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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文明曙光，肇自远古，钟灵毓秀，济济多士。
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更是传统深厚，流派迭起，学术昌盛。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密
切结合，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全新的面貌。
1978年4月，在原成立于1958年6月的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中共浙江省
委批准建立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建领导小组。
1979年12月，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1984年3月，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省社会科学院，组成本省一支多学科的有较强科研能力和组织能力
的专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以其丰富的精神成果参与浙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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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良渚文化是中华大地上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之一，同时也是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例证。
本书应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良渚文化的兴衰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
论述。
全书共分为十三章，分别从生态环境、聚落群、社会生产、建筑、图腾文化、巫术活动、丧葬习俗、
饮食文化等方面对良渚文化进行解剖，同时对良渚文化文明的生产、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特点、衰落原
因及其与其它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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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汝祚浙江嘉兴人，1921年生。
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2年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前史，现正在进行“中华古代文明社会产生的特色”专题研究。
独著有《炎黄汇典（考古卷）》，合著有《长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胶县三里河》等，并
在《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等杂志上发表有《中国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起源、发展及其问
题的探讨》、《中华古代文明与巫》等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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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良渚文化命名的由来　　一　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　　提到良渚文化
命名的由来，就得了解良渚遗址的发现。
20世纪30年代，古荡一带出土了石器，良渚地区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遗物散落于民间。
何天行先生得知这些信息后，以他渊博的学识、热衷于对古史的探索、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良渚地区
很可能埋藏着优秀文化的遗址。
他在1935年夏，对良渚古遗址进行调查，发现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其中一件椭圆形黑陶豆的口沿上，
有一周刻符，直到现在，这件陶器仍为研究良渚文化的学者所重视。
1936年，他携带着良渚遗址出土的黑陶，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拜访董作宾、梁思永等先
生，得到好评和赞许，何先生深知这些发现对中国古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后，他对发现的遗物进行整理和研究，编著成《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一书，由蔡元培先生题
写书名，并且还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的第一种，于1937年出版发行。
这是最早研究良渚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2000年出版的《史前研究》全文转载，也反映了这部著作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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