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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上下）》

内容概要

本书是良渚遗址群系列考古报告之一部。书中以墓葬为单位，详细介绍了11座墓葬的形制及出土遗物
，为反山墓地及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反山的发掘是良渚文化发现50余年来的一次
重大突破，是浙江境内良渚文化考古第一次发掘这类人工营建的高土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
教观念。11座墓中出土的遗物由玉器、石器、嵌玉漆器、陶器和象牙器等，其中玉器为大宗，以单件
计超过3500件，占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反山墓地及良渚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华文明形成进程的研
究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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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上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地理环境和反山概况　第二节　发掘经过　第三节　遗迹和地层　第四节
　2002年反山调查　　第五节　地层中的出土物第二章　墓葬　第一节　十二号墓　第二节　十四号
墓　第三节　十五号墓　　第四节　十六号墓　第五节　十七号墓　第六节　十八号墓　第七节　二
十号墓　　第八节　二十二号墓　　第九节　二十三号墓　第一○节　十九号墓　第一一节　二十一
号墓第三章　结语英文提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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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上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1986年，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了。　　自1936年施昕更、何天行先生调查、试
掘良渚一带的史前遗址，并编著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杭县良渚镇之
石器与黑陶》以来，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考古上作开展得不多，进展也
不大。当地上缴及采集玉、石、陶器后，仅有一些小型的试掘和局部的调查。196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
公布良渚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其地域范围、具体地点等还都比较模糊。　　1979年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在组织机构、专业人员等方面提供r基本保证，对浙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掘
研究成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重要项目之一。罗家角、平丘墩等遗址的发掘，锻炼了队伍，提高
了野外操作水平。随后对余杭北湖乡吴家埠遗址的发掘是良渚遗址范围内首次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
发掘刚结束，就按牟永抗先生提出的原定计划进行了较大范围的专题调查，东起塘栖，北至天目山余
脉（余杭县与德清县交界的一带），西至彭公，南至勾庄三墩，几乎走遍了余杭县的西半部，重点地
段是良渚、安溪（现已并入良渚镇）、瓶窑、长命和北湖（现已并入瓶窑镇）五乡镇。1984年的专题
调查基本上也集中在上述五乡镇的区域内。一系列的野外工作，为我们在良渚文化考古上的突破打下
了良好的学术基础。1981年吴家埠工作站的建立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　　太湖流域的考
古工作，在行政区划上是江苏、浙江、上海二省一市的考古工作者分别进行的，但相互之间交流频繁
，信息沟通，促进l『学科的前进和发展。自1973年南京博物院在吴县草鞋山发现了随葬玉琮、璧、钺
等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后，在江苏张陵山、寺墩及上海福泉山等地也相继发现了性质相同的一批贵族
墓葬，这些重要发现，自然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就在福泉山第二次发掘结束后的1984年11月，苏
秉琦先生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
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还形象地将福泉山一类的高大土墩比喻为“土筑金字塔”。　　
江苏、上海同行们的发掘成果以及苏秉琦先生指导性的讲话，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浙江
的考古工作者们加倍努力，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迎来了新的考古突破——反山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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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上下）》

后记

　　本报告的整理工作由王明达负责，合作者为方向明，报告的体例由两位共同协商而决定。王明达
撰写了第一章之第一～三节和第三章，方向明撰写了第一章之第四、五节和第二章。初稿完成后两人
互相细读、修改对方文稿，取得一致意见后定稿。野外遗迹图和器物图均由方向明负责测绘、上墨；
遗物的照片主要由李永嘉拍摄，王明达和方向明进行配合部分玉器的数码照片由本所和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合作组成的“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研究”课题组完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
术研究中心方面的负责人为邓聪先生，成员有黄韵璋女士、卢智基先生、梁赞坤先生）。野外照片由
强超美、邵海琴统一拍摄，由于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野外反转片的数量不是很多，个别反转片
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对本报告来说略嫌美中不足。　　反山墓地资料的全面整理工作正式开始于2001
年5月，由于本所实在不能提供较为合适的工作场所，而且还涉及文物的安全问题，经过上级领导批
准，我们的主要整理工作是在吴家埠工作站完成的，具体工作时间是2001年5～6月和2001年10～11月
。工作的内容主要是遗物的整理研究，考虑到文物安全我们还是不能达到试图以墓葬为单元进行整体
实物观察的愿望，这客观上给室内整理研究造成了诸多不便。另外，由于出土玉器的数量多，雕琢纹
饰繁缛，绘图难度较大，所以部分纹饰细部的记录还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　　2002年上半年，
王明达、方向明等为了解决塘山（金村）段堆积的性质问题，经申报批准进行了考古发掘；2002年下
半年，王明达、方向明又对塘山（毛元岭一河中段）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另外，2002年下半年还
对反山的地层堆积情况进行了再次确认并获得了新认识，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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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上下）》

精彩短评

1、好书，其中下册全部都是图片，很精美，很细节也有逻辑。另外反山有部分是方向明整理的，我
很欣赏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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