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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第一节浦阳江

浦阳江，钱塘江支流。发源于浙江省浦江县花桥乡天灵岩(海

拔818米)南麓岭脚大园湾，自南(偏西)向北流经浦江县，诸暨市、

萧山区，至萧山闻堪镇南侧小砾山注入钱塘江。干流长 149.7公里，

集水面积3451.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24.6亿立方米。上游

河宽22 -75米，下游河宽80 - 120米。流域在会稽山脉与龙门山脉

之间。从地形看，浙江山脉均呈西南一一东北走向，北部由西向东

分别为天目山脉，龙门山脉，会稽山脉，四明山脉等，这些山脉孕

育了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等水系。

历史上浦阳江或曾独立入海(杭州湾)，因列"吴越三江"之一。

三江者，~吴越春秋》记为"浙江(钱塘江)、浦江(浦阳江)、刽江(曹

娥江)"， ~国语》韦昭注为"松江(沪漱江)、浙江、浦江"。明清以

来，学者多沿旧说，认为浦阳江下游古道原从萧山临浦镇北走，再

东折，经钱清镇而在绍兴注入杭州湾，至明代凿通磺堪山，始北出

萧山。今人陈桥驿倾向于浦阳江从史前以来就走萧山，否认东折绍

兴的说法。《汉书·地理志~ : "余暨，萧山，潘水所出，东人海。"

按潘水即浦水、浦阳江。陈桥驿进一步考证从晋至南北朝，浦阳

江下游的水文地势颇合"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

川，枝津交渠"的描述，江水下游与临浦、渔浦等湖泊汇成一片，

，并通过临浦人钱塘江。北宋中期以后，临浦等湖泊涅废，河床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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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阳江几度借道钱清江从绍兴三江口入海。 明成化年间会稽郡守戴

玻兴修水利，浦阳江复归萧山旧道①。

考古发现并未完全支持陈桥驿的证述。 从一些遗址 、 遗迹的位

置看，浦阳江下游古道并未与现行河道相合则是肯定的。 萧山欢潭

乡(今进化镇泥桥头村)茅草山遗址(本报告附录)，分布范围从东侧

河滩一直延伸到河堤之外，从调查情况看，西侧堤坝外仍有良诸文

化遗物发现。 可以肯定两岸的遗址是延续一体的，后来被浦阳江一

分为二。 茅草山遗址年代从良清晚期、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六朝，

说明浦阳江在这一时段并未通过这里。 义桥新坝一带也有新石器时

代遗址分布在河道两侧及河床，判断原为一个遗址。 该遗址的上部

叠压有商周地层及六朝水井等遗迹，在河道底部被侵蚀 、 冲决，可

见及至汉、六朝时期，这里尚不是浦阳江河道的准确位置②。 新坝

遗址近磺堪山，从某种意义上给陈氏结论提供了反面的证据。 但河

道的摇摆可能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考古发现也并未直接支持浦阳

江东出三江口的旧说。

浦阳江上游落差大，源短流急，河道陡峻，来水迅猛。 中下游两

岸地势低洼，河道弯曲，易受内涝;下游受钱塘江潮水顶托，水流宣

泄不畅，一遇暴雨则决堤为患，历来为洪涝重灾地区。 因堤坝屡决屡

筑，河床抬升，下游渐成地上河。 故有"小黄河"之称。 这种特殊的

水文环境一直可以追溯到7∞0年前。 位于浦阳江下游跨湖桥遗址的

涅废，全新世海平面的上涨仅仅是大背景，江口波涌潮托的小环境则

是遗址之上厚达4米多海湾相沉积形成的根本原因。 尔后的楼家桥遗

址(本报告之一)、茅草山遗址、 新坝遗址中，均在不同阶段的地层

中发现具有共同成因的淤泥厚积层。 可以认为，历史上该地区人类生

产、生活内容所构筑的文化传统必然地打上了浦阳江的烙印。

浦阳江流域宽阔 ， 其上游谷地与仙霞岭、 千里岗山之间的衙江

河谷通连 ， 成为浙东 、 浙北平原通向华南腹地的交通要道，浙赣铁

2 

① 陈桥驿《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 >. < 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 1999年 。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路及从沪 、 杭直通西南的高速公路均铺设在这一线。 这一交通优势

可能在史前时代就开始发生作用。 如良清文化的大本营在太湖南域，

作为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史前文明中心，向南转播的渠道在哪呢?

从目前的发现看，钱塘江以南规模最大的良诸文化墓地一一浦江置

塘山背遗址(本报告之一)、龙游寺邸园良清文化墓葬①和具有明显

良诸文化因素的江西修水山背遗址②、被公认为良洛文化因素最南

分布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③均可排列在这条通道及其延伸线上。 学

术界认为，跨湖桥文化与洞庭湖皂市下层文化有诸多相似性，可以

从文化传播上寻找联系。 如果得到证实，跨湖桥遗址正处在通道的

海口远端，亦并非巧合。不唯如此，万年前上山文化④在这一带的
孕育，又何尝不能看作是原始的狞猎采集者在这一通达之所的自然

聚集呢?往近处看，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亦立国于浦阳江中下

游的诸暨一带。

浦阳江流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明与历史时期文明重要

的孕育与发展之地。

第二节诸暨与浦江

一、诸暨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

诸暨是本报告楼家桥遗址、尖山湾遗址所在地。

诸暨位于浙江省中部偏北，地理坐标为东经 1190 53' -1200 32' , 

北纬 290 21' - 290 59 ' ，境域面积2318平方公里，其东边与绍兴市、

d暖州市接邻;南面与东阳市、义乌市交界;西毗浦江县、 桐庐县、

富阳市;北邻杭州萧山区，人口 106万。 地处浙东平原和浙西北丘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② 彭适凡: << 试论山背文化)， <<考古 ) 1982年第 1 期。

③ 苏秉琦 : << 石峡文化初论 )， << 文物 ) 1978年第 7期。

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浦江县博物馆 : << 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 << 考古 ) 2007年第

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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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山区两大地貌的交接地带，由东部会稽山低山丘陵、西部龙门山

低山丘陵 、 中部浦阳江河谷盆地和北部河网平原组成。 四周群山环

抱，地势由南向北渐次倾斜，形成北向开口的通道式断陷盆地。 东

部会稽山脉，主峰东白山太自尖海拔 1194.6米，为境内最高峰;西

部龙门山脉，主峰三界尖海拔 1015.2米，为境西部最高峰。 中部为

河谷盆地，多沃土良田:北部为为河网平原，水资源充沛。 浦阳江

纵贯南北，境内主或干流长67.6公里，东西 8条支流呈叶脉形展开。

诸暨地属中北亚热带季风区，年平均气温 16.2 CC ，平均降水量

1346.7毫米，平均雨日 158.7天，无霜期236天。 气候温和，四季分

明，雨水较多，光照充足，小气候差距显著 ， 具有典型的丘陵山地

气候特征。

境内土壤有红壤(丘陵山地的主要土壤类型)、 黄壤(海拔 500米

以上丘陵山地主要土壤类型)、岩性上(浦阳江河谷两侧低丘)、潮

土(浦阳江干、支流沿江两侧，沟谷溪边和山口洪积扇)和水稻土。

植被类型为东亚植物区系华东地区成分，以针叶林和常绿阔叶混交

林为主，种类主要有松科、 杉科、壳斗科、棒科 、 山茶科 、 蔷薇科、

豆科等。

诸暨历史悠久，然上古传说与史实并杂，难以尽释。 夏少康封

庶子无余于越，封地即在县城北面 "埠中"及至允常，埠中长期作

为越国早期都城。 史载允常时越国疆土南至勾元、北至御儿、东至

鄂、西至姑蔑，勾无即诸暨南部的勾乘山 。 诸暨为越国古地，庶几

无误。 芒萝美女西施，亦诸暨人也。

"诸暨"名词由来，更可 "远溯诸夏商周而上" ( ~ 光绪诸暨县

志~)。明((隆庆诸暨县志》认为"诸暨之得名……或曰禹会计而

诸侯毕及也" "诸者，众也;暨者 ， 及也。"另说诸暨源自祝融八姓

之诸稽氏，诸稽受封于浙 ， 始有诸暨(稽)国 。 清《 乾隆诸暨县志 ~ : 

"诸暨者 ， 诸暨国之地也"宋《 路史》亦将诸暨作为一个方国载人

《 国名记 ~o ~ 国语·吴语·疏 ~ : "诸稽之裔，以国为氏。"直至商代，

诸稽国才灭亡。 韦昭云 "彭姓诸稽，则商灭之" ~ 国语·郑语 ~ )。

清人郭凤沼认为"诸暨即诸稽" "夫古赐土姓，昨之土，而命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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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暨声近，同音假借"。故而诸暨国早于越国，至商灭诸暨后，地遂

属越。 "按少康庶子所封，初在县北一隅，与今山阴、会稽两县连

界，自外皆诸暨地也，及商灭诸稽，而夏后氏并有其地，以至于允

常，此实录也。咱以此诸暨的上古史似可颇合逻辑地宣告成立。然
时间远去，史迹漫法，后人渐元确信过往的足履，追而溯之，妄猜

附议者多，以至歧义纷出，真假莫辨。据邑人杨士安考证，诸暨之

义除上述两种，尚有"诸山、暨浦"地名说、越王无诸教化所及(暨)

说、古越语说等六种解释②。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始设诸暨县，属会稽郡(全国

三十六郡之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年)，属杨州刺史部会

稽郡。 新莽时改称疏虏(卤)，建武初复旧。 汉至唐，所属之会稽、

杨州区划建置或有所动，但诸暨县建置一直未变。 汉末，县西南一

部曾分析置人汉宁县(三国改吴宁)丰安县(即后浦江县)。 隋废吴

宁县，旧地复归。 唐属越州，唐未改称暨阳县，吴越国天宝元年复

称诸暨县。 宋属两浙东路，乾道八年( 1172年)析置义安县，三年即

废。 元成宗元贞元年( 1295年)升诸暨县为诸暨州，属江浙等处中书

省绍兴路。 至正十九年( 1395年)，胡大海克诸暨，改诸暨州为诸全

州 。 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年)降州为县，仍复旧名 。 属浙江等处承

宣布政司绍兴府。 清袭明制，诸暨县属浙江省(布政司和按察司)绍

兴府。 民国初年属浙江省会稽道， 1927年道制废，直属浙江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诸暨县先后归属绍兴、金华、

宁波专区。 1964年一直属绍兴专区(市)管辖。 1989年，经国务院批

准，撤诸暨县，设诸暨市(县级)③。

二、浦江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

浦江县为本报告宣塘山背遗址所在地。

浦江位于浦阳江上游。 境域面积899.57平方公里，人口约 38

① [清]郭凤沼 : ~ 诸暨青梅词注 >， 1850年。

②杨士安 : ~ 也谈 "诸暨"的由来 >， ~ 诸暨史志> 1986年 5期。

③诸暨县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 ~ 诸暨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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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东南界义乌。东北连诸暨，西南与兰溪毗邻，西北和建德、桐

庐接壤。浦江县在大地构造上属于钱塘江凹陷的中东部，为丘陵地

区。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81%。县内主要山脉

为北、中、南三支。北支为龙门山脉，其中朝天门海拔 1050米为县

域最高峰。中支山脉属龙门山系，俗名北山，由东向西横亘浦江中

部，南支山脉属会稽山系，婉蜒于与义乌、兰溪交界。南支山脉与

中支山脉对峙，中间为浦阳江河谷盆地。

浦江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年

平均气温 16.4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为 1412.2毫米。主要气象灾害

有大风、冰雹、洪涝和干旱。洪涝多在梅雨汛期的 5 ， 6月和台风影

响季节的 8 、 9月。干旱主要在盛夏的7 、 8 月。

浦江地质构造属浙西构造单元，几经沧海桑田，历中生代燕山

地壳运动榴皱成山，断陷成盆地。地层较为齐全，元古代至新生代

地层均有暴露。岩石以火山凝灰岩分布最广，还有沉积砂岩、页岩、

红色稀土以及变质枚岩、板岩等。土壤有红壤、黄壤、岩性土、潮

土、水稻土五大类。

浦江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初为姑蔑之地，后姑蔑为越

所灭，归属越地。战国越为楚所败，又属楚。秦王政二十五年，浦

江属乌伤、太末两县地。属会稽郡。东汉献帝兴平二年( 195 年)，

分太末、诸暨立丰安县，为浦江建县之始。兰国时，丰安县属扬州

之东阳郡(会稽郡析置)。南朝陈天嘉三年( 562年)东阳郡改金华郡，

浦江县属金华郡。隋开皇九年( 589年)，废丰安以其地人吴宁(金

华)，立为委州委镇。唐天宝十三年( 754年)，又析义乌、兰溪及富

阳置浦阳县，以境内浦阳江得名。吴越天宝三年( 910年)，改名浦

江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宋元时属婪州，明清时属金华府，民国

时属金华道，后直属浙江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浦江县属金华专区(市 )0 1960年

撤销浦江县建置，大部并人义乌县， 1967年恢复浦江县①。

①浦江县县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浦江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浦江县地名志)，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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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考古工作概述

一、楼家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1996年4月 -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杭金衡高速公路

建设，委派蒋乐平、黎毓馨等对拟建中高速公路沿线进行考古调查。

6月，在进行萧山段调查时，由萧山博物馆倪秉章提供线索，在萧

山、诸暨交界位置发现遗址。 旋即确认所在位置属于诸暨市次坞镇

楼家桥村，因名楼家桥遗址。遗址因村民掘土暴露数块泥质红陶、

夹砂褐陶片和半截鼎足，初步定为河姆渡、马家洪文化时期遗址。

楼家桥遗址的发现点在高速公路东面 150多米处的庙后山东侧，预

计遗址范围向高速公路延伸，濒临建设性破坏，因列为抢救性考古

发掘点。 1998年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包括楼家桥遗址在内

的高速公路沿线文物点进行复查，确认楼家桥遗址为重点发掘项目 。

1999年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

古队，对楼家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队成员为蒋乐平、郑建明、

张海真、夏朝日，蒋乐平任领队。诸暨市文化局方志良、次坞镇文

化站吕关海参与了发掘工作的组织协调。

4月 19 日，考古队正式进点发掘，但一个意外的情况差点使发

据工作半途而废。当考古队员来到楼家桥村东北部的遗址点时，发

现这里竟然是"汪洋一片"预想中的发掘区成为了"泡影"。 这是

怎么回事呢?原来，遗址东南侧有一条小河(俗称诸萧河)通过，这

条小河流向浦阳江下游的一条支流一一凰桐江，受钱塘江潮水顶

托，江水回潮一直可以抵达这里，特别是春夏季节。 据村民介绍，

遗址位置总会出现每月二大潮(阴历月初初一至初八与月中十四至

二十)、每天又有小潮的自然现象，遗址将有一半时间处于淹没状

态。蒋乐平此前两次到达遗址现场，恰逢潮落期，因此对此毫无准

备。 这也解释了他心头的一个疑问:遗址发现位置俗名叫"十八亩

头"为一片低平之地，当地农民却没有开辟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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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这次考古发掘除了配合高速公路建设，还有一个明确

的学术目标，就是想探索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变问题，

特别想弄清河姆渡文化阶段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 1990年萧

山跨湖桥遗址发现①，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000年，超过河
姆渡遗址，但学术界一直对此抱有怀疑态度。 楼家桥遗址与跨湖桥

遗址同处浦阳江下游地区，它们将会是怎样的关系?过去习惯将浙

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钱塘江以北的马家洪一一良洛文化与钱塘

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位于钱塘江以南的楼家桥遗址能够简单地归

划到河姆渡文化吗?实际上，钱塘江北、南的史前文化概念不过是

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泛化，因为过去的考古工作大多集中在这

两个地区，整个浙西南乃至浙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基本没

有开展。 楼家桥遗址的位置恰好处在浙东平原与浙中山地的过渡地

带，通过该遗址，是否能够揭开浙中、浙西南原始文化真实面纱之

一角呢?考古队希望通过发掘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并不想轻言放弃。

在诸暨市文化局、次坞镇文化站的协调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

考古队决定在庙后山西侧水稻田进行探掘，结果发现这一带也有遗

存分布。 其时正是蓄水插秧季节，通过对村民的说服、引导和适当

的经济赔偿，并经过艰难的排水沥田，考古发掘终得以在这里开辟

新的发掘区。 新开辟的发掘区定为遗址西区，庙后山东面(遗址最

初发现位置)定为遗址东区。

遗址西区共布5 x lO米探方4个，编号为 Tl 、 T2 、 T3 、 T4。 发

掘时间从4月下旬延续到 6月下旬，但该区域遗迹现象稀少，遗物也

不甚丰富，并非遗址中心区域。 与此同时，考古队对遗址东区环境进

行了更深入的考察，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潮水并不能淹没庙后山东坡

的一片桑园地。 为了解东区遗存的堆积情况，决定在这片桑园地进行

探掘。 给村民适当赔偿后，考古队在桑园地布下东西向 2x9米探沟

一条，编号 TSI，由郑建明负责发掘。东区地层堆积远比西区深厚，

约在深4米处，出现一层淤泥层。 由于发掘空间已十分狭窄，考古队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萧山跨湖桥遗址发掘简报 >.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长征出
版社.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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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冒着塌方的危险在淤泥层下探得夹炭黑陶片若干，确认有更早的文

化层存在，这使考古队深受鼓舞。 2米宽、 4米深的探沟还是在一场

雨水过后拥塌了，由干早有所警觉，除了一柄锄头被埋，没有人员受

伤，可谓有惊无险。抱着更大的希望，考古队不但决定全部清理出拥

塌物，而且决定将探沟进一步向东延伸。这样，探沟的东端已经超出

了桑园地、到了潮水可以抵达的下级台地。 为抵挡潮水，又采取围

土筑堤的措施，利用发掘土将探沟围堵起来(这一方法，后来又应

用到正式发掘中)。 通过这样的办法 考古队克服潮水带来的困难，

坚持完成了发掘。发掘的重要成果是在淤泥层下发现了河姆渡文化

的典型器一一夹炭绳纹带脊釜，说明遗址早期可以早到河姆渡文化

早期。 令人惊奇的是，楼家桥遗址特有的一种带脊棱的柱状足鼎在

遗址早期居然已经出现，在过去发现的河姆渡早期阶段的遗址中，

绝不见鼎。 另外，淤泥层下还发现了动物骨头和木质遗物。

发掘期间，房东柴国兴家后院打井，在深2米多处发现有楼家

桥遗址同类型陶片出士，该位置在庙后山西约 500米。 发掘临近结

束时，蒋乐平、郑建明在遗址北边的江堤上，发现散落的黑泥以及

与楼家桥 TSl 底层出士的特征一致的陶片。通过眼踪访问，探知楼

家桥遗址东北向约 1公里的萧山浦阳镇舜湖里村有村民掘井，前去

调查，井已掘好，泥土中发现与楼家桥遗址共同特征的陶片和动物

骨头。 这两处遗址点说明一个聚落群的分布范围。

1999年上半年楼家桥发掘的实际面积为200平方米。 7 月 14 日，

发据结束。

东区的探掘成果坚定了考古队继续将遗址发掘下去的决心。蒋

乐平利用盛夏休整的时间，将楼家桥遗址的发掘成果整理成书面材

料，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军所长汇报并陈述了遗址发现的意

义及进一步发掘的必要性，得 NT 领导的认可与支持，计划下半年

继续进行遗址发掘。

1999年 10 月 8 日- 2000年 1 月 9 日，楼家桥遗址进行第二期发

掘。 参加发掘的除蒋乐平、郑建明、夏朝日、张海真外，还有陕西

省考古研究所技工杨科民、刘天运、邓来善，蒋乐平继续担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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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发掘共布 10 x 10米探方6个，以象限法编号，分别为 T0707 、

T0708 、 T0807 、 T0808 、 T0809 、 T8010。这期发掘，考虑到遗址出

上陶片碎散严重，陶器修复比较困难，因而安排张海真、邓来善边

采集、边修复，力图提高修复效率。该期发掘的核心收获，是认定

楼家桥遗址早期文化层中出土的以柱状(或带扉棱)足鼎、隔沿深腹

缸和夹砂陶器上流行的以猴头为主的动物堆塑，与河姆渡文化、马

家洪文化的典型陶器绳纹有脊釜、泥质红陶豆、单耳罐共存，反映

了在距今6000多年前，浦阳江下游地区存在一种与浙东北平原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联系，但又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类型。

2000年3 月 22 日 -6月 20 日，对楼家桥遗址进行第三期发掘。

参加发掘的有蒋乐平、郑建明、夏朝日、张海真、胡少波。 蒋乐平

为领队。 这次发掘共布lO x lO米探方4个，编号为 T0607 、 T0709 、

T0710 、 T0811 ，与第二期发掘区相连。 发掘期间，又对遗址南面约 1

公里的猪山北侧耕地进行探掘，出土鸡冠板、扉棱足、石镜等遗物。

至此，楼家桥遗址三期发掘工作结束。

楼家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得到了诸暨市政府、次坞镇政府和楼家

桥村的大力支持，也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同事的密切

关注。 诸暨市文化局领导张尧国、葛波儿等多次到遗址现场协调工

作。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刘军、考古室主任陈元甫、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王明达和王海明、芮国耀、赵哗、孙国平、方向明等领导、

同事也多次到现场考察发掘工作。 同时，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也初步

开展起来。 第一、第二期间，浙江农业大学郑云飞博士两次来到遗

址现场，就遗址的水稻遗存进行考察并做了标本的浮选、采集。第

三次发掘期间，浙江自然博物馆金幸生来现场对遗址出土的动物标

本进行了考察，并选走部分标本进行研究。考古队还委托金幸生采

集地层土样到南京大学进行抱粉分析，以便取得环境研究的资料。

二、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置塘山背、尖山湾遗址的发掘

楼家桥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浦阳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

的文化面貌具有地域特色。为进一步扩大考古成果，以期对这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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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原始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同意楼家

桥遗址考古队的要求，决定以"浦阳江流域"作为一个拟想中的地理

文化单元，进行比较系统的针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

2000年9月，由蒋乐平(领队)、郑建明、张海真、夏朝日、胡

少波组成的考古队，一边进行楼家桥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一

边对浦阳江流域进行考古调查，至2001 年 1 月上旬结束。 调查工作

得到浦江县、诸暨市、萧山区三地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 事实证明，

这次调查收获巨大，浦江上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萧山跨湖桥遗址

的再发掘都是这次调查带来的机会，宣塘山背、尖山湾遗址的发掘

也是这次调查工作的延伸。

查塘山背 、 尖山湾遗址均为浦江、诸暨两地文物部门早已确定

的遗址点。 查塘山背遗址为20世纪 80年代初发现，定为新石器时代

遗址，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尖山湾遗址于 1981 年发现，判定

为新百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原有的遗址线索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探

掘，是这次调查的一个基本方法。 调查一开始，调查队就到两遗址

的现场进行实地考察。 现就工作的先后分别介绍置塘山背遗址和尖

山湾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

(一)置塘山背的调查与发掘

2000年9月 21 日，蒋乐平在浦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芮顺淦的引领下来到黄宅镇渠南村查塘山背遗址现场， 与村支部书

记周来水接洽后，决定立即进行试掘。 第二天，调查队正式安排张

海真和胡少波进点试掘。 陆续开布3个试掘坑，编号为 TSl 、 TS2 、

TS3 。 由于遗址点在村舍中间， TSl 、 TS2 的位置局促在村庄道路与

屋舍的狭窄处， TS3在一片葡萄园里。 不同位置的探掘目的是了解遗

址的分布及保存情况。 结果除地势稍高的 TS3没发现文化层， TSl 和

TS2均发现商周及良诸文化阶段地层。 调查工作继续向周围延伸。 首

先尝试的是村庄西面的一片高地，高地上种满庄稼，给农户赔偿适

当青苗费后，布下 lx2米探坑 1个，编号 TS4，由张海真负责试掘。

后来又安排郑建明到西面、北面的两个高地探掘，并发现长地和上

山两个遗址。 9月 28 日， TS4②层下发现基葬 Ml ，随葬品具有良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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