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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峻黄翔探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这1000年，是大空间交流后的文明巨变的缩影

在历史转折大势中，融入中华文明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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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历史拉长了四五千年

曹峻：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广
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发现和确认，

对上海考古来说是成果、甚至是成

就。黄宣佩老馆长概括，它们至少把

上海的历史拉长了四五千年。“拉长”

并不是人为创造这段历史，而是它本

来就存在。马桥遗址被发现后，由于

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地层——当

时已经认识到良渚文化距今约四五千

年，所以据此上海历史也有四五千

年。探本溯源，从此揭开了之前覆盖

在上海文献记载之前那一长段历史的

神秘面纱。

黄翔：良渚文化长达1000余年，

马桥文化长达700年，而广富林文化

从4100至3900年，长达200年，这代

表什么？代表考古研究的能力已经可

以把历史小段落精确至200年的时间

颗粒度。若干年后，对马桥文化、良渚

文化的判断也能更加精细。

曹峻：精确度对于我们理解或揭
示历史也有另外一层含义。考古发

现、揭示历史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

考古发现之初，对上海早期历史的认

识还存在一些缺环，这些缺环是被逐

步填补、完善的。

从文献上可以了解到上海及环太

湖地区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1930

年代学界发现良渚文化，此后逐步建

立了马家浜-崧泽-良渚的距今约

7000年至4300年的史前文化序列。

1959年马桥遗址被发现，1970年代提

出“马桥文化”的命名并被学界逐步认

可。马桥文化距今约3900-3200年，

而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所

以距今4300-3900年之间还有一段空

缺。2006年广富林文化被命名，距今

4100-3900年，填补了这个时段的历

史空缺。后来又确认了距今约4300-

4100年的钱山漾文化。这样，历史的

缺环一点点被填补。

马桥文化到春秋战国这一段历

史，至今还是一个尚未完全认清的环

节，虽有一些发现但还处于讨论当

中。有学者称为“后马桥文化”“亭林

类型”“毘山文化”等。

历史进入转折阶段

广富林和马桥文化是上海历史发

展的转折，如何理解？

地方性文化逐渐融入
中原，形成现有中华文化

黄翔：转折并非上海特有，中国历
史发展到距今4000年左右，整个中华

大地都在发生转折。结果怎样？许多

地方性文化传统逐渐融入中原，成为

中华文化的内涵。

虽然良渚文化消失了，但很多内容

都被保存了下来，例如以玉琮为代表的

用玉传统，成为中华玉文化的重要内容。

曹峻：转折是上海地区文化连续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首先体现在传

承上。比如广富林文化非常有特色的

“捏口袋足盉（h?）”，就像袋子一样腿部

是空的，口沿在和把手相对的那一侧两

边对捏形成花口的样子，这是从本地良

渚文化传承下来的。还有石器的组合

斧、锛、镰刀、犁都是良渚文化常见的器

物，也是长江下游农耕文化特别发达和

兴盛的物质表征，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

中也得到很好的传承。

技术层面的创新：从软
陶到硬陶、原始瓷

其次意味着有更多发展。一是器

物群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鼎足、竖条

纹陶杯等物质方面的变化。二是技术

层面的变化。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阶

段，古人已经产生了新技术，例如，马

桥文化出现了比软陶更硬的硬陶。制

作陶器的胎土一般来源于黏土，烧成

温度八九百度，敲击声音清脆，指甲无

法刻划。经过检测发现，软陶胎土中

氧化硅的含量比硬陶低，但氧化镁和

氧化钙的含量比硬陶高。马桥文化硬

陶的胎土与更早阶段的胎土已不同，

说明陶工已经有意识地选择或加入某

些原料使胎土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

生产出比软陶更高质量的硬陶。

马桥文化还发现了原始瓷。原始瓷

器的生产或技术发展又比硬陶高出一个

阶段。瓷器和陶器主要有三个区别：一是

胎土，瓷器的胎土必须是氧化铝含量比较

高的高岭土。二是不渗水，瓷器的外部要

施釉。三是瓷器烧制温度要达到1200度

才可成型。这些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之后

瓷器的出现和兴起创造了条件。

简单的青铜器出现，说
明本地或有青铜工艺

另一重要技术就是青铜器。马桥

文化出现了青铜刀、青铜斧头、青铜钺

（yu?）等比较简单的青铜器具，这当然

不能与中原地区大规模的青铜礼器相

比，但也是非常难得的事。因为青铜

生产技术涉及采矿、冶炼、运输、制范、

浇铸，以及纹饰的施加和打磨等复杂

流程。对于当时社会来说，青铜器的

出现一点都不亚于现在的5G网络或

者神舟飞船，对于各自所处的时期来

说，都具有跨时代变革的重要意义。

在思想方面，与马桥文化分布区

域紧紧相连的宁镇地区同时代的湖熟

文化（编辑注：南京江宁区的青铜时代

遗址），发现了有钻、灼痕迹的卜甲和

卜骨，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刻辞甲骨无

法相提并论，但也是用来祭祀占卜的

龟甲和兽骨。说明当时的思想观念和

史前时代也已完全不同。

黄翔：从发掘来说，印纹硬陶是马
桥时期的标志性器物。我们整理广富

林文化陶片时发现，有陶质相对较硬

的硬陶，但会有一些鼓包且其貌不

扬。这说明马桥文化印纹硬陶或原始

瓷发达工艺的转变，在广富林文化时

期已经开始出现萌芽，到马桥文化时

期已近成熟。

所以，广富林文化应该是转变的

酝酿期，马桥文化则是量变到质变的

最大体现。

转折为何发生？

曹峻：为何转折在这一时期出现
并如此明显？

从自身原因来看，这是文化体在几

千年漫长过程中自然发生的变化。由

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或者人们的喜好、审

美观念的变化，在物质遗存上也就自然

而然地发展出不同类型的器物，例如大

鱼鳍形足、凹弧形足的陶鼎。

从外部原因看有更多的影响因

素。例如自然环境的变化。良渚文化

为何会衰落？可能当时发生了海侵、洪

水造成文化骤然衰退。另外是不同地

区文化之间的交流。广富林和马桥文

化时期对应龙山时代中原的夏商时期，

这是各地区都在发生大变化的阶段，同

时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交融更加频繁。

比如陶鼎除了鼎足、鼎腹部的形

态，还有陶鼎外表的纹饰的变化。广

富林到马桥时期，陶鼎外表都是大量

的绳纹，这就是从中原地区传来的。

中原龙山时期，王湾二期、三期开始出

现大量绳纹。此时包括上海在内的环

太湖地区也出现大量其他地区的文化

聚集，包括中原、山东甚至南方浙南闽

北的文化因素，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

面貌、社会发展状况发生了转折。

黄翔：良渚文化为何在五千年左
右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在上海的发

掘发现有趣现象，上海的良渚文化遗

址的间距是有规律的，基本在10公里

左右。良渚文化诞生在江浙地区，江

浙地区最大的自然优势是什么？河网

密布。河就是当时古人进行交流的交

通渠道，正因如此，当地交流的频次和

深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所以文明

在这种交融中爆发了。

良渚文化的产生可以说是小范围

或者内部文化交流爆发的产物，到了广

富林和马桥文化时期交流范围扩大，在

上海这边体现的是与中原、山东、浙南闽

北地区的交融，广富林时期北方因素多

一些，马桥时期南方因素多一些，这种大

空间、大范围的交融造成了文化变革。

交流成一体是历史大势

曹峻：从距今6000年往后看，更早

时期例如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

环太湖地区张家港东山村就发现了非

常典型的庙底沟文化的尖底瓶。庙底

沟文化分布地带是最核心的中原，这

是长江下游到陕西地区的交流。但这

样的器物是孤例，说明当时这种地区

间的交流还只是零星、小规模的。

到了距今5500年的崧泽、良渚时

期，太湖地区一些大型墓葬中出现了

山东地区常见的大口缸，玉钺、石钺也

在全国各地高等级墓葬里出现。这一

阶段各地区间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十

分鲜明的特点，一是器物规格较高，二

是使用者地位较高，学者称其为“远距

离上层交流网”，普通百姓之间还没有

较为频繁的交流。可见，这些交流活

动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始终存在，只是

不同阶段交流的规模程度不同。

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阶段，全国各

地交流增多。例如以陶鼎为代表的炊

器、以陶罐为代表的盛储器，以三棱形

石镞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等，都出现了许

多中原文化的因素。这表明，相比前一

阶段，地区之间的交流又更深入了，已

经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

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交流是一个

逐步增长的过程。关于中华文明的形

成，学界形成了众多理论，无论是“满

天星斗”“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

圈”，核心要素有两点：第一，承认各个

地区有自己的发展脉络。第二，最后

如何形成一体的中华文明体？通过地

区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于上海考

古来说，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时期发

现了长江下游与其他地区之间文化交

流的证据，最后使得长江下游融入中

华一体文明中来，这就是多元一体文

明形成过程的个案和缩影。

因此，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对

于包括上海在内的环太湖地区自身历

史发展过程，和中华文明统一体形成

过程来说，都有它独特的贡献和魅力。

嘉宾对话

马桥文化太湖东部遗
址正在发掘，或有高等聚落

《议政参考》编辑姬华奎：上一期程义
所长透露苏州塘北遗址下发现大量马桥文

化遗存，或会更新对马桥文化的认识？马

桥文化是类似南

越、徐淮类的一

种方国？

曹峻：
苏 州

市考古研究所近年加大对塘北遗址的

发掘力度，揭露出分布在几千平方米范

围内、非常丰富的马桥文化遗存。特别

是今年的发掘，刚发现有大规模的红烧

土堆积，下面压着土台子，应该是大型建

筑存在的证据。这是首次发现该遗址在

马桥时期或存在着中心性聚落。这提

示，马桥文化时期在太湖东部，也就是上

海、苏南一带有高等级聚落存在。

近些年在太湖南部浙北地区也有

新发现，比如湖州毘山、余杭小古城和

跳头，都是马桥文化时期前后的重要遗

址。尤其是毘山

遗址，发现了围

绕着山体的一圈

壕沟，内有由高台式和干栏式建筑组成

的建筑群落，规模很大，也是这个地区

的中心性聚落。

所以，学界逐步意识到，马桥时期

其实也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分层，生产能

力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否则没有能力建

设那么大规模的建筑和聚落。

至于它是否就是文献上记载的某

类方国，目前还不能贸然推断。马桥文

化可能属于越人的先祖，它的社会可能

是越国的早期发展阶段。

马桥文化时代，青铜
技术处于萌芽或初步发展

杭州文化工作者高泉：如何理解马

桥文化时期出现了青铜产品？

曹峻：在马桥文化分布范围之内，
环太湖地区青铜器发现并不多，与前

期相比又非常显著。良渚文化社会发

达，属于玉器时代，至今未发现铜器。

马桥时期铜器出现了，是从玉器时代

跨入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首先，湖

熟文化中发现一些炼化的铜渣，说明

在环太湖和长江下游或有青铜铸造技

术的萌芽。其次，马桥文化中发现的

铜器数量较少，说明生产规模不大。

第三，所生产的器形少且简单，基本是

刀、石钺、斧等小型生产工具，而鼎、

簋、鬲等结构复杂的青铜器在该区域

没有显著发现，说明在夏商时期尚未

达到如此技术水平。

现场提问

今天两位考古专家的分享，让我们

看到了三四千年前，上海这块土地上曾

经上演过的远古时代的历史大剧。

六千年上海历史中的第一个三千

年，文汇讲堂用第一讲“最初的上海”和

今天这讲梳理了一遍。而广富林文化和

马桥文化，正是前面这三千年中的后一

千年，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机构、民

众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它们的历史，考古

底蕴正在转换为上海城市精神，走向社

会、走向公众、走出上海，走向中国。

2014年，上海博物馆召开“城市与

文明”学术研讨会，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长、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生

对上海6000年历史说了六个字：“两头

高、中间低”。

“两头高”的第一个高峰，就是第一

讲“最初的上海”的话题，崧泽文化和良

渚文化所展现的上海六千年历史发展的

第一个高峰，而且对标当时的中国，具有

中国意义，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原地

区，比如石镰、石犁都是从崧泽文化、良

渚文化发现发明发展出来的。另一个高

峰，就是近现代的上海，也是相对于全国

而言，即上海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

说到“中间低”，就是从曾经强势

的良渚文化衰落以后的广富林文化开

始的。

广富林文化是一个弱势文化时期，

一是遗址点变得很少，二是分布范围变

小，与良渚文化的玉琮分布几乎传播到

半个中国相比，广富林文化已经缩小到

环太湖领域，这意味着人口减少，影响力

变小。所以，广富林文化进入到上海远

古发展的低谷时期。但它也有亮点，即

黄河流域的人群北来，大势就是它变得

开放了，变得包容了，变得多元了。黄河

人带来了外来的文化，带来了周边的文

化，并且在广富林生存了两百年，这是文

化碰撞、交流、融合、创新的两百年。

所以，广富林文化后的马桥文化时

期，就开始走出六千年的历史低谷期，成

为走向近现代上海国际大都市攀援上升

的新起点，我称之为“马桥再出发”。如

果说，马桥文化的变革求新是上海六千

年历史发展的重启期，那么广富林文化

则开创了开放、交流、包容、融合的转折

期，正是这一转一启，起承转合，成为上

海前后两个三千年的“翻页”处，使得上

海六千年历史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大趋

势——走进后三千年上海历史发展进程

之中。生生不息，前后相继，贯古通今，

铸古烁今。

因此，马桥文化、广富林文化是上海

城市精神的考古底蕴，我们和专家一起

共享了马桥文化、广富林文化的海纳百

川，追求卓越，感受了远古的历史转折和

走向今天的历史大势。

这就是何以上海，是以上海，所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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