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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内外分
布着许多山：莫角山、乌龟
山、卞家山、狮子山、塘山，
许多其实是人工堆筑而成。

据测算，良渚古城遗址
和外围水利工程所需的土
石方量共计1005万立方
米，而古埃及吉萨金字塔群
所需土石方量则为504万
立方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的专家们计算发现：在良
渚时代的早期，先民们需要
短时间堆筑起917万立方
米土石方。 即便1万人全年
无休，每3人一天完成1立方
米的量， 也需要7.5年时间
才能完成。这需要巨大的社
会动员能力。

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湿
地上兴建的。当时，人们先
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再在上
面修建房屋和宫殿。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
究员说，这一建设思路非常
合理，至今，江南水乡的人
们仍然临水而居。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
程可以拦蓄13平方公里的
水面， 总库容量约4600万
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
1.5倍和4倍， 具有防洪、灌
溉、运输等多种功能。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
斌研究员说，这说明当时的
先民就已经有了宽广的规
划视野、高超的技术水平。

玉琮、玉璧、玉钺……
来自全国17家文博单位的
260件（组）良渚文物正在故
宫博物院武英殿展出。良渚
玉器系统的影响一直延续
到殷商，乃至《周礼》中“以
苍璧礼天， 以黄琮礼地”的
规定。中国人爱玉、佩玉之
风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5000年前，这里就已是“一个组织度极高的社会或国家形态”

良渚遗址：呈现“最古老的杭州”

1979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成立。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
们在良渚当地100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已发现了各类遗址 270余
处，7次获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两度荣膺中国考古学
界的最高奖项———全国田野考古
一等奖。

目前， 良渚大遗址考古形成
了适合它的工作理念、 方法和手
段，广泛使用遥感、测绘、同位素
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其研
究方向正向数字考古、 动植物考
古、地质考古、环境考古、文物保
护等方向发展。

前人“筑山”，今人“移山”。刘
斌说：“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凝
结了几代考古人和文保人的汗水
和心血。”

为了保护好良渚遗址， 国家
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一直都在行
动。199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良渚
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01年9月， 浙江省批准设
立杭州市良渚遗址管理区。2002
年6月，杭州市人大制订的《杭州
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 经浙
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2013
年以来，余杭区还实行了“城市发
展反哺遗产保护机制”，将良渚遗
址区外城市开发所得的部分财政
收入用于遗址的保护等工作。

求索历史，敬畏历史，我们方
能更好前行。

丘陵起伏，水道纵横，芳草萋
萋，绿树成荫，这是一处紧邻城市
而无喧嚣的净土。 良渚古城遗址
公园已有限开放一月有余， 在这
里， 人们可以遥望中华五千年文
明之光。

■据新华社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
好。”说起新中国的考古成就，良渚遗址大发现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明珠。

从杭州市中心出发，往西北方向驱车约一小时，就可以到达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良
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成就了灿烂的文
明。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首次公开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
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
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
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
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
区域性早期国家。

距今 4300年至 5300
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是它
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为实证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依据：

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
城，城分三重，占地630多
公顷， 被誉为“中华第一
城”。

2015年发现的良渚古
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中国最
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出土的诸多精美玉器，
是中国玉文化史前高峰的
遗产，也见证了阶层分化。

埋藏地下、储量可观的
炭化稻米，印证了兴旺的稻
作农业， 和手工业遗存共同

成为社会分工复杂化的写照。
40多年前， 原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就判
断这里是“最古老的杭州”。
20多年前， 故宫博物院原
院长张忠培就论证，良渚文
化所属的社会发展程度已
经进入文明阶段。

北京大学副教授秦岭
博士指出，良渚代表了中国
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
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
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
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
模式下产生的文明有着鲜
明区别。

而国际考古学泰斗、英
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
儒则表示， 良渚早在5000
年前，就已是“一个组织度
极高的社会或国家形态。”
“对我个人来说， 它是研究
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之
地。”

体现先人的力量与智慧

这里是“中华第一城”

在这里遥望中华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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