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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省博物馆创建于1929年，初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
经过八十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
多个馆区分布于杭州城市中心，包括西子湖畔的孤山馆区、大运河边的武林馆区、老和山旁的文保科
研基地、栖霞岭下的黄宾虹纪念室和昭庆寺东的沙孟海旧居等，展示着浙江自古迄今优秀的传统文化
，彰显着一种开拓进取、历久弥新的浙江精神。
自建馆以来，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藏品总数已近十万件。
其中，以稻作文化为基础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实证文明起源的良渚文化玉器， “春秋五霸”之一的
越国文化遗存，支撑“瓷器之国”的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装点“东南佛国”的五代两宋的佛教文
物，以及南宋时期的金银货币，汉代会稽镜，宋代湖州镜，古代漆木器等，不仅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
，而且还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此外，历代名家书画、玺印，现代革命文物等，也都是影响浙江乃至中国历史，推进文明进程的宝贵
遗物。
为发挥藏品的作用，本馆除了在省内举办各种陈列、展览外，还曾在全国各地和德国、日本、新加坡
、法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展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文物艺术品，引
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与此同时，各种反映本馆藏品的专著和图录亦陆续出版，对繁荣文化事业、推动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
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陈列展览不仅内容有限，而且难以与人朝夕相伴，既往的出版物又未能全面、系统展示本馆藏
品的基本面貌，所以，在信息化的新世纪，我们以图书为载体，将本馆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编辑
成《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十二种出版发行，以冀使更多的人了解浙江的历史与文化，准确地掌握
本馆藏品的基本信息，促进展览交流、学术研究、艺术鉴赏，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和精神的累积，是全人类的
共同财富。
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物艺术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仅
是逝去时代各种信息的载体，而且对当今社会的进步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其固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文化
交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浙江省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的出版，
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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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个多山脉、多丘陵、多河流和多湖泊的地区。
受地形、地貌及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今浙江境内的活动及其文化遗存呈现出多样而
复杂的面貌。
就浙江70年以来的考古工作而言，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浙北以钱塘江为界，江北太湖流域的杭嘉湖
地区，发现了距今约七千年至四千两百年连续更替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
江南宁绍地区，发现了距今约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和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
浙中丘陵地带，近年来还找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上山遗址和约九千年的小黄山遗址。
浙南山区人类活动相对滞后，但在瓯江流域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晚期阶段的好川文化。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史前文物大部分出自以上四个区域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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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综述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马桥文化图版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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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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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收录的文物，来源于以下地点（按出土时间先后排列）：1936年施听更在杭县（今余杭）良渚进
行了三次试掘，包括茅庵前、钟家村等地；1953年杭州老和山浙大工地丙坑第三层出土；1955年余杭
良渚安溪苏家村出十；1955年冬余杭良渚镇西三里朱村兜一池塘中挖出；1956年5月余姚历山乡黄清堰
村蛇头山下姆湖旁采集：1956年桐乡罗家角（当时称罗家谷）遗址调查征集；1956年湖州钱山漾遗址
第一次发掘（T1－10）；1957年湖州邱城遗址第一次发掘；1957年淳安进贤高祭台遗址第一次发掘
（T1-8）；1958年高祭台遗址第二次发掘（T9-16）；1958年钱山漾遗址第二次发掘（T11-23）；1959
年嘉兴马家浜遗址发掘、采集；1959年海盐沈荡彭城遗址发掘；1960年富阳县场u公社场口大队鸡⋯出
土；1971年余杭良渚长命桑树头出土；1971年吴兴（今湖州）龙溪杨家埠采集；1973年夏，余姚河姆
渡遗址试掘（T1－T3）；1973年嘉兴双桥遗址发掘；1973年11月9日，1974年1月10日，河姆渡遗址第
一次发掘（T4－T7、T8－T11、T13－37、T39）；1977年10月8日－1978年1月28门，河姆渡遗址第二次
发掘（T211－T216、T221－T226、T231－235、T242－244）；1978年12月余杭横湖出十；1978年4月余
杭良渚长命黄泥口出土；1978年9月余杭良渚安溪后杨村出土；1979年余杭潘畈小古城遗址出土；1986
年余杭良渚反山遗址发掘；1987年余杭良渚瑶山遗址发掘；1989年余杭良渚安溪出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巾1971年湖州杨家埠采集的儿件玉器，时代和性质无法确定，作为附图收录以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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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前双璧》：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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