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县文集遗址的考古发
掘现场位于常村镇文集村和
文庄村之间，两村之间是壮观
的南水北调干渠。5月 30日
上午，阳光灿烂，干渠里清水
静流，两边绿化带里的树木生
机盎然。

在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叶
县管理处，叶县文物局文物管
理股股长韩俊坡说，为配合南
水北调工程建设，省、市、县三
级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古队于
2006年至2008年在此进行了
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
15000平方米。考古队发掘的
地方，基本上就是水渠所占压
的地方。

“当时的发掘成果证实，
这里是宋金时期极为繁华的
一个集镇，遗迹、遗物极为丰
富。”韩俊坡说。

考古发掘期间，常村镇文
化站站长杨家鑫一直在现
场。他说，2007年初，考古人
员在遗址内清理出一个十分
罕见的金代瓷器窖藏坑，共出
土 36 件金代瓷器，较为完整
的有17件。其中一件盏有托
有盖，可以组合成一套完整的

茶具，是当时国内唯一发现的
能配套使用的金代钧瓷，“专
家们说，这不仅改变了人们对
金代钧瓷的认识，也为宋金元
瓷器断代提供了新资料，研究
价值很大。”

杨家鑫说，钧瓷、青瓷同
在一个窖藏坑内的现象非常
少见。这批瓷器均出自民窑，
但部分瓷器是满釉支烧，使用
了官窑的烧造工艺，制作精
美。在随后的发掘中还发现储
藏有铜钱币的窖藏坑，其中一
个窑藏坑内出土的铜钱重800
多公斤，这些铜钱绝大多数是
北宋铜钱，也有少量南宋“建炎
通宝”“绍兴元宝”“乾道元
宝”，以及金代“正隆元宝”等。

“金朝遗址发现南宋钱
币，说明当时南北方仍保持着
经济交流。”娄金山说。

整个发掘过程中仅各类
窖藏坑就发现 30 多个，大多
属于金代，最晚可能至金末元
初。大都是制作精良的钧瓷、
青瓷，民间常用的白瓷较少，
可以推测其中大部分瓷器应
是当时专供销售的商品。

专家们认为，窖藏坑遗留

下的大量瓷器和当时南宋与
金王朝历年征战不断有关。
南宋军队越过淮河进攻汝河
流域时，居住在汝河支流——
澧河岸边小镇的金朝民众弃
家而逃，临走时将一些较珍贵
的生活用品埋藏起来。而战
争期间一些瓷器商户一去不
返，就留下了储藏完整瓷器的
窖藏坑。

窖藏坑大多位于房屋基
址内或附近，其中很多是口小
底大的竖穴圆形坑，还有少数
为方形坑及带有地道的洞
室。窖藏坑的口、壁、底加工
较为规整，有的还用火烘烤
过。许多都是子母坑，即在坑
内底部另挖一个小坑——子
坑。子坑内大都放有一只或
几只用来盛装物品的瓷缸、瓷
盆、陶盆等。

“以前在地里薅草时发现
过铜钱、瓷碗。”70多岁的文集
村党支部书记潘世佑说，村里
还有人曾挖出过茶盏一类的
东西，“杯子上有盖，青绿色，
跟电影里地主喝茶时用的一
样，真没有想到地下会有这么
多宝！”

罕见的金代瓷器窖藏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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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评书《岳飞传》，道尽宋金
对峙时期抗金名将岳飞的忠勇传
奇。而延续多年的战事，也对当时
生活在鹰城大地上的居民有着非
同寻常的影响。

考古发现，我市叶县常村镇文
集村旁曾有一处临澧河的集镇，或
因当年战事频仍，集镇上的居民平
静的生活被打破，纷纷将珍贵物品
藏于地下，以至于这处集镇尽管后
来消弭于无形，但通过发现于地下
的文物及遗迹仍能一窥往昔的繁
华。

2008 年，文集遗址的考古发
掘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2013 年，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展出的瓷器，大都是叶
县文集遗址出土的，有宋代的、金
代的，也有元代的，很多瓷器出土
时保存完好，也很精美。”5 月 29
日，在平顶山博物馆“文集世景”展
厅，文物专家、平顶山博物馆研究
馆员娄金山面对展柜里的数十件
瓷器，如数家珍。

展柜里的瓷器以瓷盘、瓷碗、
瓷盏为主，有白瓷、黑瓷、钧瓷，还
有天青釉瓷。有一只宋代黑釉
碗，灯光下闪烁着墨玉般的光泽，
一旁的黑釉盂鼓腹小口，里面装
满泥土。

“这些瓷器仅从器形上就很容
易判断出它的时代，口沿往外撇的
叫侈口，大都是宋代的；口沿内敛、
往里收的，叫敛口，大都是金代、元
代的。”娄金山解释道，金、元时期
多流行敛口器物，主要是北方游牧
民族为了防止水向外溢出。

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尚彬说，唐
宋时期，人们依托利于物资集散的
地点，进行定期的商品交换，继而
建立经常性的商业服务设施，并逐
渐发展成为集镇。从叶县文集遗
址出土的众多文物看，当时的文集
集镇已相当繁华了。

精美瓷器展现往昔繁华

文集遗址文化层堆积较
厚，大致可分为5个文化层，跨
越唐、宋、金、元、明5个朝代，其
中金代遗迹、遗物最为丰富。专
家们认为，该集镇从唐代开始，
至金代达到顶峰，元代逐渐衰
落，曾是较为繁华的以澧河码
头为主的农村商品集贸市场。

显著的考古成果也为这
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
里共发现各类遗迹 15000 多
个，完整或较完整的遗物3000
余件，包括陶器、瓷器、铁器、
铜器、银器、玉器和石器等八
大类，瓷器数量最多。

遗址内不仅发掘出了大
型房屋基址、大型吻兽类房屋
构件、大量民用瓷器与少量较
为高档的瓷器，还发现集中的
大型地灶和铜钱币、瓷器窖藏
坑，以及围棋子、骰子等。

文集遗址以一条东西向
道路为中轴，所有遗迹沿街道
南北排列。所发现的50多座
房屋也沿街而建，有单间式、
简易草棚式、连间排房式和庭
院式等多种建筑形式。这条
街道有一岔道直抵澧河北岸，
专家们判断那是通往河边码
头的专用道路。

“如今的澧河早已不能通
航，但古时文集的兴盛应该与
澧河水运的发达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韩俊坡说，“发现的
地灶有的是三连灶，这说明当
时的饭馆生意很好，有时要用几
个灶来生火做饭”，而出现骰子
则说明这里可能曾开设赌场。
所发现的骰子中有两个六面都
是六点，六个面的点都一样，很
可能是用来“出老千”的。

此次发掘出土的一些文

物档次较高，其中一件花鸟纹
三彩方盒十分华丽，出土时盒
内残留不少白色粉末，可能是
女性的化妆用品。值得一提
的还有一件瓜棱形钧瓷注子
（古代酒壶）与一件钧瓷盖罐，
小巧精致，让人爱不释手。这
些应是卖给当时的达官贵人
的，一般平民买不起。

绵绵澧河水，为宋元时期
的文集载来无尽繁华。精美
的瓷器，成缸的铜钱，既是繁
华遗绪，又或许意味着曾经有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令繁华
戛然而止。“这个一度极为繁
华的集镇，为何后来逐渐没落
乃至废止，个中原因尚无答
案。”韩俊坡说。

（本版图片所示文物均为
叶县文集遗址出土）

集镇消失原因尚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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