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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州的历史源远流长，建城二千五百多年以来，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在这块得天独厚而又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苏州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
吴地文化，并以独树一帜的风格而在华夏文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苏州地灵水秀，人文荟萃。
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其丰厚性体现在古城名镇、园林胜迹、街坊民居以至丝绸、刺绣、工艺珍品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
体现在昆曲、苏剧、评弹、吴门画派等门类齐全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文化心理的成熟、文化氛围的
浓重，等等。
千百年来苏州人才辈出，如满天繁星，闪烁生辉。
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是苏州成为中华文苑艺林渊薮之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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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东村 有些学者常常以三山岛出土的旧石器作为苏州文化的源头。
三山岛位于苏州西南吴县东山镇三山村、离东山杨湾水路约9公里的太湖中，以其岛上的三座山——
大山、行山、小姑山而得名。
面积约2平方公里，岛上的最高峰为大山的主峰北山，海拔83．3米，风光美丽、山青水秀。
清吴庄《三山》诗云：“长圻龙气接三山，泽厥绵延一望间，烟水泽中分聚落，居然蓬莱在人寰。
”①如诗如画，恰如其分。
三山岛因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而闻名。
在三山岛上，采集和发掘到的动物化石达6目20种，有最后鬣狗牙齿、牙床、股骨、脊椎旨；棕熊、中
国黑熊、野猪、鹿、獾、兔等动物牙齿及骨骼；还有虎、狼、牛、犀、猕猴、豪猪、鼬、猞猁、似水
鹿、斑鹿、黑鼠等一批动物遗骸，尤其是南京大学吴建民先生及苏州博物馆的同志在一裂隙中还发现
了一大熊猫遗骸。
这些动物化石具有南北方动物混合的特征，大部分均活动在更新世晚期，是距今约数万年前的动物。
这些动物化石的发现，反映了数万年前太湖还未形成，三山岛应属于平原或丘陵，山上植被茂盛，平
原沼泽广袤。
而作为三山岛上最重要的发现是1985年5月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和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三山岛龙
头山一处含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化石的裂隙所进行的发掘，期间还对岛上进行了考察，在岛的西北东
泊小山下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12月，上海大学文学院加入，成立四方组合的一支联合考
古发掘队，对这一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三山岛石器地点发掘出土石器5263件，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石髓、玛瑙等，石制品的种类有石核
、石片、石器和带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砍砸器、雕刻器等。
其中刮削器数量和种类较多，使用石片数量多是三山岛旧石器组合的一大特色。
三山岛旧石器的发现，对研究苏州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确实意义深远，但毕竟发现的是一处旧石器加工
场，出土文物内容单一；而从全面了解苏州先民的生活、生产等原始活动情况来看，张家港东山村新
石器早期遗址中的内涵较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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