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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口 古 代 市 井 文 化 管 窥

殷光中

元 《到
l匝镇江志 》中记载京 口有

“

大市
、

小

市
、

马市
、

米市
、

菜市
” 。

清代方志中载有
“

中

市
” 。

除大市
、

小市今之方位明确外
,

余皆不详

所在
。

其时代先后
,

今人知之既少
,

而传说讹

误亦尝有之
。

近 几年
,

镇江古城考古所在对镇江地下

文化遗存作抢救性发掘 中
,

发现了市和井的

许多遗迹
,

并伴随出土了
“

市井之臣
”

的大量

遗物
。

尽管这些发现
,

相对古人的丰富遗存
,

尚属一鳞半爪
,

但仍然可以联系起来
,

勾勒出

古代镇江市井文化的一个大致轮廓
。

据 《青 云门群 盛大厦 工地 考古 工作 报

告 》 : “ 9 3Q Q T I 第九层为夯土墙遗存
,

夯筑在

第十层之上
,

… … 它大致呈东西走向
,

现残宽

3
.

5 米左右
,

东西两端分别延伸在探方墙壁

之内
,

发现长度 9
.

5 米
,

东端残高约 。
.

9 米
,

西端略高为 1
.

1米
,

墙垣土质坚硬
,

系用黄土

与 灰褐 土 拌 杂
,

人 工 夯打 而 成
,

夯 打规 正

, ,

上述夯土墙垣
,

地处元代以前即称的小

市
, “
有关专家根据其夯筑状况

、

走向
、

规模以

及与周围遗迹
、

地层关系推 测
,

应是 南朝坊
、

市围墙遗存
。 ”

颜师古 曰
: “

市
,

交易之处
。 ”
人 口 聚集是

其最大特点
。

江南之市
,

其源甚早
。

《昊越春

秋
·

王僚使公子光 传 》曰
: “

光欲谋杀王僚
,

… … 阴求贤
,

乃命善相 者为 吴市 吏
。 ”
又云

:

“
子青之吴… …行乞于市… …

,

吴市吏善相者

见之… …
。 ’ ,

这里多次提到人 口聚集的
“

市
”
和

管理
“

市
”

的
“

市吏
” 。

六朝以降
,

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

促进了

“
市

”

的发育
。

如南京
, “

大市有二
:

吴大市在今

朝门外大市桥
,

旁有小市 口
,

宋永初中大市
.

今羊市桥
,

在天津桥西北
。 ’ ,

①又扬 州
,

据梁 人

任防《述异记 》言
: “

扬州有蛟市
,

市人蓄珠而

杂货蛟布
。 ”

都反映南方地带
“

市
”

的发育已经

成熟
,

不仅有大市
、

小市之称
,

而且还有专营

某一种或数种商品的专业市场
。

京口 经东吴 时期的经营
,

城池 已稍具规

模
,

吴大帝孙权曾筑
“

周 回六百三十步
”

的铁

瓮城③
。

东晋元帝以降
,

北方人 口 大量南移
,

晋陵郡侨郡十八
,

由都鉴加筑京城③
。

其后
,

“
王恭更大改创

”

城宇④
。

1 98 5 年在铁瓮城之

东的花山湾发现晋陵罗城
,

其周长约十里
。

随

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

居民的生活需要之增长
,

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发育
。

小市

地处铁瓮城垣南侧
,

东靠罗城
,

西面有关河贯

通南北
,

是理想的交易之处
。

官方为租税之

利
,

从便利管理出发
,

建立坊市制度
,

势在必

行
。

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说明这里是官方设

置的最早的
“

市
” ,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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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 门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个值得注意

的奇怪现象
。

在地层 中南朝文化堆积颇为丰

富
, “

而到 隋唐 时期
,

其文化堆积则为一 间歇

期
” ,

至
“

宋元时期
,

遗物含量最为丰富
。 ”

笔者认为
,

这一现象说明
,

随着隋代大运

河 的开凿
, “
市

”

的 中心已 向西转移
,

逐渐为

“

大市
”

所取代
,

遂有
“
小市

”
之称

。

小市
,

相对

大市而言
。

杜甫诗 《题忠川龙兴 寺院壁诗 》 :

“

小市常争米
,

孤城早关闭
。 ”
可为

“
小市

”

之写

照
。

从镇江地名的变迁看
,

隋唐之间
,

此间似

形成为柴米市
,

或兼经营朝市
、

夕市民众食品

之类
,

规模既小
,

流 动性也大
,

自然就无文化

堆积可言
,

宋代以后
, “

市
”

与民居混 为一体
,

故
“

小市
”

宋元时期遗物含量最为丰富
。

而柴

(草 )
、

米
、

油之类的市场
,

渐沿关河向南推移
,

今南门大街有元 以后之
“
柴米街

” ,

其东有草

巷
、

花巷
,

西有 油炭巷 (今尤唐巷 )等地名可

证
。

据 《大市 口 商城工 地 考古 工作 报告 》 :

“ T IJ 的路土
,

从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探井来

看
,

这种路土也非 民居 中走路形成的
,

它可能

是唐代构筑镇江城的某条 主要干线 或支干

线
。 ”

“

21 2 2 不是一般居 民所用 的灶 台
,

它们

应该含有窑腔的性质
,

数年的考古资料证明
,

现代大市 口 在唐代就是商业交通 的枢纽地

带
,

… … 因此
,

21 2 2 应该是手工业作坊铺中

使用后遗 留下来的遗存
。 ”

这两处遗迹发现于大市口 西北角的镇江

商城工地
。

此处古称大市
,

而始于何代未详
。

按《周礼 》 : “
三市

:
日朝市

、

曰大市
、

曰 夕

市
。

,’(( 周礼
·

地官
·

司市 》 : “

大市 日反而 生
,

百族为主
。 ” 《隋书

·

食货志 》记述东晋 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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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水北有大市百余
,

小市十余所
,

大市各置

官司
,

税敛既重
,

时甚苦之
。 ”

由此可见
,

大市

具有官置
、

经营时间长
、

范围广
、

品类多等特

点
。

并且除了税收之便以外
,

尚有其他用途
。

最多见的是用于行刑
,

如
: “

尚至楚就父
,

俱戳于市
。 ” ⑤

“

要离乃作得罪出奔
,

吴王乃取其妻子焚

弃于市
。 ” ⑥

“
传首西台

,

暴尸建康市
。 ’ ,

⑦

“

斩 刘 归 义
、

徐 嗣 彦
、

傅 野 猪于 建康

市
。

,,@

又可行丧典
,

如吴王 阖间爱女胜玉死
,

“
乃舞白鹤于吴市中

,

令万民随而观之
。 ’ ,⑨

又可检验并禁用劣钱
,

如隋时
, “

京师及

诸州邸肆之上
,

皆令之榜
,

置样为准
,

不 中样

者
,

不得入市
。 ’ ,

L

京 口大市始称于何时未详
,

据 《唐书
·

路

随传 》 “ 随为润州参军
,

李铸欲困 辱之
,

使知

市事
,

随怡然坐市中
,

一不介意
。 ”

是为润州置

大市之证
。

按唐之官制
: “

中都府上州
,

皆有市

令一人
,

从九品
,

掌市座交 易
,

通判市事
。 ” 。

路随 ( 7 7 6

—
8 35 年 )

,

据其经历
,

以参军知

市事
,

当在唐德宗之时
。

与小市 口 隋唐时期文化堆积为一间歇期

截然相反
,

大市 口 商城出土 隋唐遗物 则特别

丰富
,

亦足以证明前者衰落之 日
,

正是后者崛

起之时
。

一般认为
,

封闭式的坊市制度传 自北魏
。

据近年在 四川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
,

市的

“

东西南北四面都开有宽敞的门户
,

中间有宽

大的十字街
” ,

似乎也不尽然
。

但东汉迄于唐
,

长安均行东西两市制度
,

六市在道东称东市
,

三市在道西称西市
。

北魏的洛阳城始见大
、

小

之称
。

其西廊称大市
,

东廊称小市
,

这一点是



与京 口相似的
。

北魏洛阳实行
“

市
”
和

“

里
”

相

结合的
“

大市
”

制度
,

市的周围设八里
,

每面两

里
,

市居其 中
,

居 民按不 同行业分居市外各

里
。

其东通商
、

达货两里
,

居住手工业者
、

屠夫

和贩卖者
;
南面调音

、

乐律两里为妙伎和卖艺

人所居
;西面是退酷

、

冶筋两里
,

以酿酒为业
;

北面是慈孝
、

奉终两里
,

以制卖棺撑和 出租丧

事用车为业
。

据宋 《嘉定镇江志 》 ,

京 口
“

城内

有七坊
,

曰 崇德
、

曰践教
、

曰静宁
、

日化隆
、

曰

还仁
、

曰临津
、
日太平

,

皆仍故号
。 ”

但其称始

于何时 ? 方位何在 ? 均未确指
。

《到 l匝镇江

志 》所列各坊方位明确
。

大市之北为至孝
、

孝

感两坊
;
大市之南为文昌坊

,

与洛阳城大市北

的慈孝
、

奉终两里和南的调音
、

乐律两里
,

名

虽异而 意实同
。

而 其西为会通坊
,

与洛阳

“

市
”

东之通商
、

达货两里意同而位置相反
;
其

东为善济
、

仁安两坊
,

有歌功颂德的含意
。

据

文献记载
,

位于东南方向的酒海街
,

宋时为酒

库之所
,

今在酒海街附近发掘大量的贮酒器
,

证实此处以酿酒为业
,

则适与洛阳相反
。

再从

唐长安的东市看
,

其北胜业坊多居倡伎
,

西北

之崇仁坊以制造和修理乐器为业
、

又与洛阳

完全相反
。

诚然
,

三地市坊的设置略有先后
,

但仍可见各地的坊市制度并不完全统一
,

各

地都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做法
。

随着市场发育的成熟
,

各类专业市场逐

渐形成
。

我们可以从镇江地名沿革看到一些

痕迹
。

《嘉定镇江志 》言
:

坊巷中
“
又有以居人

所育之物
,

狠以为名
。 ”
历代镇江方志 中罗列

这些巷名
,

有些可以追溯到宋元以前
,

如大市

口 之北有果子巷
、

磨刀巷
;
南有汤团巷 (今白

莲巷 ) ;
西有竹竿巷 (今中山路西段 )

、

腰带巷

(今腰刀巷 )
。

元代以后
,

其东有剪子巷
、

梳儿

巷
、

网巾桥
,

东南有石头巷
、

箍桶巷 (古通巷 )
,

这些巷名都是因市物或劳务而命名
。

未注今

名者至今仍然沿用
。

此外
,

今 日之 中街
,

位于

大市与小市之间
,

当是由早年的
“

中市
”

转化

而来
。

中街 口镇江盐业公司和镇江市房地产

教育中心的发掘
,

证实中市在隋唐时期商业

繁荣
,

从而取代了小市
。

其名称似晚于大市和

小市
。

有市必有井
。

《风俗通 》曰
: “

俗说市井
,

谓

至市者当于井上洗灌
,

其物香洁
,

及 自严饰
,

乃至市也
。 ”
明人 王忻撰 《三才 图会 》绘市井

图
,

在市的入 口处有一井
,

与《风俗通 》所谓是

吻合的
。

京 口以
“

井
”

为名之地颇多
。

据文献
,

宋以

前有大井巷
、

小井巷
,

今均不知其所在
,

井何

以比较大小
,

笔者疑是大市井与小市井之简

称
。

元以前有井子巷 (今宋官营 )
、

双井巷 (今

西府街
,

双井 路因 此得 名 )
,

这些井都是与

“

市
”
有着密切关系的

。

镇江城市考古 中曾发现多处水井
,

大多

位于干道左右
。

其中解放路万古一人巷 口井
、

城煌庙街东井在施工中暴露
,

未经科学发掘
,

发现了一些宋元陶瓷标本
。

大市 口西北镇江

商城工地水井系挖土机挖土时发现
,

出土大

量钱币
,

考古所征集到 的仅占小部 份
,

经清

理
,

近 3 00 枚钱币多为宋钱
,

其下限为南宋宁

宗嘉定年间 ( 1 20 8

—
1 2 2 4 年 )所铸

“

嘉定通

宝
” 。

可以推测为宋井
,

当是元人南下时
,

邻近

商户倾倒入井的
。

南门大街东井大约经过掏

修
,

未发现成形器物
。

大市 口东南角供销大厦

工地水井
,

按层逐步清理
,

出土 30 0 余只汲水

的陶罐和一些木吊桶的残板
,

以及打捞桶罐

用的铁钩
。

还发现一件元末农民起义军韩林

儿龙凰二年 ( 1 3 5 6 年 )的秤陀
,

都证明井与市
。

5 5
。



的密切关系
。

虽然这些水井的时代多在宋代

以后
,

似与各
“

市
”

有南朝
、

隋唐地层无直接关

系
,

但这些水井都地处要道 口
,

其前当有土井

或简陋的砖井
,

宋以后的井是在原地重建的
。

从
“

市
”

与
“

井
”
的方位和布局看

,

仍然有早期

市井的影子
。

四

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各类器物
,

证之以文

献
,

可 以大致了解古代京 口 市井文化的一般

状况
,

今择其要者介绍于下
:

一
、

丰富的酒文化
。

出土较多的罐
、

壶
、

盏

等酒器
。

谈到酒
,

地方志常引晋人桓温
“

北府

酒可饮
”

之语
。

唐诗人杜牧有
“

绿水桥边多酒

楼
”
之句

。

解放北路拓宽工程和工商银行的发

掘
,

出土 了唐代地下木构水道和独木舟
,

以及

大量宋代的黑陶盏
。

一般认为
,

黑盏为斗茶之

用
,

当然 也可以用来饮酒
。

《嘉定镇江志 》记

载
: “

淳熙五年
,

丹阳县一妇人为盗所杀
,

两 弓

以求盗 自任
,

跟踪可疑少年
,

至扬子桥与少年

遇
,

固邑里素相识
,

乃邀诣道店买酒与饮
,

酒

人持陶盏四只设于案… …
。 ” 《到顷镇江志 》记

述了京 口 酒楼之兴衰云
: “

宋熙宁十年以前
,

天下诸州酒课岁额自四十万贯以上至五千贯

以下为九等
,

润止六务
,

岁额五万贯之上
,

南

渡以后
,

军费浸广
,

而润之酷利浸增
,

库务楼

店
,

各有所隶
,

曰 本府也
、

总所也
、

戌司也
,

皆

彩旗红筛妓女数十
,

设法卖酒
,

笙歌之声
,

彻

乎昼夜
。 ”

统计当日官办酒库 14 处
,

另民间酒

库 28 所
,

而元代以后无一存者
。

宋代僧人仲

殊 《南徐好十词 》
,

有两首提到绿水桥
: “
绿水

画桥沽酒市
,

清江晚渡落花风
。 ” “

南北岸
、

花

市管弦声
,

邀客上楼 双磕酒
,

从舟清夜两街

灯
,

直上月亭亭
。 ”

解放北路万古一人巷地处

当 日绿水桥
,

地下木构水道
、

独木舟和大量黑

盏的发现
,

证实诗人并无虚夸之词
。

南宋时京

口酒不仅供应本地
,

而且外销
。

《武林纪事 》列

举杭州出售的名酒
,

并注明其产地
。

其中列扬

州
、

苏州
、

常州各一种
,

南京两种
,

而列出镇江

酿 造的 有
“

第一江 山
” 、 “
北府兵 厨

” 、 “

锦 波

春
” 、 “
浮玉春

”

等四种之多
。

此外
,

制酒的酒药

亦为京口 一大特产
,

销往各地以至京师
,

镇江

俨然是南宋时的制酒中心
。

二
、

陶瓷的集散地
。

京口 因江河运输之利

成为陶瓷器皿的集散地
。

在靠近关河的人防

工地
、

中房工地的发掘中
,

南朝地层发现大量

完整的陶瓷器
,

在大市 口商城工地的隋唐地

层中有成堆的破碎陶瓷片
,

内外烧垫痕迹仍

在
,

似乎未经使用
,

而是运输途中破损而丢弃

的
。

不同时代的陶瓷器皿
,

分别来 自宜兴
,

江

西清江
,

浙江上虞
、

德清
,

湖南长沙
,

还有北方

定窑和邢窑的产品
。

三
、

淳朴的民俗文化
。

在
“

中市
”

范围的发

掘中
,

多处出土陶瓷或泥制的儿童玩具
,

在骆

驼岭
、

中街 口都出土铭有平江府匠人姓 氏的

泥人
。

《夷坚续志 》称
: “
临安风俗… …多买平

江泥孩儿
,

仍与邻家
,

谓之土宜像
。 ”
中街临近

城陛庙
,

民俗文化的兴旺大约是中市 的独有

特色
。

参考文献
:

①《同治上江两 县志 》桩佚
。

②④《呈顺镇江志 》第二 引《典地 志》

③《晋蓦
·

都鉴传 》
。

④《吴越春秋
·

王修使公 子传 》
。

⑥⑨ 《 吴越春秋
·

阂 间内传 》
。

⑦ 《梁窖
·

侯 景传 》
。

⑧ 《陈书
·

高祖纪 》
。

L 《隋 书
·

食货志 》
。

@ 《唐书
·

职官志 》
。

L参 见杨 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