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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史学的先秦史研究视野，基本上局限于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的先秦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了
解甚少。
到了20世纪30年代，长江流域开始发现秦代以前的考古资料，其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令人
耳目一新。
于是，“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作为填补中华文化的空白点而被提到研究日程
上来。
其中，以“吴越文化”提出最早。
当时所说的“吴越文化”，泛指上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长江下游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界也使用“吴越文化”一词，他们所说的“吴越文化”是指吴、越二国时期
的文化，不包括史前文化。
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惯例，史前文化一般以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该文化的名
称。
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十处，其中以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最早，故称那数十处遗址性质相同
的文化为“河姆渡文化”。
良渚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其中以余杭良渚遗址发现最早，故称“良渚文化”。
这些都是史前文化。
至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则以国家、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例如“商文化”、“周文化”、“楚文
化”、“巴蜀文化”等。
“吴越文化”既然以吴、越二国的国名来命名，作为考古学文化，自然应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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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吴越文化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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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30年春，担任当时民国政府“古物保存所”所长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在南京栖霞
山张家库发掘六朝古墓时，无意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处。
虽然遗物不多，却引起他极大兴趣。
接着，他又在苏州越城、常州奄城、浙江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杭州的古荡、良渚、湖州钱山漾
、上海金山等地采集和探掘到一些新石器、几何印纹陶等文物。
 1935年，陈志良和金祖同等调查了常州奄城和上海金山卫戚家墩的几何印纹陶遗址。
陈志良写了《奄城访古记》，金祖同写了《金山访古记》。
 1936年2月15—16日，卫聚贤、金祖同、陈志良等人，在上海文庙路民众教育馆“举行金山、奄城古物
展览会，陈列古陶片等千余件”。
奄城遗址古物，是1935年发现，展览的陶片“有几何花纹”，“花纹有人字纹、回字纹、重格回字纹
、田字纹、方格纹、度纹、麻布纹、波浪纹、蛇皮纹、指爪纹等三十四种”。
金山古物发现于上海金山县金山卫戚家墩。
其中，石器两件，“陶片数百斤”。
卫聚贤对记者说：“南方各地发现古物，足以证明古代吴越，已文物灿烂，且从各种古物与北方发现
者比较，则迥然不同，盖各有系统⋯⋯年来上虞、苏州、海盐、嘉兴及上海、昆山等处，陆续发现者
，花纹形式，均极相同，足以证实古代吴越，有其本位文化。
”这次展览，旨在酝酿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
 经过半年准备，“吴越史地研究会”终于1936年8月30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说：江浙各地先后发现古代石器陶器，“证明江浙两省在五六千年以前
，已有极高文化，当非如传说所云，在春秋时代，江浙尚为野蛮之区”。
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
大会还推举于右任、陈立夫等44人为“评议”，董作宾、梁思永、吕思勉等62人为理事，董作宾、胡
行之等11人为常务理事，下设研究委员会、出版委员会、调查委员会。
 在“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前后，卫聚贤发表许多文章，根据有限的新资料，提出全新的观点。
影响较大的如《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1937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7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义吴越文化通论>>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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