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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古城有三座
咸丰便有“江北新城”

□杨永美

提起江北城，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里不仅仅
是一个地名，还的确是一座古城。那你知道吗？历史
上的江北还建有两座古城——古滩城和北府城。

先巴人曾在长江岸边的鱼嘴至铜锣峡一带，置
津立城，居留过一段时期，史称古滩城。是史书上
记载巴人最早的一处城邑。

《舆地纪胜》记载，在巴县东七十九里岷江岸，
周一百步，阔五尺，相传巴子於此置津立城，名古滩
城。《蜀中广记》引李膺《益州记》云：“过紫金山有古
滩城，为巴子置津处。”古时紫金山在广阳镇大佛
村，现名金紫山。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曰：“明
月沱有紫金山，有寺名金紫寺。”明月沱在今天的鱼
嘴，过紫金山有古滩城，古滩城就在鱼嘴上游长江
岸边。

巴渝史学界认为，周朝“武王封巴”是重庆古代
行政建置之始。史载：周“武王（公元前1046～公元
前1043年）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曰
巴子”，“巴子”为史料记载最早的国家形态下的正
式封谓。“巴子置津处”，亦是在已经有了国家形态
后建立的一座城池。

郭家沱与鱼嘴之间的长江岸边，野猪岩处有明
代陈计长《野猪岩修路记》云：“巴城之东，越铜锣峡
有古滩城，为巴子置津处，名野猪岩渡。”陈计长记
巴子置津处就在野猪岩。

陈计长，明朝重庆涪州人（今涪陵区），天启七年
（1627年）举人，官至长沙知府，是当朝的贤良忠臣。

明崇祯八年（1635年），陈计长母亲蒋氏，坐船
过野猪岩，见江水触岩，万顷湍流，惊涛震耳。船工
身缚纤绳，以掌着地，匍匐于岩石艰难爬行。其状之
苦，陈母不忍多看，感叹之余，顿生在岩壁上修一条
路的念头。老人家捐出随身细软，说：吾何惜簪珥而
不为！变卖了随身的簪环首饰，筹集修路的款项。
雇用一批石匠，一月有余，在江边石岩上栈道筑成长
约300米的栈道，船工们拉船过渡也就安全多了。

陈计长本身擅长理学，工诗善书，既为官员，也
是文人。著有《六证亿言》《鸣鹤堂稿》问世。为母
亲善良大度，体恤民生，贤良美德，变卖簪环捐资修
路的义举和功德所感动，作《野猪岩修路记》，着人
刻在一方石碑上，立于野猪岩，激励后人。《野猪岩
修路记》石碑文字在上世纪60年代被铲毁，2008
年江北区志办几个修志人员自愿捐资重立石碑。

根据史料，江北区志办几位编修人员经过综合
资料挖掘分析，认为古滩城位于郭家沱野猪岩与鱼
嘴大坝子一带，具体位置，有两处可考：

郭家沱石马岗的下岗处有一个长数十米、宽
2—3米的石脊，凌空屹立，俯视大江，与古迹所载

“周一百步，阔五尺”地形最为相似。在石脊的端
顶，还凿有旗杆插孔，沿江10个石洞，分布在沿江
的山崖上，视野开扩，洞口与地面齐平，洞内有石
床、石柜、石灶、石门。这些石洞开拓规范、凿工精
细。众多规整的石洞有待考证，这一带是否是巴子
置津立之处古滩城。

另一处是鱼嘴与郭家沱临界长江边大坝子。
2007年12月，市文物考古所专家在大坝子新石器
遗存约1公里处，发现了做工精美的柳叶青铜剑和
矛，这些都是战国时期巴人所使用的兵器。上面有
清晰的虎纹斑，白虎曾是巴人的图腾。文物专家介
绍：巴人在战国时期主要就使用戈、矛、剑和钺四种
武器，短小的巴人剑主要用于远距离投掷或近距离
格斗，巴人矛用于远距离攻击。

从大坝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大坝子在沿江
平坦的台地上，北倚卧龙山，南望广阳坝，东有山岩
作屏障，西有野猪岩做隘卡，也是设津立城之地。

·古滩城老
史书上记载巴人最早的一处城邑

江北嘴历来是重庆江山形胜之地。据《江北厅志》记载：江北嘴“左
观音梁绵亘江中，右岸石壁陡立，迤俪江岸，夹束江水，宛然迥然”。

江北嘴也是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
重庆府同知衙门从白象街迁移至江北城，江北镇即从巴县分出，划为重
庆府的直辖区域，升格建置为江北厅。

嘉庆三年（1798年），白莲教义军经河南、陕西直入四川，再经达县到江
北厅，江北嘴居民扶老携幼，夜渡嘉陵江，覆溺无算。在江北驻扎三个月后，
奔长寿而去。为防白莲教卷土重来，重庆府江北同知署同知李在文召集民
众兴筑周长五华里土城墙，将江北城围合，并开设嘉陵、镇安、问津、岷江四
城门，并在江北厅内各战略要冲修建土、石寨，抵御防范白莲教义军。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同知高学濂劝谕本地乡绅、阁属、粮户捐资，将
土城墙改修为石城墙，修筑城墙的工事还未完成，高学濂就被调离到资州。

高学濂调走后，江北厅同知福珠郎阿，接替高学濂兼工江北城筑城
工程，两年后竣工。城周长为五里，用条石和特制的砖砌成。按通往外
地水陆互通要道建有八道城门：正东名文星门，东南有东升门、问津门，
正南名汇川门，西南名觐阳门、正西名保定门，西北为金沙门，北向为镇
安门。各城门均用石条拱券，内空约高一丈三四至一丈六七不等。城门
洞的深浅根据地形不同而定，最浅的一丈，最深的二丈左右，城墙上筑有
堞垛，以备防御作战或者射击掩护用，各道城门拱顶，均筑有城楼，供驻
兵守备用，每道城门洞还安有两扇用铁皮包了的厚实大城门，每晚酉时
关闭上锁，防守谨严。觐阳门临近江边，为防洪水冲击城墙，还加修了两
层防护堤。在镇安门外宝盖山左右各设炮台四座，以资防守。

清代黄勋著诗《题渝北新筑八门》，巧妙地将八门名称引入诗中，妙
趣横生。

朗朗文星照九重，问津那许白云封。
镇安永远资神护，保定于今际世雍。
沿岸金沙随浪涌，汇川火井衬波浓。
觐阳红日东升处，恰对涂山第一峰。
福珠郎阿著《创修江北城记》：督工分段修建，予首先倡捐银一千两，

交局支用，以示激勸，随据各绅民情殷急，公争先恐后踴跃输将，而在局
各首事，亦復不憚劳瘁，尽心经理，兹於乙未岁春三月工始告竣，核计共
费银三万八千五百一十一两零六分四厘，悉出绅民捐助，始得成兹。

咸丰十年(1860年)，江北厅新任同知符葆巡视江北城垣后，感到西
边防守薄弱，遂筹资重新修筑外城墙，增建嘉陵、永平二门。二门修建后
于正西的镇安门之间形成一处新的区域，称为“江北新城”，符葆把同知
署迁至新城。至此，江北城共建有10个城门，分别是：保定门、觐阳门、
汇川门、东升门、问津门、文星门、金沙门、镇安门、永平门、嘉陵门，城垣
合围面积近1平方公里，史称“咸丰十门石城”。

淸人傅峤作诗《江北镇》赞曰：
倚栏频北眺，雄镇拥金沙。
江隔襄樊界，星繁博望槎。
笙歌虽自沸，风气不为奢。
尤羡神明宰，城中早放衙。 （作者单位：江北区档案馆方志编研中心）

常璩《华阳国志》载：“周慎靓
王五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
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
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
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四十一
县。仪城江州。”

仪置巴郡，巴郡究竟有多
大？“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
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
（今陕西南郑），西极黔涪（今重庆
彭水、黔江一带以至贵州东北和
湖南西北等地）。”

张仪筑城江州，那么治所在
哪里？《华阳国志》载：“汉世，郡治
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官，今北府城
是也。”

巴水即为今天的嘉陵江，巴
水北，即为江北嘴的江北老城。

《水经注》记载江州城左边为
长江，右边为嘉陵江，古时“柑橘
宮”“北府城”可确定为今江北嘴
至刘家台一带。为巴郡江州治
所。

渝州巴县记载：“汉水（嘉陵
江）北有一城，时人说之北府城
（今江北刘家台一带），后汉巴郡
所理。”《续汉书·郡国志》注：

“（巴）郡治曾移治所于今江北刘
家台附近，即所渭‘北府城’是
也”。

2005年11月初，在江北城重
庆大剧院的施工中，发现大型古
代地下建筑物遗址，经过市文物
考古队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在
10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大量汉代
大型建筑构件和板瓦、筒瓦、瓦
当，说明这里曾经有大型建筑出
现过。可初步判断为这是一座古
代城池的部分遗址。

据市文物考古专家讲，位于
江北城附近的刘家台、廖家台、简
家台等处也有大量重要地下文
物，在对一汉代古遗址进行挖掘
时，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贵重文
物，不但有绳纹斑瓦残片、筒瓦，
还有西汉、东汉时流通的货币
——五铢钱，王莽统治时期的货
币——货泉等。这也从考古学上
证实了秦汉时代的江州治所，在
嘉陵江北的北府城。

管维良在《重庆建置史略》
称：公元三十六年，光武帝刘秀进
占四川，整个东汉时期对四川建
置改动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
曾在今江北区嘉陵江出口处的嘴
上，新筑一城叫甘桔宫，后世谓之

“北府城”，并一度将巴郡及江州
县的治所迁于该地。嘉陵江出口
处就是江北嘴至刘家台一带。

·江北城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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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城大
郡治曾移治所于今江北
刘家台附近

城墙用条石和砖砌，城门用石条拱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