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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第二届“良渚论坛”平行论坛——
“文明之光”考古学家对话在杭州良渚成功举办。本
次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
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国家文物
局考古司、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广电和
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人民政府承办，杭州
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
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执行。本次论坛以“文明
的再现：全球视野下的考古学与文明形态多样性”为
主题，来自10个国家的31位学者参与论坛发言。

本次良渚论坛上，良渚遗址考古和多学科研究
的系列成果得到了全面展示。

王宁远做了《基于水管理角度的良渚古城聚落
规划与演变研究》的主旨发言。简要总结了在“考古
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重大项目支
持下，良渚遗址近年考古调查取得的新收获。通过水
利系统专项调查，在原有 11条水坝之外，新发现水
坝 20多处，揭示出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结合
平原区域精细勘探，目前遗址群确认的遗址数量已
达 300多处，基本摸清了遗址群的家底。同时发现，
良渚古城早晚期之间，遗址群结构曾经发生革命性
变化，在良渚早期，包括瑶山，北村等高等级聚落，都
分布在周边山前岗地位置，呈散点多式多中心分布；
而到了距今5000年的良渚中期，则在整个遗址群空
间的中心平原上，统一规划营建以莫角山和反山为
中心的超大规模的仪式空间，与周边三面山体呈等
距离分布。因为古城所在的平原海拔较低，容易受到
周边山谷来水的影响，这一规划的变化，伴随着社会
组织关系和信仰制度的深刻变革，表现为良渚早期
女性权力居于优势地位，而进入莫角山时代，以反山
王陵和完整神徽的出现，表明男性王权的确立。其
后，良渚晚期出现了城墙和外郭结构，表明地缘关系
进一步强化，结构完备的都邑形成，对外的吸附能力
增强。这种阶段性结构变化，展示了早期国家产生和
发展的生动画面。

田野考古结合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浙江考古的
长期追求。为此本所建立了学科方向齐全的人才队
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科
技考古室，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研究团队已扩大到
20 多人，研究方向涉及地质、环境、资源、动物、植
物、古人类、遥感、地信、水利、陶瓷、金属、漆木器、同
位素、数字考古、文物保护等多个领域，成为全国省
级考古所中方向最全、人数最多的科技考古团队。培
养机制上，全部科技考古人员均立足田野，常年参加
野外发掘，目标是首先将科技考古人员训练成熟练
的发掘者，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浙江
的多学科研究非常接地气，几乎没有科技与考古“两
张皮”的现象。

我们认为服务于考古的多学科研究，要在考古
学者的顶层设计和主持下，联合各学科多单位，调动
各类资源共同来完成。良渚古城发现后，我们即开始
制定科技考古的长期规划，分步实施，体现出很强的
系统性、计划性。人类活动与环境和资源密切相关，
而良渚文化所在的太湖平原，其地貌环境从全新世
以来有过巨大的变化，因此高精度的环境重建是人
地关系研究的基础。依托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
攻关项目，联合地质部门和高校，开展了“杭州湾沿
岸文化遗存与全新世古地貌复原耦合研究”课题，对
征集的 3万多个地质钻孔进行筛选，以 800年尺度，
精准重建了太湖平原及宁绍地区12000年到4000年
间 9个关键时点的地貌环境，为各时期考古学文化
的分析，提供了可靠的环境地貌背景。上述成果在本
次论坛进行了展板发布，项目组成员做了相关学术
报告。

本次成果展示中，稻作农业的相关成果引起广
泛关注。基于浙江多沼泽环境、植物资源丰富的特
点，深耕植物考古，特别是稻作农业考古，稻作农业
起源与农耕文明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郑云飞博
士带领团队通过植物考古和实验室分析，从水稻粒
形大小、小穗轴形态、植硅体特征等多角度、全方面

地证实了人工驯化的栽培水稻最早起源于一万年前
的上山文化。探索发现了田螺山、施岙等河姆渡文化
时期早期形态的稻田及以茅山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时
期大型水田，不但丰富了农业考古的内涵体系，而且
以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向全世界证实了浙江不仅是稻
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也是稻作文明和农业国家的
最早起源地。

目前，正依托“考古中国”重大课题——长江中
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利用“浙江省考
古与文物保护基地”，申报和创建国家级稻作农业考
古实验室。充分发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
古的优势，联合国内外相关专业优势，整合资源，打
造稻作农业考古实验室、稻田考古实践交流平台、稻
作农业标本库、数据库、文献资料库，建设发掘、研
究、保护、展示、交流为一体的专题化综合性平台，使
之成为一流考古研究所的重要展示窗口。

资源研究方面，本次论坛集中展示了良渚遗址
群石质资源调查的成果。良渚玉器闻名遐迩，玉料来
源却一直没有结论，因为不能排除远距离运输的可
能，因此成了良渚研究的难点之一。我们将良渚遗址
群的石质资源调查分成建材、石器、玉器三步，本着
从易到难的原则，从 2011年开始，联合高校和地质
部门，首先进行了良渚古城城墙垫石的研究。通过对
所有暴露的，共 10516块城墙垫石逐块进行岩性鉴
定及磨圆度和块度的统计，对周边 300平方公里山
地开展了精细的地质填图，复原了良渚时代的水系。
根据分析垫石的分区分垄现象，推定这是运输工具
从不同地点同时采集的结果，并推测运输工具为竹
筏。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实验考古，得出城墙垫石的
总工程量。其后开展了良渚遗址群的石器石料来源
研究。通过对遗址群 2000多件石器的分类鉴定，结
合周边 800平方公里的地质资源调查，发现大量的
良渚石料不产于C形区域内，应该由外部输入。值得
关注的是分水江流域是用于石器加工的一类硅质岩
在浙江境内的唯一产地，而近年恰好在分水江边的
折弯处的几处河滩，发现了分别属于马家浜-崧泽
阶段和良渚阶段的两处石器加工场，印证了调查技
术路线的可行性。玉矿资源开展了初步调查，在天目
山区发现了透闪石、蛇纹石玉的重要线索。

GIS、遥感考古在浙江考古的最新应用广受
关注。

GIS学和遥感技术在良渚考古中作用显著，利
用这些手段发现了古城外郭城，确认了外围水利
系统。近年来，我们改进了大遗址考古的传统范
式，将遥感分析作为考古工作首要流程。同时组建
了遥感和 GIS 团队，基本收集齐全了通过公开路
径能够获得的 1930 年代至 1970 年代浙江省遥感
影像，建立了数据库，基本完成配准工作。改良了
遥感影像的立体化处理方式，并与移动端设备的
GPS 定位功能相结合，在 IPAD 和手机上实现具有
实时定位功能的虚拟数字沙盘功能。我们还改进
了数字高程模型的处理方法，使目标遗迹的视觉
分辨度大大提高，为古代遗迹的快速筛查和系统
研究提供很大便利。

水利考古成果在本次论坛展示中最为亮眼。
中国是水利大国，大禹治水的传说家喻户晓。但

是长期以来水利考古在我国进展缓慢。良渚考古证
实先民已经具备高超的水利规划和建设能力。所以
大力发展水利考古，拓宽聚落考古范围和视角是未
来考古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近十年良渚水利系统的考古工作中，我们逐
步摸索形成了一套古代水利遗迹考古研究的快速调
查方法，形成了一种水利系统研究的技术体系。组建
了一支涵盖考古、遥感、地理信息、水利、环境、测绘、
土木工程的稳定团队，人数近 10人。除了在良渚遗
址取得重大成果之外，我们的团队在今年还完成了
浙江省全域的古代水坝调查，共发现高度疑似点
300多处，主要集中在杭州、绍兴、湖州地区，其他地
区则数量极少。其中绍兴地区确认了 11 条越国水
坝，年代集中在距今2400-2500年，沿着会稽山麓半

环形分布，印证了文献记载的越国水利系统。湖州
的德清县，目前也已经获得多处良渚时期水坝的证
据，显示良渚文化时期水利建设的惊人规模。同时
在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遗址开展了推广应用，如屈家
岭、石家河等，发现了溢洪道、引水渠等较为完整的
水利系统，已获得考古验证。如果结合四普调查开
展水利遗迹的专项调查，预计将会有巨量的水利遗
迹发现。通过本届论坛与外国学者交流，发现最近
几十年来国际上关于此种山塘类遗迹的重要发现
很少，正是我们可发力的新领域，可扩大影响，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
出实际贡献。

作为实验考古的成果，论坛期间进行了良渚文
化玉器加工技术的活态展示。通过两年的分析和实
践，我们已经可以利用当时具备的工具和材料，以线
切割、片切割、管钻等技术，完成切割、钻孔、刻纹、抛
光的玉器制作全流程操作。其中很多方法、工具及流
程，都与传统的认识存在差异。计划开展系统的痕迹
学比较，为良渚玉器制作工艺研究提供助力。该活态
展示引起与会专业学者的高度关注，通过媒体传播，
迅速在网络走红，实属意外。

我们积极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
在国内，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等合作，
积极开展植物考古、稻作农业等领域研究，不断开
拓水利考古、工程考古等全新领域。始终保持全球
视野，长期与日、美、英、加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
交流，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本次论坛上，“良渚
古城的草裹泥和夯土的工程分析”“中外古代水利
工程比较”“基于同位素视角的良渚古城器物流通”
等多项报告，都是合作交流的成果。文明交流互鉴，
是本次论坛的主题。论坛期间，还正式挂牌成立了
良渚国际考古中心，为进一步开展考古和研究交流
搭建了新平台。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4年11月26日上午，我国首家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在杭州市
余杭区正式揭牌。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文物局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国家文物
局、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文物局、余杭区人民政府、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
员会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管辖的浙江省考古与
文物保护基地“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浙江）”揭牌，参加观礼的还有
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博物院等文博单位。

202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提出
“要重点支持浙江、河南、山东、四川、西藏、重庆、陕西、青海、新疆等地建设
20 个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这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23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展目标，建设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进一步提升我国考古设施装备水平
的时代要求。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是我国考古文博领域提质升级的
全新探索，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文物局确定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
房项目的总体目标和项目库，并定期评估项目实施效果，按照“央地合作”

“区域共享”“安全高效”的原则，我国计划到 2025年，建设 20个国家重点地
区考古标本库房，初步完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置，重点地区考古
标本保存管理条件有效改善；到 2035年，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体系
更加完备，设施设备配置科技化水平大幅提升，全国考古标本保存保管条
件显著改善，服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服务文博行业、服务社会的能力显
著提升。

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2016年5
月13日，浙江省文物局与余杭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良渚遗址管
理区内建设浙江省考古遗产展示园，后更名为“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
地”，明确省文物局及下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项目建设主体，余杭区
负责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安置并无偿划拨土地。项目总用地范围 14.45公顷
（折合217亩），其中建设用地面积9.6296公顷（折合144亩），因公路、河流等
自然分割，本项目用地实际分为四个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其
中改造建筑面积 34000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目前，浙江省考
古与文物保护基地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考古标本库房。项目总投资为
18334.79万元，项目所需资金由省财政统筹解决，超出部分由项目单位自有
资金解决。

因用地征迁工作的原因，基地建设分为两期进行，一期包括两个地块。
其中地块一，以考古标本库房为主要建设内容，建设用地面积 4.1399公顷，
建筑11栋，面积21389平方米；地块三，以公众考古中心为主要建设内容，建
设用地面积2.9146公顷，建筑4栋，面积9186平方米。2022年9月，基地完成
项目一期招投标并正式开工，至2024年9月，一期工程竣工验收。

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集考古遗产保护、文物整理修复、考古
科技研究、公众考古等功能于一体，作为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其
发展理念要求完全遵从考古学自身的学科规范，重点强调采集考古工作
所发现资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强调对处于不同阶段的考古标本采用针
对性不同的有效保护与科学管理，它将是一个服务于考古工作从发掘阶
段到资料信息公开阶段的全过程服务平台综合体，用以构建超越以往
所有类型文物库房，信息资源最为庞大而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资源集
成系统。

按照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国家重点地区考
古标本库房建设指南（试行）》的要求，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在第一地
块已装备有长存库房 3座、临时周转库房 2座，用以存储完成整理与未进行
整理的考古标本；整理库房1座，用于日常考古资料整理与考古报告编写；文
物保护实验室1座，用于室内考古发掘与现场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楼1座，用
于同步推进考古资料检测、分析与实验考古等交叉学科实践；图书档案楼1
座，用于存储参考图书，并保证档案资料及时入库；另外配套有宿舍楼、食堂
楼、管理楼、电气设备楼等配套设施，基本完整构建了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
本库房的功能需求。同时，第三地块完全用于公众开放的附加功能，配置有
展示厅、报告厅等3座配套楼群，未来计划与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良渚博物
院、良渚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共同为良渚文化大走
廊的繁荣发展，打造成为文旅融合经典案例的示范区。

2025年，基地二期建设即将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立足保护与
研究并重，尝试更广泛与更科学的公众分享，将在二期地块中依托浙江地区
古代物质文化中具有突出特征的遗存，建设陶瓷业、植物与稻作农业、环境、
遥感与水利考古、南方建筑与技术等专题性的古代物质文化基因库，提升文
物标本采集的系统性，筛选典型遗存的标准样本，构建完善详细的数据库。
同时，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的能力，建立文物保护中心，加强文物修复与遗
产监测的学科能力。

未来的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将建成一艘为考古事业保驾护航
的综合航母，为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树立典范，成为经久不衰，面向
大众、面向未来、面向全世界的中华文明火种库。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环境重建结果裘家岭水坝影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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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地区古水坝分布情况（1969年影像）

塘山遗址结构的新认识

良渚遗址群晚期结构

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浙江）落成揭牌仪式现场

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全景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库房

“文明之光”考古学家对话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