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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彭明瀚博士在自己学位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完成的《吴城文化研究》一书，是吴城文化发现三十
多年来第一部专以吴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仅此即可足见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吴城文化得名于江西省樟树市（原清江县）吴城遗址的发掘。
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迄今已有三十二年的历史。
吴城文化是长江以南第一个被确认的青铜文化，吴城遗址不仅发现有青铜武器、工具和青铜礼器，而
且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的石范。
而后来发现的薪于大洋洲铜器墓，更以其规模宏大，随葬的铜器种类繁多、铸造精良而令人叹服。
　　吴城遗址第一个发掘简报发表于1975年，依据1974年发掘资料作出的吴城文化的分期是长江流域
最早确立的青铜文化分期标尺，为确立其他遗址的年代座标提供了一个基础。
吴城遗址内涵丰富，除包涵有大量几何形印纹陶、原始瓷器等本地特色的因素，尚有明显的中原商文
化特色的因素，从而第一次将长江流域乃至长江以南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而吴城遗址大型建筑基址、夯土城墙、文字、青铜器群和新干大洋洲贵族大墓的发现，则为研究长江
流域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吴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考察，无疑是长江流域乃至长江以南地区青铜器
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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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城文化是指商时期分布在赣江中、下游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赣中地区的一支地方青铜
文化，既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色彩，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樟树吴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确立了江南商代考古的时代标尺，使得湮没三千余年的江西商代文明重
见天日，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发掘，则揭开了江西商代文明的新篇章。
本书以吴城文化30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考古学研究为基本方法，依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理
论，对已发现的200多处吴城文化遗址考古材料，从时、空两条线索进行细致的梳理，采用已公布的各
个不同遗址的典型地层单位，选择典型的器物组合，对诸典型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文化内涵与类型及
其文化性质作系统研究，在对典型陶器进行分型分式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陶器进
行分群研究，归纳出各自的特征，通过各种器物产生、发展、消长的轨迹，寻找考古学文化发展的阶
段性及其规律，将原有的三期说完善为四期五段说，并划分出吴城类型与石灰山类型。
吴城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兴旺，手工业高度发展，商业贸易活跃，与周边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往来
，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促使社会各阶层分化和早期城邑的兴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
色彩的可以与中原殷商文明媲美的文明形态，成为长江中游地区一个辉煌的文明中心，吴城古城便是
这一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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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明瀚，1966年出生于江西省星子县，1987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江西省博物馆馆长，被主席为文化部优秀专家，列入“新世纪百千人才工程”人选；已出版学术
著作7种，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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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基本研究思路　　在中国传统的古史观中，黄河流域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中心，其
他地区都属于周边地区，是这一中心的附庸。
由于受“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一中原正统史观的影响，先秦文献中大多数是有关中原的记载，周边地
区被视为“蛮”、“夷”、“戎”、“狄”，而且也只有只言片语，语焉不详。
再加上中国考古学自殷墟科学发掘开始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极为翔实的
先秦考古学编年体系，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与之相比，开展得要晚，在具体考古实践中，往往是在中
原已有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以中原体系为坐标、以中原同类器物作参照物。
以商代考古为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周边地区发现了商式器物，就被视为商文化，时间一长，
人们开始怀疑，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是否与考古出土的商式器物相一致？
才逐渐注意到各地文化的区域性特点。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中原与周边各区系文化的关系是：“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
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56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
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丰富资料，中华文明起源呈现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格局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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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城文化研究》介绍了自1973年吴城遗址发掘出来的30年。
这30年是吴城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确立、发展并获得空前大发展的30年，在文化年代与空间分
布、文化特征、文化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性质及其与周边各区系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
影响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吴城文化作为长江中游地区一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商代文化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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