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

13位ISBN编号：9787501030880

10位ISBN编号：750103088X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文物出版社

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著

页数：3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

内容概要

　　浦阳江流域宽阔，其上游谷地与仙霞岭、千里岗山之间的衢江河谷通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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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良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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渚文化墓地——浦江蚤塘山背遗址（本报告之一）、龙游
寺邸园良渚文化墓葬①和具有明显良渚文化因素的江西修水山背遗址②、被公认为良渚文化因素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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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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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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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鱼鳍形足与良渚文化晚期形式相同，扁圆形足形体较鱼鳍形足窄小而厚重，介于商周
扁圆锥形足与鱼鳍形足之间。
良渚文化圈足盘，朔知先生将其分成两型，其中A型圈足盘圈足从高而内敛到矮而外撇，盘体从弧腹
到近折腹浅坦①，而茅草山的圈足盘圈足更矮而外撇，盘体折腹更浅坦，此类盘应从良渚文化圈足盘
发展而来。
“T”字形足“T”字的横面相当发达，本应是主体的竖面则有的甚至弱化成一道脊，器型厚大。
横剖面呈扁方形的玉锥形器有人研究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之物，本遗址出土的玉锥形器为青玉质，横
剖面呈扁方形，尾无孔，当为良渚文化晚期以后的器物，而尾无孔的作法与好川②、花厅③出土同类
器物相似，一般认为是良渚文化中心区之外的作法。
好川墓地的年代为良渚文化晚期后段至夏末商初。
据此推测遗址相对年代早期为良渚文化晚期，晚期则要较良渚文化晚期更晚，应介于良渚文化与江浙
历史时期文化之间。
（二）关于遗址的文化性质与发掘的意义良渚文化的下限，一般认为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地区在距
今4000多年进入文明，考虑到江南地区进入文明时间可能要晚于中原地区，因此在良渚文化与江浙历
史时期文化之间存在一段空白，有的学者认为晚于良渚文化应该还存在一种原始文化，只是多年来一
直未有实物与地层上证据。
茅草山遗址的此次发掘可能处于遗址的边缘，发掘面积较小，出土器物不甚丰富，不能全面认识该遗
址的文化面貌，然而本次发掘揭示了以其晚期遗存为代表的独特的文化面貌。
它的早期无论是陶器还是石器，在形态上均与浙北的良渚文化相似，可归入良渚文化范畴。
而它的以扁圆形足与“T”字形足鼎为代表的晚期文化面貌，既不同于良渚文化，也不同于浙江历史
时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在时代上应介于良渚文化与江浙历史时期文化之间，可能是浙江目
前所知最晚的史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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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二: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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