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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良渚文化（套装全6册）》卷共六册，蒋卫东主笔的《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述了良渚玉器在良渚文化中占据的重要位置。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具特征和最重要的文化因子，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众多新器型的出现，尤其是琮、璧这样特定器型的出现，表明良渚玉器已经超越了作为人体装饰物的
功能，而神人兽面组合图像在玉器上的琢刻以及取象于神像的造型玉器的制作，使良渚玉器又成为神
崇拜的主要载体。
良渚文化以其自身许多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文明起源多源化的研
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对良渚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其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基本内涵，深化对良渚文化乃至整个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认知水平，而且对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阶段集中权力的形成、社
会等级的分野、宗族制度的端倪、礼仪礼器的功能、大规模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等关键性问题和深化
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积极推进良渚文化、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的内含价值、保护展示、申遗战略等诸多方面的学术研究
以及研究成果的整理、挖掘和创新，扩大良渚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打响良渚文化品牌，有效推动
余杭文化产业建设，特组织编纂出版《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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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期的“村落”——庙前遗址良渚文化时期的“水埠码头”——卞家山遗址第六章 遗产传承：我
们的责任第一节 以非常的重视保护非常的遗址第二节 打造和谐的遗址生存环境整治“石头经济”，
还青山以绿，还遗址以静南移国道，搬迁企业，让“宫殿”重归肃穆第三节 营造和谐的遗址保护氛围
历史的沉重包袱像重视保护工作一样重视宣传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思路第四节 探索和谐的遗产利用方
式建设良渚文化博物馆建设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后记《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目录：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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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六、比德于玉唯玉独尊石之美者永恒的图腾七、创造的魅力化泥土为神奇第三只手不朽的漆木制
品八、记忆永驻祀与戎文明的光环流芳百世附录：良渚遗址群考古大事记（1936-2009年）后记《神巫
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目录：总序《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序引子 壹 良渚文化发
现与研究的历程一、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发现与命名（二）区系的建立（三）良渚文化的内
涵（四）良渚文化的外延与后续二、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的历史（一）历史上关于良渚玉器的出土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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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身份标志的装束品（三）一般装饰与礼仪性用具二、良渚文化的神徽与玉礼器（一）神徽（二
）玉礼器三、良渚文化的乌与神（一）刻画于神徽左右的鸟纹图案（二）圆雕玉鸟与三叉形器（三）
祭台与鸟杆四、良渚文化的玉琮及仿琮形器（一）型式研究（二）琮的起源及用途（三）琮的分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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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良渚文化（全六册）>>

）冠状饰构形的渊源及与耘田器的关系六、良渚文化的玉钺与石钺（一）玉钺（二）石钺七、良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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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二）璜的时代（三）琮的时代（四）圭璋的时代二、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一）崧
泽文化的基本内涵与分期（二）崧泽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三）崧泽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四）崧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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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冠与鸟（二）文化特征演变模式的非单一性（三）跨越千里，传承千年——祈祷的萨满，神秘的
法器（四）玉龙、勾云形器及红山文化之神后记《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目录：总序《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序引子 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国中国玉器传统中的地位壹 发现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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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选择的结果（一）自然的选择（二）人为的选择三、农田的耕垦（一）石犁（二）犁之牵引力（
三）木耜（附“千篰”）四、农田的管理（一）灌溉（二）施肥五、刀与镰：收获之具（一）收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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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肉（一）螺蚌鱼虾的种类（二）渔捞的工具（三）舟楫二、饭稻羹鱼：聪明的组合三、鹿猪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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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的补充（一）菱（二）橡子（三）薏苡（四）芡实五、桃李瓜蓼：果甜蔬嫩（一）瓜果（二）蔬
菜六、存疑篇（一）蚕豆：孤证可疑（二）花生：是非难辨第三章 鼎煮甗蒸一、灶与祭灶二、水井与
清洁水源三、石刀与厨刀四、鼎：三足稳立的炊器五、甑算甗：蒸汽的妙用（一）三种蒸具（二）蒸
法对中国饮食的影响六、葫芦器七、梅：酸味调料八、红蓼：辛香料第四章 米酒之酿一、稻米：酿酒
的原料二、红蓼：南方草曲三、野葡萄与混合酒四、醪醴之液：甜而稠五、杯壶鬻盂：酒器大盛（一
）鬻（二）忝（三）匜（四）壶（五）杯（六）觚六、过滤器：不确定的命名第五章 饮食之仪一、席
地围食：食仪初萌二、豆盘钵碗：饭菜分煮三、匕匙勺：羞退“五爪龙”（一）匕（二）匙（三）勺
子四、漆玉美陶：等级分明下编 衣麻之族第六章 衣之原料一、苎麻：通爽之质二、蚕丝：天虫之精
三、羽皮：禽之羽兽之皮第七章 纺织缝纫一、纺轮：线之绩纺二、织机：布之织造三、针线：衣之缝
纫第八章 衣冠鞋履一、羽冠：羽民之识（一）羽冠（二）三叉形器（三）成束锥形器二、帽子：寒暑
之御三、纽扣：衣之开合四、腰带：束衣之具五、木屐：通气的木鞋第九章 装饰之美一、梳篦笄：发
之饰二、半圆形饰片：冠帽之饰三、猪獠牙：勇武之相四、珠管串饰：平常之中别尊卑五、璜：项之
饰六、块：耳之饰七、镯：累赘之美（一）镯之质地（二）玉石镯之样式（三）玉石镯之纹式（四）
镯之佩戴法八、指环：指之饰九、缝缀件：华服闪烁第十章 齿肤之饰一、拔牙：残缺之美二、文身：
未定的争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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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钱山漾遗址这几处建筑的位置都濒临西侧的河港。
从乙区的建筑看，它所在的第四层据报告称其实包括两个小层。
上层为夹杂炭屑的草灰层，土质松软，并有断续的白色淤土夹在上部或当中，这种土质很象逐渐形成
的生活废弃堆积。
下层为灰黑色软土，中间最深处低于钱山漾的水平面，这层土就很可能是淤泥层。
我们不明确这个建筑的具体层位，只是知道它位于西面较低的斜坡下，东侧较高的位置则有地面灶。
这种情形有数种可能：①这些木桩是水岸的加固围堰或埠头等设施，房屋是以地灶为代表的地面建筑
。
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倾倒水边，形成草灰层。
②木桩确为干栏住居的基础，岸边的地灶是这些房屋的室外灶坑或者是其他地面房屋的设施。
③木桩为地面住居的附属建筑，如干栏式仓房的基础。
从现在所知的信息，这些建筑都只有木桩、长木及树皮草席等遗留，没有地板、屋椽等构件的遗留。
当然干栏建筑拆除时，可用的木构件会被取走二次利用，所以遗留下的部件是不完整的。
这在河姆渡等遗址是常见的现象。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如果确为干栏房屋，这里连很细的木椽都被取走，为何两处却都遗留材径更大的
檩脊而不用？
因此，第一种假设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这也仅是推测，始终缺乏关键的认识。
正是因为材料的缺乏，长期以来学术界甚至对良渚文化是否存在干栏建筑都莫衷一是，更遑论对其具
体形式的研究。
考古发现充满偶然性，往往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
2003年，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发现一个刻画在陶器上的干栏式房屋建筑图形，为我们认识这一类型的
建筑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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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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