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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器物总体面貌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些器物，

特别是北阴阳营文化和咎庙类型文化的器物，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典型地反映出南京

地区原始土著文化的风貌特征。

到了历史上的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继续得到发展，并

进入了一个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浸润和冲击，与周边文化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从具有

典型形态的湖熟文化的台形聚落遗址和吴文化的土墩墓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

所出土的器物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而以六合程桥出土的青铜

器为代表的文物精品，则有力地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地方文化特征与

中原文化风貌的相互融合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通道，军事活动和经济交往十分频繁。

南京这块区域先后归属吴、越、楚三国，土著文化受到吴、越、楚文化的影响较深。这

时，具有军事据点和行政建置性质的城开始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吴国伍子胥所筑的“固

城”，越国范蠡所筑的“越城”，楚威王所建的“金陵邑”等。具有政治中心性质的城邑则

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先为秦的秣陵、江乘、丹阳等县城，后为汉的秣陵侯、胡孰侯等

封建县治。由于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其始终成为历代

统治者竞相控制的地域。这就促使原本相对独立，后虽受到吴、越、楚文化浸润，却一

直保持着土著文化特征的这块地区，加快了融人中原汉文化系统的历史进程。这也使

南京逐步走上了中国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并为自己作为六朝的都城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

公元229年，孙权在南京建立吴国，自此，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充当了国都。以后

又有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建都，前后320多年，共经历了六个朝代，

史称“六朝”。

六朝是一个政治上富于变动的时代。自秦汉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土崩瓦解后，中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社会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先是孙吴的崛起，

与魏、蜀三分天下；后是东晋、南朝等在江南相继更迭，与在北方先后交替的五胡十六

国、北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六朝承袭了东汉门阀政治传统，建立的均是世家大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原来享

有绝对权威的皇权政治不复存在，皇帝的统治力大大削弱，权力和国运基本上操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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