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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

黄翔：现有发掘遗存表明，距今4000年上海历史发生变化，北来与南源文化注入

考古还原：广富林人依水居，马桥人刻陶文

5月25日，文汇讲堂169-2期《广

富林文化中的北来与马桥文化中的南

源》，由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黄

翔作主讲，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

管理学院副教授曹峻担任对话嘉宾，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中国

文物学会副会长高蒙河作点评。

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地

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

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上报集团

技术运营中心融媒运营中心作技术支

持，央视频、喜马拉雅、文汇报微信视

频号作直播。

整理：李 念 丁方婕

摄影：周文强
版式：李 洁

距今4000年到3000年左右的这

段时间，在经历了良渚文化的史前高

峰后，上海历史在广富林文化时期进

入低谷，并在马桥文化时期又开始向

上攀援。但上海的历史从距今6000

年至今连绵不绝。所谓的高峰和低谷

只是现有考古内容发现的多少而已，

并不代表“上海文化发达和不发达”。

依水而居的广富林文化

目前，可确认的广富林文化遗址

均聚集在太湖周边地区，主要有西边

的宜兴骆驼墩、南边的湖州钱山漾、东

边的上海广富林和北边的常熟北罗墩

等。此外在杭州湾以南，宁波慈城小

东门遗址也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陶器。

可见，目前广富林文化的分布范围较

为有限。但广富林遗址的发现过程和

广富林文化的命名颇有意味。

它有没有继承良渚文化？

上一期讲座的考古文化终点落在

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这

是2008年我在福泉山遗址墓葬中取

出的良渚文化玉琮，可以肯定地说，

它是良渚古城区域外发现的最精美

的一件：神人、神兽、神鸟共出代表最

高的等级。上海出土了众多良渚文化

遗物，谁是这个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后

继者？对此，学界持续探讨多年。

1999年12月，领队宋建先生从广

富林遗址的发掘中辨识出了广富林文

化最典型的器物——侧装三角形足陶

鼎。它与良渚文化的陶鼎风格截然不

同，三角形鼎足上的肌肉状纹理是其

重要的特征之一，摸起来与小臂曲起

后突起的肌肉类似。

此前，广富林文化的陶器在发掘

出土后一直被归在良渚文化中。宋建

在2006年“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

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

正式提出“广富林文化”这一命名，并

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松江广富林遗址是目前发现广富

林文化遗存最多的遗址，作为广富林

遗址发掘执行领队，我从2008到2015

年，全程参与广富林遗址的抢救性发

掘工作。在大量负责绘图、记录和清

理等工作的技工、普通工人与考古专

业人员通力合作下，我们在广富林遗

址发掘中有哪些发现呢？

衣食：骨针缝衣服，鱼
竿钓鱼，犁刀提高稻作

先民穿什么？像衣服这类有机质

的材料很难保存，通常墓葬内只剩下

人类骨骼。但在广富林文化遗存中发

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骨针，通体细长，

上面有一个针眼。由于尚未发现广富

林文化衣服的残片，所以古人如何使

用骨针缝制衣物还未可知。同时还发

现古人用于束发的骨笄。

先民吃什么？中国人是最早栽培

水稻的民族，广富林文化的石犁是古

人农耕的实证。当时的石犁体形较

大，长度可在50公分以上，在崧泽文

化时期不超过20公分，刃角较大。良

渚文化时期，犁体量变大甚至出现了

组合式的石犁，但是单体体量没有广

富林文化大。大体形石犁的出现代表

犁耕效率提高。

半月形石刀是广富林文化的重要

农业器具，用于剥取稻穗。一侧有两

个穿孔，中间绑一根绳子，大拇指穿过

绳子，手握半月形石刀背面使用，配合

石镰割稻，形成了这样一套农业方式。

此外，还发现了三棱形的骨镞（z?），

比良渚文化的柳叶形镞更具杀伤力。

鱼钩的发现说明当时以食鹿、食

猪为主，但也摄取水产。

住房：两开间、三开间
和圆形房址和钵形釜

广富林遗址中发现了保存最完整

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房址F12。该房

屋为两开间，墙中间没有连通的门道，

左、右各有30平、20平。通过房址的

平面图能够清晰地看到基槽和柱洞。

房址的南侧还有一个室外活动面。房

屋为木骨泥墙结构，中间墙面较为光

洁，木骨外的墙体也很平整。由于经

过炙烤，整个墙体较为坚硬。这座房

址被整体打包提取，目前在广富林考

古遗址展示馆内展出。

2008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座三开

间的房子。最西边的房间南北两侧都

有门道，北墙外堆积了一片密集的陶

片，上面画着两圈，这是当时用于储藏

的陶器，放置在北门屋檐下。房屋的

基槽中保留了大量柱洞，木骨泥墙结

构比F12更完整，房屋整体结构也较

完整。

此外，还发现了一座圆形的房址，

其中同时出土了两件器物：大口瓮和

钵形釜。这两件器物同时出土为钵形

釜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钵形

釜盖在大口瓮上严丝合缝，形成了一

个结构非常完整的蛋形，配合钵形釜

的两个鋬手，扣过来用，从力学上看更

加合理。自此可以明确钵形釜其实是

一个大器盖，解决了钵形釜的定性和

定名的问题。

环境：湖边遗存发现湖
中木桩，墓葬内有屈肢葬

考古工作者在广富林遗址最北侧

发现了一处布满大量陶片堆积的遗

存，通过土壤结构可以判断出这是一

处位于湖边的遗存。

除陶片外，在该遗存中还发现了

两排疑似树木的东西。在将周边的土

挖掉后，露出了木桩顶部的部分，下面

很多结构都有3米多长的木桩，由此

推翻了先前认为可能是水生植物遗存

的猜测。暴露在淤泥以上的部分腐蚀

严重，但淤泥中的木桩保存得非常完

好，原来这是距今4000年前人工打到

湖底的木桩！

同时，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些坍塌

并深埋在淤泥中的横向木桩结构。在对

所有木桩进行测绘后，我们从木桩的布局

上复原出两条延伸进湖里的平行线。这

可能是深入湖中心的一个木栈桥。

广富林文化的墓葬目前只在上海

松江广富林遗址有发现，其中只有M35

有随葬品。并且还发现了一座屈肢葬

式的M40。与良渚文化墓葬排列有序

且均为南北向的墓地布局不同，广富林

文化墓葬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传统，希

望以后的考古工作者可以解开这个谜。

将这些要素整合复原可以看到：

广富林人无论是房屋或墓地都依水而

建，对水边的开发比以往我们发现的

古人要用心得多。

留下陶文的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上

海闵行马桥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考古

学文化。马桥文化的工作比较充分，

在整个环太湖地区发现了许多有马桥

文化遗存的遗址，数量比广富林文化

多。它的典型器物之一是鸭形壶，看

起来像一个挺着肚子的小鸭子，后面

还翘着尾巴，口部呈敞口状。

上海虽然是马桥文化的命名地，

但发现的马桥文化遗址并不多，考古

发现也并不多。老一辈上海考古工作

者用仅有的考古发现判断出它与其他

考古学文化的区别，体现了他们的学

术能力，也指导了后面学者们的研

究。他们提出了“马桥文化”的命名，

并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同。可以说，

“马桥文化”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留给

我们的财富。

印纹硬陶是马桥文化最重要的发

明。“陶质非常坚硬”是它的特征，在敲

击时会产生与敲击瓷器类似的响声。

装饰在器身上的印纹纹饰是通过拍印

的方式制作而成，连续拍印就会形成

连续的图案，由此产生印纹硬陶。

马桥文化陶文是十分有意思的一

种现象。它们发现的位置非常单一，

均出现在红褐色硬陶器物口沿上。通

过观察发现，陶文很可能是古人用“指

甲”刻画的。学者们将这些陶文进行

了分类，尝试解读它的内涵。

一类主体为数字。可能与陶器制

作工艺有关，也可能是制作工序、制作

的数量还有器物的数量。另一类为组

合式花纹，可能与制陶泥料来源、加工

方式甚至陶窑类别有关。还有一类结

构更加复杂的组合，学者们普遍认为

可能代表陶器制作者或使用者的名

字。我倾向于这种说法的理由是：通

过在便于观察的口沿部分刻上自己的

名字，以区分邻里间的私有财产或标

记器物的不同功能。

以上都是考古学者现有的解读，

但只是一种尝试。随着未来发掘材料

的增多，或许会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提供更多线索。

碎片到历史拼图间的讨论

考古学通常会用类型学进行类

比，推测考古文化的来源。即找出器

物的变化规律，再结合考古地层学的

判断，排列出器物从早到晚是如何变

化和变化规律。

广富林文化来自哪里？
河南先民南下

基于类型学对陶豆、陶罐、陶鼎、

陶鬶（guī）进行类比，我们推测广富林

文化是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河南先民

南下的结果。

以鼎为例，通过对比王油坊类型

的鼎、南荡遗址的鼎以及广富林文化

的鼎可以看到典型器物演变的线索。

从这个线索反推，王油坊类型很有可

能是广富林文化的来源。陶鬶也存在

很大的相似性。

学者们据此提出了两条迁徙路线

的初步判断，分别是：从河南到苏北，

过兴化的南荡遗址再到上海；从河南

到安徽尉迟寺、禹会到南京地区牛头

岗最后到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富林文化的

溯源过程中竖条纹陶杯是一件关键器

物。由于它的出土，才指引我们找到

了王油坊类型这一来源之一。可惜的

是，后期的发掘中却没再出土类似的

器物，让人不禁感叹考古的偶然性。

通过对比良渚文化陶鬶、山东龙

山文化陶鬶、广富林文化陶鬶的口沿

部分，可以看出广富林文化中有继承

良渚文化因素的器物存在，也有与山

东龙山文化相似的器物。说明广富林

文化既继承了本地文化传统，也吸纳

了来自北方的文化传统。

为进一步探寻广富林文化与良渚

文化的关系，我们对广富林遗址发掘

出土的玉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广富

林遗址出土的玉琮制作简单粗糙，虽

然在造型上保持了内方外圆的结构，

也有平行线纹的结构与高出来的射孔

结构，但完全不见良渚文化玉琮的神

人神兽神鸟共出的精髓。通过这些观

察，发现这些玉琮虽具有外形的要素，

但其内涵已经消失了。

马桥文化来自哪里？浙
南闽北等方向居多

马桥文化的器物类型很多，当分

开进行梳理对比后可知马桥文化的来

源是多元的。有良渚文化本地因素的

传承，也有来自浙南闽北地区肩头弄

文化的影响，更有来自中原地区文化

的延续。由此，我们将马桥文化定性

为来自不同方向因素的集合体，经过

融合在上海地区形成了马桥文化。

基于马桥文化所处的时期，我们

不禁思考它是否对外也有影响呢？一

件现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鸭

形壶，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件

鸭形壶与上海出土的鸭形壶十分相

像。到底是马桥文化传到中原去的，

还是从中原传到马桥文化中来的？“从

发现早的地方传向发现晚的地方”是

基本的判断方式。但由于这两件器物

年代相差不大，所以也无法判断。但

是，从总体来看，马桥文化的器物在江

南地区发现数量庞大，中原夏都发现

得很少，哪里发现得多，可能也代表从

哪里传出去的趋势。

历史的转折：距今4000
至3000年的大势

良渚文化时期或良渚文化之前的

文化脉络较为单一，呈现出非常线性

的发展，文化要素贯通始终，只有一个

主体。例如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炊

器的演变过程中，器物形态几乎一致，

仅在足上有所变化。崧泽文化时期为

铲形足，良渚文化时期为T形足或翅

形足，具有很强的文化传统。

但对比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的

两件陶鼎，我们似乎就无法确定它们

也是“一脉相承”。两件器物看似具有

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其中一件为孤例，

并不能作为有力的判断依据。不过，

或许它会是找寻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

化关系的一个线头。如果将上海地区

的史前史比作一根线，这根线在距今

4000年左右断了，历史在这时发生了

重大变革。

这些告诉我们，现有发现只是历史

的一小碎片，现在考古研究的结论也是

一个由一小个碎片得出来的阶段性结

论，与真正的历史拼图完全一致吗？不

是。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发现碎片，把这

些碎片拼合成更大的碎片，再把这个大

碎片放到了上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

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它真正应该存在

的位置，尽管找这个位置非常艰难，但

这是考古工作的任务和使命。

嘉宾主讲

不同器物可区分不
同考古学文化和人群

航空工业石小雨：考古学文化独
立命名时的依据？如何区分彼此交融

和吸收的多个文化？

黄翔：一定的空间时间范围内特
定器物的组合，叫做考古学文化，它代

表不同的人群。火炬形把的陶豆、侧

装三角足的陶鼎、拍印纹饰的陶鬶，还

有在陶鼎上施加绳纹的传统，这些要

素集合起来就是广富林文化的特征。

现在良渚文化中一类叫做鱼鳍形

足鼎的器物也被区分了出来，定义为

钱山漾文化（距今约4300-4100年）。

从此前近1000年器物的完整演变序列

看，T形足背后鼎足横截面的宽度有从

大到小或从小到大的规律，发展到末

期出现了鱼鳍形鼎足，鼎身呈现垂腹

形的状态。钱山漾文化的陶鼎侧面看

类似三角形，腹的弧度不圆，直接垂下

来缩进去，如果放到良渚文化里研究，

显得格格不入。

史前遗址如何找？通
过考古钻探先找古河道

能源系统工作者阙之玫：考古学
里有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福

泉山遗址、马桥文化都在水系旁边，科

学技术如何助力考古发掘？

黄翔：在上海找特定时期的遗址
时，会把水系作为一个线索。上海的

良渚时期遗址的分布间距约10公里，

如何得出？将调查出的遗址在地图上

标点，再结合其他钻探线索，会发现这

些点周边都有水系。由此推理，比如

某两个遗址间距20公里，我们会在中

间区域寻找是否存在新的遗址点。找

遗址先要钻探找

古河道，这是我们

目前工作的方向。

目前上海考古重点在
史前遗址和海上丝绸之路

（线上）上海博物馆志愿者张昱
肇：马桥文化对应夏商时期，上海历史
一直沉寂到周代的吴越诸侯国，目前

这段空缺中有何新发现？

黄翔：目前上海考古工作有两个
重点，一是以文明起源、国家形态为标

准的史前考古，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崧

泽、良渚、广富林阶段；另一针对上海

航运中心的特点，聚焦青龙镇为主的

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您提及的商周阶

段恰巧不是现

在 工 作 的 重

点 ，暂 时 未

展开。

▲黄翔主讲，左下为马桥文化典型器物鸭形壶，中下为广富林文化玉琮与良渚文化玉琮比较

 讲到马桥典型

器物鸭形壶等，听友纷

纷拍照留存

 开讲前，讲堂提供了上博

崧泽良渚展的图录供听友们戴

着手套翻阅

文汇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