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良渚文明：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

陈 雍

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及遗址群袁在

太湖以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单元遥 这个

聚落单元反映了聚落建造者适应自然环境所拥有的

技术水平袁以及用以维系其文化的社会互动与控制袁

由于聚落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

直接造就的袁 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

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譹訛袁并有助于对良渚社会的制

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解释遥

马克思认为袁应当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去认识

文明袁 因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

的尧必然的尧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袁即同他

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

系袁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袁即有

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

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袁 物质生活的生产

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尧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譺訛遥

一个文明是一个可以通过对它的组成部分进行

比较而加以认识的领域袁 这些组成部分是国家尧城

邦尧宗教部落尧排他性的社会群体以及诸如此类的其

他社会成分譻訛遥 对于汤因比的这种说法袁布罗代尔并

不赞同袁他认为袁如果野文明冶一词不过是野社会冶的同

义词的话袁那么就没有创造这个词的必要袁也没在学

术上推广使用这个词的必要了袁要阐释文明的观念袁

至少需要涉及地理学尧社会学尧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

四个不同的领域袁作为地理区域的文明袁它们的本质

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曰

作为社会的文明袁离开社会的支持袁离开社会带来的

张力和进步袁文明便不能存在曰文化和文明之间这些

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袁 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

城市曰作为经济的文明袁都依赖于经济尧技术尧生态尧

人口等方面的环境袁 物质和生态条件总是在决定文

明的命运上起到一定的作用曰作为集体心态的文明袁

都有一种确定的世界观袁 都有一种集体心态支配着

社会大众袁在这里袁宗教是文明中最强有力的特征袁

始终是过去和今天的文明的中心譼訛遥

本文拟从考古遗存野分布学的分类单位冶譽訛 的物

质尧制度尧精神层面解读良渚文明袁揭示社会组织尧经

济制度尧控制手段和信仰尧认知体系的基本特征遥 由

于目前良渚文化没有明确划分为不同类型袁 以良渚

文化指称余杭发现的古城遗址及遗址群概念过大袁

所以用野分布学的分类单位冶以示区别遥

一尧聚落形态

本文说的野良渚聚落冶袁指良渚古城遗址譾訛尧良渚

遗址群譿訛和玉架山遗址尧茅山遗址讀訛尧中初鸣遗址讁訛组

成的区域性聚落单元遥 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研究袁需

要共时性的视角与思维方式袁 将古城遗址及相关遗

址群视为一个野同时冶的整体袁以利于寻找聚落形态

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遥 为了通过描述和解释聚落

的一些现象的组合袁 可以出于不同理由构想出许多

模式袁虽然这些模式不同袁但是最优秀模式永远是那

个真实的模式袁即不仅是最简单的袁而且能够利用被

考察的现象袁同时又能够说明全部现象袁这就需要对

具体遗存现象进行分类袁 然后再对关系的逻辑进行

阐释輥輮訛遥

渊一冤聚落的结构

叶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曳野杭州余杭地区良渚文

化遗址分布情况图冶 显示袁 在大雄山要半山要临平

山要大遮山围合的空间里袁130 多处良渚文化遗址依

凭凤山尧荀山尧临平山袁形成三个相对密集的遗址群

渊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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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輥輯訛袁见图一要1遥

1.凤山遗址群落

良渚聚落空间位置分析可以发现袁遗址群落及古

城的选址定位经过了规划袁 若四等分连结凤山和前

山之间的线段袁取其一设为 a袁以 a 度量汇观山观象

台輥輰訛和凤山之间的线段袁其长度约为 3a袁以 a 度量汇

观山观象台和前山之间的线段袁其长度约为 5a袁连结

汇观山观象台尧凤山尧前山三点袁则可得出一勾股三

角形袁古城的莫角山宫殿区渊即古尚顶高台冤坐落在

这个直角三角形里袁台基整体形状呈长方形覆斗状袁

正南北方向袁台基底东西长约 630尧南北宽约 450 米袁

台顶东西长约 590尧 南北宽约 415 米袁 约为 4:3 长方

形袁由两个勾股三角形拼合而成袁汇观山观象台成为

古城和凤山遗址群落的规划野基点冶袁这个遗址群落

的中心为良渚古城袁见图一要2遥

凤山遗址群落的反山墓地輥輱訛尧姜家山墓地輥輲訛尧文家

山墓地輥輳訛尧卞家山墓地輥輴訛均为男女輥輵訛混葬袁按顺时针方

向或逆时针方向排列袁形成若干个墓团袁墓地布局一

般为二分结构遥

2.荀山遗址群落

良渚聚落空间位置分析还可以发现袁若四等分连

结前山和荀山之间的线段袁取其一设为 b袁以 b 度量

瑶山观象台和前山之间的线段袁其长度约为 3b袁以 b

度量瑶山观象台和荀山之间的线段袁其长度约为 5b袁

连结瑶山观象台尧前山尧荀山三点袁则可得出一勾股

三角形遥 围绕这个直角三角形的诸遗址构成荀山遗

址群落袁包括瑶山遗址群和荀山遗址群袁瑶山观象台

是这个遗址群落的规划野基点冶袁见图一要2遥

荀山遗址群落的瑶山墓地輥輶訛尧 庙前墓地輥輷訛为男女

分葬袁大体按东西向排列袁形成若干个墓排袁一般女

性墓在北袁男性墓在南袁墓地布局一般为二分结构遥

3.临平山遗址群落

玉架山遗址发现的 6个环壕组成的野村落遗址冶輦輮訛袁

实际是 6 个带有围沟和地上建筑的墓地袁 目前从平

图一要1 杭州余杭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情况

图一要2 良渚古城及遗址群规划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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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布局初步推测袁 这个墓地有可能是同心结构的分

层三合组织袁 也可能是径分结构的两个三合组织輦輯訛袁

见图一要3遥

茅山遗址群尧 中初鸣遗址群都属于这个遗址群

落遥 目前袁临平山遗址群落发表的考古资料有限袁没

法作分析研究袁以下论述基本不涉及这个遗址群落遥

4.良渚聚落的分层

玉琮尧 玉璧尧 玉锥形器在空间分布上显示的差

异袁往往与聚落居民的社会行为有一定联系遥

墓葬随葬的玉璧在三个遗址群落的分布情况值

得注意院凤山遗址群落出土玉璧的有反山尧姜家山尧

汇观山尧吴家埠尧文家山等墓地遥 荀山遗址群落的瑶

山墓地没有随葬玉璧袁与反山墓地形成鲜明对照曰钵

衣山輦輰訛尧庙前輦輱訛各发现一座随葬玉璧的小墓袁钵衣山的

墓主人为女性袁庙前的墓主人性别无法判断袁估计随

葬玉璧的女性可能是嫁过来的媳妇遥

墓葬随葬的玉琮在凤山遗址群落尧荀山遗址群落

里也显示出区别遥 凤山遗址群落的玉琮射面有璧形尧

瑗形尧环形三种袁荀山遗址群落的玉琮只有瑗形尧环

形二种袁 不见璧形袁 璧形射面玉琮与玉璧的分布一

样袁仅在凤山遗址群落遥

墓葬男性死者头部的成组玉质装饰品主要有玉

梳背渊即冠状器冤尧三叉形器和锥形器袁装饰品的组

合尧数目依墓葬大小递减袁一般墓葬只有锥形器遥 死

者头部锥形器依个体数目分为不同的类别袁 成组锥

形器均为奇数袁以中间最长的一枚作对称轴遥 根据目

前已有资料袁 以墓地中死者头部成组锥形器数目最

大值为标准袁 可将良渚墓地分为 9 代表的级别尧7 代

表的级别和 3 代表的级别遥 9 代表的级别只有反山墓

地袁7 代表的级别有姜家山墓地尧 汇观山墓地及瑶山

墓地袁3 代表的级别有文家山墓地尧 卞家山墓地及庙

前墓地等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袁瑶山墓地出现了二例不合规

律的情况遥 瑶山 M7 头部的锥形器共 10 枚袁2 个大

的尧8 个小的袁应当分属二组袁即每组 1 大 4 小袁为数

目 5 的等级袁 同墓随葬其他玉器也有类似的倍数关

系袁这种情况目前仅此一例遥 瑶山 M10 出土 11 件等

长的短锥形器袁锥形器的组合与数目均显示异常袁目

前也只有这一例遥

随葬玉锥形器除头部还少量出在手部附近袁头饰

是最具识别性的标志物袁 当以头部锥形器为判定标

准遥据报道袁中初鸣保安桥 M1出土了 5 件锥形器袁但

头部成组锥形器的数目不详遥

现将遗址与环境的关系袁典型建筑物和构筑物的

空间分布袁 遗址群的空间位置关系袁 墓葬的埋葬规

则袁 代表性器物在墓葬分布特征等方面情况做一简

要总结袁见表一遥

凤山遗址群落依据成组玉锥形器最大数值 9 与

7袁还可以将城内与城外进一步区分开来袁这样袁整个

表一 三个遗址群落主要特征汇总表

遗址群落 地理区位
典型建筑物

或构筑物
埋葬规则 玉璧 玉琮射面

成组玉

锥形器
聚落层级

凤山遗址群落 凤山要前山
古城尧汇观

山观象台

男女混葬袁墓团形

式袁二分结构
多见 璧形尧瑗形尧环形 9尧7尧3 郁尧芋

荀山遗址群落 荀山要前山 瑶山观象台
男女分葬袁墓排形

式袁二分结构
罕见 瑗形尧环形 7尧3 域

临平山遗址群落 临平山 无 三分结构袁具体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玉

同心结构

径分结构

图一要3 玉架山墓地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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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聚落单元分为四个层级院

郁级院以反山墓地和莫角山宫殿区为核心的城邑

芋级院以汇观山墓地为重心的古城周边村落

域级院以瑶山墓地为重心的古城外围村落

玉级院以临平山遗址群落为代表的边缘村落

人口与耕地两个变量在良渚四个层级聚落里呈

负相关分布袁即聚落等级越高袁人口密度越大袁而耕

地面积越小袁甚至没有耕地遥

渊二冤古城的结构

1.整体规划与定位

良渚聚落的年代学研究表明袁 汇观山观象台尧瑶

山观象台尧莫角山宫殿台基尧反山墓地台基尧水坝尧城

墙尧钟家港河道等工程项目袁都是从良渚文化早期开

始动工营建袁通过表二可以看出袁所有工程都是围绕

古城而建的袁体现出良渚古城的整体规划思想遥

目前一般认为袁瑶山大土台和汇观山大土台是祭

坛遥 刘斌认为袁瑶山和汇观山大土台顶面野长方形灰

土框遗迹冶与圭表测影有关袁并且分析出野二分渊春

分尧秋分冤日冶与野二至渊夏至尧冬至冤日冶的观测参照系

统袁推测台顶面上的野长方形灰土框遗迹冶可能是叶周

礼曳记载的野土圭冶輦輲訛遥后来袁他将祭坛改称为观象台輦輳訛遥

中国古代坛与台的功能不同袁 古代的坛用于祭

祀袁叶说文解字曳輦輴訛解说坛是祭坛场袁叶广雅窑释天曳輦輵訛说袁

坛袁祭先祖也遥 古代的台用于观望袁叶说文解字曳说袁台

是观四方而高者遥 叶尔雅窑释宫曳輦輶訛野闍谓之台冶注云院

野积土四方遥 冶疏云院野即下云四方而高者也遥 冶又云院

野积土为之袁所以观望遥 冶汇观山和瑶山都是人工堆垒

的长方形覆斗状土台袁 两个高台上除了墓葬没有发

现任何与祭祀有关的遗存袁 高台上面的墓葬不是祭

祀遗存袁详见后文论述遥

先秦文献记载袁圭除了测定四时和方向袁另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用途袁为测定土地范围遥 叶周礼窑地官司

徒窑大司徒曳院野凡建邦国袁 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冶袁

叶周礼窑春官宗伯窑典瑞曳院野土圭以致四时日月袁 封国

则以土地冶袁叶周礼窑夏官司马窑土方氏曳院野掌土圭之

法袁以致日景袁以土地相宅袁而建邦国都鄙袁以辨土宜

土化之法袁而授任地者遥 冶很明显袁土圭是用以测量土

地的基点遥 据此袁良渚聚落的汇观山土圭和瑶山土圭

还具有测定土地范围的功能遥

前述良渚聚落空间上的两个直角三角形袁是利用

凤山与前山之间的连线尧荀山与前山之间的连线袁推

导汇观山观象台尧 瑶山观象台具体位置的 野测算系

统冶遥 两个观象台均为正南北方向袁其功能除了观象

纪年袁 还能确定聚落的方位袁 并可作为古城规划的

野基点冶遥 叶周礼窑地官司徒曳輦輷訛称院野惟王建邦袁辨方正

位冶袁叶考工记窑匠人曳记载袁营城首先需要用圭表测量

出水平尧竖直及方向袁用今天的话来说袁就是空间定

位袁确定具体位置和方向遥 古城的正方位尧矩形尧直角

和直线距离袁这些与规划设计相关的要素袁都是通过

观测与测量得到的遥

叶周髀算经曳记载院野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院耶窃闻

乎大夫善数也袁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袁夫天不可

阶而升袁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袁请问数安从出钥 爷商高

曰院耶数之法出于圆方遥 圆出于方袁方出于矩袁矩出于

九九八十一遥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袁股修四袁径隅五遥既

方其外袁半之一矩遥环而共盘袁得成三四五遥两矩共长

二十有五袁是谓积矩遥 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袁此数之

所生也遥 爷冶

大禹治水发明了勾股之术袁 历史上是否确实如

此袁今天似无周详考证的必要袁但史料所述先民在水

利工程中认识勾股定理的说法袁 对于认识良渚人应

用勾股之术进行大型土木工程及水利工程建设袁无

疑是大有裨益的袁推测除汇观山尧瑶山观象台袁卢村

遗址的人工堆积长方形土台輧輮訛很有可能是水利工程

的观测台遥

叶周髀算经曳 讲到的各种天文观测袁 都是依靠同

一种仪器来完成的袁 而且这种仪器只是一根长八尺

的竿袁垂直立于地面而已袁这仪器在叶周髀算经曳中有

时就称为野竿冶袁有时又称为野周髀冶袁但大多数情况下

称为野表冶袁由于测量时要看它在阳光下投在地面上

的影长袁而影与表身正成直角袁于是可以利用勾股定

理袁将地面之影称为勾袁将表本身视作股袁野周髀冶之

名即由此而来院髀就是股袁而股代表八尺之表袁考虑

到地面上的影长需要精确读取袁 后来就将一把水平

的尺 渊上有刻度冤 与表制作成一体袁 这水平尺称为

野圭冶袁整个仪器就称为野圭表冶袁这样袁使用起来就更

方便袁只要将圭放在正南北方向袁在圭面上直接读取

表影长度即可輧輯訛遥据叶周髀算经曳记载袁汇观山尧瑶山两

处土圭中心位置当立有一竿渊表冤袁如今按照土圭的

具体尺寸袁似能推算复原出竿渊表冤的实际长度遥

表二 工程项目年代统计表

工程项目 营建年代

汇观山观象台 早期

瑶山观象台 早期

莫角山宫殿台基 早期袁距今 5000要4850

反山墓地台基 早期袁距今 5000要4850

水坝 早期袁距今 5100要4800袁下限不晚于 2600BC

城墙 早期袁距今 4800袁下限范围 2850BC要2600BC

钟家港河道 早期袁距今 5000要4850袁下限范围 2200BC要200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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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井字形的道路网

中国古代城市的路网结构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

容之一遥 良渚古城北尧南尧东尧西四面城墙上各有 2 个

水城门袁城内由二纵二横相交的水路组成近似野井冶

字形路网袁把宫殿区与墓葬区围合在中间遥 河南偃师

二里头遗址已经形成规范的野井冶字形道路网袁宫城

位于野井冶字形道路网的中部輧輰訛袁这种样式的道路网后

来成为古代都邑道路的规制遥

中国古代城市最为典型的道路网是 野棋盘式冶

的袁道路和道路之间很多时候都等距袁纵横不但互相

垂直袁 而且原则上尽量争取构成正南北向以及与之

垂直的东西向遥 这是自古以来的一种野制式冶或者说

野传统冶袁但是袁这个传统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袁并不单

纯是一种形式上的主观的要求袁 更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中包括着一个非常合理的技术内容遥 对于房屋的

野朝向冶问题在中国古典建筑中是非常重视的袁这不

能看作只是一种制度袁而是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中袁正

南的朝向构成室内最佳的野气候冶环境遥 因此袁野取正冶

(确定南北方位)是营造工作首先要进行的事情(因为

古代未能建立一个测量标准点来控制城市建筑物袁

利用野天象冶准确地定线不能不说全是一个很合理尧

很科学的办法)遥 道路网的计划必须和建筑群的基址

以至建筑物相配合袁 因此道路网的规划非同样重视

或者说依靠野取正冶来定线不可遥 野棋盘式冶的方格形

城市道路网的野制式冶相信就是根据这一技术原则确

定下来的輧輱訛遥可以认为袁良渚古城的野井冶字形道路网袁

为古代城市路网结构提供了规划思想遥

3.中心位置的二元对立

良渚古城的莫角山宫殿区和反山尧姜家山尧桑树

头墓地袁 位于井字形道路网的中部袁 高出城内地表

5要6 米袁 莫角山宫殿区连接南面皇坟山宫殿区的轴

线袁与南城墙的陆城门遥相对应袁对古城整体规划起

到控制作用遥 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认为袁陆城门在建

成后很长时间内是作为仪式性而非实用性城门輧輲訛袁这

一认识对于确认古城的野中轴线冶起到重要的指示作

用遥

先秦城市布局特别强调 野中心位置冶袁叶吕氏春

秋窑审分览窑慎势曳輧輳訛称院野古之王者袁择天下之中而立

国袁择国之中而立宫袁择宫之中而立庙遥 冶 良渚古城

内用井字形道路网尧 高台建筑尧 中轴线等手段凸显

野中心位置冶袁强烈体现出野居中冶的规划思想遥

城内的莫角山宫殿区台基与反山墓地土台一同

建于良渚文化早期袁宫殿区的房屋皆坐北朝南袁墓葬

区的墓葬均头南脚北袁 东部宫殿区与西部墓葬区的

空间位置表达出良渚人的宇宙观院

东/太阳升起/宫殿区/生

西/太阳落下/墓葬区/死

良渚古城以东对应生袁西对应死袁与先秦文献记

载吻合遥 叶礼记窑檀弓曳野二三子皆尚左冶郑玄注院野丧

尚右袁右阴也遥吉尚左袁左阳也遥冶輧輴訛叶礼记窑杂记曳野丧冠

条属袁以别凶吉冶袁孔颖达疏院野吉冠则襵上辟缝向左袁

左为阳袁阳袁吉也遥 而凶冠缝向右袁右为阴袁阴袁丧所尚

也遥 冶 古人以面向南之左为东袁右为西遥

城内西部的墓葬区袁 从北向南分别是反山墓地尧

姜家山墓地和桑树头墓地遥 一般认为袁反山是王族墓

地袁姜家山是贵族墓地袁桑树头是平民墓地袁这种布

局体现出良渚人的价值观院

北/尊

南/卑

良渚古城的这种野北尊南卑冶的观念袁在漫长的

岁月中发展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方位价值系统袁 最后

形成北贵尧南贱尧东富尧西贫的格局袁并在古代城市分

区规划中得到体现遥

殷墟的宗庙宫殿区在小屯村袁小屯村的西北是西

北岗王陵区袁王陵区的南面是孝民屯贵族墓地袁再往

南是殷墟西区平民墓地袁 宗庙宫殿区与墓葬区在空

良渚古城宫殿区与墓葬区的空间位置

殷墟遗址宫殿区与墓葬区的空间位置

图一要4 良渚古城与殷墟遗址功能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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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形成二元对立关系輧輵訛遥

李济认为袁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地

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一样袁相信人的双重存在遥 尔后

的调查也充分证明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二元论信

仰遥 河南尧陕西尧甘肃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科学发掘揭

露了在遗址中墓地与遗址是分开的袁 就墓葬的质与

量而言袁墓与墓之间的差别很大遥 尚不知这种差别是

否为财富和权利上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象征袁 但它表

明这种差别在史前时期的中国已存在了遥 这种差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袁直到青铜时代袁当时像宫殿

一样奢华的巨大坟墓已开始营建輧輶訛遥

良渚古城的宫殿区与墓葬区的空间位置关系袁以

及不同等级墓地的空间位置关系袁 都可以在殷墟遗

址找到相似性袁见图一要4遥

4. 城郭郊野的功能划分

良渚古城有内外两周城墙袁整个古城可以理解为

文献里的城邑袁叶说文解字曳輧輷訛 院野城袁以盛民也遥 冶野邑袁

国也遥 冶古城的内城墙袁文献称为野城冶袁外城墙袁称为

野郭冶遥 叶初学记曳輨輮訛卷二十四野城郭第二冶引叶吴越春

秋曳院野鲧筑城以卫君袁造郭以守民袁此城郭之始也遥 冶

良渚古城与叶吴越春秋曳记载的野卫君冶与野守民冶功能

区分相当吻合遥

历史文献把城邑渊国冤之外称为郊袁郊之外称为

野袁叶周礼窑秋官窑士师曳野于国及郊野冶 注院野去国百里

为郊袁郊外谓之野遥 冶根据良渚聚落形态研究袁结合文

献记载袁良渚古城外的汇观山村落和荀山村落尧临平

山村落对于古城而言袁分别为古城的野郊冶与野野冶遥 良

渚聚落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了野城邑冶与野郊野冶分

化袁成为中国古代野城市冶与野农村冶二元结构的肇始遥

俞伟超指出袁在整个地球上袁中国或东亚这片地

区袁近代以前袁基本属于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遥 中国

古代都城规划的变化过程袁就是自成一系的輨輯訛遥 良渚

古城是中国古代都城体系中最早具有都城形态的实

例袁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遥 而

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城市的变化过程中寻求理解中

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触媒袁自然也是必要的輨輰訛遥

二尧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主要由社会组织方式尧社会制度形式和

社会价值规范组成遥 研究良渚社会的考古学基础是

居址和墓葬袁而墓地形态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映射遥

古城由内向外分为四个空间层次院莫角山宫殿区袁宫

殿区与内城之间的空间袁内城与外郭之间的空间袁外

郭以外的空间輨輱訛袁 不同的人群居住在不同的空间袁分

层的聚落形态对应着分层的人群社会遥

我在研究半坡文化姜寨聚落人群社会时使用了

社会学的野社区冶渊Community冤輨輲訛袁研究良渚聚落人群

社会还要继续使用这个概念遥 所谓的社区袁是指生活

在一定地理区位和空间范围里袁 具有一定人口数量

和类型袁按照一定制度组织起来袁有一定认同感的人

们共同体遥

良渚社会形成城邑社区与村落社区两种类型袁包

括莫角山城邑社区尧汇观山村落社区尧荀山村落社区

和临平山村落社区遥 下面袁分析莫角山城邑社区和荀

山村落社区遥

渊一冤 莫角山城邑社区

莫角山城邑社区包括城内与城外渊即城郊冤两个

分社区袁 反山墓地与文家山墓地是分布在城内与城

外的两种不同类型墓地袁 分别代表了两个分社区的

最高等级人群与较低等级人群遥

1.反山墓地反映的城内统治集团

反山墓地在古城内袁 位于莫角山宫殿区西北部袁

姜家山墓地的北边袁 墓葬埋在人工堆筑的长方形高

台上遥 台高约 5 米左右袁东西长约 130 米袁南北宽约

60 米袁台面上有一个长 10 米尧宽 8 米的暗红色硬面

遗迹袁在其西南揭露出良渚文化中期大墓 9 座袁皆头

南脚北遥 随葬陶器保存情况极差袁大多数没发表器物

图遥

可供比较研究的 9 座墓葬袁都随葬有玉梳背渊即

冠状器冤袁 可以对比文家山墓葬輨輳訛玉梳背推订墓葬的

相对年代遥 文家山一期 M16 随葬玉梳背正视作倒梯

形袁两侧边缘的下角完整遥 二期 M1随葬玉梳背正视

作倒梯形袁两侧边缘的下角被切割掉遥 以文家山 M16

玉梳背为玉式袁M1 玉梳背为域式袁据此袁反山 M12尧

M15尧M17尧M18尧M20 的玉梳背为玉式 袁M14尧M16尧

M22尧M23 的玉梳背为域式袁见图二要1遥 进而推定 9

玉式 1.文家山 M16 2.反山 M12 3.反山 M15 4.反山 M17 5.反山 M20 6.反山 M18

域式 7.文家山 M1 8.反山 M14 9.反山 M16 10.反山 M22 11.反山 M23

图二要1 反山墓葬玉梳背的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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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墓的相对年代院M12尧M15尧M17尧M18尧M20 为第一

期袁M14尧M16尧M22尧M23 为第二期遥

反山墓地发掘者根据随葬器物认为 M22尧M23

二墓死者为女性袁其余为男性輨輴訛遥 男性墓 M12尧M14尧

M16尧M17尧M20 随葬玉钺和石钺袁 玉钺放在胸部以

上袁另有两件石钺与之配伍袁形成一玉二石的组合袁

其他石钺放在胸部以下部位遥 M15尧M18 没有玉钺袁

只有石钺遥

据玉钺尧石钺的刃宽与通长之比平均值袁可以分

为两组院 甲组玉石钺大都偏正方形袁 玉钺平均值为

0.87尧石钺平均值为 0.80袁包括 M12尧M14尧M17曰乙组

玉石钺大都偏长方形袁玉钺平均值为 0.61尧石钺平均

值为 0.75袁包括 M15尧M16尧M18尧M20遥 甲尧乙两组随

葬玉器的图案也有区别袁表明墓葬分组是可信的遥

把墓葬分期和分组结果带入反山墓地发现袁甲组

墓葬在东半部袁乙组墓葬在西半部袁甲组墓葬的埋葬

顺序为 M12寅M17寅M14寅M23寅M22輨輵訛袁 乙组墓葬

的埋葬顺序为 M20寅M18寅M15寅M16袁两组墓葬在

空间上形成两个相互对应的墓团袁 见图二要2遥 甲

组墓团的死者为 3 男 2 女袁乙组墓团的死者为 4 男袁

整个墓地男女性别比为 7院2袁明显异常遥

甲组墓团 的 M12尧M14尧M17 和乙组墓 团的

M15尧M16尧M18尧M20 随葬玉钺袁 其中有的钺柄首端

和尾端有玉质装饰物渊即瑁尧镦冤袁见表三遥

甲组男性 墓 M12尧M14尧M17 和乙组男 性墓

M15尧M16尧M18尧M20 死者头部的成组玉锥形器的数

目存在一定差别袁见表四遥

对照以上两个统计表可以看出袁玉钺柄端装饰物

和成组玉锥形器数目存在对应关系袁玉钺柄端有瑁尧

镦的墓葬袁死者头端成组锥形器数目都是 9袁据此确

定甲组最高等级墓葬 M12尧M14曰乙组最高等级墓葬

为 M20尧M16遥 第一期最高等级墓甲组尧乙组各有一

座袁即 M12 和 M20曰第二期最高等级墓甲组乙组各有

一座袁即 M14 和 M16袁现将四座墓葬有关情况总结为

表五遥

表五显示袁 第一期甲组墓 M12 的玉钺尧野权杖冶

瑁尧玉琮纹饰含有野羽冠人冶纹样袁随葬玉璧 2 件曰乙

组墓 M20 玉器纹饰不含野羽冠人冶纹样袁随葬玉璧 43

件袁 墓坑规模大于 M12遥 第二期乙组墓 M16 随葬玉

器含有野羽冠人冶纹样袁随葬玉璧 1 件曰甲组墓 M14 玉

器纹饰不含野羽冠人冶纹样袁随葬玉璧 26 件袁墓坑规

模大于 M16遥

如果将 野羽冠人冶 纹样玉器理解为象征地位袁玉

璧象征财富輨輶訛袁那么袁这四座墓葬的对应关系可以表

示为院

甲组

M12 9

M14 9

M17 7

乙组

M15 7

M16 9

M18 3

M20 9

组别 墓号 玉锥形器数目

表四 甲组乙组男性墓葬头端成组玉锥形器统计表

图二要2 反山墓地结构示意

表三 四座墓葬玉钺柄端饰统计表

组别 墓号 瑁 镦

甲组 M12 姨 姨

M14 姨 姨

乙组 M16 姨

M20 姨 姨

渊符号姨表示有冤

7- -



第一期院甲组 M12-地位/乙组 M20-财富

第二期院乙组 M16-地位/甲组 M14-财富

四座墓葬构成对应关系可以概括为院

甲/乙 与 乙/甲

反山墓地甲组墓与乙组墓的划分袁应当取决于墓

地人群组织原则袁这种二元对立的组织原则袁与商王

族的组织原则非常相似遥 张光直对商王族的血缘二

元对应与权力二元对立做了详细论述袁 他将商王族

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称为野乙/丁制冶輨輷訛遥 商王按其称谓

的天干分为 A 组渊乙尧甲尧 戊尧 己冤和 B 组渊丁尧丙尧

壬冤袁在 A尧B 两组中袁甲尧乙尧丁的地位最高袁庚尧辛的

组别不确定遥 A尧B 两组成员隔代轮流继承王位袁执政

的国王和辅政的次王必须分别来自不同的组别袁这

种关系可以概括为院A/B 与 B/A輩輮訛遥

反山墓地由以男性为主体的高等级墓葬组成袁其

中四座最高等级墓葬的关系为院甲/乙与乙/甲结构 袁

这种对应关系和商王族的 A/B 与 B/A结构相同遥 根

据商王族野乙/丁制冶推测袁反山墓地第一期的甲组

M12 是执政国王袁 乙组 M20 是辅政次王曰 第二期的

乙组 M16 是执政国王袁甲组 M14 是辅政次王遥 在反

山墓地代表的统治集团里袁执政国王掌握王权袁辅政

次王掌握财权袁王权与财权分离袁体现出为保障权力

与财富正常运行的制约机制遥 反山墓地甲组与乙组

墓葬的实质袁 是在两合组织的社会关系基础上产生

的一种权力继承制度袁 体现了政治组织在形成之初

所具有的一种二元性特征遥

反山墓地 M22尧M23 二位女性墓主人袁据随葬品

分析袁M22尧M23 二位女性墓主人各自的职司不同袁

可能与商人统治阶层中的野妇冶輩輯訛类似遥

M22 墓主人头端上部出土一件镶嵌玉片和玉粒

的涂朱野圆形器冶渊M22:2冤袁有机质全部腐朽袁同类遗

存在反山尧 瑶山墓葬也有发现袁 都可以理解为萨满

鼓袁萨满鼓在萨满教仪式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袁是实

施萨满教降神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輩輰訛遥

美洲西北部的萨满有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

服饰袁它由鹰和其他动物的羽毛尧一支拨浪鼓尧一支

鼓和一个装着石英石石头和其他巫术物品的袋子组

成袁装着配饰的袋子从来不会离开萨满袁在夜晚袁萨

满将其藏在枕头或者床底下輩輱訛遥反山 M22 死者胸前发

现的嵌玉野囊形器冶渊M22:41冤袁估计是萨满佩饰中的

萨满袋遥 如果这样理解不差的话袁 M22 墓主人是一

位大巫师袁可能和叶周礼窑春官曳记载的野祝冶类似遥

反山 M23 随葬一架用玉装饰的原始腰机渊M23院

151-156冤袁复原情况輩輲訛参见图二要3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M23 随葬 54 件象征财富的玉璧袁在反山墓地的 9 座

墓葬里数量最多曰另外袁墓葬随葬器物显示袁反山墓

地的死者身份地位都很高袁 若将 M23 墓主人视为纺

织手工业者袁 明显与其随葬的玉璧以及其他墓主人

身份地位不符袁因此这架野腰机冶不是一般意义的纺

织工具遥

秘鲁安第斯南翼的克丘亚人特别重视织布袁专职

野织娘冶用织布记录现实生活和过去历史袁同时织布

上复杂的图案还是身份标识輩輳訛遥 织布记事的方式袁是

表五 四座墓葬有关情况汇总表

期别 组别 墓号 玉璧数量渊个冤 墓坑长度渊cm冤 墓坑宽度渊cm冤 玉器纹样

一期

甲组 M12 2 310 165 羽冠人尧鸟尧兽

乙组 M20 43 400 200-175 鸟尧兽

二期

乙组 M16 1 340 170 羽冠人尧鸟尧兽

甲组 M14 26 350 210 鸟尧兽

图二要3 反山 M23原始腰机的复原

反山 M23 原始腰机复原图

海南黎族腰机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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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记事尧契刻记事之外的又一种原始记事方式遥

依据克丘亚人的织布记事方式推测 M23 墓主

人袁她很可能是一位专职记事的野史官冶袁大约相当于

叶周礼窑春官曳记载的野史冶袁同时她还兼管财产袁和阿

兹特克人的野卡尔普利克冶相似遥 阿兹特克人有一种

官职叫野卡尔普利克冶袁担负文书尧司库的职责袁维持

经济秩序袁指挥经济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各司其职輩輴訛遥

据反山 M22尧M23 两位职官推测袁甲组墓和乙组

墓除四位王袁 其他墓主人分别是两个统治集团里的

职官遥

反山墓地南面的姜家山墓地袁一般认为是贵族墓

葬袁 但是这些墓葬死者与反山统治集团之间是亲属

关系袁抑或是其他社会关系袁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袁在

缺乏资料的情况下袁还不能做出判断遥

2.文家山墓地反映的城外基层组织

文家山遗址位于古城西南部袁是外郭的一个居民

点袁 由于此处墓地遭到不同时期的破坏袁 发掘的 18

座良渚文化墓葬只是原来墓地的一部分遥 墓葬分别

开口于第 1 层下尧第 2 层下和第 3 层下袁部分墓葬存

在打破关系袁 发掘报告将 18 座墓葬分为 2 期 4 段袁

此分期结果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遥

把分期结果带入文家山墓地分布平面图輩輵訛就能

分析出墓地的结构袁 首先分析出存在打破关系的一

组墓葬的埋葬顺序为 院M10寅M16寅M14寅M13寅

M9寅M6輩輶訛袁6 座墓葬组成顺时针方向旋转排列的墓

团 渊甲组冤曰 西南侧墓葬的埋葬顺序为院M11寅M5寅

M4寅M3寅M1袁5 座墓葬组成顺时针方向旋转排列的

墓团渊乙组冤曰最后东南侧墓葬的埋葬顺序为院M18寅

M12寅M8寅M7寅M15寅M17寅M2袁7 座墓葬组成顺

时针方向旋转排列的墓团渊丙组冤袁见图二要4遥

甲组墓葬的年代从一期晚段至二期晚段袁乙组墓

葬的年代从一期早段至二期晚段袁 丙组墓葬年代为

一期早段和一期晚段袁 甲组墓葬与乙组墓葬的起止

时间大体相当袁丙组墓葬只存在于一期袁没有二期墓

葬袁与甲组尧乙组的年代不能完全对应上遥

原报告依据墓葬随葬品和死者头向推订墓主人

的社会性别袁甲尧乙尧丙三组墓葬死者性别统计如表

六尧七尧八所示遥

甲组男女性别比为 2:1曰 乙组里有 2 例性别不

表七 乙组墓葬死者性别统计表

墓 号 性 别

M11 钥

M5 女

M4 钥

M3 男

M1 男

表八 丙组墓葬死者性别统计表

墓 号 性 别

M18 钥

M12 男

M8 男

M7 女

M15 男

M17 男

M2 男

表六 甲组墓葬死者性别统计表

墓 号 性 别

M10 女

M16 男

M14 女

M13 男

M9 男

M6 男

图二要4 文家山墓地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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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袁其余的男女比例为 2:1曰两组男女性别比例非常

接近遥 丙组里有 1 例性别不明袁其余的男女比例为 5:

1袁 男女性别比例和墓葬的年代都与甲乙两组有别袁

当与甲乙两组墓葬不构成相应关系遥

三组墓葬的随葬品显示袁每一组墓葬里都有一座

等级较高的墓袁分别为甲组 M16尧乙组 M1尧丙组 M2遥

从主要随葬品的种类尧型式及数量来看袁甲组 M16 与

乙组 M1 构成对应关系袁 而将丙组 M2 排除在外袁参

见表九遥

文家山墓地所遵循的埋葬原则与反山墓地的埋

葬原则体现出一致性袁 甲组较高等级的 M16 为一期

晚段墓葬袁 乙组较高等级的 M1为二期晚段墓葬袁与

反山墓地甲乙两组隔代继承王位的甲/乙制非常相

似袁 可以认为文家山墓地甲乙两组墓葬的死者是一

个与反山墓地结构相似的二元人群组织遥

3.莫角山城邑社区的构成

人口和土地是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遥莫角山城邑

社区的各种类型居址尧不同等级墓地尧制玉石作坊遗

址都分布在内城墙尧 外城郭的台地及城内的高台或

高地上遥 叶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曳先推测出内城墙尧

外城郭及城内高台或高地的面积袁 然后以 100要150

平方米/人为标准袁 推算出所承载的人口数輩輷訛袁 见表

十袁城邑社区可居住面积约 229 万平方米袁总人口数

为 15200要22900人袁最大值接近 23000人遥

城邑社区的城内包括反山墓地代表的国王统治

集团尧 姜家山墓地代表的贵族和桑树头墓地代表的

城内平民遥 城郊包括汇观山墓地代表的首领集团袁文

家山墓地和卞家山墓地等代表的城外平民袁 或许还

存在中间层次人群遥 莫角山城邑社区的全体居民虽

然按照权力地位与社会分工划分居住空间和墓地袁

但是他们遵循着共同的社会礼仪与丧葬习俗袁 在一

定的组织制度和认同意识作用下袁 成为一个地区性

社会遥

渊二冤荀山村落社区

组成荀山村落社区的遗址群依分布大体分成三

块袁北部遗址群为羊尾巴山遗址渊东冤至钵衣山遗址

渊西冤诸遗址袁中部遗址群为沈家场遗址渊北冤至观音

塘遗址渊南冤以东诸遗址袁南部遗址群为荀山周围诸

遗址遥

1.瑶山墓地反映的村落首领集团

瑶山墓地位于北部遗址群内袁墓葬埋在瑶山观象

台上袁 破坏了土圭遗迹的南半部袁 死者皆为头南脚

北袁分为南北两排袁北排 6 座女性墓袁自西向东分别

为 M1尧M4尧M5尧M14尧M11尧M6曰南排 6 座男性墓袁自

西向东分别为 M3尧M10尧M9尧M7尧M2尧M8曰另外袁M7

与 M2 之间的墓葬被盗掘袁部分随葬品已缴回袁补编

号为 M12袁南排实际上有墓葬 7 座遥 墓地东半部墓葬

位于土圭内袁西半部的墓葬在土圭外遥

瑶山墓葬中有 6 座墓葬发表了随葬陶豆的线图袁

据豆盘形制和纹饰分为二型院A 型袁M9:80袁豆盘外壁

饰凹弦纹尧弧边三角形+圆点形组成的纹饰带遥 B 型袁

M10:82袁豆盘外壁饰三周凹弦纹遥瑶山 M9:80弧边三

角形+圆点纹陶豆袁 与庙前遗址第一尧 二次发掘的

M7:10 和 M27:2 弧边三角+圆点纹陶豆相似袁 瑶山

M10:82 弦纹豆与庙前遗址第五尧 六次发掘的 M3:12

凹弦纹陶豆相似遥 这两种陶豆在庙前遗址分别见于

两片墓地袁表明这两种陶豆应当代表不同的人群遥

依据豆盘口部及腹部的形态变化袁将 6 件标本分

表十 城内和外郭承载人口推算表

所在部位 推测面积渊万平方米冤 推算人口渊人冤

城墙 42 2800要4200

城内高台高地 123 8200要12300

外郭 64 4200要6400

合计 229 15200要22900

表九 三座墓葬主要随葬品统计表

墓号 主要随葬品

甲组M16
A域玉锥形饰 3渊头部冤尧玉梳背 1尧玉瑗 1尧B

石钺 1

乙组M1
B域玉锥形饰 3渊头部冤尧玉梳背 1尧玉璧 2尧

Aa石钺 27尧Ab石钺 5尧D石钺 1尧残石钺 1

丙组M2 B玉玉锥形饰 3渊头部冤尧C石钺 1

A型 1.庙前 M7 2. 玉式院瑶山 M9 3. 域式院瑶山 M11 4.芋式院瑶山 M16

B 型 5.庙前 M3 6.玉式院瑶山 M10 7.域式院瑶山 M3 8.瑶山 M4

图二要5 瑶山墓葬陶豆的型别和式别

10- -



为三式遥 玉式袁M9:80袁M10:82曰域式袁M3:43袁M4:38袁

M11:50曰芋式袁M6:17,见图二要5遥 另外袁M14:46没有

发表器物图袁但据文字描述院野浅盘袁折腹冶袁与 M6:17

野浅腹袁折壁冶非常相似袁故而推订为芋式遥

把陶豆型式回归到具体墓葬上就能看出袁瑶山墓

地存在着以 M9 和 M10 分别打头的两个墓区袁 每个

墓区都有两排墓葬袁男性墓葬在南边袁女性墓葬在北

边袁依据陶豆在两个墓区的分布情况袁可以分析出墓

地的结构袁见图二要6遥

A 墓区

渊女冤北排院M11渊域式豆冤尧M6渊芋式豆冤

渊男冤南排院M9渊A 型玉式豆冤尧M7尧M12尧M2尧M8

B 墓区

渊女冤北排院M1尧M4渊域式豆冤尧M5尧M14渊芋式豆冤

渊男冤南排院M10渊B 型玉式豆冤尧M3渊域式豆冤

A尧B 两个墓区男性墓葬头部成组玉锥形器和胸

前放置的玉钺尧石钺有差别袁组合与数量显现出一定

的规律性袁见表十一遥

如前所述袁瑶山 M10 墓主人头部 11 件等长的短

锥形器袁其组合与数目均显示异常遥 瑶山 M7 墓主人

头部的锥形器共 10 枚袁2 个大的尧8 个小的袁 应当分

属二组袁即每组 1 大 4 小袁为数目 5 的等级袁同墓随

葬其他玉器也有此种倍数关系遥 这两座锥形器数目

最多的墓主人胸前的玉钺尧石钺为 3 件袁与反山墓葬

随葬的玉石钺数目相同袁 而瑶山其他墓的玉石钺数

目均为 2 件袁因此 M7 和 M10 是 A尧B 两个墓区最高

等级墓葬遥

女性墓葬以玉璜的有无与多少体现出彼此之间

的差别袁 见表十二遥 其中随葬 4 件玉璜的 A 墓区

M11袁应当在女性墓葬中的地位最高袁女性墓葬也和

男性墓葬一样袁有等级高低的区分遥

A 墓区的男女性别比为 5院2袁B 墓区的男女性别

比为 1:2袁同一墓区内的两排男女不合乎一定的对应

关系袁所以很难将他们解释为夫妻异穴合葬袁至于死

者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袁 依据现有的资料也很难

做出判断遥 尽管如此袁A墓区与 B 墓区的墓主人是荀

表十一 A尧B 墓区男性墓主要随葬品统计表

墓区 墓号 玉锥形器 玉钺 石钺 玉瑁尧镦

B区
M3 5 1 1 无

M10 11 1 2 无

A区

M9 7 1 1 无

M7 10 1 2 有

M2 7 1 1 无

M8 5 1 1 无

表十二 A尧B 墓区女性墓玉璜统计表

墓区 墓号 玉璜

B墓区

M1 2

M4 2

M5 0

M14 1

A墓区
M11 4

M6 1

图二要6 瑶山墓地结构示意

11- -



山社区两个集团的首领袁可能无多疑问遥 那么袁A 墓

区 M7男性墓主人和 B 墓区 M10 男性墓主人袁 估计

是各自社会组织的大首领遥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袁已经为我们所注意到的最

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两合组织的袁在南美洲袁这种制

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袁这种结构模式)是许多社会的共

同特征袁其中包括最原始的社会袁也包括最进步的社

会袁以及整整一系列处于中间状态的社会輪輮訛遥

2.庙前墓地反映的村落基本群体

庙前遗址位于荀山的东南袁 分布范围很大袁从

1988 年至 2000 年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袁以荀山余脉

馒头山为参照袁第一尧二次发掘在山之东袁第三尧四次

发掘在山之南袁第五尧六次发掘在山之东北遥 每次发

掘都发现了墓葬袁但没有揭露出相对完整的墓地遥 其

中第一尧二次发掘的西区和第五尧六次发掘的北部土

台袁清理的墓葬数量较多袁大致成片袁见图二要7遥

第一尧 二次发掘的西区墓葬袁 主要分布在 T503

和 T516 两个探方里袁 头均朝南袁 作西北-东南向排

列袁分为三排袁自北而南的第一排为 M9尧M11尧M12曰

第二排为 M15尧M14尧M30尧M7尧M29尧M8尧M10尧M16尧

M24曰 第三排为 M26尧M25尧M27尧M31尧M28遥 这些墓

葬的陶豆绝大多数豆盘外壁饰有弧线三角+圆点纹袁

只有少数豆盘为素面袁 而且随葬素面豆的墓葬都分

布在各排墓葬的两端遥

庙前第一尧二次发掘的西区墓葬性别袁在空间分

布上有规律可寻袁第一排可以辨明性别的为女性袁第

二排可以辨明性别的为女性袁 第三排可以辨明性别

的为男性曰女性墓葬在北面袁男性墓葬在南面袁见图

二要8遥

第五尧六次发掘的北部土台上清理的 21 座墓葬袁

随葬弦纹或素面陶豆袁死者头朝南袁分成西北-东南

向的三排分布袁第一排可以辨明性别的为女性袁第二

排可以辨明性别的为男性袁 第三排可以辨明性别的

为男性曰 女性墓葬在北面袁 男性墓葬在南面袁 见图

二要9遥

庙前遗址的两处墓地都不完整袁只是整个墓地的

局部野片段冶袁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反映出墓地人群的

基本群体渊primary group冤构成情况及其葬俗特征袁随

葬品和葬俗体现出两处墓地人群与瑶山首领集团在

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联系遥

图二要7 庙前遗址历次发掘位置

图二要8 庙前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墓葬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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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要9 庙前遗址第五六次发掘墓葬性别

3.荀山村落社区的构成

现下分析荀山村落社区的人口尧土地尧组织制度

以及认同意识等方面情况袁尚不具备条件遥 据已有资

料可知袁瑶山墓地死者代表了村落社区的最高阶层袁

庙前墓地人群代表了村落社区的最低阶层袁 虽然他

们的社会地位差别很大袁 但是在物质文化层面和制

度文化层面上袁仍然保持了一致性遥

渊三冤良渚早期国家

恩格斯指出袁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

物袁国家是承认院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

盾袁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

立面遥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袁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

的阶级袁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袁就

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袁 这种力

量应当缓和冲突袁把冲突保持在野秩序冶的范围以内曰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

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袁就是国家輪輯訛遥

张忠培认为袁 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袁奴

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

态袁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院第一袁社会分为权贵和基

本居民袁前者是社会主宰并从后者聚敛财富袁然而后

者并不是前者的奴隶曰第二袁军渊王冤权与神权并重曰

第三袁良渚文化中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尧具有国家性

质的实体袁或暂可称之为方国輪輰訛遥 张忠培主要从社会

分层与权力地位体系论述了良渚社会所处的历史发

展阶段袁借用野方国冶一词指称并非野奴隶占有制冶的

地域性渊方冤国家渊国冤袁为正确认识良渚社会性质指

明了方向遥

在考古学研究和史前史研究里袁常见有文明的门

槛尧文明时代的门槛尧文明社会的门槛等说法遥 文明袁

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遥 摩尔根 叶古代社

会曳副标题野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

代的发展过程研究冶輪輱訛袁这本书的内容为从无国家社

会发展到国家社会的过程袁 因此文明时代指进入国

家社会的时代袁那么袁文明的门槛就是无国家社会与

国家社会之间的界限遥 进入文明门槛的良渚社会袁具

有以下三个方面早期国家特征遥

1. 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

摩尔根将史前人类组织的进步过程分为以性为

基础尧以血缘为基础尧以地域为基础三个发展阶段曰

将人类组织的形式分为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两种类

型遥 他说的社会组织以氏族为基本单位袁也就是血缘

组织袁他说的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袁通过地

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袁 也就是地缘

组织遥 摩尔根说袁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袁

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袁 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

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袁 政治

社会即由此而产生輪輲訛遥

莫角山城邑社区的反山墓地与文家山墓地袁在埋

葬方式及葬俗方面基本相同曰 荀山村落社区的瑶山

墓地与庙前墓地袁在埋葬方式及葬俗方面基本相同袁

各自体现出社区内部人群集团之间的血缘关系袁而

两个社区之间的差异当是地缘关系的体现遥 于是得

出这样认识院 良渚社会是以地缘域关系组织起来的

政治社会袁构成该社会的城内社区和城郊社区尧村落

社区以地域划分为基础袁而非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袁只

有在每个社区内的不同人群中还保持着一定的血缘

关系遥 按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逐渐使血缘

关系政治化袁 现实中的血缘关系最终演变成一个民

族的集体记忆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袁良渚社会

处于这一进程的起始端遥

2. 复杂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袁其主要

特征表现为袁社会人群分化为不平等的层级遥 良渚社

会的四个社区袁 依据社区的区位体系与首领的权利

地位体系分为四个层级袁 每个社区内的人群分又为

不同阶层袁整个社会形成一定的阶序遥

一般认为袁城内的反山墓地代表的人群是最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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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层袁姜家山墓地代表的人群属于贵族阶层袁桑树

头墓地代表的人群属于平民阶层遥 最新考古发现表

明袁莫角山以东的内城东区分布有大量手工业作坊袁

包括玉器尧石器尧漆木器尧骨角器等丰富的手工业活

动袁城内毛竹山尧高北山尧沈家村尧小马山尧钟家村尧野

猫山尧西头山尧公家山尧张家山尧桑树头和城外的盛家

村尧金家头尧美人地尧迎乡塘的表土或边坡的良渚文

化生活废弃堆积中袁发现与制作玉器尧石器相关的成

品半成品和加工玉石器的磨石尧燧石袁说明城内外的

手工业生产活动相当发达袁 充分证实良渚古城核心区

外主要是各类手工业作坊区袁尤其是玉石器作坊輪輳訛遥手

工作坊遗址分布表明袁 各类手工匠人大都居住在城

里袁还有一部分住在城墙外侧的高地上袁这些手工匠

人属于平民遥 文家山尧卞家山等遗址里出土的石犁尧

石耜尧石刀尧石镰尧石铚輪輴訛渊即所谓野耘田器冶冤等稻作农

业生产工具表明袁农人居住在古城外郭袁这些人也是

平民遥

莫角山城邑社区人群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袁依次

为院以国王为重心的统治集团渊反山冤尧贵族 渊姜家

山冤尧郊区首领集团渊汇观山冤尧手工匠人渊桑树头冤和

农人渊文家山尧卞家山冤遥

荀山村落社区人群推测有三个阶层袁村落社区首

领集团渊瑶山冤袁村子里的农人渊庙前冤袁中间层次人群

有待考古发现与研究遥

恩格斯指出袁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

主要部门袁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袁即商

品生产曰随着新的分工袁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袁

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袁 炸毁了各地迄今一

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袁 同时也炸毁了为

这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袁这样袁我们就走到

文明时代的门槛了輪輵訛遥

3. 权力等级系统

男性良渚国王和辅政王产生于王族 渊或贵族冤的

两个父系家族袁 类似商王室的两个主要执政群轮流

执政遥 良渚国王通过辅政王和职官尧城郊社区首领尧

村落社区首领及各村落小头领组成的权力等级系

统袁亦即官僚体系袁统治良渚王国的城内社区尧城郊

社区和村落社区袁 并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意识形

态袁用权力维护社会秩序遥

这里不妨借助阿兹特克文明的特诺奇蒂特兰权

力等级系统袁认识良渚早期国家的权力等级系统遥 阿

兹特克国家管理机构的顶层是国王和主要决策者袁

他们都拥有贵族头衔袁在特诺奇蒂特兰袁地位仅次于

国王的是首辅和四人议事会成员袁 当国王抱恙或不

在首都时袁首辅则成为摄政袁例行监督巫师袁并负责

各种各样的财政和法律事务袁 四人议事会中的两个

成员是军队统帅袁 这四人都是国王的主要顾问和管

理者袁国王和这五个官员领导了由行政尧军事和宗教

官员构成的官僚等级体系袁官员们从王室家庭尧其他

的贵族成员和受赏赐的武士中选拔出来袁 没有任何

官职可世袭袁悉由国王任命輪輶訛遥

良渚早期国家与特诺奇蒂特兰权力等级系统类

似袁 从城邑社区到村落社区构成了阶序化的权力等

级体系袁最高统治集团分别由数人组成袁实行王权轮

换制袁同时存在职官制遥

三尧社会物质生活

每个社会袁 每种文明袁 都依赖于经济尧 技术尧生

态尧人口等方面的环境遥 物质和生态条件总是在决定

文明的命运上起到一定的作用遥 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尧

健康与疾病尧 经济或技术的增长或衰落要要要所有这

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文化袁 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

构遥 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所有这些重大问

题的輪輷訛遥

渊一冤水利工程

1.水利工程与古城营建

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

件袁对社会尤其是早期社会发展袁有一定的制约和影

响遥 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规模之大袁远远超出今

天人们的想象遥 整个工程被考古学家分为山前长堤尧

谷口高坝和连接小山的平原低坝袁 为良渚社会发展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境保障遥

水利工程的年代袁根据坝体的碳-14 测年数据为

距今 5100要4700 年袁下限不晚于 2600BC遥 水利工程

与古城工程的年代保持一致袁在古城规划营建方面袁

以水利工程代表的环境保障系统与以城墙代表的城

邑防御系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袁 表明了水利工程在

良渚文明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遥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鲧袁主持过最早的城市建设与

水利工程袁 这两方面都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

教训袁与其把古史传说中的鲧视为某个具体人袁毋宁

理解为禹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袁 历史文献将禹之前

的城市建设与水利工程集于鲧一人袁 恰好说明二者

在时间上的一致性遥叶尚书窑洪范曳輫輮訛说袁鲧陻洪水遥陻袁

塞障的意思遥 文献记载的鲧障洪水和禹导洪水袁代表

了两种不同设计理念的水利工程袁 在历史上出现的

时间有先有后遥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位于大遮山

脉以南尧古城之北袁其主要作用是拦住从大遮山流下

来的洪水袁 保障古城的安全袁 属于塞障类型水利工

程袁比疏导类型水利工程早出现了将近 1000 年遥有意

思的是袁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水利工程袁

在以鲧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袁出现了早期文明曰在以

禹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袁出现了夏文明遥

水利史专家认为袁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遵循着

自然的演变和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规律袁 不仅有

防洪尧挡潮功能袁同时还是良渚古城重要的水资源曰

良渚古城是我国最早的水城之一袁古城还有环城河尧

城内河道尧水城门等水系设施袁可用于航运袁城内城

外水网密布袁河密律超过 30%以上輫輯訛遥

2. 水利工程的人力资源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经过测算袁所有坝体的土

方量总计为 288 万立方米袁 按每立方米的开挖尧运

输尧 填筑需要 3 个人工计算袁 建筑 11 条坝体大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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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860 万个人工曰若由 1 万人来造袁大约需要连续不

断工作两年半輫輰訛遥 如果按照野今农夫五口之家袁其服役

者不下二人冶 輫輱訛计算袁 一万个劳动力来自 5000 个家

庭袁总人口为 25000 人袁这个数值超过了原报告推算

的古城及外郭的人口总数 15200要22900人輫輲訛遥

良渚社会修建规模如此之大的水利工程袁绝不是

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袁 也绝不是城邑社区居民能够

完成的遥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袁持续组织尧调动大

规模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袁 除了需要专业知识和

技术手段袁更需要权力与制度的保障遥 无论史前还是

历史时期的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国家经营袁这样袁国家

从事这类活动的能力袁 就比土地所有权更进一步成

为政治力量的基础遥 大规模水利工程与国家权力之

间的关系袁 在良渚文明中可以进行非常有意义的研

究袁 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从工程技术方面转向权力

与制度方面袁 这样就可以把水利工程的研究从技术

层面提升到国家层面上来遥

渊二冤水稻生产

1.生产方式改变了水稻生产规模

在古城迆东 20余千米的临平茅山遗址袁 揭露出

良渚文化中期和晚期的稻田遗存遥 良渚文化中期稻

田呈条块状袁面积从 1要2 到 30要40 平方米不等袁田

块之间有隆起的生土埂和纵横交错分布的小河沟袁

部分田块有明显的排灌水口輫輳訛遥 叶说文解字曳院野田袁敶

渊各本作陳袁此依段注本冤也袁树谷曰田遥 象形袁囗十袁

千百渊各本作阡陌袁此依段注本冤之制也遥 冶段玉裁注院

野此说象形之旨袁谓囗与十合之袁所以像阡陌之一纵

一横也遥 冶段注引叶周礼窑遂人曳所描述的先秦灌溉农

田形制輫輴訛进一步说明遥 对比文献记载袁茅山良渚文化

中期稻田遗存已经具有灌溉稻田的基本样态遥

良渚文化晚期稻田遗迹丰富袁 稻田特征清晰袁发

现有河道尧河堤兼道路尧灌溉水渠以及田埂等与稻田

管理操作和灌溉有关的遗迹遥 河道是居住生活区和

稻田区的分界袁总体呈东西走向,灌溉水渠有两条袁均

呈东西走向袁 分别位于稻田区的南北两端田埂共发

现 9 条袁基本呈南北走向遥田埂的间距,除最东侧的两

条较宽袁约为 31 米外,其余的间距均在 17要19 米袁由

大致为南北向的田埂和东西向的灌溉水渠构成了大

致呈南北向长方形或近平行四边形的田块袁 田块面

积通常在 1000平方米左右袁最大的面积近 2000 平方

米袁这些田块内没有发现明显的固定田埂輫輵訛遥

茅山稻田在良渚文化晚期发生了明显变化袁突出

表现在几十平方米的小田块发展为上千平方米的大

田块袁充分说明生产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遥 水稻生

产依赖于人力袁由于技术水准低下袁因此每个农人所

能生产的剩余产品数量稀少袁 如果希望提升单位耕

地所承载的人口数量袁 通常需要在单位粮食生产上

投入更多的劳力袁因此袁人口密度的增长不会自然而

然地导致单位面积内食物剩余产品的增长袁 不管采

用哪种农业制度袁早期文明中的 70%要90%的生产力

必须投入在食物生产之上輫輶訛遥

良渚早期国家将原来松散粗放的水稻生产方式袁

改变为大规模集约化生产袁 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

方法来增加稻谷的总产量袁 满足良渚社会的人口增

长与统治阶层对于剩余产品的需求袁 在投入大量人

力的情况下袁 仍然不能满足人口增长与统治阶层对

于农业剩余产品的需求时袁 于是出现了用畜力补充

人力的耕作方式遥

茅山遗址和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一样袁 出土了石

犁,见图三要1遥 石犁模拟实验结果显示袁旱地实验的

可行性不高袁 水田实验在牛拉的情况下是可行的輫輷訛遥

这个实验结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遥 在茅山遗址东区

的广富林文化时期农耕层层面上发现 50 个牛蹄印袁

与此前发现的 30 个牛蹄印同属一组袁在遗址西区南

部稻田区的同一层位上发现了 17 个牛蹄印輬輮訛遥 如果

把茅山遗址良渚文化石犁与广富林文化时期多处连

续的牛蹄印联系在一起袁 推测良渚人已经掌握了用

牛拉犁种植水稻的技术袁 或许与当时实际情况的距

离不会太远遥

马克思指出袁家畜用其力补充人类筋力袁它是具

有极伟大意义的新因素輬輯訛遥 外国考古学家认为袁埃及

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仅有的利用家畜作为农业生产的

辅助劳力的早期文明遥 文明早期就已经出现由牛和

驴牵引的犁遥 据估计袁使用动物犁田能节省 50%的劳

力袁这使寥寥数人就可以耕种一大片单一作物耕地遥

制造和维修犁需要特别的技术袁 作为劳力的动物需

要被喂养尧佩戴工具及训练牵犁遥 而中国用家畜牵引

犁袁直到东周才出现輬輰訛遥 现下可以有理由相信袁随着良

渚古城遗址和遗址群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不断深入袁

良渚早期国家将会成为继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利

用家畜作为农业生产辅助劳力的早期文明发现之

后袁 世界上又一个利用家畜作为农业生产的辅助劳

力的早期文明遥

2.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反思

池中寺遗址发现的粮食遗存都是水稻袁美人地遗

址发现的水稻占植物总数的 82.17%袁 卞家山遗址发

现水稻占植物总数的 32.7%輬輱訛袁 充分表明良渚居民粮

图三要1 茅山遗址出土石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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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瑶山墓地男性随葬玉钺石钺统计表

墓号 玉钺 石钺 合计

M2 1 1 2

M3 1 1 2

M7 1 2 3

M8 1 1 2

M9 1 1 2

M10 1 2 3

M12 墓遭破坏袁器物出土情况不明

食生产的单一性遥

对于持续发展 1000 余年的良渚文化突然衰亡的

原因袁学界有不同的解释遥 有学者从农作物种植制度

方面寻找原因袁认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袁水稻是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中唯一的农作物品种袁属

于典型的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袁 在现今的机械化

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袁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

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袁 但在农业生产技术尚不发

达的史前时代袁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存在着极大

的隐患袁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弱袁因此袁以单

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为特点的古代农业越是发达袁

人类对其依赖性越强袁其存在的危险性就越大袁任何

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害都有可能轻易地摧毁整个农业

生产体系袁 由此造成以这种农业生产体系为基础的

古代文化传统的迅速衰亡袁 良渚文化的突然衰亡有

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輬輲訛遥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

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后果袁 已经引起外国考古学家

关注遥

渊三冤玉石器生产

1.玉石礼器的象征体系

水稻是良渚社会物质生活必需品袁作为礼器的玉

石器是精神生活必需品袁 玉石礼器之于良渚人的社

会生活袁犹如青铜礼器之于商人的社会生活遥 本文称

为野制玉石手工业冶袁而不是野制玉手工业冶袁是因为在

良渚社会里袁 作为礼器的玉器和与之相对应的石器

构成一个完整的象征序列体系袁 玉礼器与石礼器的

价值体现是互为前提的袁如果只有玉礼器或石礼器袁

则不能正确表达出玉石礼器的象征意义袁 古人所谓

野玉袁石之美者冶袁就是将玉与石作为同类遥 从岩矿的

角度看良渚玉石器袁一些石料与玉矿存在着野伴生冶

关系袁例如野溶解凝灰岩冶袁用这种石料加工的石器往

往与玉器共存袁 考古发现的手工作坊遗址袁 也都是

玉尧石遗存并见遥

良渚墓葬人骨保存极差袁墓葬死者性别依据随葬

品推断袁在被认定为男性墓葬里袁玉钺尧石钺构成组

合与数量关系輬輳訛袁现将反山墓地男性墓葬和瑶山墓地

男性墓葬随葬玉钺尧石钺统计如下袁见表十三尧表十

四遥

此外袁卞家山墓地尧文家山墓地尧庙前墓地的男

性墓葬均随葬有石钺袁但数量多少不等遥

玉钺尧石钺在不同墓葬的分布显示袁所有男性墓

葬都随葬石钺袁石钺当是死者的社会性别符号曰随葬

玉钺死者社会地位要高于仅随葬石钺死者曰玉钺尧石

钺的不同组合及数量配置袁 象征着不同层级遥 良渚

玉尧 石器用质地与纹饰构成一个分类要要象征序列

体系袁这个体系基本分类为院玉与石袁有纹饰与无纹

饰遥

2.玉石手工业制度

从玉尧石钺功能的视角来看袁良渚制玉手工业与

制石手工业应当是同一个产业遥 接下来的问题是袁良

渚社会的制玉石手工业袁首先需要研究制玉石匠人尧

制玉石工具和作坊尧 玉石料和产品等生产力系统的

实体性要素曰其次需要研究玉石器生产的专业分工尧

协作和生产管理等生产力系统的运筹性要素曰再次袁

还要通过墓葬死者与随葬玉石器的关系袁 研究玉石

器占有者与生产者在生产尧流通尧分配尧占有中的关

表十三 反山墓地男性随葬玉钺石钺统计表

墓号 玉钺 石钺 合计

M12 1 2 3

M14 1 2 3

M15 0 2 2

M16 1 2 3

M17 1 2 3

M18 0 1 1

M2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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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袁即生产关系系统遥

据余杭庙前尧嘉兴雀幕桥尧平湖平邱墩等遗址发

现的 100 座小墓的统计袁随葬品里有玉器的 54座袁占

总数的 50%以上遥 而一切能够体现良渚文化时期制

玉水平的精雕细琢与复杂造型袁 均集中于少数大墓

之中輬輴訛遥最近发现的德清中初鸣治玉作坊遗址群輬輵訛袁以

制作锥形器为主袁其他器物有只有管尧环之类袁大都

是蛇纹石制品袁阳起石很少袁表明这里生产的玉石锥

形器是供低等级聚落成员使用的袁 是一个低等级的

作坊遗址遥 如果可以推定小墓里的玉石器都出自低

等级的制玉石作坊袁这样的话袁大墓随葬的精雕细琢

与复杂造型的透闪尧 阳起石玉器就应当有高等级的

专门作坊遥 进而引申出有关良渚社会玉石器的三个

问题院一是各类玉石料的来源地及其获得方式袁二是

各类玉石器的加工地及其流通方式袁 三是各种精美

玉器是通过什么方式与途径聚集到良渚古城的袁这

些问题应该和制玉石手工业制度密切相关遥

良渚社会的玉石器和原料袁 还有稻谷和家畜袁从

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流通

的袁这个过程是如何组织和控制的袁这方面的研究对

于深入认识良渚社会袁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遥

四尧 社会控制方式

社会控制是运用社会统制手段袁 规范社会行为袁

维护社会秩序遥 习俗尧礼仪尧宗教尧法律等是社会控制

的重要方式袁 从本质上反映了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

各种社会关系遥 良渚社会控制机制在早期国家形成

过程中应运而生遥

渊一冤 赋税与徭役

1.古城稻谷遗存反映的赋税

古城里没有发现稻田遗迹袁但在莫角山宫殿区附

近发现了多处成堆的碳化稻谷遗存袁 尤其是在南面

的池中寺遗址发现了 200000 千克碳化稻谷袁 发掘者

认为这里是宫殿区的稻谷仓储遥 这些碳化稻谷遗存袁

经过同位素测定分析袁源于不同的产地袁推测来自城

外的不同村落遥 根据茅山遗址稻田的硅酸体与稻谷

重量的关系袁 初步估算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单

位面积产量约为 141 千克/亩輬輶訛袁 以此推测池中寺遗

址发现的稻谷约为 1418 亩稻田一年的产量遥

池中寺发现的稻谷仓储遗存袁与美人地尧卞家山

遗址发现水稻遗存有着本质区别袁 它说明随着政治

统治与权利集中袁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袁良

渚社会分成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和以平民为代

表的被统治阶层袁前者对后者实施政治控制袁后者向

前者缴纳土地赋税袁 而土地赋税则是建立在统治阶

层完全掌握土地权力的基础上遥

2.水利工程和古城工程反映的徭役

良渚早期国家的广大民众除了要向以国王统治

集团缴纳土地赋税袁而且还要向统治集团提供徭役袁

徭役实际上是赋税的变体遥 良渚水利工程和古城工

程袁 应当理解为社会剩余劳动转化为徭役形式最直

接的体现遥

本文前面推算良渚古城水利工程人力资源袁提出

一万个劳动力大约来自 5000 个家庭袁 总人口约为

25000 人袁 这个数值超过了城内和城外总人口数袁而

居住在城内的统治者和贵族绝不可能袁 妇女儿童和

老人也不大可能参加水利工程袁这样的话袁水利工程

的劳力应当来自统治者所管辖的各个村落社区遥

古城建设工程庞大袁工艺复杂袁耗费大量人力物

力袁 据实验考古推算袁 假设参与建设的人数为 1 万

人袁如果以每年农闲时间参与古城建设袁按 100 个工

作日计算袁 则 1 万人完成土石方单项工程的时间就

需要 20 年袁如果每年工作 365 个工作日袁全部工程需

要连续不断工作 55 年袁因此袁良渚古城是一个历经

几十年建设的庞大的工程系统輬輷訛遥 这里深层次问题仍

然是袁在良渚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袁土地所有权与生

产关系方面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遥

渊二冤礼制

在中国古代社会袁野礼冶是规定社会生活方式尧维

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统制手段遥 野礼冶可以调整人类与

自然界的关系袁即所谓野礼也者袁合于天时袁设于地

財袁顺于鬼神袁合于人心袁理万物者也冶輭輮訛曰也可以调整

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袁即所谓野夫礼者袁所以定亲疏袁

决嫌疑袁别同异袁明是非也遥 冶輭輯訛

文献记载 野礼冶 的分类不尽相同袁叶礼记窑昏义曳

称院野夫礼始于冠袁本于昏袁重于丧祭袁尊于朝聘袁和于

射乡袁此礼之大体也遥冶輭輰訛冠尧婚尧丧尧祭尧朝尧聘尧射尧乡袁

基本涵盖了礼的内容遥 考古学可以通过相关考古遗

存认识良渚社会的丧礼和祭礼遥

1.良渚墓葬反映的丧礼

古代墓葬是丧礼行为的最终结果袁因此被视为研

究古代丧礼最直接的实物资料遥 学界一般认为袁良渚

墓葬随葬的璧尧琮等玉器是野玉敛葬冶輭輱訛遥 叶释名窑释丧

制曳院野敛袁以衣服敛尸也遥 冶輭輲訛考古发现的周代玉覆面尧

鳞施尧珠襦袁汉代玉匣尧七窍塞之类袁都属于以玉殓

尸袁良渚墓葬并非以玉殓尸袁所以不是野玉敛葬冶遥 夏

鼐认为袁琮的用途袁据叶三礼曳和汉儒注释袁它在祭祀

时用以祭地袁 敛尸时放在腹部袁 朝聘诸侯以献君夫

人袁这些可能都是儒家的设想袁先秦没有实行过这种

制度輭輳訛遥

叶礼记窑丧大记曳记载了先秦丧礼的繁复仪式袁葬

前先要为死者施行小殓尧大殓輭輴訛遥 小殓主要内容为袁将

殓衣放在衾上袁举尸着衣以衾包裹袁再束之以绞遥 大

殓也要举行各种仪式袁最后移尸于棺内遥 小殓尧大殓

是葬前的重要程序袁概言之袁小殓为殓尸袁大殓为入

棺遥

依据文献记载袁 推测良渚墓葬也存在殓尸 渊小

殓冤与入棺渊大殓冤两个程序袁死者佩戴或缝缀在衣衾

上的装饰品袁与衣衾一同殓尸渊小殓冤袁随葬的玉石

钺尧玉琮尧玉璧等袁与漆器尧陶器等一同入棺渊大殓冤遥

研究表明袁 死者佩戴或缝缀的装饰品与随葬的玉石

器等物品袁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袁这些随葬的玉石器

是死者社会性别与权力地位的象征符号遥 这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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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玉石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转让的袁 由于玉

石器与死者关系密切袁从而导致这些器物埋在墓里袁

永远不会出现在生者社会的使用领域遥

良渚丧礼玉石器组成的象征系统包括三种表达

方式院 第一种袁 用有无关系表达社会人群的横向关

系袁如用装饰品锥形器与璜象征死者社会性别袁用生

产工具钺与纺轮象征死者性别分工袁 用玉璧及璧形

玉琮象征城邑社区人群袁区别于村落社区人群遥 第二

种袁用序列关系表达社会人群的纵向关系袁以装饰品

级别的差异象征死者社会地位的差别袁 以玉石钺质

地尧纹饰尧种类及数量象征死者社会地位等级遥 第三

种袁为前两种方式叠加袁以玉钺尧玉琮和玉璧象征死

者权力等级袁代表最高等级王权尧神权尧财权遥

玉钺象征王权袁玉璧象征财权袁前面分析反山墓

地已论及遥 至于玉琮袁张光直说袁古代的琮通过很小

的体积袁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很多特征都包括在其中袁

琮的方尧圆表示地和天袁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

沟通袁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袁在许多琮上有

动物图像袁 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

通天地袁因此袁可以说琮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

为的很好的象征物輭輵訛遥 张忠培认为袁良渚玉琮象征神

权輭輶訛遥

2.钟家港古河道遗存反映的祭礼

莫角山宫殿区的东边袁钟家港古河道由北而南纵

贯古城袁在古河道的北段尧中段尧南段做了发掘袁见图

四要1遥 南段和北段紧邻两岸台地袁河道堆积中存在

大量的陶器尧 石器以及漆木器等遗物遥 值得注意的

是袁古河道里还出土了人头盖骨容器袁以前在卞家山

遗址 G1 堆积里也发现过这种人头盖骨容器袁 见图

四要2袁G1 出土的人工制品和动植物遗存与钟家港

古河道很相似輭輷訛袁估计遗存的成因和性质相近似遥 靠

近宫殿区的古河道中段袁 发现的人工制品和动植物

遗存的数量和种类都明显少于北段和南段袁 从古河

道内堆积分布情况来看袁 北段和南段堆积是有意识

行为造成的遥

古河道南段和北段的堆积物袁通过淘洗发现了大

量动植物遗存和大量人骨遥 从目前资料来看袁家猪数

量最多袁达到可以鉴定骨骼数量的 70%以上袁人骨以

20 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居多袁见图四要3袁人骨与猪骨

共出袁人骨上有肢解痕迹和剔肉痕迹觼訆訑訛遥 古河道内淘

洗出土的植物遗存里发现了数量极少的炭化稻米袁

根据出土植物种子的类别可知袁 当时河岸附近生长

着大量的果树觼訆訒訛遥

古河道出土人骨袁 经过鉴定都是非正常死亡遥

野锶同位素冶检测发现袁这些人骨绝大部分是吃大米

的袁只有两例为吃小米袁良渚时代南方人吃大米袁北

方人吃小米袁显而易见袁这两例吃小米的人骨应是北

图四要1 钟家港古河道发掘位置

图四要2 卞家山遗址出土人头盖骨容器

图四要3 钟家港古河道出土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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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觼訆訓訛遥

山东地区史前水稻遗存研究显示袁这个地区的稻

作农业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发生并发展起来的袁大

汶口文化中期以后袁稻作遗存数量不断增加袁分布区

域由南向北逐渐推进袁从鲁南尧东南向西北呈逐渐递

减的趋势袁应是越过苏北扩散到鲁南一带觼訆訔訛遥 这一现

象的背后袁可以理解为良渚文化不断北上的结果袁江

苏境内从 1950年代以来袁 不断发现良渚文化遗址和

墓葬就是最好的说明遥 钟家港古河道发现吃小米人

被吃稻米人杀死扔在河里袁 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良

渚文化人群与大汶口文化人群的对立关系遥

钟家港古河道北段和南段遗存与一般良渚遗址

和墓葬的区别相当明显袁 尤其是非正常死亡的男女

青年骨骼和人头盖骨容器袁表明这类遗存的特殊性袁

可以与郑州商城社祀遗迹作对比研究遥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在 1970 年代发掘出一条近南

北向的壕沟袁沟内填土里出土大量二里冈期的陶片尧

骨器和石器等袁以及数量众多的人头骨袁间杂有极少

量的牛骨和猪骨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不少的人头骨

上遗留有明显的锯痕袁 一般是从人头骨的眉部和耳

部上端横截锯开袁这些人头骨主要是人的头盖骨袁兼

有少量的人头骨下部袁 而没有一个完整的人头骨觼訆訕訛遥

郝本性认为袁壕沟堆积为社祀遗存袁人头骨容器即文

献记载的野饮器冶袁这处遗址是商城亳社所在地觼訆訖訛遥

俞伟超推定江苏铜山丘湾遗址为商代社祀遗存袁

遗址的中心是矗立于地上的四块天然大石袁 周围有

人骨架 20 具袁人头骨 2 个袁狗骨架 12 具袁人架大多

俯身屈膝袁双手反缚袁性别尧年龄可辨者有六男四女袁

皆青尧中年袁都是被杀后就地用黄土掩埋的袁全部人

骨架中袁一半左右头骨破碎袁有的在头或腕骨旁有一

石块袁似表明主要是被砸死的袁全部人骨架和狗骨架

的头向对着中心大石袁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表明袁人尧

狗被杀是以中心大石为神祇进行祭祀袁 同样的祭祀

方式至少曾进行二次袁 很可能有多次袁 当为社祀遗

迹遥 俞伟超指出袁丘湾遗址中心大石为社神袁商周时

期主要以树为社神袁叶论语窑八佾曳院野夏后氏以松袁殷

人以柏袁周人以栗冶曰商周祭社之法袁叶周礼窑春官窑大

宗伯曳称野血祭冶袁丘湾遗迹中的人祭很可能是商代的

那种野血祭冶袁春秋时代依然存在杀人祭社的情况觼訆託訛遥

钟家港古河道遗存人骨与猪骨共出袁 人骨以 20

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居多袁 人骨上有肢解痕迹和剔肉

痕迹袁同时还发现人头盖骨容器袁这些与郑州商城社

祀遗存尧铜山丘湾社祀遗存的人骨与家畜骨共出尧人

与家畜均非正常死亡尧 用人头盖骨做容器等现象极

为相似袁亦与叶周礼曳记载的野血祭冶吻合袁因此钟家港

古河道遗存应当是社祀遗存遥

社袁叶说文解字曳解释为野地主冶觼訆記訛袁即土地之主遥

叶墨子窑明鬼下曳 说院野且惟昔者虞夏商周袁 三代至圣

王袁其始建国营都袁日必择国之正坛袁置以为宗庙袁必

择木之修茂者袁立以为菆位冶袁注云院野菆位袁社也遥 冶觼訆訙訛

叶淮南子窑齐俗训曳记载袁有虞氏其社用土袁夏后氏其

社用松袁殷人其社用石袁周人其社用栗觼訆訚訛袁由此可知袁

立社并且实行社祀为早期国家的重要礼仪遥 良渚社

祀遗存的发现袁成为早期国家举行社祀的实物例证遥

殷墟甲骨卜辞里有用俘于社的记载觼計訑訛袁春秋时仍

可见到以战俘为人牲祭祀殷社袁叶左传窑昭公十年曳院

野秋七月袁平子伐莒取郠袁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冶觼計訒訛遥 根

据甲骨卜辞和叶左传曳记载的野献俘冶袁钟家港古河道

发现的两个吃小米人袁估计是俘获的大汶口文化人袁

被用作人牲来祭祀良渚王国的野社冶遥 至于古河道里

发现的那些吃稻米人的身份袁 还是个需要深入研究

的问题遥

五尧 社会意识形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遥 马克思说袁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

中袁 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

成像的袁 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

中产生的袁 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

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觼計訓訛遥 良渚早期国家的

社会意识袁是良渚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袁具有丰富的

内容和形式遥

渊一冤宗教

良渚社会的精神生活袁被以巫术为主要形式的宗

表十五 良渚玉器人物图像统计表

墓葬分组 器号 器型 雕刻技法 正面造型 侧面造型

反山甲组

M12:87 玉柱形器 浅浮雕+阴线刻 完整人形

M12:98 玉琮 浅浮雕+阴线刻 完整人形

M12:100-1 玉钺 浅浮雕+阴线刻 完整人形

M12:103 玉"权杖"瑁 浅浮雕+阴线刻 简化人形

M22:8 玉璜 浅浮雕+阴线刻 简化人形

反山乙组
M15:7 玉冠状器 透雕+阴线刻 变体人形

M16:4 玉冠状器 透雕+阴线刻 变体人形

瑶山 A区
M2:1 玉冠状器 阴线刻 简化人形

M7:26 玉三叉形器 阴线刻 简化人形

瑶山 B区 M10:20 玉牌饰 浅浮雕+阴线刻 简化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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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导着遥 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是经过巫术进

行天地人神的沟通袁 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

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袁 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

独占的是政治因素袁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袁中国古代

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袁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袁即技

术上的变化袁则是次要的袁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袁

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尧重要的连续性觼計訔訛遥

1.巫觋的图像

这里讨论的良渚人物图像袁就是过去说的野神人

兽面像冶袁又称为野神徽冶遥 至今这类图像发现的数量

很少袁仅见于反山 M12尧M15尧M16尧M22 和瑶山 M2尧

M7尧M10 这类特殊身份死者墓葬遥 人物图像有正面

和侧面两种样式袁 整体造型分为完整人形尧 简化人

形尧变体人形三类袁见表十五遥 不同造型和不同技法

的人物图像袁 在反山墓地和瑶山墓地有一定规律可

寻院浅浮雕+阴线刻的完整人形尧简化人形纹样见于

反山甲组墓葬袁透雕+阴线刻的变体人形纹样只见于

反山乙组墓葬曰 阴线刻的简化人形纹样见于瑶山 A

区墓葬袁而浅浮雕+阴线刻的简化人形纹样只见于瑶

山 B 区墓葬遥

反山 M12 出土玉器上的野浅浮雕+阴线刻完整人

形纹样冶袁正面尧直视尧踞坐袁头戴羽毛装饰的帽子袁身

穿饰有动物图案的衣服袁双脚穿爪状靴袁为典型剖分

式构图遥 这种样式与我国云南纳西族的金翅大鹏渊杜

盘休曲冤觼計訕訛尧北美洲海达人和钦西安人的熊觼計訖訛尧钦西安

人的怪兽觼計託訛等艺术造型袁 有着极高的相似度袁 见图

五要1遥

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袁在良渚聚落里没有发现

雕刻人物图像的玉璧袁 反山墓地随葬玉璧最多的

M14尧M20尧M23 随葬其他玉器上也没有发现人物图

像袁说明人物图像与玉钺渊象征王权冤尧玉琮渊象征神

权冤构成对应关系袁与玉璧渊象征财富冤不构成对应关

系遥

人物图像的帽子中间作尖凸状袁这种样式又见于

玉梳背渊因其形若羽冠袁故名为冠状器冤袁对比反山尧

瑶山墓葬出土的玉鸟袁 帽子的外形和玉梳背顶端都

是模仿鸟头的形象袁尖凸部分表现的是鸟喙袁人头上

戴的羽毛帽子象征自然界的鸟袁 意味着鸟在天上飞

翔遥

从北美洲西北海岸钦西安人首领与萨满的照片

上袁可以清楚地看到袁他们的服饰和纹身有不同的动

物图案觼計記訛袁见图五要2曰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展

出的 18要19 世纪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萨满服

饰也有动物图案觼計訙訛袁见图五要3袁这样就能知道袁良渚

人物图像所包含的野兽面纹冶袁很可能是衣服装饰的

动物图案遥

有学者认为袁良渚野兽面纹冶以及冠状器尧三叉形

器的创作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的鳄觼計訚訛袁见图五要4遥古城

外葡萄畈遗址出土黑陶器上刻有侧面观和正面观的

鳄鱼纹样觼訉訑訛袁野兽面纹冶 实为正面观的鳄鱼之说可信遥

良渚玉器人物图像上的野鳄纹冶象征自然界的鳄鱼袁

良渚玉器的人物图像

云南纳西族的金翅大鹏

北美洲海达人渊左冤和钦西安人渊右冤的熊

北美洲钦西安人的怪兽

图五要1 良渚人物图像与云南及

北美洲造型图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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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游到水里袁意味着进到了地的下面遥

伊利亚德说袁阿尔泰萨满服饰有三种主要的动物

形象袁即鸟尧驯鹿和熊袁萨满服饰通过所有装饰物想

要以动物的形象赋予萨满一个全新充满巫术的身

体遥 在俄罗斯一些部落袁人们认为帽子是萨满服饰中

最重要的部分袁萨满的帽子用天鹅尧鹰尧猫头鹰的羽

毛装饰袁例如袁阿尔泰族使用金色鹰或棕色猫头鹰的

羽毛袁索娅特尧卡拉加斯以及其他民族使用猫头鹰的

羽毛袁阿尔泰萨满的长袍是用山羊或驯鹿皮制成的袁

缝在袍子上的许多彩带和方巾代表着蛇袁 有时这些

彩带和方巾被剪成长着双眼和下颌张开的蛇头袁那

些较大的蛇的尾巴是交叉的袁 有时三条蛇共享一颗

头觼訉訒訛遥 通过萨满服饰去认识良渚人物图像袁有着积极

的意义遥

濮阳西水坡 45号墓的人骨周围用蚌壳摆塑的动

物形象袁 张光直解释为古代原始道教上的龙虎鹿三

蹻袁他说袁濮阳新发现的重要性之一袁便是它在我们

对历代巫蹻符号的辨认上袁发挥了点睛的作用袁中国

古代美术中常见的一个符号便是人兽相伴的形象袁

我们在这里不妨叫它作野人兽母题冶或迳称之为野巫

蹻冶母题袁也就是环太平洋地区古代和原始美术中常

见的所谓 alter ego或野亲密伙伴冶的母题袁从濮阳发现

的启示袁我们确定地认识到袁这个母题的成分便是表

现一个巫师和他的动物助手或野蹻冶觼訉訓訛遥 后来袁张光直

又提出袁中国仰韶时代巫觋的各种特征袁在本质上是

图五要2 北美洲钦西安人首领与萨满

图五要3 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萨满服饰

图五要4 鳄是良渚玉器及图案造型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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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现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巫觋宗教或称萨满教 (

Shamanism)是相符合的袁仰韶时代萨满教的证据是全

世界萨满教历史上有强烈证据表现的最早期的形式之

一袁对世界原始宗教史的研究上有无匹的重要性觼訉訔訛遥

良渚玉器的人物图像袁自上而下分为鸟/人/鳄三

个层次袁体现出天上/地上/地下三重宇宙范式袁这个

图像中的野人冶袁即文献记载的巫觋袁他位于升天的

野鸟冶与入地的野鳄冶之间袁鸟与鳄成为他通神的助手袁

符合萨满教的特征遥 叶汉书窑郊祀志曳院野在男曰觋袁在

女曰巫冶袁颜师古注曰院野巫觋亦通称耳遥 冶觼訉訕訛良渚玉器

人物图像实际表现的是戴帽穿衣的巫觋形象遥

2.巫觋的法器

良渚墓葬随葬的方柱状玉琮多在死者身体居中

部位发现袁与人体脊椎的位置大致相当袁环状玉琮在

上肢部位发现袁 居中的方玉琮与巫觋图像存在一定

对应关系遥 伊利亚德说袁萨满教认为骨架具有象征意

义袁萨满服饰之所以装饰一些铁质物品袁是因为这些

物品模仿人类的骨骼袁 并且至少部分地赋予萨满服

饰一副骨架的形象袁 尤其是骨架概括并重现了死亡

与重生袁将模仿人类骨头的物品放在骨头的地方袁在

那里袁骨头等待着重生觼訉訖訛遥 良渚墓葬的一些玉琮与萨

满教仿人骨铁质物品的功能比较相似袁 墓葬里的一

些玉琮很可能象征人骨遥

反山 M12 墓主人足端部位随葬一个 野圆形器冶

渊M12:68冤袁据原报告图七五推算袁直径大约 35 厘米袁

原报告称袁似为野太阳盘冶遥 此器中间镶嵌圆形玉片袁

围绕圆形玉片由小玉粒组成放射光芒状袁 其外为长

条玉粒和小玉粒组成的图案袁最外有一周朱痕 ,宽约

2.5 厘米,高出内面约 2 厘米袁见图五要5袁根据文字描

述袁估计这些玉粒和圆形玉片原来镶嵌在动物皮上袁

动物皮蒙在外圈边框上袁有机质蒙面腐烂之后袁圆形

玉片和玉粒塌落在边框的里面袁这件野圆形器冶是鼓

的可能性极大遥

在反山 M22 墓主人头端部位袁也发现了一件野圆

形器冶(M22:2)袁 直径约 28 厘米袁 中间部位低于周边

3要4 厘米袁原报告称袁为塌陷所致袁中间镶嵌一圆形

玉片袁周边饰玉粒袁此器似为野太阳盘冶袁见图五要6袁

这件野圆形器冶和反山 M12:68一样袁也应当是鼓遥

萨满鼓在萨满教仪式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袁它的

图五要5 反山 M12随葬的萨满鼓

图五要6 反山 M22随葬的萨满鼓

图五要7 西伯利亚萨满鼓图案

图五要8 北美洲萨满鼓觼訉訙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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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意义很复杂袁巫术功能也丰富多样袁萨满鼓是实

施萨满教降神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袁 无论是携带萨

满进入野世界中心冶袁还是使萨满飞上天空袁或是召唤

精灵并将其野囚禁冶,还是击鼓使萨满入定并与其正准

备进入的神灵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袁都无一例外觼訉託訛遥

研究西伯利亚萨满鼓的学者说袁当看到一面西伯

利亚萨满鼓时袁 即使一个对于萨满教所知甚少的人

都能判断出鼓面代表天空袁 因为几乎所有的西伯利

亚萨满鼓上都绘有太阳和月亮袁 有时会画有金星或

其他行星与知名星座袁 此外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的萨

满鼓上也都绘有相似图案袁比如克特人(Kets)认为萨

满鼓代表整个宇宙或是野整个地球冶袁埃文基人(Even鄄

ki)的萨满认为鼓可以使世界重生 袁 哈卡斯人

(Khakas)尧捷连基特人(Telengit)尧铁列乌特人(Teleut)和

其他民族也都持有相似的观点袁 这一看法为众多民

族所接受的事实也间接证明了各个民族的萨满鼓在

很大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袁 萨满鼓上所绘制的

图案的主题是一致的袁即都象征着宇宙袁见图五要7

和图五要8觼訉記訛遥

反山墓地发现的两件圆形鼓象征着宇宙袁鼓的中

心镶嵌圆形玉片袁 M12:68 中心图案像光芒四射的太

阳袁格外引人注目遥 可以想象袁良渚国王带领众巫觋袁

一边敲击着鼓袁一边念着咒语袁在迷幻中袁魂灵随着

鸟儿飞向了天空遥

张光直说袁对社会体系进行操纵的关键袁在于社

会与经济的分层袁在中国这种分层包括宗族分支尧聚

落的等级体系渊导致城市和国家冤和萨满阶层以及萨

满法器渊包括美术宝藏冤的独占遥 在分层的宇宙内袁祖

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层次袁 生人经由萨满或萨满一

类的人物袁 借动物伴侣和法器要要要包括装饰着有关

动物形象的礼器要要要的帮助与他们沟通袁 在像中国

这样把祖先或神的智慧的赋予与统治的权力之间画

等号的文明之中 袁 对萨满服务的独占与美术宝

藏要要要亦即萨满法器要要要的占有袁便是社会上层人士

的必要条件輥輷訛遥

3.分层的宇宙观

良渚社会的等级化与阶序化袁使人们对自然界的

认知也具有分层的特征袁野巫觋图像冶中的鸟尧人尧鳄袁

被安排在天空尧陆地尧地下三个空间遥 如果对良渚玉

琮进行解构袁把琮上下的圆视为天地袁把贯穿上下的

射孔视为通道和主柱袁 把连接琮上下的直槽和节面

视为方位和通道袁那么这一复杂几何形式的立体袁是

当时宇宙观的象征觼訊訑訛遥 萨满教认为袁宇宙由三层构成院

天空尧陆地和地下袁这三层由一根中心轴连接袁萨满

可以成功地在三界中穿行袁 这根轴要穿过一个野口冶

或一个野孔冶袁正是通过这个孔袁天神降临人间袁逝者

去往地府袁正是通过这个洞袁萨满的灵魂在入定时能

够向上进行升天之旅袁或者向下进行入地之旅觼訊訒訛遥

在世界各地许多萨满教中袁出现了与数字 9 和 7

有关的事项和传说袁 这是萨满教对于宇宙观的进一

步理解与表达袁例如袁九级天国尧九个梯阶的柱子袁七

级天国尧七个树杈的宇宙树等觼訊訓訛遥 随着宇宙观的发展袁

良渚王国用 9 个一组或 7 个一组玉锥形器象征分层

社会的最高等级或次高等级袁 体现了王权与神权至

高无上的思想遥

良渚玉器被赋予宇宙观的同时袁良渚古城规划建

设和使用也体现出分层宇宙观遥 莫角山宫殿区尧皇坟

山宫殿区和反山墓地等墓地袁 高出城内地表约 6要5

米袁贯穿古城南北的钟家港古河道深约 3 米袁这样很

容易分出来袁城内空间分为上界渊天空冤尧中界 渊陆

地冤尧下界渊河流冤袁中界又分为高台与平地二阶遥 良渚

王国的祖先和神居住在天上袁 国王和贵族居住 渊埋

葬冤在高台上袁高台或许象征着良渚人与上界尧下界

沟通的崇山袁平民们居住渊埋葬冤在平地上袁社祀的牺

牲与人牲被抛弃到河里袁 分层的社会人群对应着分

层的宇宙空间袁 通过城市规划和礼仪强化分层宇宙

观遥

这里袁不妨把良渚人的宇宙观与阿兹特克人的宇

宙观作一简单比较遥 阿兹特克人认为袁自己的宇宙既

向四周横向扩展袁也向上下竖向扩展袁横分世界意味

着神灵权力与地理及气候现象有联系袁 竖分世界是

一种常见的宗教观念袁设置竖向的天堂袁与其说与自

然现象有关袁不如说与权力和等级有关觼訊訔訛遥 良渚人宇

宙观表达的等级思想袁 与阿兹特克人的竖分世界表

达的权利和等级的思想是近似的遥

渊二冤 艺术

从一定意义来说袁史前艺术是集体现象袁艺术承

担着社会的集体意识遥 良渚社会雕刻特定含义图案

的玉器尧 修饰繁缛图案的良渚漆器及刻划图形符号

的黑陶器等人工制品袁 体现出良渚艺术高度程式化

与风格化袁这类造型艺术袁一方面保持文化传统的积

淀袁另一方面适应等级社会发展袁满足国王尧贵族及

社区首领等上层的社会生活需求遥

1.人与动物纹样的意义

良渚玉器最具代表性的单独纹样觼訊訕訛为人头尧鳄

头尧鸟头袁以及鳄鸟复合头袁纹样从正面及侧面两个

视角表现人与动物的头部形象袁 侧面形象实际是正

面形象的分解形式袁 当把方柱形玉琮的角部纹样向

两侧展开袁两个侧面纹样便构成一个正面纹样袁见图

五要9觼訊訖訛袁 如果明白了玉琮以两个侧面表现一个个体

的正面像袁那么袁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说的野剖分表现

图五要9 瑶山 M10:19琮四角纹饰展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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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冶就不难理解了觼訊託訛遥

列维-斯特劳斯把北美西北海岸海达人尧钦西安

人尧夸基特尔人的绘画袁与安阳殷墟出土商代青铜器

纹饰进行了比较袁他说袁北美西北海岸与古代中国两

地艺术表现出来的基本原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袁这

两种艺术发展的方法是袁在风格上刻意模仿袁采用程

式化或象征手法袁以野剖分表现法冶描绘形体袁用两个

侧面来表现一个个体的正面像袁 经过精心制作的高

度对称袁其经常包括并不对称的细节觼訊記訛遥 受此启发袁我

曾在半坡文化彩陶里发现了剖分式鱼头纹觼訊訙訛袁又在良

渚玉器纹饰里发现了剖分式人头纹尧 鳄头纹尧 鸟头

纹袁 今天我们通过半坡文化彩陶要要要良渚玉器要商

代青铜器这个考古遗存组成的链条袁 可以清晰地看

到古代中国造型艺术的连续性遥

构成良渚玉器图案的单独纹样袁 主要有正面人

头尧侧面人头尧正面鳄头尧正面鸟头及鳄鸟复合头袁见

图五要10遥 鳄鸟复合头为鳄与鸟共用一个头袁鸟嘴在

上面袁鳄嘴在下面袁这种纹样与正面鳄头的区别在于

头顶中间是否呈尖凸状袁也就是有无鸟喙遥

良渚玉器纹饰的人与动物造型袁包含了形式因素

及与形式关联的思想因素袁 一定的表现形式用以表

达一定的思想含义遥 在多数的情况下袁人与动物的表

现形式较为形象而容易识别遥 但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袁

有的形象仅具外形轮廓袁 其象征意义则附丽在另一

个表现形式上袁例如顶戴羽冠的人头袁其外轮廓颇似

展开双翅的鸟袁 可参照对比反山 M15尧M16 和瑶山

M2出土玉鸟遥

2. 人与动物纹样的功能

在良渚王国的墓地里袁某些种纹样玉器在这些墓

葬出现袁另些种纹样玉器在那些墓葬出现袁人与动物

纹样在墓葬的分布袁形成若干个聚合单元袁这些聚合

单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使用墓地人群的社会关

系袁并且进一步证明反山墓地分组尧瑶山墓地分区是

可信的袁见表十六要1尧2袁表十七要1尧2遥

对反山墓地甲组尧乙组执政王尧辅政王的纹样进

行比较袁见表十八遥 从表里可以看出袁执政王的纹饰

必须包括人尧鸟尧鳄三种纹样袁但使用样式还没形成

规范遥 辅政王必须包括鸟尧鳄二种袁可以是鳄尧鸟组

配袁也可以是鳄鸟复合头遥

表十六要1 反山甲组墓葬纹样统计表

墓号 器物号 器型 人与动物头纹样 人与动物纹样

M12

M12:77-79 半圆形饰片 鳄鸟复合头

M12:87 柱形器 鳄鸟复合头 完整人形

M12:90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12:92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12:93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12:96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12:98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完整人形

完整鸟形 2袁左右各 1

M14 M14:135 三叉形器 鳄鸟复合头

M17 M17:7 冠状器 正面鳄头

M22 M22:11 冠状器 鳄鸟复合头 完整鸟形 2袁左右各 1

M23 M23:67 璜 正面鸟头 完整鸟形 2袁左右各 1

1. 瑶山 M2 2. 反山 M23 3. 瑶山 M10 4. 瑶山 M9 5.瑶

山 M7 6援 反山 M12 7援 反山 M15 8. 反山 M16 9. 反山

M22

图五要10 良渚玉器人头与动物头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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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瑶山墓地 A 区尧B 区大首领纹饰袁 见表十

九袁从表中可以看出袁瑶山大首领的纹饰只有人头尧

鳄头二种袁纹样种类上少于反山国王的三种纹样遥 瑶

山墓地的鳄鸟复合头暗示着村落社区有进一步分层

的可能袁但目前已有的考古材料显得不够充分遥

概括以上分析袁在良渚等级社会里袁人头尧鳄头尧

鸟头尧鳄鸟复合头构成的符号体系袁象征着上层社会

的阶序袁城邑社区与村落社区各自为一系统院

城邑社区系统

人头+鳄头+鸟头

|

鳄头+鸟头渊或鳄鸟复合头冤

|

鳄头/鸟头

村落社区系统

人头+鳄头

|

鳄头/鸟头/鳄鸟复合头

在良渚宗教世界里袁鸟纹尧人纹尧鳄纹构成了另

一个表达系统袁用来象征着分层宇宙院

鸟:上界

|

人:中界

|

鳄:下界

将良渚政治社会的纹样系统与良渚宗教社会的

表十六要2 反山乙组墓葬纹样统计表

墓号 器物号 器型 人与动物头纹样 人与动物纹样

M15 M15:7 冠状器 正面人头尧鳄鸟复合头

M16 M16:22 冠状器 侧面人头 2渊左右各 1冤尧鳄鸟复合头

M20

M20:122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20: 124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完整鸟形

M20: 71 锥形器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表十七要1 瑶山 A 区墓葬纹样统计表

墓号 器物号 器型 人与动物头纹样 人与动物纹样

M2

M2:1 冠状器 正面人头尧正面鳄头 完整鸟形 2袁左右各 1

M2:22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2:55 手柄 正面鳄头

M7 M7:26 三叉形器 侧面人头 2渊左右各 1冤尧正面鳄头

M9

M9:1 柱形器 正面鳄头

M9:2 三叉形器 正面鳄头

M9:4 琮 正面鳄头

M9:7 锥形器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11
M11:86 冠状器 鳄鸟复合头

M11:64 柱形器 正面鳄头

表十七要2 瑶山 B 区墓葬纹样统计表

墓号 器物号 器型 人与动物头纹样 人与动物纹样

M3 M3:3 三叉形器 正面鳄头

M4 M4:34 璜 鳄鸟复合头

M10

M10:7 三叉形器 正面鳄头

M10:15 琮 正面鳄头

M10:19 琮 侧面鳄头 2渊展开为一正面冤

M10:20 牌饰 正面人头尧正面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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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系统叠加起来袁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院良渚执政

王的纹样代表着王权与神权袁 辅政王的纹样代表着

承上启下的权力袁 村落大首领的纹样代表着低于国

王等级的王权与神权遥

博厄斯说袁各种图案装饰基本构成单位的高度配

合袁是一种高度意识化的和技巧化的过程袁象征化的

装饰是受一种严格的形式原则所支配的曰 不同等级

有不同的特权袁 而特权则表现在各种艺术活动中或

不同的艺术图形的使用上觼訊訚訛遥 良渚玉器以人尧鳄尧鸟最

具特征的代表性纹样高度配合构成的图案袁 充分体

现出高度的意识化和严格的形式原则袁 象征着良渚

等级社会的价值观和宇宙观袁 充分表明玉器在社会

控制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遥

在这里袁附带说一下良渚文化陶器上刻划的图形

和符号遥 张忠培认为袁中国史前考古文化有五大文化

谱系袁 一个是长江中下游的环太湖的马家浜要要崧

泽要要良渚这个谱系文化袁 一个是西拉木伦河的谱

系文化袁一个是黄河下游的谱系文化袁一个是黄河中

上游的谱系文化袁再一个是长江中游的谱系文化袁这

五大文化谱系里面的一些陶器的上面都有刻画 野符

号冶野图画冶或野文字冶袁良渚陶器上刻画图形和符号袁

究竟是图画袁还是符号袁或者文字袁目前都做不了结

论袁 不应该从甲骨文的角度去解读它们袁 原因很简

单袁 良渚文化显然不属于商或周那个考古学文化谱

系觼訋訑訛遥 据初步观察袁钟家港古河道和卞家山遗址 G1尧

G2 出土黑陶豆尧罐上的刻划符号袁有的与商代青铜

器上的族徽类似袁 这种符号很可能与使用陶器的人

群有关袁打碎的黑陶器或许是祭祀使用的礼器遥

六尧结 语

本文从良渚聚落形态入手袁将良渚聚落单元分为

四个层级院 以反山墓地和莫角山宫殿区为核心的城

邑袁以汇观山墓地为重心的郊区袁以瑶山墓地为重心

的外围村落袁以临平山遗址群落为代表的边缘村落遥

古城结构特征鲜明袁 四个方向的八个城门以及井字

形道路网尧中心位置的宫殿区与墓地二元对立尧城要

郭要郊要野的功能划分袁 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的雏型遥

进入文明门槛的良渚社会袁具有三个早期国家特

征院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尧复杂社会分层和权

力等级系统遥 从城邑到村落组成的权利等级体系袁亦

即官僚体系袁最高统治集团实行王权轮换制袁同时存

在职官制遥

大型水利工程尧水稻生产和玉石器生产袁代表了

良渚社会物质生活水平遥 古城稻谷遗存反映的赋税袁

水利工程和古城工程反映的徭役袁 墓葬反映的丧礼

和钟家港古河道遗存反映的祭礼袁 构成了良渚社会

控制的重要手段遥 良渚社会的原始宗教以萨满教为

主要形式袁 造型艺术反映了巫觋形象与等级社会价

值观及分层宇宙观袁是良渚社会存在的反映遥

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 渊或形态冤 主要有两种院一

种称为世界式的袁即连续性的文明曰另一种称为西方

式的袁 即突破性的文明袁 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

的袁主要的代表是中国袁中国文明的形态很可能是全

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袁 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

个例外袁 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

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觼訋訒訛遥 至少有五千年历史的中

国文明袁具有连续性与多元性两个显著特征袁五千年

前的良渚文明袁 为这个古老文明提供一个重要的源

头遥 因此袁对于良渚文明的解读袁我没有拘泥在过去

的成说上袁也没有置历史文献于不顾袁最终在良渚文

明中找到了与夏商文明在一些重要方面的连续性遥

我相信袁在中国其他早期文明里袁同样存在着诸多重

要方面的连续性和普遍性遥

夏商周早期国家是以文献记载的族属命名的袁史

前时代早期国家没有文献记载的族群名称袁 只能暂

以考古学文化命名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袁考古学文化

分布范围与早期国家政治疆域并不重合袁 尤其是现

下以良渚文化命名的早期国家的政治疆域袁 实际上

仅仅覆盖了没有划分类型的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

某个区域遥

我研究中国文明起步较晚袁 写的文章也少觼訋訓訛遥

2005 年以后袁开始关注良渚文化袁直到 2013 年才接

触到余杭良渚遗址遥 2019 年春袁在良渚考古工作站观

摩学习一个星期袁 之后继续研读良渚遗址群系列考

古报告袁有了一些心得体会遥 与此同时袁开始比较深

表十九 瑶山墓地 A 区 B 区大首领纹样统计表

区别 墓号 职权 人与动物头纹样 人与动物纹样

A区 M7 大首领 侧面人头尧正面鳄头

B区 M10 大首领 正面人头尧正面鳄头尧侧面鳄头

表十八 反山甲组乙组执政王辅政王纹样统计

组别 墓号 职权 人与动物头纹样 人与动物纹样

甲组 M12 执政王 正面人头尧鳄鸟复合头尧正面鳄头尧侧面鳄头 完整人形尧完整鸟形

M14 辅政王 鳄鸟复合头

乙组 M16 执政王 侧面人头尧鳄鸟复合头

M20 辅政王 侧面鳄头 完整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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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考如何正确解读良渚文明的问题袁 并给自己立

下几条规矩院第一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

法曰第二袁立足中国考古学袁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曰第

三袁揭示良渚文明与三代文明的连续性曰第四袁正确

对待当代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遥 从中国文明中总

结出文明的一般法则袁应当是努力的方向遥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袁我花费较长时间写完这篇文

章袁没偏离当初立下的规矩袁用中国考古学话语来解

读良渚文明遥 脱稿以后并未感到轻松袁还有许多问题

需要继续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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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开展中日合作考古研究的日本学者在遂昌县的一处

现代山地稻田上进行的石犁耕作的实验考古情况袁 结果显

示旱地实验的可行性不高袁 水田实验在牛拉的情况下是可

行的遥 冶浙江考古公众号袁2018 年 3 月 13日遥

輬輮訛丁品尧赵晔尧郑云飞等院叶浙江余杭茅山史前聚落遗址

第二尧 三期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曳袁叶中国文物报曳2011 年 12

月 30 日第 4 版遥

輬輯訛[德]马克思院叶摩尔根掖古代社会业一书摘要曳袁中国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袁人民出版社袁1978 年遥

輬輰訛[加]布鲁斯窑G.崔格尔院叶理解早期文明院比较研究曳袁

徐坚译袁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14 年遥

輬輱訛郑云飞等院叶卞家山和美人地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报告曳袁叶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9 年遥

輬輲訛赵志军院叶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曳袁

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曳2011年第 1 期遥

輬輳訛墓葬随葬的玉钺和石钺通常分为两组袁 一组放在死

者身体上部袁 一组放在身体下部袁 这里只统计身体上部的

玉石钺遥

輬輴訛刘斌院叶神巫的世界曳袁杭州出版社袁2013 年遥

輬輵訛朱叶菲院叶2018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院德清

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遗址群曳袁 浙江考古公众号袁2019

年 4 月 2日遥

輬輶訛郑云飞等院叶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古稻田耕作遗迹研

究曳袁叶第四纪研究曳 2014年第 1 期遥

輬輷訛王宁远尧董传万尧许红根院叶良渚古城城墙铺垫石研究

报告曳袁浙江古籍出版社袁2018年遥

輭輮訛叶礼记窑礼器曳袁[清] 阮元校刻院叶十三经注疏曳袁叶礼记

注疏曳袁中华书局影印本袁1980年遥

輭輯訛叶礼记窑曲礼曳袁[清] 阮元校刻院叶十三经注疏曳袁叶礼记

注疏曳袁中华书局影印本袁1980年遥

輭輰訛渊清冤 阮元校刻院叶十三经注疏曳袁叶礼记注疏曳袁中华书局

影印本袁1980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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輭輱訛汪遵国院叶良诸文化野玉敛葬冶述略曳袁叶文物曳1984 年

第 2期遥

輭輲訛渊汉冤刘熙院叶释名曳袁中华书局袁2016 年遥

輭輳訛夏鼐院叶商代玉器的分类尧 定名和用途曳袁叶考古曳1983

年第 5 期遥

輭輴訛渊清冤阮元校刻院叶十三经注疏曳袁叶礼记注疏曳袁中华书局

影印本袁1980年遥

輭輵訛张光直院叶青铜挥麈曳袁 刘士林编袁 上海文艺出版社袁

2000 年遥

輭輶訛张忠培院叶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要要要五

千年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曳袁叶文物曳1995年第 5 期遥

輭輷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卞家山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

2014 年遥

觼訆訑訛宋姝院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阶段性研究总

结曳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2019 年遥

觼訆訒訛武欣院叶良渚古城钟家港古河道发掘淘洗出土植物遗

存的初步分析曳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良渚古城综合

研究报告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9 年遥

觼訆訓訛叶考究而出袁古之文明曳袁浙江考古公众号袁2016 年 12

月 21 日遥

觼訆訔訛靳桂云尧 郭荣臻尧 魏娜院叶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

究曳袁叶东南文化曳2017 年第 5 期遥

觼訆訕訛河南省博物馆院叶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

和奴隶头骨曳袁叶文物曳1974年第 9 期遥

觼訆訖訛郝本性院叶试论郑州商城出土人头骨饮器曳袁叶华夏考

古曳1992 年第 2 期遥

觼訆託訛俞伟超院叶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曳袁叶考古曳

1973 年第 5 期袁修改稿收入氏著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1985 年遥

觼訆記訛渊汉冤许慎院叶说文解字曳袁中华书局影印本袁1963年遥

觼訆訙訛国学整理社院叶诸子集成曳袁中华书局袁1954 年遥

觼訆訚訛国学整理社院叶诸子集成曳袁中华书局袁1954 年遥

觼計訑訛参阅[日 ]岛邦男院叶殷虚卜辞综类曳袁汲古书院袁1977

年遥

觼計訒訛渊晋冤杜预院叶春秋左传集解曳袁上海人民出版社袁1977

年遥

觼計訓訛[德]卡窑马克思尧弗窑恩格斯院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袁叶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曳第三版第一卷袁2012年遥

觼計訔訛张光直院叶考古学专题六讲曳第一讲院中国古代史在世

界史上的重要性袁文物出版社袁1986 年遥

觼計訕訛戈阿干院叶东巴文化揽胜曳袁叶 民族艺术研究曳1999 年

第 2期遥 云南丽江金翅大鹏神轴画为笔者拍摄遥

觼計訖訛[美]弗朗兹窑博厄斯院叶原始艺术曳袁金辉译袁贵州人民

出版社袁2004年遥

觼計託訛Marius Barbeau, Tsimshian Narratives. Ottawa: Canadi鄄

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1988.

觼計記訛Marius Barbeau, Tsimshian Narratives. Ottawa: Canadi鄄

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1988.

觼計訙訛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陈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

印第安人萨满服饰袁为南开大学陈畅拍摄遥

觼計訚訛黄华强尧黄华明尧田红院叶良渚文化重要玉器造型与纹

饰的创作原型及演化曳袁叶艺术史研究曳第 15 辑袁2013 年遥

觼訉訑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曳

第二章院宗教-王权与艺术袁文物出版社袁2019 年遥

觼訉訒訛[美]米尔恰窑伊利亚德院叶萨满教院古老的入迷术曳袁段

满福译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18年遥

觼訉訓訛张光直院叶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曳袁

叶文物曳1988 年第 11期遥

觼訉訔訛张光直院叶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曳袁氏著叶中国考古学

论文集曳袁三联书店袁1999 年遥

觼訉訕訛渊汉冤班固院叶汉书曳袁中华书局标点袁1983 年遥

觼訉訖訛[美]米尔恰窑伊利亚德院叶萨满教院古老的入迷术曳袁段

满福译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18年遥

觼訉託訛[美]米尔恰窑伊利亚德院叶萨满教院古老的入迷术曳袁段

满福译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18年遥

觼訉記訛马赛尔窑扬科维奇斯院叶宇宙模型与西伯利亚萨满

鼓曳袁赵欣译袁郭淑云尧王维波主编院叶萨满教与传统艺术曳袁

民族出版社袁2017 年遥

觼訉訙訛俄罗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陈列北美萨满服饰及萨

满鼓袁为南开大学陈畅拍摄遥

觼訉訚訛张光直院叶美术尧神话与祭祀曳袁辽宁教育出版社袁2002

年遥

觼訊訑訛方向明院叶良渚玉器线绘曳袁 浙江古籍出版社袁2018

年遥

觼訊訒訛[美]米尔恰窑伊利亚德院叶萨满教院古老的入迷术曳袁段

满福译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18年遥

觼訊訓訛[美]米尔恰窑伊利亚德院叶萨满教院古老的入迷术曳袁段

满福译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18年遥

觼訊訔訛[美]乔治窑C.瓦伦特院叶阿兹特克文明曳袁朱伦尧徐世澄

译袁孙家堃校袁译林出版社袁2013 年遥

觼訊訕訛单独纹样袁 指独立完整的并且与四周没有联系的纹

样袁为构成图案的基本单元遥

觼訊訖訛方向明院叶良渚玉器线绘曳第 110 页图袁浙江古籍出版

社袁2018年遥

觼訊託訛剖分表现法袁有的译本翻译为拆半表现法遥

觼訊記訛 [法 ]克洛德窑莱维-斯特劳斯院叶结构人类学曳袁谢维

扬尧俞宣孟译袁上海译文出版社袁1995年遥

觼訊訙訛陈雍院叶半坡文化彩陶鱼纹的分类系统曳袁叶华夏考

古曳1993年第 3 期遥

觼訊訚訛[美]弗朗兹窑博厄斯院叶原始艺术曳袁金辉译袁贵州人民

出版社袁2004 年遥

觼訋訑訛张忠培院叶看了掖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业之后曳袁叶中国文

物报曳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 版袁收入良渚博物院院叶张忠培

论良渚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19 年遥

觼訋訒訛徐苹芳尧 张光直院叶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

史上的地位曳袁叶燕京学报曳 新六期袁1999 年遥 收入徐苹芳院

叶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曳袁上海古籍出版社袁2012年遥

觼訋訓訛陈雍院叶关于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方

法曳袁叶文物曳2001 年第 2 期遥 陈雍院叶史前时代曳袁 刘泽华主

编院叶中国通史教程曳第一卷袁复旦大学出版社袁2005 年遥 陈

雍院叶一个从野礼冶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要要读掖文明起

源的中国模式业曳袁叶文物曳2009年第 2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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