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古城遗址北城墙水门遗迹。小古城遗址北城墙水门遗迹。 小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生态环境优美的小古城村。 （本报资料图）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是一项以考古调查发掘获取相关资料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
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
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 3500年到公元前 1500年间的浙江余杭
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 4处都邑
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
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
查，探究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如何、环境有何特点，进而试图
回答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究竟是怎样形
成的。

经过多年筹备，“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
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在 2002 年正式立项。
2016 年，探源工程第四期结项。2023 年 12
月 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探源工程第五期重
大成果。 （据新华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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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之后，浙江先民如何发展
杭州小古城遗址商代考古取得重要成果，或有助于完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潮声丨执笔 唐骏垚 王蓉蓉

2024年刚开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就官宣了重要消息：在杭州市余杭区的
小古城遗址发现了院落型建筑群、人工堆
筑台体、水门等一系列商时期遗迹。

一座晚商时期的浙北古城，在公众面
前初步显现容貌，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一窥
3000年前浙江先民的生活。

它的意义，不仅仅如此。在良渚文化
之后，浙江的先民如何发展？在中华文明

的版图上，浙江地区再度崛起要再过约
2000年，直至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这段时
间，相关文献记载匮乏。

小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成果，或
将拼接起这段约2000年的“空白”，成为人
们认识与了解后良渚时代越地文明发展的
一块拼图。

现在，就让我们循着遗址，回到 3000
年前的小古城，感触先民的社会与生活。

如今的杭州城，从天目山东麓一直到
达钱塘江入海口，有钱江新城、未来科技城
等多个城市中心。

那么，3000 年前，目前杭州所在的地
域有城吗？它的中心又在哪里？答案也许
是小古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小古城考古
项目负责人罗汝鹏告诉我们，小古城遗
址是杭州地区唯一一座已发现的商代晚
期 城 址 ，而 且 是 浙 北 地 区 的 一 个 中 心
城址。

小古城遗址位于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
村。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小古城考古
项目技工陈根山的带领下，我们走入遗址
所在地小古城村 235 国道旁的一处田地。
陈根山指着高出地面半米多的一处土埂
说：“这就是北城墙。”

我们面面相觑。“看不出来？其实很简
单，把它剖一个横截面，就能看到地层，通
过地层就能基本做出判定。”陈根山告诉我
们 ，更 为 精 准 的 年 代 测 定 还 需 要 用 到
碳-14年代测定法等技术。

2015 年启动的小古城遗址第一期考
古，对南、北两条城墙进行了考古发掘，“基
本确定了城址的方位。”经过持续数年考古
发掘，目前已确定小古城遗址的城墙始建
于商代晚期，也就是距今 3300 年至 3000
年间。

去年底的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遗址考
古发现学术研讨会上，良渚博物院院长徐
天进、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宋建
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张卫东等十余位专家，一致认可
了小古城遗址在后良渚时代越地文明发展
中的重要性。

那么，这座城有多大呢？
罗汝鹏说，小古城的面积不大，城内面

积约25万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
做个对比，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面积

约 630 万平方米，是小古城的 25 倍多；北
京故宫有 72 万平方米，几乎是小古城的
3倍。

那么，小古城的外围呢？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在小古城外围存

在多个集聚点，可能是城址外的生产区，也
可能是平民的集聚区，与城内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

“比如，可能有集中的水稻种植区、
原始瓷器生产区等。目前还是推测，还
要 进 一 步 的 考 古 发 掘 来 求 证 。”罗 汝
鹏说。

而距离更远的湖州毘山、余杭跳头、德
清原始瓷窑址群等相关遗址，考古研究发
现，它们与小古城遗址存在密切的关系，小
古城遗址可能是当时浙北越地的一个中心
据点。

或是3000年前越地中心或是3000年前越地中心

在小古城遗址的发掘点，我们不断拾
起历史的碎片，仿佛看到3000年前浙江先
民在这座城里生活的模样。

那时候的小古城，周边河网密布，以沼
泽为主，当时的人们以船作为交通工具，犹
如一个“水中王国”。

陈根山带我们来到北城墙的一处水门
遗迹。这处水门遗迹保存较好，宽2米至3
米，还有丰富的木构件遗物，这是国内已发
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型遗存。

目前推测小古城有 4 个城门，都是水
门，南边 2 个、东边和北边各 1 个，目前已
发现 2 个。“水门也是城墙的一部分，它管
着水，也管着人。”罗汝鹏说。

站在水门遗迹旁，我们仿佛看到3000
年前，小古城人撑着小船、划着木浆、载着
货物往来城内外的情景。进入城内，他们
把船上的稻米、原始瓷器、铜器等物品装卸
在码头上。

小古城人有着怎样的习俗或爱好呢？
在小古城内地势最高的庙山山顶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占地超1800平方米、
相对高度为 8 米至 12 米的人工堆筑台
体。站在山顶看去，气势恢宏。

它很神秘。它的堆筑方式非常考究。
罗汝鹏向我们介绍，小古城人先是用

土堆筑了一个土芯，然后在土芯外围自上
而下、用版筑的形式包裹了土层外壳，远观
呈现出条带清晰、颜色分明的纹路，可谓独
具匠心。

不仅如此，在“台顶”和“台脚”都有建
筑遗迹。尤其是“台顶”的建筑，占地只有
100 多平方米，但进深分明、东西对称，明
显具有特殊的功能性意义。

这个神秘的人工堆筑台体是做什么

用的？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们推测，或为具有

礼仪祭祀、天文观测等功能的特殊建筑。
换句话说，3000 年前的小古城人，可能喜
爱仰望星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李
松阳的专长是建筑修复，他看到这个人
工堆筑台体时非常兴奋。“3000 年前的
高台建筑，主要出现在北方地区。近几
年，湖州毘山遗址、余杭小古城遗址陆
续有发现。小古城遗址的高台建筑是同
时 期 中 国 南 方 地 区 发 现 的 最 大 的 一
座。”

接下来，他们会对小古城的人工堆筑
台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明确不同阶段
的建筑形式与建筑方式。

我们连连惊叹。陈根山又带我们走
进一处小古城遗址的“小区”。这里建
筑群格局复杂但规划统一，建筑工艺不
同的房址都呈正东西向分布，然后由北
向 南 排 列 ，和 现 代 的 新 农 村 排 屋 颇 为
相似。

最早在河姆渡发现的干栏式建筑有
防 潮 属 性 ，也 是 小 古 城 的 建 筑 形 式
之一。

“这里地势比较高，又临湖，推测住的
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陈根山指着一
片红色的泥土说，这里是一个大的灶台，把
泥土烧得很红，都有点像砖头了。“目前来
看是几户人家共用的。他们更多的生活方
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小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推进，让我们
看到了 3000 年前浙江先民生活的一角。
随着考古成果的累积，我们会看到更具象
的历史。

小古城人可能爱仰望星空

良渚古城遗址距离小古城遗址直线距
离仅约 10 公里。生活在距今 5300 年至
4300 年期间的良渚人，与距今 3000 多年
前的小古城人，是否有延续与传承？

在这片与良渚古城遗址相邻的土地
上，稻作文明延续了下来。目前发现小古
城人用石犁耕种稻田，用陶罐煮饭，可能偶
尔宰杀猪、鹿等改善伙食。

但 和 良 渚 时 期 的 聚 落 形 态 又 有 不
同。罗汝鹏形容，良渚就像一个太阳，周
边聚落都围绕着它；小古城更像一颗星
星，周边还有许多小星星，在浙北地区连
成一串，大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也有
了贸易和交流。

比如，小古城遗址中发现的精美原始
瓷器，用现在的话说是“高档货”，研究发现
它们来自湖州德清的原始瓷窑址群。

再如，小古城人使用的青铜器，是否来
自南边不远的晚商余杭跳头铸铜遗址？小
古城也发现了铸铜使用的石范，是否小古
城也有铸铜产业？若果真如此，从小古城
到余杭跳头铸铜遗址，还有可能会是商时
期越地的铸铜中心。

考古还发现，3000年前的小古城人与
中原文明也有交流。

考古人员在小古城遗址发掘中发现了
一把双銎铜刀，在北城墙水门发掘中发现
了一把筑造水门的铜斧，从铸造工艺来看
很可能就是受了北方或者江淮地区的

影响。
“这说明当时商朝的影响范围很大，已

经跨过长江到了太湖流域。中原文明与南
方本地文明之间有着不少交流。”罗汝
鹏说。

《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
於越来宾。”《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通
史，记载了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以及战
国时魏国的历史。於越，就是越国。小古
城与文献中记载的於越国有何关系？

或许关系密切，但发现历史，需要实
证，也要一点点运气。浙江衢江西周土墩
墓群的发现，“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姑蔑
古国，但是，“目前浙江地区挖掘的西周遗
址很少，对于西周时期越地文明的认识还
很有限。”罗汝鹏说，期待未来越国的“盲
盒”被一个个打开，我们可以看到神秘越国
的发展历程。

以小古城为代表的浙北地区，在商晚
期迎来一次文明的小高峰，它带着河姆渡
文化、良渚文化的基因，与来自夏商王朝的
中原文明碰撞，最终交融为多元一体的
文明。

每一次发现，都将是我们接近真相的
一小步。期待小古城遗址的后续考古，能
带领我们看见3000多年前更多细节、更多
精彩，也能为拼接起浙江地区良渚文明到
东周越国之间约 2000 年的“空白”带来更
多惊喜。

后良渚时代的越地文明复兴

罗汝鹏

良渚文化以后，中国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发展到底是什么
样子？文献记载匮乏，大家熟悉的越国是如何发展而来？这一切
都充满谜题。要揭开这段历史的面纱，夏商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正
是关键。

通过一系列前期工作，本世纪初研究者就知道余杭的小古城
遗址是浙江省境内现存保存较好的先秦时期古遗址，并且很可能
是当时已知的浙江地区夏商周时期最早的古城址，其历史价值极
高。同时，小古城遗址包含了丰富的商代遗物，这对于探索东南
地区夏商时期古代遗存的具体分期、文化内涵、发展源流以及夏
商时期江南地区政治地理格局等重大课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
价值。

另外，小古城遗址遗存年代跨度较大，上启马家浜文化，下迄春
秋战国时期，长时段的研究考察有助于深入认识良渚文化结束之
后，吴越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与发展模式，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的完善提供必要的知识框架与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 2015 年开始，正式筹划
了“小古城遗址第一期考古工作规划”，希望通过 5 年至 10 年的时
间，系统全面地了解小古城遗址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课题组预设
了多个目标，其中包括：

一一、、以小古城遗址为中心的夏商时期区域聚落考古研究以小古城遗址为中心的夏商时期区域聚落考古研究。。
聚落考古研究是认识古代社会与文化等问题之利器。对于夏

商时期的越地文明，一直以来知之甚少，甚至有学者提出“文化断
层”之观点，小古城遗址作为夏商时期浙北地区的一处中心城址，
以其为起点，通过大范围的调查与勘探，复原区域聚落的整体布
局，再结合必要的考古发掘，揭示遗址内物质文化的内涵，从宏观
格局与微观细节的角度，很可能重新认识浙北地区夏商时期古越
人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形态。

二二、、江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及源流研究江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及源流研究。。
江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源流，一直以来仍存在

一定的空白与缺环。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作为夏商时期江南地
区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之一，对于探索江南地区文明发展史有
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小古城遗址丰富的马桥文化、“后马桥文
化”遗存，可以较好地弥补以往考古发掘中，地层关系简单、文化序
列缺环明显等局限，从而大大促进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发展，进而有
力地推动整个区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研究工作。

三三、、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文明发展模式的探索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文明发展模式的探索。。
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古代文明之

一，它的消亡与流向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课题。小古城遗址
距离良渚遗址仅 10 公里，在以往的调查与试掘中，遗址中又发现
有明确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这些因素皆是探索良渚文明与
后续文明之间关联的重要线索。同一区域前后相继的古代文明之
间，其文明发展模式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与差异，这对于探索长江
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小古城考古项
目负责人）

小古城 大乾坤
专家观点

链接

考古人员在小古城遗址庙山发掘区工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考古人员在小古城遗址庙山发掘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