ． ６
—

０ ． ９ 米 。 发掘者认

为东一城门之上应有城楼建筑的存在 ， 并对东一

城门进行了复原 （ 图五 ）

［
１ ５

］

。 东二城门 门道两侧

门楼是设置在城门上方的房屋 ， 具有瞭望外情 、 藏匿兵 甲 、 射杀敌人的功能 。 门楼作为高层建

筑很难保存下来 ， 但可以从基础 、 柱洞等下部支撑结构的遗迹来推断门楼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

偃师商城西三城门 门道两侧有两道宽度为 ０ ． ８
－

０ ． ９ 米的木骨夯土墙体 ， 其中北墙 内有 １ ８ 个柱

洞 ， 南墙内有 １ ９ 个柱洞 。 柱洞直径 ０ ． ３
—

０ ．４
、 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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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宽 ０ ． ８ 米左右的木骨夯土墙体 ， 两侧墙体内共有 ２ １ 个柱洞 ， 直径 ０ ． ２ ０ ． ３ 米 ， 柱洞下 ０ ． ３ 米处

埋有柱础石 。

偃师商城西三城门 、 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和东二城门处的木骨夯土墙体无论是位置 、 形制 ， 还

是规模都十分相似 ， 其性质也理应类似 ， 即 门道上方城门楼的下部支撑结构应较相似 ： 门楼的 出现

表明夏商时期的瓮城建造技术 已经取得了 明显的进步 。

六 、 墩台

墩台是建于城门两侧城墙处的台状设施 ， 具有军事防御和加固城墙末端的作用 。 墩台 的产生时

间很早 ， 仰韶时期的西山城址中就发现有墩台 ， 龙山时代发现的墩台数量増多 ， 夏商时代墩台 已消

失不见 。

西山城址东北门 门道东西两侧的城墙末端各接有一座墩台 ， 两座墩台形制相同 ， 平面形状呈三角

形 ， 使用小块版筑法筑成 ’ 门道西侧的墩台损毁后还在其外侧重新筑成一个 ４ ． ５ 米见方的正方形墩台 。

寨子塔城址 内寨门东侧 ， 在 内墙以 内 ５ 米处修筑有一道长 ４０ 多米的石墙 ， 其与 内墙之间 的空

隙中填满土块和石块 ， 形成一个高平台 。 这个平台扼守在 内寨门东侧 ， 同时可以俯视北部不远处的

外寨门 ，
也可以视作一个形状不太规则的墩台 。

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门道东西两侧各有
一座墩台 ， 两座墩台形制相似 ， 只是北墩台规模稍大 。

墩台平面形状近似方形 ， 内芯为土质 ， 使用小块版筑法穷筑而成 ， 外墙为石质 ， 使用平整的石块错

缝垒砌而成 。 墩台外墙还发现使用纴木加 固形成的 内含朽木的孔洞 。 皇城台 门址 内瓮城西侧也发现

有类似的石墙土芯结构的墩台类设施的迹象 。 外城东门址门道两侧亦有两座墩台 （ 图六 ） ， 形制与

图六 石 峁城址外城东门



早期 瓮城结 构试析
■

２９９
？

皇城台门址发现的墩台类似 。

陶寺城址宫城南东门 门道两侧 、 东南角 门 门道一侧均发现有宽大的方形夯土基址 ， 也可能与墩

台类建筑有关 。

墩台 的形状在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早期 比较随意 ， 龙山时代晚期则以较规则 的方形为主 。 修建

方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 中原地区的墩台
一般只有夯土 台 ； 北方地区的石城则 以夯土台为 内芯 ，

外侧包裹石砌外墙 ， 形成外石墙 内土芯的结构 。

七 、 广场

城门外设置广场的做法在早期瓮城中并不常见 ， 目前只在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和望京楼商城东

一城门处的瓮城外侧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 城门外的广场可以为举办大型庆典 、 祭祀等公共活动提供空

间 ， 也可以在入城流量较大时作为滞留人群暂时停留 、 等待入城之处 。 已发现的两处广场都位于大型

城址的城门外侧 ， 形状都比较规整 ， 地面平坦 。 石峁皇城台 门址外的广场 由广场南 、 北墙和外瓮城

门墙围成 ， 东面外敞 ’ 平面形状为长方形 ， 南北长逾 ６０ 、 东西宽约 ３ ０ 米 ， 总面积超过 ２ １ ００ 平方米 ，

广场地面使用沙土铺垫 ， 发现有踩踏痕迹 （ 图七 ） 。 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外 、 护城河内也形成一个广

场 ， 呈长方形 ， 南北长 １ ９ 、 东西宽 ８ 米 ， 面积超过 １ ５ ０ 平方米 ， 广场地面平坦 ， 亦发现有踩踏面 。

图七 石峁城址皇城台 门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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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结语

构成瓮城的各种设施在早期瓮城发展的历程中有共性 ， 也有变化 ， 瓮城结构发展的总体趋势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 完善 ： 墙体 、 门道和道路是构成瓮城的必备要素 ， 自瓮城起源之始即

已 出现 ， 并且伴随早期瓮城发展的整个历程持续存在 。 仰韶时代门具 、 墩台这样的简单防御设施已

经在瓮城孕育的过程中伴随出现 ， 但并不是所有瓮城都有必备设施 ； 龙 山时代门房 、 广场诞生 ， 墙

体 、 门道和门具 、 道路 、 门房 、 墩台 、 广场等设施均已齐备 ， 较为规整的平面形态 、 复杂的内部结

构标志着瓮城的正式形成 ； 夏商时代墩台消失 ， 门楼诞生 ， 早期瓮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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