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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浙江省文物局出版的《文明

的曙光——良者文化文物精品展》一书，2005年版



序

朱金坤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良渚遗址的

发现，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文化是杭州湾地区、太湖流域乃至长江

三角洲新石器时代古文明之光，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因而良渚

遗址与良渚文化不仅是余杭的、杭州的、浙江的、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是世界文明多元发生最重要的实证之

一。1994年和2006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通过申报良渚遗址为《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11月，良渚古城的发现，标志着良渚文化时

期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拓展

地方志文化发展思路，所编纂的《良渚文化简志》，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第一

本以一个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为内容的综合性志书，具有开拓性、创新性与

创造性，可喜可贺!

《良渚文化简志》洋洋80余万字和数百幅精美图照，篇幅可谓厚重，但

编者为何不取名“志”，而定为“简志”，通过拜读全书，得知编者是本着

“不全之全”的编纂理念： “不全”，指良渚文化博大精深，中外考古学者至

今仍在研究探索之中，许多问题尚无定论，良渚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良渚

文化的诸多研究成果，不可能兼收并蓄；而“全”，是本着“大事记全，要

事不漏”的原则，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有代表性的、有较高价值的发掘、

器物、研究成果作全面、系统地科学著录。

编写一部以一个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为内容的志书，难度非常大。 《良

渚文化简志》属于专业志，该志对于某些需要做渊源及整体记述的内容采用

史笔方式，并不完全沿用方志文体，故志中有史，史中有志。从大范围看，

“志”即记，凡物皆可记，以资料文献为主著述亦可作为志。因而<良渚文



化简志》是以“志”这种特殊的体例为统帅，全书各章大致分别由考古志、

文物志与学术研究现状三部分组成。如第一章《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与考古

发掘》、第二章《良渚文化中心遗址——良渚遗址群》等属于考古志的范畴；

第五章《良渚玉器》、第十章《良渚文化馆藏文物精品》等属于文物志的范

畴；第四章《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和原始商业》、第八章

《良渚文化衰亡的原因与去向》等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编者巧妙地将三部

分内容统一在一本书中，不仅使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到良渚遗址与良渚文

化，在志书的编写上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与创新。

对良渚文化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良渚文化简志》作了较全面记

录。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其基本情况该志作了较详细介绍，单件

文物虽然局限于篇幅和条件不能全部收录，但对其中收藏于余杭两馆(良渚

文化博物馆与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精美代表之器，尤其是玉器无一

遗漏。良渚遗址的保护与良渚文化的宣传工作，该志也有客观记载。而编纂

于该志的良渚文化研究学术成果及其观点精彩纷呈，既有从宏观——世界文

明遗址这一角度着眼，又有从微观——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的衣、食、住、

行落笔；既有研究良渚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世界文化的关系，又有分析良

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及良渚先民的宗教与礼制，还有关于“玉器时代”的

讨论⋯⋯代表了学术界现阶段对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研究及意义的前沿认

识。

《良渚文化简志》的编排设计可谓匠心独运，分类科学，图文并茂，个

性鲜明。相信该书的出版，在考古界、史学界、方志界以及旅游文化等领域

均能产生特殊影响与重大意义，对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具有促进作

用。

2008年3月

注：序者为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余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

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序 二

张炳火

2006年适逢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办公室杨法宝

同志告知我要编纂《良渚文化简志》，闻之心喜，思之存虑。生为余杭人，

注定与良渚文化结缘，而后又有幸直接从事良渚文化保护工作，切身感受任

务之重，非得有社会的共识、共行，才有可能使这一文化遗产得到良好保

护，永续流传，因此，更深感存史、资治、教化之必要。编修《良渚文化简

志》之事若成，无论对过往或今后的良渚文化学术研究及保护传承，实为盛

事，是为喜。然思及良渚文化之博大、研究定论之匮乏、保护传承之殊难，

对修志之事，实存诸多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修志，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好

在经过编修者两年余的不懈努力，难题得解，盛事终成， 《良渚文化简志》

即将付梓，令人心喜。

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先人在这里创下了彪炳千秋的业绩，以大量精美

玉器和大型建筑工程为显著特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为吴越以降江南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奠下了最厚重的一层基石。然而，

70余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的一系列重要发掘，以及基此所作出的学术判断，

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使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或者使人

们重新认识史前时期中国南方的文化和社会高度；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改

变了以往人们对我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认识，

并将继续丰富人们对我国文明史的认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

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同时也为今后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70年

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不仅体现在一批良渚文化专著、专论的相继问世，还

为今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本认识和基本框架。在认识深入的基础上，良渚

文化和它的中心——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日益受到关注。为了解决保护中的

问题，中央领导曾作批示乃至亲临现场；省、市和余杭区(县、市)历任领



导始终牵挂在心，举措创新；遗址所在地干部群众在保护大局中体现出了巨

大的奉献精神，遗址保护工作者勇挑重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这种难能可贵的共同意识和协同努力，使良渚遗址不仅在保护上迈出

了稳健的步子，取得了很好的实效，而且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

的经验、做法。这些都是值得载人良渚文化史册的。

盛世修志载盛事。在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之际，在良渚文化研究、保

护、传承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历史时期，在良渚遗址朝着申报《世界遗产名

录》与建设国家遗址公园这一宏大目标，并使之成为全人类所熟知与共享的

宝贵财富的关键时刻，修志有其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牲，具有现实的意

义，这不仅是全面、客观总结以往工作的需要，更是为今后工作提供史料、

启发与借鉴的需要。

《良渚文化简志》内容丰富翔实，空间突出良渚遗址，兼及整个良渚文

化分布圈，并涉及这一文化的流转传承；记载时问以良渚文化为主兼作溯源

与启后；所写内容涉及现有良渚文化有关成果、人物、事件；表达形式图文

互美，于研究者是一本好材料，于非研究者则是窥知良渚古世界的一本好读

物。

良渚文化无论是考古、研究，还是保护、利用。都是一个长期的、动态

的过程，许多问题远还没有一致的认识，这便是修纂本志书的最大难题所

在。编者在主观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客观上也只

能“力求资料完备、科学、合理”， “为后人编纂《良渚文化志》作铺垫”。

冀夙愿早成。

在编纂《良渚文化简志》过程中，我曾应邀参与定纲及评审，组织本单

位的同事参与撰稿，又兼之从事良渚文化传承保护之职，编者再三相约为书

作序。虽自揣学识浅薄，然盛意难却，作以上文字，为本志作贺，兼为对先

贤的崇高敬意和对来者的热切期盼。

是为序。

2008年3月

注：序者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任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局长、中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工作委员会

副书记；2008年1月调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正区级巡视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编纂《良渚文化简志》，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

导，客观记录学术界关于良渚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全面反映良渚文化遗

址当今保护、宣传、管理之现状。力求资料完备、科学、合理。

二、因良渚文化至今仍在探索之中，许多问题尚无定论，故编纂《良渚

文化志》条件还未成熟，本志仅为“简志”，编纂本志的目的在于存史、致

用，并为后人编纂《良渚文化志》作铺垫。

三、记载地域范围为长江三角洲，涉及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依次

重点记载42．04平方公里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242平方公里的良渚、瓶窑

两镇，以良渚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太湖流域。

四、本志记事上限因事而异，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迄于2006年(同时

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而修本志)末，极少事件延记至2008年。记述

关于良渚文化中心遗址、次中心遗址、普通遗址的诸多研究成果。

五、本志编纂继承地方志传统，力求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全志由概

述、大事记、特辑、人物、丛录和各章组成，章下设节，节下设目。辅以图

表、照片等。横排门类，事以类从。

六、政区名称以当时名称为准，地名采用现行标准地名，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

七、本志仅对良渚文化研究专家有基本定论的观点作详尽记述。除有基

本定论的观点外，记载详略依次为大多数专家肯定的观点、一般性观点、尚

无定论但编者认为有价值的观点。

八、因良渚文化要表述清楚。比一般志书更具艰难，少量资料在不同章

节需分别说明不同事由，故不可避免重复使用。

九、本志主要参考并收录本志的<良渚文化论著目录》部分论著内文，

因编纂此志收集资料浩繁，仅在每章后附录主要参考文献，在此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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