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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茅山三千年
□ 张春蕾 夏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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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2年年，，阳彭山考古发现宋代罗城夯土遗迹阳彭山考古发现宋代罗城夯土遗迹。。

19961996 年年，，铁瓮城东垣顶部铁瓮城东垣顶部
考古发现宋代罗城夯土遗迹考古发现宋代罗城夯土遗迹。。

20032003 年年，，北固山龙埂考古北固山龙埂考古
发现宋代罗城夯土遗迹发现宋代罗城夯土遗迹。。

□ 张剑 马彦如

北宋时期，唐代润州罗城犹存。据北宋
王存（1023年-1101年）《登北固山》诗：“晚登
北固顶，俛视南徐城，废垒何茫茫，山川迥纵
横。千载竞谁有，六朝空战争。豪气不可问，
古坟人正耕。”可见王存当时所见的罗城积废
仍未治理。

唐代罗城旧有十门，南宋时，仅存八门。
唐代城门在名称上被宋代继续使用因袭不变
的有五座：东城的青阳门，南城的鹤林门、仁
和门，北城的定波门、利涉门。

南宋立国之初，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巴蜀、
荆襄、两淮地区，成为巩固南宋政权的第一道
屏障。宋高宗定都临安，长江沿线的城市则
成为拱卫京都的第二道屏障。镇江北临长
江，京杭运河与临安相连，一旦失守，金兵便
可溯河而下，因此，镇江是南宋时期的重要江
防重镇。

史弥坚（1166 年-1232 年），南宋政治军
事人物，字固叔，号玉林、沧洲，鄞县(今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
家，为宰相史浩幼子，宁宗、理宗两朝丞相史
弥远的胞弟。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
史弥坚调任镇江知府。

要防御金人入侵，首先需要加固城墙。
史弥坚主持了镇江罗城全面的修缮和改造，
利用唐城再筑罗城，东西南不变而北扩至北
固山后峰和江边。他创修罗城的工程有两个
重点：一是调整和改造城门，二是加筑临江北
城垣。

南宋时因城周“分屯七军，十有七寨，其
倚郭者各为门，以使出入；而居民参错，亦阑
出自如，千径万隧，散无有纪”。史弥坚采取
的措施是对镇江的城市防御体系进行全面的
修缮和改造，增开城门7座，把北城墙延伸至
北固山后峰之巅。

1991年秋，在大学山下发现宋代夯土城
垣，夯筑层次清楚，内含大量陶瓷片，夯土厚
达2—3米，呈南北走向。

199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阳彭山一带滑
坡断面上，发现山体上加筑有城垣夯土。夯
土厚约 2 米至 3 米，夯层清晰，层厚约 8-12
厘米，内含相当多的宋代陶瓷遗物。

1994 年 1月，在气象台山住宅楼工地发
现宋代夯土城垣。夯土层次清晰，结构内含
与阳彭山宋夯土相似。呈南北走向，顶部铺
设砖砌水沟，是城垣的排水设施。气象台山
位于梦溪路的东侧，梦溪路的下面是明清东
城的护城河。

1994年10月，中山桥东南侧五交化大楼
工地，发现元末明初砖砌城垣遗迹，墙体完全
为砖石结构，宽约5米，残存高度 2.5 米。它
的走向在运河以东，与运河平行。此城系元
末“至正十六年(1356 年)明太祖以元帅耿再
成守镇江时，以宋元旧址重筑，可见宋代城垣
自子城向东南伸展。

通过考古发现以及对史料的梳理，镇江
的考古工作者曾绘制出了宋代罗城的布局
图：北城至长江路，经北固山折转，东抵大学
山、气象台山一线，向东南方向延伸，西至鱼
巷—山巷一线，经登云山路口折转，经阳彭

山，南绕天福山，与东城垣抱合。由此可以证
实史弥坚修缮的镇江城是镇江古代城池中地
域范围最大的一座，因其“因山为垒，缘江为
境”的特点，在全国古代城池史上占据着特殊
的位置。

镇江城内渠岸狭窄，有很多宽不满一
尺。嘉定十一年（1218年），镇江闸口水道淤
塞，原有通接潮汛、调节启闭的石闸也因此

“积岁不开，木玘石泐”。为改善这一状况，史
弥坚与转运副使吴镗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
的治水工程，改造了江口至南门的漕渠，重建
了京口通航枢纽，还开挖了旧归水澳，将积土
筑为堤垣，并修缮归水澳旧闸，使之接通漕
渠。改建后的新水利枢纽归水澳，水面达到
原有的3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宋嘉定七年（1214
年），史弥坚还在镇江千秋桥南发起创建喜雨
楼。据中国古代地理著作《方舆胜览》载：“楼
在城内，规模宏壮，占一郡胜处，颇有登览之
快。”因为开工之日，久旱的镇江忽然下起了
雨，到收工之日，又逢下雨，于是，史弥坚就命
名此楼叫喜雨楼，并亲自撰写记文。宋代诗
人戴复古（号石屏，台州黄岩人）赋诗祝贺，诗
云：“京口画楼三百所，第一新楼名喜雨。”第
一楼街由此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喜雨楼号称宋代京口第一名楼，后来成
为文人宴集雅聚之所。

（五）葛
洪对屠呦呦
提 取“ 青 蒿
素”的启示

2015 年
诺 贝 尔 生 理
学 或 医 学
奖 ， 我 国 药
学家、中国中
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屠呦呦，与爱
尔兰、日本科学家一同获奖。

屠呦呦获奖是她和她的团队在创制新型抗
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方面做出的突出
贡献。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研究
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也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
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人类对付
疟疾的最有力的药物均源于两种植物提取物，其
一是法国科学家19世纪初从植物金鸡纳树皮上
提取出的奎宁。

其二便是我国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从青蒿
中提取的青蒿素。

这是我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
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全球范围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为人类
治疗和控制这一重大寄生虫类传染病做出了革
命性的贡献，也成为用科学方法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并走向世界最辉煌的范例。

中国科学家从在已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中药
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屠呦呦用中文发表《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
医献给世界的礼物》的受奖演说，详细介绍了发
现青蒿素的过程，并强调了葛洪和《肘后备急方》
这部古代中医文献带给她的启示。

为了研究抗疟特效药，1967年，中国政府启
动了“523任务”。1969年，屠呦呦被任命为“523
任务”的“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屠呦呦收集整
理历代中医药典籍，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
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 2000余内服、外
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 640 种中药为主的

《疟疾单秘验方集》。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
后，他们把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但临床效
果并不理想。

经过多次失败后，屠呦呦又重温中医古籍。
1971 年下半年的一天，她进一步思考葛洪

《肘后备急方》卷三中记载的61种治寒热诸疟方
中的几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
服之。”

这几句话让她顿生灵感：“绞汁”和中药常用
的煎熬法不同，这是否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
在高温下被破坏？

1971年 9月，屠呦呦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
改用低温提取，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并
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
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
疟研究的突破。后来又经去粗取精，于 1972年
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这就是青蒿
乙醚中性提取物。

2016 年，屠呦呦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给
她的颁奖辞中，引用了《诗经·小雅·鹿鸣》和《肘
后备急方》中的句子：“春草鹿呦呦：青蒿一握，水
二升，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现。为了一个使
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萃取出古老文化的精

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帮人类渡过
一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今有嘉宾，德音孔昭。”
通过《肘后备急方》，

葛洪和屠呦呦完成了一
次跨越千年的对话，

让古老的中医药再次造
福于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