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能不断解开良渚史前

文明谜题，我们激动

今天， 站在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里，5000 年前中华文明的面貌昭然

在目。 在莫角山宫殿，面积近 30 万平

方米的人工营建的土台上， 三座宫殿

台基连同周围的大面积沙土广场，揭

示了这里极有可能是良渚王族和贵族

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 在反山王陵展

示区，9 座良渚早期的大墓依次排开。

1200 余件（组）陶、石、玉、象牙、涂朱

嵌玉器等丰富了良渚文化的研究资

料。 尤其是反山 12 号墓出土的迄今为

止个体最大、 重达 6500 克的玉琮，再

一次实证了良渚文化以玉为礼的文化

特征。

现在，良渚古城遗址已重见天日，

但它们还深埋于地下时， 要精准找到

并发掘保护，并不简单。 “以前的不少

经验，似乎都不奏效。 ” 在良渚水利系

统发掘与保护中， 负责现场踏勘的浙

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馆员范畴感慨，

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是约

5000 年前的文明遗迹。

2000 年时， 良渚古城北侧的蜜蜂

垄水坝被认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

进行发掘，结果找不到墓室，才意识到

应该是水坝。 2009 年又一座岗公岭水

坝暴露，团队经过调查和测年，终于判

定这些水坝都是良渚时期的水利工程。

2011 年， 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的王宁远得到了一张 20

世纪 60 年代的良渚古城遗址区卫星

影像。 影像中，良渚古城宫殿区、城墙、

外郭和良渚时期水利工程塘山长堤和

高坝系统，都清晰可辨。 就在王宁远查

看影像细节时，忽然看到画面上，两个

山体间连着一条长垄， 看形状很可能

是人工堆筑的。 他不断确认，激动地发

现， 这条垄居然连上了塘山长堤，“如

果它是良渚时期的水坝， 那它和塘山

就构成了一个整体， 这就说明良渚水

利设施是个统一设计的、 规模巨大的

系统工程！ ”

王宁远立刻带队到现场进行调

查，经过勘探和测年，确定此处为良渚

时期水利工程的低坝系统。 踏勘的结

果证实了王宁远的猜想， 良渚水利系

统规模如此庞大、结构如此明晰，由此

可见如果不是良渚先民具有强大的组

织力量， 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建不

起来的。

虽然激动， 但王宁远和团队成员

都非常冷静：“如果不是无意间在卫星

影像上看到了那条长垄， 低坝系统还

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 可见，摸索

一套能够指导现在和未来实践的方法

很重要。 ” 王宁远笑着说。

此后， 团队逐渐形成了 “影像配

准———影像解译———田野调查” 的工

作方法， 吸收了遥感测绘等专业的人

才力量加入其中， 负责影像数据的采

集、分析等工作。 现阶段，这套方法不

仅运用于塘山长堤以北区域的良渚水

利工程发掘， 还被其他地区古代工程

考古遗址的同行借鉴。

近年来加入团队的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馆员张涛， 大学

期间学习的是测绘相关专业， 在团队

中主要负责影像素材采集。 实际上，范

围广、精度高、细节丰富的影像素材，

获取成本是较高的。 因此，自主培养影

像素材的采集专家成了团队的 “刚

需” 。 张涛介绍，在团队成员的帮助和

鼓励下， 他正在备考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操控员实践考试， 并希望能实现

自主影像数据采集， 为团队提供各种

研究所需素材。 “在我们的工作方法

中，图像采集是基础性的工作。 我能将

自身所学运用到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

与保护之中，感到很激动。 ” 张涛说。

“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

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比如，不论是四川成都的三星堆遗址，

还是殷墟妇好墓， 都出土了良渚人的

玉琮，证明其与良渚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当前，还有许多问

题等待我们去回答， 梳理中华文明的

发展演变， 我们还会不断推出新成

果。 ” 现今，已经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的王宁远说。

能证实良渚讲的中华

文明故事，我们值了

每次来到良渚， 赵晓豹都愿意走

到坝群山间的高地瞭望远方。 他的脑

海中总会浮现几千年前良渚人建造的

水库烟波浩渺的场景。

赵晓豹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教授， 他和河海大学土木与

交通学院教授袁俊平一道，2016 年起

参与良渚古城遗址中水利系统的发掘

与保护。

首次接触古代工程遗迹， 两位水

利与地质方面的专家起初有些不适

应 。 “就连专业术语的含义都不一

样！” 袁俊平举例，“黄土” 在土力学中

指的是一种风积土，而在这里“竟然是

指黄色的土。 ” 或许是被 5000 年前文

明的魅力吸引， 两位专家尽管有诸多

“水土不服” ，但欣然参与了良渚古城遗

址的发掘与保护，而且自此乐在其中。

不同学科领域思维碰撞产生的火

花， 推动了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与保护

工作的逐步深入。 对水坝建造年代的

疑问， 促使团队成员进一步分析良渚

人建造水坝的目的； 在洪水演算和综

合分析中， 他们得出良渚水坝的功能

不限于防洪和运输；基于水利常识，他

们提出水坝建造必有溢洪道……在一

次次学科的交流、碰撞、融合中，一个

更加完整的古代水利系统， 呈现在人

们眼前。

除各领域专家， 背景不同但同样

热爱历史文化的年轻力量也为这个团

队注入活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技考古室馆员张依欣和她的大学同

学“大多是搞遥感测绘的” ，主要研究

地理信息技术，“我也没想到， 自己的

‘专业手艺’ 没有用在工程建筑等领

域， 而是成为良渚古城遗址发掘和保

护的利器” 。

一开始，张依欣发挥专业所长，主

要负责遥感影像数据处理， 为田野考

察提供准确依据。 一段时间后，在王宁

远的带领下， 张依欣的工作状态逐渐

从“坐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 变为“在

良渚保护区近 100 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进行田野调查” 。 从室内转向室外，体

力上的消耗更多了， 但干劲更足了，

“头顶太阳、脚踩泥土、手执刮子和手

铲， 满足了我对文化解密的所有想

象。 ” 张依欣说。

在王宁远看来，把团队成员从“舒

适区” 带到野外，并非强人所难，“纸

上得来终觉浅， 只有让足迹遍布保护

区的每处遗址，心中才能有更清晰、更

立体的地图” 。

在这个团队， 还有很多年轻人和

张依欣一样， 在短时间取得全面成长

和快速进步。 工科专业出身的赵容舟，

负责良渚水利工程遗址的田野勘察工

作；张鑫所学的专业是财会，在团队成

员帮助下， 她凭借对地图的敏感度和

较强的记忆力， 快速成长为一名图像

解译的能手……

如今， 团队积极给青年人才搭建

施展才华的舞台， 让他们能在这里尽

情发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很

多年轻人说，能够在合作中收获、在交

流中成长，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

中华文明早期的样貌， 让良渚讲好中

华文明的故事，值了。

能让中华文明初期模样

再清楚一点，我们接力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了

这广袤的土地， 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

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

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

文化呢？ ”

1938 年， 抗日战争的硝烟笼罩着

华夏大地。 时局动荡之际，良渚文化的

发现者、杭州青年施昕更在《良渚———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中， 发出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问。 那

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发现，将为后人

找到 “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

古城遗址” 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80 多年来， 四代良渚研究者接续

努力， 才让世界认识了良渚这个发展

成熟的史前文明。 以施昕更为代表的

初代研究者，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为

后世研究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第

二代研究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此

阶段，“良渚文化” 作为考古文化谱系

正式获得单独命名。 1986 年， 良渚反

山大墓的发现让良渚文化的中心回归

它的命名地。 此后，第二代、第三代研

究者如同“开挂” ，瑶山祭坛、莫角山

宫殿区、塘山长堤相继被发现，逐渐形

成了大遗址群整体性发掘与保护的共

识。 2007 年之后，第三代、第四代研究

者发现了良渚古城， 逐渐摸清了古城

三环结构和精致庞大的水利系统。

如今，距离当年的“施昕更之问”

已 80 多年。 良渚文化传承的接力棒，

已经传到了当今一代良渚古城遗址保

护研究团队手中。 他们也常常思考，自

己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

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早期成果得到了世

界的认可。 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不断

丰富这些成果。 ” 团队成员说，中国学

者通过多年努力， 改变了国际史学界

用“文字”“金属”“国家” 三大标准

来判定文明的惯例。 赵晓豹认为，对于

良渚考古来说， 良渚史前文明还有太

多谜题没有解开； 对于良渚文化的研

究者来说， 不断用新的成果去恢复中

华文明早期的样貌， 是他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良渚古城遗址为天下所知的同

时， 团队也受到了不少关注， 各类荣

誉、邀约纷至沓来。 面对这些，团队成

员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停步不前， 对于

他们而言，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与保

护，才是最重要的事业。 例如，范畴和

赵容舟等组成的勘察小组从 2021 年

开始， 又对塘山以北的水坝遗址进行

发掘和保护。 这次踏勘的起因，是范畴

在塘山以北的骆家山调研时， 发现现

代水库前方，有疑似古水坝，便展开了

进一步调查。 他联系负责影像处理的

同事， 在确定坐标后， 开始进一步发

掘。“这种高度敏感性是我们在工作中

一直要保持的。 ” 范畴认为，对于所有

团队成员来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关

键是坚守内心追求、做好手中工作。

“学术上求真，内心里存真。 ” 这

是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研究团队成员的

共同心声。 王宁远说，新一代良渚研究

者的历史使命， 就是让中华文明初期

的模样清楚一点、再清楚一点，让世人

知道岁月的易逝与漫长、 你我的来处

与去向、文明的源远与流长。

殷泽昊 陆健 秦宇杭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研究团队：

寻找中华文明早期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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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 ，何以为凭？

曾经，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寻找了很久：有文献可考、有考古和甲骨文为证的殷墟，为 3000 多年前的遗存；有文献记载的夏代

“大禹治水” ，发生在距今约 4100 年前；再向前追溯，“三皇五帝” 的故事，却是神话传说了……

在浙江良渚，这个地名意为“美丽水中之洲” 的江南小镇，我们找到了答案：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3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与会代表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

提供了实证，申遗成功表明其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体现了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自此，

“中华上下五千年” 有了全新的坐标！

标定这个坐标，良渚遗址保护研究团队成员接续努力，经年累月在田野中挥洒汗水，在实验室中仔细研判。 孜孜以求，久久为功，

正是他们的研究，使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脉络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有了更详实鲜活的注脚。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研究团队：

寻找中华文明早期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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