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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是

获悉《苏州史纲》即将出版，我欣喜逾常。

我是苏州常熟人啕少时在常熟生活，初中就读于苏州、l 中学，长大后进北京大学史学系，

从此远离家乡 63 年，对故乡的思念时时萦绕于心。虞山仲菇、言子等先贤的高风，尚湖山水

的雅丽，苏州、!风物的清嘉、民情的纯朴……点滴都在心头。

2003 年下半年，得知苏州拟编撰《苏州通史#，我极为感奋。在给苏州相关同志的信中

说.苏州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建城悠久，英才辈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市内市郊有园

林花木之胜，有山水林整之类。自泰伯、仲雍以来，关中文物之盛，历久不衰，这是世界城市

史中竿见的奇迹。现当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苏州一马当先，成绩辉煌，经济趴升.名

列全国之前茅。我们应该重视苏州，研究苏州，向全国、全世界宣传苏州，用苏州的历史来培

养人，用苏州的成绩来激励人，用苏州的经验来影响人，因此，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苏州通

史》实为要务。这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建议苏州市组织力血'

聘请人才，搜集资料，开展研究.早日完成《苏州通史》的段著 ω

2007 年，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徐回强部长经慎震研究，决定先组织力量，编写一部反

映苏州历史全载的《苏州史纲#，然后再在《苏州史纲》的基础上，编撰一部多卷本的《苏 v'H

通史#0 2007 年 3 月，(苏州史纲》作为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立项，编篡工作

应动。

无疑是个令人鼓舞的决定，其间的良苦用心是出于对苏州的历史负责，更出于对苏

州l 历史准确地表述负责。两年多来，参与《苏州、l 史纲》的诸多学者在王国平教授的统筹下，

问资料，反复切磋，编列纲日，勤勉撰著。如今，一部厚重的《苏州史纲》呈现于读者面前。

苏州同志嘱余为《序ð，爱说笔而为之记。苏州历史恢宏，万象毕呈，(序》不能掰述，惟阅

读《苏州史纲}，必能体会。明日之苏州将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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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时期

苏州地处太湖之酶，早在 1 万年前就有人类的活动，并在太湖中的三山岛上留下了遗

迹。这些会打制石器、还不会制造陶器的先民是最早的"苏州人"。然而我们不知道兰山先民

眉来的历史，不知道此后的几千年盟他们的后代是否仍然居住在这里。一直到距今 7∞0 年

在有才章新有人在这盟活动，他们留下的遗迹遗物称为马家洪文化。~~夜泯文化发展近千

年演变为路洋文化，再经过六七百年演变为良精文化。

良请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达到了顶峰。数最众多的遗址，留下了很多高大

的祭坛和大墓，出土了数以千计精英的玉器，在苏州乃至中国的上古史上都留下了重彩浓

嚣的→页。大约在距今4ω0 多年前，良洛文化先民从太湖地区消失，此后的几百年里太湖

平原人迹罕至。

中原地区进入商代以后，有两批人分别来到太湖地眩，一批人是江南的土著，另一批人

来自中原，他们融合届留下来的遗迹被称为马桥文化。

商代末年"泰伯奔臭"(泰伯，亦作太伯)，南迁到江南的周人，断发文身、变服易俗，和

当地的士著融合，成为英国的始祖。苏州简称"吴"因此而得名。至吴王寿梦央国强大起来，

到了闹间、犬是时代已经俨然成为一代崩主。闹闹时，伍子背"相土尝水，象夭法地，造筑大

城"①。苏州建城已有 2500 多年历史。犬差十四年(前 482) ，始犬装赴黄池与晋侯争霸之时，

①赵畔:{吴越春秋》卷四，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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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一1严先秦H才191 3 

越王勾践偷袭吴国都城，吴国从此一颐不振。 九年以后越国灭吴。

越王勾践步夫差后尘北上争霸，迁都琅邪(亦作琅珊，琅琦)。 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打

败，越王黯不得不退归江南，越人又在太湖地区留下了许多遗存。 几十年后楚威王兴兵伐

越，越国灭亡，原来的吴、越之地尽归楚国，成了春申君黄歇的封地。 到秦王政灭楚国、设立

吴县和会稽郡，吴越地区就纳入了大秦帝国的版图。

早在远古时期 ，吴地就已出现了灿烂的稻作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及太湖地区的农

耕稻作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蚕桑丝织业也有很大提高，丝织品的品种已经有"缩"的名称。

江南运河奠基于春秋晚期，其著名者为泰伯读、青溪、刊沟 、越溪等。 春秋时期，吴地的造船

业已经非常发达，尤其以制作战船最为著名 。 吴地冶铸技艺杰出，产生了干将、莫邪等代表

人物。 春秋时期也是苏州园林发韧的初期。 在文化方面，言恒"北学于圣人加速了中原文

化向吴地的传播与吴地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文明的曙光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碧波浩渺的太湖就像一颗璀蝶的明珠镶嵌在这片沃腆的平原中

央。 太湖平原地势低平、气候宜人，太湖周围还有大大小小 323 个湖荡，这些星罗棋布的湖

泊就像一颗颗明亮的大珠小珠散落在绿色原野的碧玉盘上。 苏州有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

有丰裕富饶的物产资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鱼米之乡、人间天堂。

一最早的居民一一三山先民

1985 年在太湖中三山岛西北端清风

岭下的湖滩沙砾层中发现了一处面积约

500 平方米的|日石器地点，在已发掘的

36 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石制品 5263 件，

其中有石器 238 件，内涵十分丰富。 根据

岛上发现的动物化石判断，大约在 l 万

年前人类的足迹就已经印在了这片肥沃

的土地上。
三山岛清风岭下的石灰溶洞，溶洞前的湖滩就是旧石器出

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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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岛旧石器

三山岛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蜡石、石髓、玛瑞等。 石制品中石核只占 4.8% ， 石片占

86.6% ，石器主要是以石片为原料采用间接打制法加工而成，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

器、锥 、钻和砍砸器等 ，其中各种式样的刮削器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尖状器，砍砸器最少。 其

中端侧凹刃刮削器、深凹刃刮削器、陡刃刮削器、龟背形双尖尖状器、菱角形小三棱双尖尖

状器、双凹刃尖状器等都很有特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三山岛出土的砍砸器数量少、

个体小、重量轻，不像是用来砍断树木或挖掘块根的工具，而更像是敲砸用的工具。 刮削器

和小型尖状器是用来切割剥剔兽肉兽皮的。 凹刃刮削器的形状很适合于加工木质或骨质的

渔钩渔叉。 根据石器器形分析，三山先民的经济生活应以渔猎为主。

由于发掘到的石制品中完整的石器比例很小，而残次品与石片的比例很大，也未发现

任何居住和生活的遗迹，因此这里可能是一处石器制造场。 但是出土的许多石器都有使用

过的痕迹，并存在着大量使用过的石片，由此看来这里也可能是三山文化先民临时的或季

节性的居住地，在气候适宜、食物丰富的季节他们可能也到此短期居住，制作一批石器后便

携往他处。

三山文化先民究

竟从何而来? 他们又

去向何方?现在都不

清楚。 由于邻近地区

旧石器遗存十分罕

见，因此他们与其他

地区先民的联系也不

明了。三山先民是苏 三山岛出土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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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最早的居民，三山旧石器文化是我们所了解的苏州时代最早的原始文化。

二鱼米之乡初露端倪

大约距今 7000 年前，太湖平原上出现了一支新石器文化，叫做马家洪文化。 ①马家洪

文化先民在这里生活、劳作了 1000 多年，技术有了进步，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考古学家

把它称为私泽文化。

1.最早的水稻田一一草鞋山马家识文化水田遗址

距今六七千年间分布在太湖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是马家洪文化，迄今为止已发现的

马家洪文化遗址有 40 多处，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南达钱塘江北岸，西到常州一带。

马家泯文化的房屋是地面建筑，以木为柱，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柱础，墙壁用芦苇涂泥

做成，用芦苇、竹席、草柬盖顶。 马家洪文化先民做饭用的釜腰间有一圈翘起的沿，称为腰沿

釜，随着时代的发展腰沿釜逐渐被鼎所取代。 马家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虽然也用泥条

盘筑法制造，但由于使用了陶垫陶拍等工具，陶器制作得比较规整。 马家洪文化的石器不仅

数量多，而且磨制精细，还掌握了管钻技术。 马家洪文化遗址中经常发现石嫉与网坠，说明

渔猎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比重。

1992 年至 1995 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苏州

唯亭草鞋山遗址发掘了马家洪文化时期的水田

遗址，在发掘的 1400 平方米面积中发现了多组

由小块水田群和以水口、水沟与水井、水塘相连

接构成的水田灌溉系统。 鳞次柿比的水田呈椭圆

形或长方圆角形浅坑串联排列，每块面积从一平

方米到十几平方米不等。 土层中发现大量水稻植

物蛋白石，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种植的水

稻属于人工栽培的梗稻。 2003 年在昆山绰墩又发 草鞋山稻田遗址

①考古学以最早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考古文化，马家洪文化就以浙江嘉兴马家洪遗址而

得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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