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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良渚文化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其繁荣程度处于中国大陆
全域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巅峰。
凝缩于良渚玉器的礼制文化长期得以传承延续，并且浸入到了夏商周青铜文化的脊髓，成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元素。
因此，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其次，从世界文明史的视域来看，太湖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具有典型性，弄清
该地区史前社会构造的进化机制，对于探讨人类早期社会演进的普遍规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迄今已有70余年，近年，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
笔者不揣愚陋，从古环境、时段划分、随葬陶器、玉器、石器、高台墓地、祭祀遗迹以及区域文化关
系等方面，系统考察了良渚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针对学界普遍关注的良渚文化的社
会阶层分化、聚落分布模式、祭祀礼仪形态以及城市萌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首先对良渚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路进行了梳理，将良渚文化考古探索的过程分作20世纪30年代
、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至现在三个阶段，详细论述了各个时期良渚文化研究取得的进
步与成果，同时分析了良渚文化研究当前面临的问题。
　　在分析探讨良渚文化的遗物、遗迹之前，本书先将考察的视点定格于良渚文化赖以生存繁荣的地
理载体，并为自身的良渚文化综合研究建构起一个时空坐标。
　　本书论及的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环境问题包括：环太湖地区古海岸线变迁；古太湖及周围湖
泊的状况；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古环境变迁、资源状况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良渚文化时期的环
境特点与聚落形态及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
笔者认为，环太湖地区东、北、南三面为水域环绕，西部山地横亘，这种相对闭合的地理环境在环太
湖地区史前文化统合及聚落关系的阶序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此外，古河口湾的逐渐消退，为崧泽文化晚期以后太湖南侧湖州、余杭等地区的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
和聚落的发育提供了地理前提。
关于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衰亡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环太湖各区域的环境条件不尽相同，不宜将良
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单纯归结为“洪灾”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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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良渚文化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繁荣程度处于中国大陆全域
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巅峰，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本书在充分吸收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详细解读最新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良渚文化
的变迁过程。
    全书内容由9章构成，第1～3章论述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良渚文化分布区的环境特点以及良渚
文化的地域区分与时段划分，第4～9章从良渚文化的随葬陶器、玉器、石器，高台墓地，祭祀遗迹以
及区域文化比较等方面人手展开剖析，并且进一步针对良渚文化的社会阶层分化、聚落分布模式、地
域社会统合、经济生业形态、祭祀礼仪轨制、聚落级差以及城市萌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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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良渚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良渚文化在年代上属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于
浙江北部、上海西部和江苏南部等太湖周边地区。
高度发达的玉器制作和集约化的稻作栽培是良渚文化的两个最显著特点，就文化的成熟度以及社会的
复杂化程度而言，良渚文化是整个中国内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史前文化。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积累，对良渚文化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综合深入研究的最佳时机已经
到来。
本书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新的考古发掘资料，从随葬陶器、玉器，高台墓地以及祭祀
遗迹等方面入手，对良渚文化进行综合探讨。
在全面展开论述之前，首先回顾一下良渚文化近70年的研究历史，并进一步对良渚文化研究现状和存
在问题作一分析。
　　第一节　良渚文化研究史　　良渚文化的考古研究，以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主持的杭州古荡（
即老和山）遗址的发掘调查为嚆矢，至今已有70年历史。
回顾这近70年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80年代
后期至现在，以下就对这三个阶段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进行一番梳理。
　　1936～1937年，杭州地方的史地工作者着手开展了杭州古荡、杭县（今余杭市）良渚以及吴兴钱
山漾等遗址的考古发掘。
如果以现代考古的程序与规范来衡量，这些勘查与发掘作业尚处于相当稚嫩的水平。
然而，当时整个江南地区发掘的史前遗址寥若晨星，人们有关江南史前文化的认识近于一片空白。
因此，这些早期的考古实践，不仅对于其后浙江考古的发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
上亦拥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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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良渚文化是中国大陆最为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区域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研究对于探讨中华文明
的起源以及人类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从环境变迁、高台墓地、祭祀遗迹、陶器、玉器、石器等若干方面，就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
史前社会的阶层分化、地域统合进程、礼仪系统形成、生产技术变革、城市萌芽以及区域文化关系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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