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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
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
等方方面面。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
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
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
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
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
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
节。
　　本书对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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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考察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章试图通过遗址量值分类统
计的手段，对良渚时期遗址的地貌类型、时空分布及聚落等级等诸方面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对良渚聚落的总体面貌进行宏观考察。
　　在正式讨论良渚文化居住形态前，首先要明确良渚文化特定的时空坐标。
　　目前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的年代认识尚存有明显差异，大体可分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良
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200～4300年左右。
尽管在具体年代的划分上可能稍有出入，江浙沪一带从事良渚文化研究的学者大都持此观点；另一种
观点主要以栾丰实先生为代表，主要通过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共存的良渚型器物，结合大汶口文化的分
期，推论良渚文化的起讫年代为距今5500～4500年左右。
对此问题，持前一观点的宋建、蒋卫东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辨析，本文同意他们的观点，此不赘述。
本文所涉及良渚文化分期及年代的推定，基本参照前一观点。
　　至于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学术界的观点比较统一。
尽管对良渚文化外围区域的性质讨论尚未一致，但其分布中心区域为太湖周边则是学界公认的。
目前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大体是西到湖州，南到钱塘江，东到上海，北到宁镇地区东缘
的丹阳一带。
　　良渚文化自1936年发现以来，太湖流域发掘或调查发现的良渚遗址数量很大。
据高蒙河在《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一书中的统计，截至2003年已发表的地点约440处。
大量的遗址为我们的数据分析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样本基数。
但其中许多地点因为自然与人类破坏而残缺不全，造成聚落信息的大量流失；大多数遗址只进行过地
面调查或小面积试掘，遗址性状很不明确。
在经过发掘的地点中，被判断为墓地的占据绝对多数，明确为居住遗址的数量很少。
因为大多数发掘的面积都不大，甚至整个太湖流域经全面揭露的遗址尚未有一处，这种情形下，对于
遗址性状往往只能做管窥式的推论，其可信度到底能有多高，是很值得讨论的。
不过，从太湖流域的史前考古发现看，各时段的墓地和居所都是毗邻分布的。
我们在后文将会指出目前对良渚遗址性质的判读中，很多被视为墓地的地点，实际上是墓地和居址的
复合遗址。
所以从整体量值统计的目标出发，淡化对具体遗址点性状的判读，将每个遗址点都视作一处聚落，应
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其中可能存在例外的是良渚遗址群，这里遗址分布极为密集而工作开展较多，以往一般将现代地貌不
连续的地点，即使彼此距离仅几十至百余米，也分别命名为不同的遗址。
其实这些相互毗邻的地点可能是同一聚落的不同功能区。
比如莫角山与反山、桑树头等“点”的关系就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区域，原先聚落的数量可能要少于现在遗址“点”的数量，而其他地区则可近似地将遗址
点分布视同聚落分布。
　　目前对良渚文化遗址的统计分析，以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一书最为系　　统。
该书以400年为单位，对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距今7000～3000年间的700余处遗址，从遗
址类型、时空分布、聚落规模、聚落等级、聚落形态等诸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统计，取得了令人信
服的重要结论。
我们对良渚遗址的分析也借鉴了该书的一些数据成果。
　　第二节　遗址地貌类型与时空分布　　太湖流域处于江河湖海的交汇处，地形地貌类型复杂。
大部分地区地势低洼，河流密布，是一个对海平面和地下水位等外部环境要素高度敏感的区域。
良渚文化历时近千年，期间气候、地貌等自然因素也经历复杂的变迁。
所以良渚遗址在不同的时空维度内存在着不同的面貌。
本节主要从遗址地貌类型、时间分布、空间分区、垂直分布几个方面对良渚遗址进行细化分析。
其中时间和空间分布主要分析遗址群空间变化，侧重横向性，即面的研究；垂直分布考察遗址堆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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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和断层情况，强调纵向性，即点的研究。
　　地貌类型　　依地貌类型的不同，高蒙河将太湖流域的遗址分为台墩型、坡地型、岗地型和沉湖
型四类。
其中台墩型指人工垒筑或堆积所形成的高于现地表1～10米的土墩遗址；坡地型是位于河边湖畔的平缓
地面、山坡或山脚下，呈缓坡状或平地状分布的遗址；岗地型指位于河流或湖沼沿岸的岗地上的遗址
；沉湖型指埋藏在现代河湖水面以下的遗址。
　　良渚遗址地貌类型中，人工营建的台墩型遗址数量占大宗。
在靠近山地的良渚遗址群内，约80％的遗址为台墩型，而这个区域内，还有分布在山脚的坡地型遗址
。
在嘉兴和苏南等自然山系很少的水乡平原地区，台墩类遗址的比例还会更高。
因自然地貌分布的原因，太湖流域岗地型的遗址很少见到。
良渚时期沉湖型遗址数量也很少，在太湖周边有青浦淀山湖、昆山太史淀、吴县澄湖等数处。
这类遗址的形成与三角洲的发展以及这一地区在新构造运动中的沉降存在直接关系，在考古学领域尚
无法进行更多的探讨。
　　所以总体而言，良渚文化遗址是以高地型的台墩遗址为显著特征，这是适应太湖流域低海拔多水
域的自然环境的聚落类型，也与良渚文化的经济模式密切相关。
　　时间分布　　良渚遗址总数约440处，可分期的140处，其中早期56处，中期89处，晚期64处。
因部分遗址存在不同阶段的堆积，故各期遗址点的数量之和大于总遗址数。
环太湖流域是当时人类活动的超高密度地区。
据统计，太湖流域该时期的遗址数量是周边宁镇、皖中和里下河地区总数的两倍。
从时间的角度观察，本地区前期的马家浜和崧泽文化的遗址总数分别只有69处和57处，所以良渚时期
遗址数量与马家浜、崧泽文化相比，有了巨大的增长。
这种遗址增长的趋势开始于崧泽中晚期，并在良渚中期达到高潮。
从表中可直观发现这种变化趋势。
　　垂直分布　　在可供分期的140处良渚遗址中，早、中、晚三期连续堆积的遗址12处，早、中或中
、晚期连续堆积的分别为5处和10处，这两类重合型遗址约占总数的19％强，反映出遗址的重复利用率
低，使用时间短暂，人群移动比例较大；但是在重复使用的遗址内，很多都是早期马家浜、崧泽时期
就开始使用的遗址，所以良渚文化对前期自然条件较好的遗址基本都加以继续利用。
只是相对于良渚大量新辟的单一型遗址，那些老的地点绝对数量较小。
良渚时期只有一期堆积的遗址达85处，其中尤以早中期为多，晚期下降到17处。
为太湖流域各时期新开发遗址数量对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良渚早中期新遗址数量剧增，而晚期开辟
新遗址的做法出现了变异。
据高蒙河的统计，太湖周边地区晚期单一型地点却出现成倍增加，与太湖流域呈现互为因果的趋势性
，表明太湖流域呈文化向外扩散现象。
　　遗址分区　　从良渚遗址分布平面图上看，太湖流域内的各个地区遗址分布的空间密度各不相同
。
在若干区域内遗址数量较大、呈集群状密集分布，在区域内有高规格中心聚落。
而各区域之间的位置则遗址分布较少，或基本为空白区。
学术界将这种区域性分布的良渚遗址称为遗址群或聚落群。
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将太湖周边的遗址分成如下几个区块：　　（一）太湖以南的良渚一瓶窑区
（良渚遗址群）　　位于浙西山地丘陵和浙北杭嘉湖平原的接壤地带，其北、西、南三侧均是东天目
山余脉的低丘。
该区域俯视呈开口朝东的横向U形。
区内地势低洼，海拔约2～3米，有零星突兀的低山散布其间，东苕溪从西南向东北贯穿，范围约33.8
平方公里。
区内发现各类良渚文化遗址“点”135处。
其中有良渚文化第一地点——莫角山，也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显贵墓地，还有姚家墩、庙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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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等众多规模和级别不一的遗址点。
　　（二）太湖东南的嘉兴地区　　位于杭嘉湖平原，地势低洼，河网密布，东临大海。
范围包括海宁北部、桐乡东南、嘉兴南部、海盐西北及平湖的一部分。
平面略呈东北一西南向的长条形。
面积约600平方公里。
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有100余处。
以往发现的多为普通基层聚落，但是出土玉琮、钺、璧的点不少。
近年发掘的桐乡姚家山遗址可能为该区域良渚中晚期的中心地点之一。
　　（三）太湖东部的苏南一沪西地区　　以吴江一苏州一昆山一青浦四点构成不规则的方形地带。
区域内地形为散布有河流、湖泊的平原，夹杂有突兀的低山，发现青浦福泉山、吴县草鞋山、张陵山
以及昆山赵陵山等高规格墓地和龙南、绰墩等大量普通聚落遗址。
　　（四）太湖西北、长江以南的江阴一武进地区　　地形上属于太湖西北平原。
北临长江、南接太湖、西北进入宁镇丘陵，处于良渚文化区的北界，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
武进寺墩被认为是良渚晚期最高规格的都邑型遗址，江阴高城墩是中期的一处显贵墓地。
　　（五）太湖西岸的湖州一宜兴地区　　地形上属于宜溧山地一茅山一天目山山系与平原的过渡地
带，发现的遗址较少，有昆山、塔地等遗址。
　　各区的良渚文化在发展轨迹、文化面貌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同时各区及区内的中心遗址的盛衰起伏阶段并不同步。
在大致相当的时期，各区聚落在规模等级上有明显区别。
这种聚落的平面分布特征与良渚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应该存在直接关联。
　　有学者将整个良渚文化区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将不同的区块视为其不同级别的结构组织。
其中早中期和晚期最发达的良渚遗址群和寺墩，被视为该实体（原始的国家组织）前后时期的“都”
，其他区域中心则被视为次级组织，相当于“邑”，遍布各地的基层聚落就相当于“聚”，从而形成
金字塔结构的聚落级序模式。
另一种观点将每个区块视作同时并立的政治实体“古国”，从而形成“万国林立”格局的认识。
而在每个区块内，同样存在金字塔型的聚落分化，各有高等聚落作为该群聚落的统领。
各区间不同时期中心聚落规模的差异，被视为各原始国家实力差异的表现。
对于各区域间表现出的以用玉制度和玉器形态纹饰的趋同为代表的文化共性，则被视为是弱势实体在
意识形态领域向强势实体认同的结果，或者是结盟后强国对弱国的册封。
这样，福泉山、赵陵山等聚落就被视为区域中心，与莫角山之类同样具备“都”的性质，只不过实力
较逊。
　　在各聚落群内部，有迹象显示其等级结构可能还可进一步细分。
如良渚遗址群内，根据平面位置还可划分出苟山周边和莫角山周边相对独立的两片，它们间的规模等
级具有显著差别；嘉兴地区新地里、仙坛庙、普安桥等遗址附近都有相对密集的同等聚落呈小的群状
聚集，而小群外围隔着较远的遗址空白区。
所以在以区域标准划分后，应该还可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这就意味着良渚聚落的等级结构比我们目前
所了解的更为复杂，只是目前尚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去深入讨论。
　　第三节　聚落规模与等级　　随着社会的发展，良渚文化已产生明显的聚落等级分化。
　　史前遗址的等级与规模间一般存在正比关系，所以遗址面积常被直接作为判断聚落等级的主要标
准。
本地区的史前遗址可以10万和6万平方米作为参考分界点，高于10万者视为一级聚落，低于6万者可视
为三级聚落，两者之间的为二级聚落。
　　良渚时期聚落规模的统计出现两个标志性的变化，一个是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数据增多，接
近二位数。
其中最大的为莫角山遗址；另一个是从崧泽时期开始出现的基层聚落规模变小的趋势更为明显，1万
平方米以下的数量较前翻了一番多，达到35％左右，个别还出现了不足1000平方米的遗址。
即使在1～6万平方米的数据中，也以1～2万平方米的较多，接近40％，这些数据直观反映了最广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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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基层聚落的规模。
所以这个时期聚落规模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明显。
　　但在缺乏完整性揭露的情形下，这些遗址的聚落规模的认定可能会有较大的偏差。
对于大量被各时段重复利用的复合性遗址，现存遗址总面积是各时期结构不同的聚落遗存的累积。
如绰墩、庙前等处的总面积都达数十万平方米，以往都曾被视为二级聚落中心址。
但从正式发掘情形看，至少良渚早期时它们的面积都很小，是普通的小型基层聚落；另一种相反的情
况是前文介绍的良渚遗址群内的情形，许多可能属于同一聚落不同的功能区，被分别作为不同的聚落
看待。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莫角山遗址，以往仅将其30万平方米的中心土台作为良渚文化最大的聚落来看
待，其实它与周边的反山、马金口、桑树头等一系列地点可能是同一聚落的不同功能区。
有迹象表明莫角山可能仅是这个聚落的宫殿或祭祀区，而其比邻的反山、桑树头则可能为相关墓葬区
。
最近更在莫角山西面发现一条基本呈南北向分布的堤状遗迹，其底部宽达30～50米，在生土面上铺垫
人工开采的石块，在旁挖沟，所掘获的生土垒筑石上，形成长堤，这个长堤现存高度在1～4米之间，
上部有良渚晚期的居址类堆积。
长堤的北段已抵现苕溪南岸，并随大塘拐往东侧，可能达黄泥口一带；南侧已明确到达凤山，目前田
野工作仍在顺着长堤两头往前追索。
不排除其进一步往南延伸，与新104国道北侧的卞家山所在的长达1公里的东西向条形土墩构成同一遗
迹，从而在北、西、南三面呈匡字形围护以莫角山为首的众多台墩形遗址点。
如果形成一个相对的闭合圈，则这类堤状建筑可能是具备挡水和维护功能，兼安排居址的巨型一体化
公共建筑，可能是具有水乡平原地域特征的一种带城墙性质的设施。
如果确实如此，则关于莫角山是没有城墙的台城的看法将被颠覆。
同时莫角山中心址的面积，应该十倍于现在认识的30万平方米。
如此看来，良渚文化不但可能有城址，而且其规模巨大，毫不逊色于黄河流域的陶寺和长江中游的石
家河等中心址。
　　良渚二级聚落的认识最为模糊。
如前所述，如将整个良渚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以莫角山和寺墩为整个良渚古国早期和晚期
的“都”。
则类似福泉山、赵陵山这样的区域中心址就被视为相当于二级聚落的“邑”。
如将每个区块视作并立的“古国”，则福泉山、赵陵山等聚落就被视为与莫角山之类同样具备“都”
的性质。
目前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样，原来被视为二级聚落的地点，部分要归于第一等级，而庙前之类则实际属于第三等级的基层聚
落。
故二级聚落的例子便非常少，其中良渚遗址群内的姚家墩是目前所知比较理想的例子。
　　这组聚落以姚家墩为中心共七个台墩组成，位于莫角山以北的苕溪北岸。
从平面布局看，姚家墩处于中心位置，面积最大，约有35000平方米，略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
与周围农田的相对高度为2～3米。
其东侧为葛家村、王家庄与窑廊；其西侧为卢村、金村和斜步滩。
此六处台墩距姚家墩均约100米。
六处台地面积均在1万～2万平方米，与周围农田高差也均在2～3米左右。
在葛家村、王家庄东侧，原有“东晋港”，南接苕溪，北抵山脉，卢村与金村西侧，也有名为“西塘
港”的类似河沟。
南部的苕溪，以往认为良渚时期以后河流改道后方流经此处，现在根据莫角山西侧堤状遗迹沿现苕溪
南岸大塘拐往东面的现象推测，至少在良渚晚期之前，苕溪可能已位于现在的位置。
这样看来，姚家墩这组七个台墩的布局就显得极为周密，显示出明显的人工斧凿痕迹，所以当是一组
具有密切关系的台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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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在遗存类别上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墓葬资料极其丰富，而居址遗存则
相对缺乏。
 本书作者采用个案分析和宏观统计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太湖流域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居住遗址和相
关器物进行分析和认识，从“住”和“行”两个向度，探讨当时人们的聚落和居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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