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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历史悠久，。人文渊薮。考古资料证明，大约早在七

千年前，今杭嘉潮和宁绍平原就有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祖先们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昌盛，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保存着无数文物史迹。这众多的

‘文物史迹，‘生动地反映了祖先的创造能力和爱国主义以及革

命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是研

究我国历史的极其重要的实物例证，是一部形象的中国．通

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对于丰富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开展旅游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

．重要的作用。
’

一，

‘本书简要介绍在浙江的国家级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由王士伦同志主编，参加编写的有(以姓氏笔划为

序·)：许建平、宋炬、沈力耕、李小宁、劳伯敏、．张书恒，

’杨新平，韩肖勇等同志。各市县不少同志也为这本书出

．过力，恕不一一列名。由于编写时间匆促，水平有限，难免

失误i请读者批评指正。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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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



．。。余姚河姆渡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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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是知名世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子余姚县

罗江公社河姆渡村东北。一九七三年夏，当地农民在建设排

涝‘站取土时发现，经文物考古工作者实地讽查，并得到当地

干部的支持，，才得以保护下来：，接着，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

调查和两期发掘1。遗址总面积约达四万平方米j堆积厚度约i

四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

有关文物的碳一14测定，．距今约六千九百年。第三、’四层保

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

及数以千计的阿器、骨器、石器，还有木桨。 j，! ：～．

．“在遗址中，有一排排木桩和板桩，i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

布，’颇有规律。，根据遗迹现象分析，这是一种底层槊窑晦援

屋，即千栏式建筑“：其中大的长Z-l：=米余，·：深约七卷，j前

：廊深一点三米o’．许多木构件上有榫头和卯。IZl；j说明果用了榫

卯结点：的技术‘，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
棒卯。， ．．．．’．。．j ：‘．、t■-：．|。．．一．．，j～．■；

。 遗址中发现的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丙，

种’。出土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气孙布范围之庄一：在已发现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塞属罕见，填补爵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史止．‘‘有粳乖籼7．的空白。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耜¨木耜、骨

镰和木杵等，都是农业生产或谷物加西的王具。：：骨耜肆翻窭j

‘农具，数量最多，皆用牛和魔等偶蹄动物的肩胛骨制成。农，，
_‘

‘

～

．

‘

’

! 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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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稻谷的大量发现，，证明当时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经济部

门i特别要提到的是，．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

稻的原产地oJ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西部的卢塔尔，经碳

一14的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生七OO年，比河姆渡遗址

出土的水稻晚三千年。

掌一、在动物遗骨中；有人王饲养韵猪j+狗和水牛的遗骨‘，_。其中+

以猪的数量为最多。野生动物的骨骸，以梅花鹿、赤麂、·‘獐：

等鹿类动物和龟、‘鳖等爬行动物为大宗，．还有黑熊I、．j水獭筝+

兽类，’鸬鹚、‘野鸭等鸟类，“’鲤、：御等鱼类，以及软体动物无

，齿蚌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居然出觋了海埋．啪鲸0鼍鸯笪

的遗骨。此外√还有现在这二地区绝迹的犬象、犀牛、红面

猴、：四不象鹿等动物遗骸。’这些动物遗，骨，总数超’过五十

种’，对于探讨古代气候演变规律以及原始畜牧业起源过程，．

都很有价值。 一．一
．。j! 、‘ ：i■．i．j：hj

鬻·：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鹿．、鸟、

鱼：1猪j蜥蜴和五昨草、稻穗之类的动植物图案∥有的羟雕

刻止去的，?也有采用堆塑技法的七．：又有猪、。+羊和人头等韵掰‘

塑0 1骨雕和象牙雕的数量趟不少，：有的雕成对称的双头鸟图1：

案_，’_畚盼刻着双凤，?双凤之间还有三轮红日。构图筒_；f：卜，-线+
条流畅。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奏出动听的昔
瞬：乒．。‘ 一#jj．f_，。一√ij、．彳．、， ‘：i?静≥：一。．．。’

jj：-．河姆渡遗址保存着犬量的‘文物广‘遗留着各种厉史遗迹瑰

象，‘荨其中第四文化层皂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右器时代近．
层之上，。它第÷次向；人们宣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j样j：。

都磐中华良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一．”‘
。

：r÷·．一+葡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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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麓鳓@》簸薯穰漆灏蜷

牙雕匕形器

杭州六和塔

六和塔位于钱塘江北岸月轮峰上，囊峨壮丽。此地愿是

五代吴建国王的南粜囤。北宋开宝三年(979@：)，镥鞋做台

同造塔。并建塔院。当时钱塘江上。“舟楫辐接．攫之不见



亢和。譬补景

其首尾”。六和塔棒空突起，跨陆d”fI。顶屡装置碉灯，成

为船只夜航的指南。

“六和”一词，就是佛寒所说的。六和合”或“矗和

敬”，前者见《传心法要*，厉者见《本业璎珞经*，讲的

是惜人修道的事。寅和三年(1121年)，六和塔毁于兵火。

现存砖建塔身，是南束绍兴二十六年(1166年)重建的，到

乾遭元年(1165年)生部完工。称塔院为开亿寺。外观十三

层术檐。重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内有卉层封闭，

七层与塔身内部相通。

塔身的总体结构，自外及里。可分为外墙、回霹、由墙

和小室四个部分。形成内外两环。内环为塔心室，外外为厚



鼙。中阐夹以网廊，接梯量子回席之问。外墙的外壁，-枉

转角处设倚柱，并联结术精。墙身门面辟门，陶为墙厚

达4．12米．所以进门以后，就形成了L条雨超。甬道两侧有

壁富，壁童舯下部靛成掰弥唐。穿过蔺道，里i爵就是宽1．驰

米的埘懈。匈廊的两侧，也就是外墙饷内壁和内墙的外壁。

遮两堵摘壁隐作倚柱．椽拄√阐颤，由额，补阐慵作两朵，

倚住的柱头施转角铺作，都是筚移霸_悱。柱头枋上做出菱
角牙子叠涩，承接回廓的拱券顶；内墙暇边辟门。辨删边为

壁垒，相阔而成。内墙厚选4．20米，所以每个n滑里面．也

形成甬道，式样与外壁的南道大致相同。壁龛里嵌有《峭十

二_章经》石剡。从内墙的再道通往中心小室。中心小室朦先

唇供奉佛像的，造作十分讲究．完全仿术椅建筑形式I补同

铺作两朵．与转角铺作同为五铺作跟抄单拱计心造，其上用

菱角牙子叠涩作收螭，形成券顶。六和塔所有壹『j的线条都

裉流畅．是南寐时期的典型做法。塔身的第七层是元代重修

的．培剃也是元代重饿的。塔刹葫芦上帱有元统二年(1334

年)二月五日啻饯及謦造^舯姓名． j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颓秫庠上的砖赡，大约

近二胃．赴，题材丰富；

有石榴、荷花、宝相，

牡丹、芙蓉、璃冠．辑

球、月季、山荣，玉兰

等花卉，奇葩溢样，斗

把争妍·有凤置、孔

管、鹞蔚，山鹊、血I嘲 砖雕被税

7

图



，：等飞禽≯或羼翅媳翔《藏张翅停露!，蒴狮子t’麒麟≮，狻猊÷一，
’：獬豸”犀牛等动物i：奔腾跳跃；动銮优}美点：还?有：。篓仙、’i菸、

，绷0伎乐天”昂荐起舞i j搭态矫健’l譬生麴构图和风格一与

j湖卅在南宋绍兴年间所建的飞荚塔内塔石刻化生完．全气致∥

。又有回皱i：玺纹：．，期意《团兹；：钥匙头等图案i颇具装饰趣

：味‘“这些砖雕；与宋代冀营．造渗式》：飒j赞冀彩画佧i$1j凄图。

。．梓暑；如也专模；是七分珍贵的实物炎料旁{二；二j?’。，’￡j；：1

o t：．．六和塔是杭州的著名风景点之一j游八到此j不仅熊歇。
．：i赏到八百多年前精湛的建筑艺术i了还熊领略钱拜风光。：÷美

j”‘ ．⋯·

：守波保!国专
·：j、 -· ^ ’“ 一 一． ·

，
一 一

』ij，保国寺位予守波市郊的灵山j争蛛山脚张}着1蜿蜒的丽级而。。1

．止，璐边有清流惫湍≯运处i错茂林修鲍。强境：f=．分清幽．a ．

寺院深藏在山坳里，依出黉嚏造。在中轴线占一自南至=}匕有
“

天王殿、太雄宝殿、观音殿和藏经楼，灏侧有钟攫和萤搂，连
。、接着其他建筑，!高低错落，’很有韵律j．杰飕前有池景≯j水清 一

‘见底，四时不千。山巅亭合相望，．山焉陋陌纵横。运处甬缸’

一‘茫茫，景色分外壮丽o_∥：。”．i，，尊÷f．旃：-。≯n：李

．’大雄宝殿是北宋大1中!：掸符六年(10；3年·。)的建筑；是我

国江南一带罕见的木构建筑：面阔和进深备妻间，平面呈纵向

长方形，．有意扩大前槽的深度，以便容纳更多酌信徒顶褪膜

i拜。与此相适应，在前槽巧妙地安装；仑藻．辩奠制作王蝓
’

别具一格，是在同时代其他建筑中卷藏丑过的!。南王藻荭毙
’

，
●

一。一8。·
：



一匪蒸遵茎鎏i裁
走段内藻井

较低，而它埘后面供宰佛像的空向特别高旷，形成强烈对

一比，更烘托出主佛的“妙{圭庄严”和“至高无上”。

毡座建筑使用了许多斗棋，形制粗壮，而且都起瞢实际

1j勺作用。外格斗棋，当心问两朵，左右趺何各一朵。这种配

置的方式，与宋代建筑专书《营造法式*是吻合的。斗棋向

外挑出两十华棋和两个昂，按古建筑术语来说，是双抄双下

昂单棋造。此外，在柱头上阱藏里面的粱架上，也都有斗

棋。有一根昂尾上，还保存着。甲乎元丰七年”的字样。

。元丰”是北宋神宗的年号，元车七年，即公元一0八四

年。

柱子的制作也是颇具匠心的。采用以小拼大的办法，在

一根较小舳术柱周用，包镶儿根弧形术条．使整个柱子呈瓜

楞的形状，既节省了粗大的术材．又增加了柱干外表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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