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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泥塑展示良渚古城宏大的营建场景。

良渚社会呈现
典型的早期国家形态

经过不断的考古发掘、调查和勘探，

良渚古城的结构布局和功能逐渐清晰。

良渚古城由居于中心的面积约 40 万平

方米的宫殿区，和内城、外城构成，总面

积达到 630 多万平方米。 由人工堆筑的

建筑台基和台地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

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 古城北部和西

北部还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和与

天文观象测年有关的瑶山、 汇观山祭坛

墓地。 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外围

郊区总面积达到 100 平方公里， 规模极

为宏大。 整个城市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

势充分契合， 显示良渚先民在规划建设

古城时视野之广阔， 可见良渚社会远远

超越了部落形态， 呈现出了典型的早期

国家形态。

目前考古研究表明， 在良渚文化时

期， 农业已进入成熟的犁耕稻作农业阶

段，手工业分化明显，门类更加多样，作

陶、制石、纺织、髹漆无不显示出专门化

倾向，尤以琢玉最为发达。

良渚文化的玉器， 不仅因其数量之

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显示出

良渚玉器代表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一个

高峰， 更因其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礼器

系统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 被专

家认为是玉之殿堂，世界独此一家、别无

分店。

王族、贵族、工匠或武士与平民墓葬

随葬品的多寡， 显示出了良渚社会明显

阶层分化。

对良渚文化器物上的刻画符号的研

究，让我们认识到，这些符号，特别是有

意组合的符号处处显示出良渚文化时期

应该已有“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复杂的社

会分工，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和高度统一

的精神信仰，揭示出良渚社会已进入成熟

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确立了良渚文化的

核心遗址———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圣地， 与同时期的古埃及、美

索不达米亚、哈拉帕共同反映了世界最古

老文明的起源阶段的状况。

改陈后更好体现了
近十年考古研究结论

从远处眺望， 良渚博物院是一幢宏

伟的长方形建筑， 像一艘巨大的船行驶

在碧波中。 它外观粗犷、大气，灰白色墙

面没有任何装饰，线条简洁流畅，与周围

悠悠小河青青草坪的美丽洲公园水乳交

融。 良渚博物院的设计者是英国建筑大

师戴维·奇普菲尔德，以“一把玉锥散落

地面”为设计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个

长条形建筑组成，被称为“收藏珍宝的盒

子”。今天的人们则更愿意把它比作是一

艘从 5000 年前缓缓驶来的“文明之舟”，

所以在其周围梳理河道，种植荷花。

“良渚博物院是 10 年前开馆的，展

现的内容都是 2008 年前的考古成果。但

良渚古城、 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等重要发

现都在近十年间， 对良渚文化、 良渚遗

址、 良渚古城考古认识发生了很大的甚

至可以说是质的变化。”良渚博物院展览

教育部罗晓群主任介绍， 改陈后的良渚

博物院， 常设展的三个展厅的大格局虽

说没有变化，但展厅的厅标分别由“发现

求真、良渚古国、良渚文明”变成了“水乡

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不仅显示出

展览主题和内容的更新， 也更好地体现

了近十年来对良渚文化的最新研究结

论。 展品也从 300 余件（组）增加到 600

余件（组）。 钟家港、葡萄畈、美人地等遗

址出土的近 200 件陶器、动植物标本，后

杨村、文家山、卞家山出土的玉器，尤其

是钟家港出土的头盖骨和鱼钩， 都是首

次展出。

改变的还有展厅的灯光。 良渚博物

院总策展人、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系教授高蒙河认为，5000 年前的良渚已

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我们想追求一种亮

亮堂堂的展示效果， 展览照明既要与我

们的文明相匹配， 又要符合现在国际博

物馆的潮流。所以，整个展陈都运用自然

光， 令观展者有最舒适的观展体验。 同

时， 改陈后的良渚博物院采用了国际上

比较流行的自由观展， 没有给观众设定

具体的观展路线。“碎片化、沉浸式、互动

式的体验是一种趋势。 我们不想强迫观

众一定要先看一件展品再看另一件，展

出的每一件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

点。 ”高蒙河表示，每一个展厅都表达不

同的主题，有关联又不彼此限制，哪怕你

倒着走，也能明白展览的主题。

良渚人长啥样
良渚先民从何处来

展品、 影视片、3D 投影、 微信公众

号，多维度告诉你 5000 年前的良渚先民

生活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中， 他们为什

么要筑坝建城？他们吃什么？穿什么？用

什么？ 如何制作精美的玉器？

要了解良渚人来自何处和如何造

城，两部 6 分钟和 10 分钟的影片便回答

了这个问题———以影像表达最通俗易懂

且令人印象深刻。 从 12000 年前的太湖

流域形成， 到 5000 年前良渚人出现，6

分钟穿越了 6000 年。 “气候变迁令居住

在山边的良渚先民迁往平原地带的沼泽

湿地中， 与世界上其它几个古代文明重

要起源地，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

度河流域等地区基本同时进入了文明时

代， 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成熟文明和早

期国家。”而当你看到良渚古城及其外围

水利系统的建造过程时， 更会发自肺腑

地感叹先人的伟大。

想要具体了解良渚先民的生产和生

活状态，可以看看展出的猪骨头、桃核、

菱角，甚至螺蛳壳，虽然都是最普通的物

品，但它们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当时的良

渚人已经从渔猎采集时代进入到农耕时

代 ，食用猪肉的比例达到 60%多 ，远远超

过了狩猎而来的猎物。 农用工具石犁、石

镰， 告诉我们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

一定的先进水平；一件漆器，还原出该器物

先后经过四层漆的处理，才能历经 5000 年

依然“光彩依旧”；一件小小的盛酒陶器，说

明良渚人已经学会酿酒； 几块青褐色的纺

轮和复原的腰织机摆在陈列柜中， 若想知

道它的用处，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一段

精美的短片告诉你这是良渚人织布用的纺

轮和织机， 并复原出如何用它织布制衣。

“这些展品可能不够漂亮，但可以清晰明了

地告诉参观者：当时的良渚人吃、穿、用其

实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文明水平。”罗晓群

表示。

良渚人长什么样？可能大家都会好奇。

良渚人的头盖骨展柜前，通过多媒体演示，

残破的头盖骨正一点点复原， 最后形成良

渚先民的完整头像。 “这是人像复原技术，

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科

研基地以出土良渚先民的头骨为基础，

结合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解剖学，利用

计算机三维技术， 复原出的古人生前容

貌。 ”罗晓群介绍。

古城、大坝、阶层，

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一座巨大的良渚古城山川地貌图模

型陈放于展厅正中， 图形上清楚标注出

宫殿区、内城及外城的位置。一侧则有一

幅巨大的油画， 勾勒出当时良渚古城的

空间格局。“通过地貌模型图和油画的对

比， 可以一目了然地反映出良渚人当时

的建筑成就。 ”罗晓群介绍。

墙面上一组数据显示出良渚古城

的工程量 。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

总土方量为 260 万方 ， 古城总土方量

超过 700 万方 ， 同时期世界其它文明

的工程量无出其右 。数字背后 ，显示出

良渚古城规划之精 、技术水平之高 、组

织能力之强 。 而如此大的工程量显然

需要高度集权 、精心规划 、统筹组织 、

长期营建才能完成 ， 这是良渚社会进

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

一块 4 米×3 米的古城剖面吸引了

大批参观者———因为它会“动”。“它不是

一块普通的墙皮， 是从良渚古城北城墙

遗址上切下来的剖面， 您能清晰看到土

色的差异、肌理，还有一层层堆筑时层位

的痕迹。 ”罗晓群说，这种展现方式过去

没用过，是全新观感体验的设计。

站在复原的缩小版宫殿模型前，你

会诧异其繁复精美的架构，它们有什么

依据？

“所有复原内容都有科学根据，其

主要依据是宫殿区建筑遗迹的考古

发掘和研究成果 。 ” 罗晓群介绍 ，譬

如民居或作坊大概什么样 ？是从出土

文物中发现的陶屋顶模型以及陶器

上刻画的房屋图形推算出来的 。

展区中有一堆并不起眼的炭化稻

谷，是良渚古城内一处失火粮仓出土的，

其储量达到二三十万斤。 至今在良渚古

城内没有发现良渚先民的稻田遗迹，城

内只有贵族和手工业者， 这表明良渚古

城内稻谷应是周边地区供应而来的，同

时也见证了良渚古国的农业基础。

很多人对良渚墓葬颇感兴趣，当真

正的反山 14 号王族墓展现在你的眼前

时，必会令你大开眼界。 棺椁内铺满了

大小 260 件随葬品 ，其中玉器就有 242

件 ，琮 、钺 、璧琳琅满目 ，其制作之精

美、色泽之柔和亦让人赞叹。 而一旁展

出的贵族墓中出土的随葬品，玉器的材

质和做工精美度则明显低了好几个档

次。 再旁边展示的普通人的墓葬中，则

是空空如也，偶有几件普通陶器。

“通过不同墓葬随葬品的展示 ，可

以反映出当时的良渚社会阶层分化严

重 ，等级十分分明 ，同时还能让参观者

了解良渚人如何佩戴和使用玉器 。 ”罗

晓群介绍 ， 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良渚

的雕琢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

的一个高峰 ，并形成了玉礼制度 。

良渚率先走进“全考古时代”
———访良渚博物院院长、良渚研究院院长马东峰

文汇报： 改陈后的良渚博物院与

此前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 实证中华

5000 年文明史底气何在？

马东峰：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改

陈中良渚博物院大胆尝试运用新技术

实现传播方式多元化，如 19 项数字多

媒体展项、 大型油画、3D 打印的场景

复原、VR 技术、数字多媒体等技术，通

过科技手段让沉寂 5000 年的文物“开

口说话”，力求立体全面地讲清楚良渚

文化有什么， 良渚古城的价值内涵是

什么、良渚社会的发展程度如何、良渚

文明有哪些独特性。

要说改陈后的良渚博物院最大的

特色，我认为最重要体现在一个“全”

字。改陈后的博物院，更为全面、立体、

直观地解读了良渚文化、良渚遗址、良

渚古城， 更为详实地说明了良渚遗址

实证中华 5000 年文明史论断。以前的

博物院突出了良渚文化的发现史，因

为“良渚文明”这个结论，当时我们还

不敢完全坐实， 所以那时主要展示的

是良渚文化。而这一次，有了近十年的

考古发掘， 我们不但弄清楚了良渚古

城的格局、功能、属性，甚至还发现了

外围大型水利系统。所以，这次展览是

集良渚文化考古 80 年，特别是最近十

年考古成果的一次集大成展览， 而且

是良渚考古发现第一时间、 第一手资

料的展示。

“坐实”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是良渚

古城的格局和功能，我们都基本搞清楚

了；另一个是发现了大型的外围水利系

统。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重大发现，我

们敢说 ， 良渚遗址不但实证了中华

5000年文明，也是实证中华 5000 年文

明史的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的典型遗址 ，我

们现在叫圣地。

另外 ，如果十年

前良渚博物院的开

馆时 ，还只是展示了

国内学术界对良渚

文化的认知 ，通过这

十年的探索 ，国外专

家学者不断来访调

研 ，主流国际学术界

已经因良渚遗址的

发现开始接受中华

5000 年文明史的观点。 所以现在，我们

不仅仅是面对国内的观众， 还要面对更

多国际上的观众。同时，改陈后的博物院

从小细节中也更为全面详尽， 譬如讲解

词，除了中英文还有日文，这在以前也没

有。 讲解词还做了 3 个版本：观众版、专

家版、少儿版。 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博

物院在这些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

文汇报： 此次博物院改陈过程中遇

到了哪些困难？

马东峰：因为 5000 年的岁月都尘封

在厚重的泥土下，如何直观展现 5000 年

前的良渚文明， 博物院责无旁贷要承担

这一历史重任。可以说困难无处不在，有

时为了一词一句或某一展品某一画面，

专家们都需要开无数次会议， 在激烈争

执中求同存异。

以猪骨头的陈列说明为例，我们要从

一篇几万字的博士论文中浓缩出的几十

字，还要征求大量专家的意见。 还有展厅

中那段 10 分钟展现良渚文明的影片，为

了这短短 10分钟， 我们苦苦折腾了半年

工夫。 刚开始，想达到一种震撼大片的效

果，找作家写剧本，

但觉得太诗意 ，削

弱了科普性和真实

性。 于是，文物考古

专家、作家、影视专

家一起上 ，一字一

句反复 “推敲 ” ，

前前后后开了几百

次研讨会， 最终才

达到现在的效果 。

再譬如展板上 “太

湖” 一词， 按照以

前 翻 译 “ Taihu

Lake”， 后来有英语翻译人员提出此翻译

不科学 ， 按照国际表达习惯应翻译成

“Tai Lake”， 还有 “城市” 这个词， 有

很多种翻译， 最后用的是 “urban”。 展

馆内的所有英文介绍， 我们不仅找了权

威专家把关， 还将其拿给许多有在美英

等英语国家学习生活经历的人把握表达

习惯。 总之一句话， 就是翻译不仅要准

确还要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真正能让

国际游客看得懂。 前言和结语， 更是很

多考古、 英文权威专家合力， 经过了多

个翻译家的讨论、 校对， 可以说， 每一

个标点符号都是经过反复斟酌才确定下

来的。

众所周知，在考古界，一个观点要所

有专家都认可是很难的。遇到争执不下时

怎么办？我们坚持以主持遗址发掘的专家

观点为主，其它专家不反对为原则。比如，

在“原始文字”方面专家们就展开过激烈

讨论。 我们认为，当时的良渚人能建城筑

坝，进行如此巨大的工程量一定会以某种

形式发布指令，而出土的文物中曾多次出

现某种符号，这些符号排列在一起，是不

是当时的“原始文字”？ 对此，专家们展开

了持久的讨论并且意见得不到统一。 怎

么办？ 最后决定专家可以提出反对的理

由， 如果提不出反对理由则维持原专家

的意见。但为了科学严谨，最终形成的介

绍文字是：“良渚文化中发现了由多个刻

画的符号有意组合排列在一起的情况，

有别于单个出现的符号， 可视为良渚文

化的原始文字”。 以前，我们对于良渚文

化中的“文字”，只能蜻蜓点水，不敢作深

入的解释和定性， 这次专门为原始文字

做了一面墙的独立展项， 并与埃及古文

字作对比，可以为观众提供多重信息。

文汇报 ：这次还有一个临展 “良渚

遗址保护特展”， 主题是良渚的保护和

利用。 这是如何考虑的？

马东峰：过去考古只是发现研究这

四个字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考古工作

延伸出来保护和利用的职能，必须进入

到展示 、传播 ，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平台

上来， 达到考古的最终目的———传承。

从这一点上说， 良渚考古八十年来，从

初期只是发现和研究，发展到而今的边

发现 、边研究 、边保护 、边利用 、边传承

的“五位一体”模式，表明良渚的考古率

先在全国走进了“全考古时代”。

良渚遗址管委会和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良渚考古队，多年来一直践行

这种模式 ，国内其他的地方 ，尚没有良

渚表现得这么充分、 表达得这么完善、

影响这么广。 这次临展厅关于良渚保护

的特展 ，还有可能全国巡展 ，助力全国

大遗址保护、 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这

是考古的新模式，可以启示整个行业向

前发展。 从这方面来说，良渚提供了一

个非常好的体验场和实践地。

良渚遗址：实证中华 5000年文明史
本报驻浙记者 蒋萍 通讯员 刘海波 丁毅强

在闭馆 315 天后， 最近全新亮相的良渚博物院， 用
新的展陈理念和模式， 让沉寂 5000 年的良渚文化 “开
口说话”。

良渚文化距今约 4300 至 5000 年，主要分布在长江
下游环太湖流域。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
良渚文化遗址中最高等级的遗址，其核心的良渚古城是中
国当时最大的城址，由宫殿区、王陵区、作坊区、仓储区和
内外环通的水路系统构成复杂的城市系统，外围有祭坛和
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从 1936 年杭县良渚镇人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以来 ，

80 多年的考古发掘不断刷新我们对良渚遗址、 良渚文化及
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良渚遗址先后获得了多项“中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一项 “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 特别是
2007 年确认的良渚古城，被专家们视为“中华第一城”。 而
2015 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 ， 改写了中国水利
史，专家认为，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
的大型水利系统。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消失的“良渚文
明”逐渐清晰。

专家访谈

■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①

良渚古城宫殿区、 内城、 外城三重结构沙盘。 （刘海波摄）宫殿建筑模型。

良渚古城鸟瞰图。

（除署名外 ， 均良
渚博物院供图）

反山 12号墓大玉琮上刻绘的良渚神徽。

考古实证， 早在 5000 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便已
点亮文明绚烂的火花。 经历十余年的孜孜以求 , “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 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 并于近期公
布成果。 本报记者沿着考古学家们的探铲， 踏访这些
重要都邑性遗址考古现场。 今天起， 本报推出一组报
道， 聚焦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与读者一起分享我
们的祖先用勤劳与智慧创造的令人惊叹的文明硕果。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