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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糸地 这 与 稣太 ＿地 这 的

社会 氣表 化之給
－兼谈苏 美 尔文明 与 良渚文明 的初步对比

亞 陈明辉（
浙江膂±＿響研爾ｆ

）

摘 要
：
苏美 尔 文 明 和 良 渚 文 明分别 是西 方 文 明 圈 和 东 方 文 明 圈 的代表

，

是世界上最早进入 文 明 和早 期 国

家 阶段 的地 区 之
一

。 它们 所代表的 苏 美 尔地 区 和环 太 湖 地 区 的 文 化序 列较 为 完善
，
考 古工 作研究 较为 深入

，

社会复 杂化具有 大致的 同 步 性 ，
但 又各有特 点 ，

反映 出 两 种 不 同 文 明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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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索下达漱亚地区 位于 ■

个旧 大陆西方变 ：繼ｆｔ

的 中
，

从距＇？汽｜１千＿麓墙＿索１１代

前 后开 于新 月 沃地
ｆ隹括＿＿亦进米亚上

＿ 》 的许多文 ？向 ａｐ柯■＾纖

＃ｇ響ｕ亚 、 養零梅沿岸 、 印度片ｒ德域和中

１ ，

如大廳 、
小衰 、

山羊
，
篛羊 、黄牛 、蔚時 、 補铜技木

。 齡今 ８威 丨 年前 ，
在这」波文ｆｔ传播的粮潮中 ，

在筹震＾５区藤＿了■早＿ 居闺 ， 他们 铺麗了欧瑪

鑛宋化 ， 经过三千 余年＿展 ， 形瑪了苏美尔突街

｜擊？ 
Ｓ ３Ｓ０

－

４３ Ｓ０ 年
） ￥隹

一文曹１爾人为 创職

世界上＃學 的 文 明 和文ｉ：

， 同肘也可態晕 《 圣

慈＞ 

中大＃永事件的 从＿＊西方人视为＿

愈女爾样本 ， 鐘十酒友文＿发暖电上享有 崇丨＿

ｆｃｆｉ ｏ

食猶 龙：ｆｆｉ＃代 与苏？竟 明＿ ？
■ 攀 ！Ｉ距 今

§期
－

４＿華 ｓ 蠢旧大Ｍｌ；＆貴職靈釣 ‘ 本

文植■域
．

从地理郑穩、 文牝序 鲁働程 、義發＿

础 、社会徽构ｇ信仰 对比獄＿ ？

以泰析两雜＾陳》 并邋试爾ｔｔｉ鮮究了藤藤鐵食埋

緣其在 中 ＿和世零食５月麗中 的地位 。

＿

、 地理环境

＿＿柳纖墨＿可
＜ 

細 〒＿＿翼敏底

时 千傘 》＿＿ 的区 域 ， ｘ＃養拿暮达參亚平舉

Ｉ
、

＃贈 河 之间 的地盧
”’

：
） ，
包括伊 全部

以政ｆｃ利亚 、 土耳萁麵翁 ｓ
东北 为 扎格罗 斯山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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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暑＃山 、 西雇＃＿ ！
！ 亚和曝懸 ： 伯

？高幫 ＊呈
一

处襖高義山靡職高原包 围 南面 向

＿＿ｐ的 纖囉区＿＃ｆｆ区 ，窗４ｂ＿
ＷＡｉ

ｔ
东西

錄■
－她 丨 千氣，

总 ｌ７ 万平方千氧 ！纖＿ 不达

雜 马拉 焉＃：＆
＝

傘ＰＰｔｅＫ（
，

亚述

＿区 ）Ｗ爾鑛平原区 （
巴＿｜集亚 ） ＊

：西比：儀君亚以露

＿｜？界细乐＿
■

喪 美擧選爾？美尔和 綠

， 尼

＿ ，ｉｉＭｔ 的基什？迪ｉ撞遍ｋ歷已属

Ｅ ， 尽管语言 有 差 但丄＾摩贝 代
一

倉到早＿
Ｓ寸代寇＿＋小感的 ：玄推３１＿—＿

；

社会滎顏水平相

当
， 文化 、鼗济 、

政Ａ交Ｉｔ密功 ，
因ｆｔ ， 下文 中：＿不做

Ｅ 分
，
悔暂Ｉｆ采 用苏囊｜Ｓ？Ｅ

—

请来磨代整 １
、笔＃

不达米亚 南咅Ｉ

图
一

西 亚及美 索不达米亚 降 水分布 图

（
引膚ｔ

％＃寧 谨河ｉｆ域 落走冋 ， 科

， Ｈｉ厳社，Ｍ 郝５

莱暴尔蠢区＿脔河冲 积淡 上升 ＊共 ＿

＿下環＿處的 ， 變＿ ３
－翻爆，

＊＊至 Ｑ雇达
一

蠻 ＾
距今 《５？ ＿：

４細 ： 警＿司
，＊＾＿５

］１：為纖爾＿

馕河 口
１絕泽地Ｅ 还澄＿陆 ， 乌 尔 ，埃利都 、拉伽什

＿址距＃ ：ｓｆｔ时苏美尔地区 （■美索不进攀

亚爵馨 ，
下同

）窗北， ３顏 千挈 、
东 理爾祕

一

２〇６ 千

爾积约 ４ ． ５ 万率方千傘８
这
一

区 域灌 ：平

原 密布 ， 土壤ＪＧ珠＾邊罐寒柿 ＿
非常首ｆ ｉ

ｊ于象輕

和人纖＿的 值餘＿糧 ；｜＼石材 、 木材等

重要 ？ 自 ｜｜＊麄 ， 且两河玄流众 客 ？癍＿曲押 ，＿

形成她上？ ，
经常宠生因河道改道而専致古代

城市衰落的情况 Ｍ古代社会的一大威胁 ＊＊

其备春季 上響泳雪靡他之Ｗ
，ｆｆｉｉ

—

射间恰好是大

謙 尋香＿緣＿的學节 。 气ｆｔｐ亚 ：＿赞干旱舉干

旱气領 ， 降水稀少 ，
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１ ５
－

１ ３５
＿幾 ，

蠢年有 ８ 个 月 无降爾 ，
夏學疆长无 繪齡］

播称羅＿很大 的影 卩畈软瞧仗 于人篇鑛＊ 但隱饔

导＊驚地 区常常受到 ：ｆｃｊｆ＊關■鱗赢嗰 《

＿一地区 区位ｆｔ麵显 ， 但麵＿釋：突出 ， 社＆ 的发

展进程极易爱到盘永 、 河道 改道 、
干旱 ＜

叔薩徽誠化

等麗ｐ 的
＇

鼷ｔｆ ｉ 图

环太＿ 
Ｅ 是在躜今 ？〇胁 年前 后 才黑

＇

＿ 陆

白？８ 并楚渐形成了 与现在撲興的他貌环埂》 相比于寧

美＃＿ｆ輝３
１＊１＾面１１

稍小
ｔ翁 ３ ． ．６Ｓ ： ；ｆｆ平方 千

朱 ，
同样位于大河 人翁 口

一

ｆ ， 地＿＃宇，＿：歡＿

３ 麻ｆｅ 右
；
｜

Ｅ

ｆ厲參布
，
水席和土壤条棒接也 ， 都

＿秦魏論的资感， 水 产麵也都很丰富 。 相 ｔ＆ｗ 言 ，

顧地Ｅ 的气候更 丨
圭 ， 为亚热蒂華滅气接 ，

四季分

明
，夏季滅 ，

夏季遺若 梅雨和合

雨 ，
多牟 平糖爾？ｉｒｉ ｉｗ繩绶锻＿

和干旱
’ＪＭｔｅ区域唯

一 的农 魏 ：霸

處職Ｖ坏大４晒数笼目 山氛石材
＊拿＿＊＾富 ，

也 出 材 ， 自
Ｗ资？？相对更象 丰富 。

二
、 苏美 尔地区 的文化序列与

社会复杂化进程

以美拿不达傘亚４ｆ
ｔ 表 的迸亦地区＿的陶＿

毋ｌａ于距今ＷＷ牟前后 鲤中 議％古学家的

ｔａｔ谈＿繼组合 丨梦鳥雜 古学ｉ化－重要輪^

则这
一

歷議也是ｆｔ＊遞：

区考 古学±截巍繼 的 时间 ，

大 与 中 国 黯射间一致 。 ＿；

＊

■ ■

华等人讀菌１＾＆＿：１：北和 繁展进程的研究？
，

可将售蘧 下Ａ？Ｒ亚地区 距？ｍｒｏ

－

４３？年 的 历史 ：創

翁＃晤拉袭Ｓ寸代 （
距 今 ９ＷＷ

－ＴＯ ＯＵ 年 ）
、緣 ：坑 德时ｆｔ

ｉｉ擬螯 ？ ５？ 

－

ｓｏ？？
：辱 ：ｈ 乌鲁克爾狄＿今 ＿ｗ 

－

Ｓｉｃａ

、早■时懦聲今
：

ＳＷＳ
－

４３５０＃ ） 。
在＿纖时

代 ；ｔ鑛的 石器时 ｆｔ 彳實令 １ １Ｓ００衮 ！？〇〇 年 ）

ｆ賴 代 《Ｋｆ １ １細０ 

－

１ １纖 年
） 美？＾ 达

笨亚北部灣ｉｄ？已 有Ａ＿＿ｓ
早 王類Ｂｔｆｌｇｓ■可

＿＿ｆ可卡 薄射像＊ 可分＃Ｋ，ＳＰ寸期和乌尔擊三王

＿期两 个呀爾％ 早王朝
＇

苯ｆｃ ．杜乌ＪＩ竭 ；
Ｐ

Ｊ１国王 ＠

伽微吉海 占了岛義蠢＊ 、鸟＿４立伽什拿什 ， 并墻

中寒沿 岸和海涛遽区＃抒过选怔 ，
＃

？
？了开ｆｔ帝国

＿ 首次藝？ ，
＿權

１

＇

夬就宣告 失畋了
，
１１ 后木＿ｖ

，
闪

米悬Ａｆ％；贡 鼠基 基础
， 鑫立

帝国 （ Ａｉｔ
＆威翁 ：廳３

４ 室獻９ １ 年 ！

５

５議令美索不

ｆｅ米遽繼族 纟 厳图 。 Ｐｆ卡鎞王朝
＇

覆亡后 不

乌ｆｔ滅的乌 开创了乌 尔駕三王 齒会元

搶３ １ １ ２至 公元ｆｌｌ： ｇＷ４
．单

了年 ， 廳着療 自 的阿摩：刺入■ 優■和壤

兰
．Ａ＊ 勺麵下 ，職霍三王麵亡 ，纖尔语驗麵

＿ｓ 苏美尔文１１養底消 亡 。



图二 哈苏纳 、 萨 马拉 、 哈拉夫 、 欧 贝德等

遗址分布 图

ｊ
；

引 自 布朗 ：ｆｅ＿ 、歲寶釋 ： （露美 消 ｒｐｆｔ园 啤雜市 》 ， 广

西人民 出馨｜；：，
２００２ 事

：
）

＃

贝ｔｉｒｔ 

贝＿ 

贝

纖期阶段开鹼 ，

，
也ａ碧 北侍播 ，

Ｓ＃ 占械了苘 部－哈捷夫文 化分布反 －鑫

藏了鲁个龜素不达米亚 ６ｆｃ＊４ｆｅ塗合 ， 麵＿鑛激^

到余１＿亚靈部底土耳其：鍾 １

３ ，
．

６＆伊朗前＿％ 卩薇愈

北部 ，
甚至在趣＃Ｕ亚 ６｜？麵？？＆餐阿拉伯西 南

錢斯爾＆了

＊

酿点
”

嘗ｓｉｒ
—

支雜彌勢

且幢巍ｒ阔 的文？：系魏？ ＿ ：鐵 业得

親较太麵，侧潘仍舰大比鬣 ， 并蕭鮮藤导缠

了更篸的＿， 、
冰材

、
石材． 自 ＿＿ ，爾醺了

：繫易

顧的 发＿ ？铜 ｜１ 已经出现 ， ａ＿＊：戰少 ？＿簡

筚屈郝翁为主躉的手工愈Ｄ类 ＊此时已有刻评釋霄
一

类：續？攀手嚴和太暈印葶尋 与 纟１挤－ 有关重

图 三 欧贝 德文化 系统的 形成与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

的首次文化整合
，
约 距今 ７５００ －６０００ 年

（
引 目 《两河議戀 ｔｊｉ職业 １

＾
１露處 国家

｜％觸
＊

学 出版社 ，
１０ １４ 年 ）

■爾德籍１＾化角 １１表 ， 它纖承緣 贝

＿ｆｔ？而．８根据乌蝥露等黴扯 的分期 ，可；＆＃

早 中：繼 三期 ， 早期距 ？警 劝ｅｆｔ

－

Ｓ８ｔｔｏ 年 ， 中 期蒙今

ＳｇＱ０－ ｓａｆｉｆｔ
譬５３Ｓｆｔ

－

Ｓ１＆Ｑ
譬參 。 乌鲁克文

化与＿＿ 德寫
—

釋 ，．两河擔域北部＃朗等ｆｉ
区

产生过＿轰的影膚 。

地Ｅ乌＾｜时期 业詹＿化＿ ，

＿篇銳於布广 在乌鲁克鹿期 的泥械：ｔ书 和圆

上可應議
［＿靡觳＾

说朗．盼＿

业險藤＾业和 ＾４畜饲葬 最主＿的 ＿

计来源 ， Ｉ

夹鞔技＊的发 明和曹巍使陶器生产专业化 ，

龄粒夫时代ＫＰ马技戈化囊其藥Ｉ？致老歲优為

代 ｆ｜ ｓＸ可鼠賴今 Ｂ５？ 为 界蠢激两 １
、

？阶■？＿

—

阶灌可＿ ：＿蒙马拉 ８｜期 ， 彳又＿素 不达露亚４馨＃

布 有两 古 学支化 ， 分赚＃？６；鮮１

＆＿欠化和

拉文优 ，
二＿之 间存在密切 的戈 雜

和＿ ， 眞中 萨马拉茸化在奠＿＿阶漬 ｜
＆据了哈苏

＿文傷餘分布ｍ 从奉落和篇葬材料可知二＃均

§社錢分伟不調《＾平等社Ｉ＃二阶段可＃１％拉

錄＿ ， 雜類 不

达米亚
，
完威了北部的文犯盤套 ，同 日禮ｆ乌拉±

ｆｆｅｆｔ哈拉倉食槐奮＿徙 ，
在

處ｆｔ贝 德早期蠻秦 夫竟＊
■

中囊魏ｉａ旬 差鐘 不

大
，

一

麗數万率方 ；ｔ，，
但出Ｉ见－＿＋村？＊的＃＿

歲銳＿
ｔ
篇錬发现＃ 石＊？铜＿ 的？：＆

石虜Ｐｎ 章 ，身ｔ的较大霞慕葬 ；ａｉｆｃｉｔａ朱文祀暴

＾５１鐘華 ▲社会Ｓ寒＿社会 會学

畫｜細二
） 。

２０ １ ８ ． ０ １ 令 斧 ＾ 秒

。 进ｔｔ毫础上 勺具餐擁市

的 中心爾蕩ｔ如埃獨Ｐ 、
乌尔 庙 的

一

＃

＿＜＾贝
（馨 ｜＾载｜１

：＿纖＃看
＞

已＿ １０ 至 １５^

平方米＞屬利锁＾拜孝禅麗利的 中心 ，

在 贝^ 面积达 ２对
， 且结ｆｔ也 日 ＿

复翁
ｓ＿已 产生居住于神庙垄断了

？

繫祀权并胃

择分酶的舍料拿胃＾ ■层
，
达到了＿

＿极辑隻新。 成为社会的巍上层 。 林＾材轉＿

看 ，論劇部神庙区 以＿食ｌｉｆｅ—时期包蠢 》〇
－？〇￡ ！

座墓 的大 地 ，ｔｏ＃赢輪比＿無，

一

ｌｉ１
－

７ 件 ，

赢多也號 爲 件 ， ＿＃種 １％鑾Ｉ□秦
＇

量黑麟石？
ｓ 贝

靡一＿ａ？ 品
，
邊鏡：■？痛＆较丰富 的

专门 的大
１

＾区
？

ｃ
？＿如此＾議＿裏 的ｆｔ现邊

暴说明 了欧贝 已＆社会分＃：达議鐵詹驗＆｜勺

齡鳥 从这
一

ＷＩ月开給一 元讀

亚遭射１霧難地Ｒ的发贜水平都襄高于北＿ ：

（ 图

－

７９
－



糸 方 、 物 ２ ０ １ ８
．０ １

Ｖ； 
＇

Ｉ

考

古

中

国

＆属＿？２—＃賃磨 ， 但悔蠶后于＿＿米亚

北部
，
且毒鐵简尊、？＃凿、铺 ｉ＾ｆｒ、 ｔ？＋農工具 、

＿ｆｐ品 ，
同时雪镦 见纛観遺，品等贵翁漏 齡 Ｉ』

＃霸司和貴象显＊身慑地位麓？＿ ， 手工业 的

装展 使各种裘＿肩考业人 员Ｐ量大增 。 乌鬌克＿期

开始 出＿ 圆＿軍是手工业专 ｒｊｆｆｉｆＱｌｌ易 活驾鎭

ｆ
？＿＃志 ， 摩拿上＿＃＿ １＿＿也摩我 们了＿

＿射 的生产生德 、社身等參 ■

＊＿信ｆｔ提 供了直掌ｉ

资料 ， 美素不达米並她ｅ 論记隶誤统遺齋Ｊｉ过程起

巖＿＞今 ：

１ 万奉 ， 薄＃、盘 觀玆、 纹字Ｉ＆ＫＰＩ及Ｗ

＿ ＆印樞＿是重要的 表现勝 与贸

关
，
爲暑食龜劃 发繼了表鑛暑的湯癒■廳

：食拿
＾

ｆｔ有 ？〇〇 參＿号 中敏％ 以上 的内＿霸与

？＿关
？

。 鳥鲁克时 ｔＳ露Ｓ如地ｅ 的主＿Ｗｉｉ

遞＿的＿：＿坏腿亚北麵 亚 、

＇

遞内托利亚

翁原 ， 以获得锎 ％银、铅 、本＾石讀 ， 尊ｔ＿部的伊朗 、

阿＿、 高加＿区 舊青金石 ， 擊體 ， 与 南■翁

斯ｒ＿地区 的交流则聲得有隱气

：輸＿在欧 贝 爨禽你 的纖础上潘
一

步发展 ，
在原

有禅纖鍾藝霸上不断修舊 缔 ， 使神屬 日 ） ｈ？藥：

本身 的擊筑 纟＾ 日 益复杂 往往＿

饰金 ，铜嵌饭
：
出现复杂的乌赛克韃饰 旱城市

， 屬￥＿
中心

，
＿ｆ＿

Ｃｌ＃口＿§？
中心

克遗址義金：＿＿倉Ｋ濬理 ６ 个 不 同时期 的 神幽＿

餐
５

：ｆｔ晚阶＿ 

：Ｄ
Ａ和 ０屬＿积分ＩＵ愈 ４４＿＿

ｌ １ ８ｇ

平方米 ， Ｅ 内出ｉ 的石膏 画面中 ｆ壤变＿

女魏敦豫之繼务 的籙 司阶层 位于歷面最 其下

盤身 负籙品 ６！ｌ人＿１＃：类 麗睡了＿侣阶层 的

趣徐 日 这凝＿内 的雜 司 居住Ｈｉ＃卜

＇

爆狹分布 着憑鐘届住簠 ， 手工业 坊Ｅ和农业居＿

图 四 乌鲁 克城址 的核心神庙区

（
左 ， 引 、劳埃戀、＃謂藤 麟亚考

古ｈ ：ｓ論肋版社 ， 攀
：

１及 同时ｆｃｉｉ石 膏瓶 ：

ｓ ■
圆

（
右 Ｉ

ｇ鱗玉书 ： ｆＰ亚 考古 史 ｉ＊ 文翁 出 ｆｉｔｔ
，
２〇〇３ 年 ）

居住Ｅ ｓｔｅｆｆｉｓａ分为至少三 个＿ ， 但这时遂獴ｆｔ

现単独 的
，
因此世俗王爾即 使 已经产生 ，

＊

６＊

比软＿ 小 ， 鼠能浓附于轉＿ 
（ 图 四 ） 。

屬曇霣时？大蓮繼扯面积已达 ：歜十＃平方衆 ，

箕 中乌鲁克識址＿ 祭祀安繁和讀＃伊斯
？

塔？ 中

心
，从乌鲁冤平中期的 ２ ０ 万平方米发展ＳＵ 乌鲁克晚

ｇ

：ｒａｕ 万平；｜
＝

傘 ，
是乌鲁克

’

时代讀＊＆遗址 ， 根据

亚奢斯＿经興研兔， 鸟鲁吏旱翻鸟鲁吏遗址是？
一

ｉｉ 中＆ ， 周边 施》平方蠢＊ｆｉ￥Ｓ围内 分布有 坧

£ ａ
乌鲁克中期＿ 不＿獻遽 Ｓ

｜
＿ ．

５ 个 中 攀 Ｈ

中热美尔地Ｅ 有乌鲁 尼普黐 ， 并＃在若干麽缝中

心薇食麗■焉 乌麟齋處灘麗生巨大的变氣 形慮

＃■，域、娜继暮 ， 其中乌眷歲址梟＿
一

６曹寒 别 的纏＊ 驗鲁 布有 扉齡＆积 １
， 置

３
： Ｐ〇２

＊

？靈纖， （
图五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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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乌 鲁克城址 的聚落形态
，
约 距今 ５０００ 年

（
引＿玉书

： 《幽考古 史 》 ，

：

愈＃＆版社 ｆ

ａ？２， ）

缺乏 ， 而 位于北

龜食靈了这一ｗｓｍ＾蠭 的 料 ， 包 含藝

约 ２？） 虜 ，翥地 中 共出 土青金石 、象牙 ＾赫缘石 、？

‘ 黑靡右 、
石震＿參＿蔬地 的纖 ；》麵 件以上 。

＾６中３鲁克ＩｆｉＭＥｉ存 菌乌鲁 更

为突出 ． 璏现汝
一礎 琢Ｊ 槩中 分布 的＾ 中

３ＦＩ＆出魏金银 ，
青金石 ，禽牙響养来觀麵＿的手工

制 品
，
发现一批贵讓ｇ

＊ 如＿葬 １＾昼鍵首权仗長３

’、
青激石印

＇

挚響重要遗物 的Ｍ １ １ ４和爾葬 ４ ５爾 ■擊

产 自 ？［富汗的天青暴珠 、＿參橡产 自 印＿的 贝 饰

６ｆ： Ｍａ轉
＊

％

乌鲁寓早 中詹仍处于＿社麵，

， 而乌鲁克ｇ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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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龛藤口早纖ＭｆｒＫ ，寞作 ３１＿
—

鱷靜負 ，
有可騰也是苏纖＿舊键徽抬 中心

８愚德窝

晩期至捷
■

姆逸■特那斯尔时期 零 ， 費齋＿

１难 ■被古墣及人＇ＰＰ鐵 ，
在古壤

，賊聊Ｉｔ
．

长 中罐了
一

雜＿ ａ

早王 ：ｉｓｆｆｉ 可早王

朝 ．
，
这商个財 著很棄通过调－

傘反 分 。 萁 中 痛姆迭．特那斯银时＿ 约姖 令 ５ １？
－

＿＾，
５＿纖月距？？ ４魏）

－

４麟雄
５

■聲￡｜１置可

ｉ＃ ：Ｈ＿
ｓ

—

期霧香 
４＿０

－

４７５（１＿

，
二期 Ｗ５Ｄ

－４＿

＿
２

三塌 權ＩＨ ４３簡 ：年 三期可讓麗辱 ４Ｍ藤％遍扉

早王朝时代我魔迸一步堂雇 、 这 翦夏有效李

的石＊取ｆｔ 

了 Ｉｔ就＿財代和乌＃霞时 代常Ｍ昀扇

■ ＜麵？１壬識三期 ，

一

件醱霪印章上出ＩｆＴ素畜＿＿

的＿菌徽 铜镚的ｆｔ？也壩加了 ＜ 糖＿＿＊逾 ，

■齡山 羊 、 ．鐘拳 ＊
■牛 ＪＩ，疆馨

？
ＢＭｆＳ＿

开銷扭ＩＩ舍錄獅雜铜
， 苏＃

羅！
亚北舊讓 繼｜ｋ 中心 ， 響＾＾入

刹甩从美謂不逸米亚 北部和彼斯湾地区 層爾的儀ｆ
＊

和娜１＼ 制響出眞馨一：具  ＇銜ｆｇ 、容靨等种类丰

富 品 每拿釋了杳金＿ 、轉遭秦Ｖ％

造成 钱離 、＃雕 、线離 、檝雕 、禳嵌等多 种工艺 。在鳥

參 址爐媳途糌－斯保时 鳥Ｋ 中
，
发璉怯

用尖謄法制作 的小＿子録 、装饰小牛聲的翻＃』
幾斑患属Ｔ堆等遗隹气说１这Ｗ金黡制？术是榼

＃＊Ｅ ＿＿卜随后 的早王朝賊＿青？後
？

造ＸＥＳ

繼＿轉
５
对義遺真人大小 的Ａ籠釐仅 ，纛

？寧ｗＭｋ嫌變＊麽会 表 的手工业

６ｔｆｔ＃使義＊？ 
的对＃！

＊舊１ ，

資慕商纛繁雜５善 ， 当时 莉叢＾髮論Ｋ

：刹亚高原 、 伊朗高＿！＃斯１＿遺行實繼
＇

了蠻－

往韻？
 ｅ爾调长岩 麵石馨

■ｉ＾Ｋ屬申騎翁＃ｆ＿＿蕾＿ 霸 １２６６和 ±５ ￡？ 公里

翁 古壤贫愈ｉｐｓｔ？ｉ变明？ｔＴＨＷｍ

各域雜鄯蠢有撼腐 ＜參 为高 ：ｉＳ？属 １神＿議

？＿画、観 ３｜？带等ｍ．ｔ域邦都有 吝 目 １主＿

或＿？水如捷職特那斯尔时Ｗ３書ｆｅｆｉ ｉ
ｉ再次

重建了乌鲁宠摩期已经齒 在＿
部叉義＿１ １祀薄１＿主＃

！
±
—

主

鱗金 的神膚 ＝

１
鐘？费獻Ｓｉ为相对独立 ？緣

ｉｌｌＭ ３Ｊ平＆獻 ，＾＾尔主樣会一赢＿＿＊１巳

书ｔ、 概宁＿苡＿＾乌＃６１寸代篇論義＿ 。

減篇体上这一ＫＭ ６？Ｍ＿５
ｊ

；氣 不紡 ｐｍ％尔

Ｉｔｆｆｔｔ后乌 壤繼三王糧的乌 搞蠢字 例加成

说明 ． 氣晷在原先的遴址台墩上 起来的三ｇ

難 《
ｆｔ＃翁瞧邏＿ ，斜＃贴Ｗ纖費 ；ｒｌＷ露

一层

费？Ｉ爾＃
＇

？汾 ４５
、 高 ｌ ｉ 漱＾第二讚寧！ 第彐

ＸＵ■抬高■難和Ｈ聚《氣原鏖麗歲＿ 该 笨》 从

＿尔＿话可ｐｘｓ＿＿醫Ｉ申可蠢三个不＿＿ ａ
＿

中天空之淖参Ｉｆ ，大１之神恩利＿ ？
■水神麗奇是三 ｆｔ

主 了１
＞

， 第二等纟歡＃蠢＆阳袖乌ｍ 、 １＿南 那 、 鷥与

康争之神 伊 三寺雜输灵有 歲轉

宁吉 ４｜教＿＇ 靼２＿—期 Ｒ有神氟二三期开始銜

■宫麟 公共逢筑 ＿ （十
、餐刊？ ， 国王也

＃土地的繼有署
＾
从而辑ＩＩ了犬鑛懷谢會

，

扭？０

丨

＇

０？＆争中 棒暑被 用 ，
王位的 愈齒制 ，

ｆｅｆｃ纖ＭｆｔｔｆＩＢｆｔ王权正在 日讀？｛＆ 担国王的权

藤于翁＿■层和Ｍ大会
ｓ
尚 不美藝？权

＿王 行许多的鱗犮＃ ａ—传下■

字遞幾釣

木麵 替 ．剛縣雜 》ｃ删岩权麵

＿賴囊气 置麗＿卡－王和■ 尔算三王＿期 ， 开

纖｜ｒ 国王 自歌象轉 ￣从而真正达ｆ ｉ

ｊ
＿

ＰＨＸ 的
‘

＿１ 图 六 ） Ｂ

图 六 早王朝 时 期 圆筒印 章上修筑

金字 形神塔 的图 案

（ 上 ，
引 ＿＿里特

－處變福＿■ 
；？ 张又４

—

择 ； ｔｔｆ的苏餐尔

爲１＿ ｜工人 ， ３？？句Ｓ
ＩＳ乌 尔第 三２＾时期愈ｉ

字看＿！；

（
下

， ＩＰ華德審４古代＿＾口美ｆ
＊

不达擎＿

？＃？沖 国人Ｍ大学 ｔｉＭｔ
，》？＿〇

经 尔的 早王朝埘

系魏Ｂ新成熟 鲁形文宇歡展 泠抽 ＿＿形文字 ｓ

咖瑰了表青＿
■

号
， 除了鋼▲经

？

亦尊 赫 ，

，
还

茁＿了 历 史食献 ，食学释品 ，着信 、
奉献铭±骜各种

＿＿文＃记录 ，
１１＿第三＿歡＿餐的ｒｔｅｉ

免？Ｍ ：本记录７１午．＿王＿谢■ （ 主Ｍ备早王朝三

其＿ 的ａｔ事伴身苏美尔王 ｆｆｅｗ吉尔驗

皁王朝■代 的遥址出辑了餵发式增＾ 致量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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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 苏美 尔早王朝 时期 主要城邦分布 图

（
左 Ｉ

＿屬＿？赢＃ 文立
！Ｐ ： 《博＊ｉ ｉ暮＿ 尔

人 》
，秦江人民 出謙社 ２〇：？年ｊ眞苏美尔王表 （

右Ｊ Ｉ

玉 书 ： 《 議亚考古 史ｈ ｉｒｆｔ出勝Ｉｔ ｉｗｓ攀：

）

氣；＆翁會１＾？６＾ １賴： ＋ 。 距今麻》 攀齒 詹
｜

？ 乌

暑克遺 规讓巨大的城墙
》

面积达 ｓ５〇 万平

參邏气 据估詩翼内居住有 四 ；ｆｆ人 口
，
但議鲁＃繼翻；

的地銷 ？４早壬靡 开論愛■ 日 蠢严重的＊战 ＞
■遂

斯失法了先着＿突壯ｉｉ位
， ＿美尔纔Ｅ 先后兴起 ３０

鐵十■痛 籐鸟馨窝外 ？滿有拉 尔萨
：

，鸟秦 、埃 判灘 １

欧Ｈ馨■

？鐘伽什 ．舒１Ｋ 丨加
、泰洛糖 、乌玛 、

（去獄 ＊轉达

布 、麟翳＿ 、 尼普尔 、■汁響 ｓ
？ 它们衾间 ；ｔ＃

■

夺＿

和食源常常发生＃參 ， 根掲篆美尔王表 等驾戮＿ 记

早王 ：ｉ辦翻障黎弟 中心她位是在几 中＃

灣 ，
基什

、
乌鲁克 、乌尔 、

阿万＜轉壤竺讀Ｅ ） 、

阿达布
，＿ ：ｔｏ什 、

乌＃＿曾先后夺取魅Ｗｆｅ＿ｉｚ

王朝 （
图 七

） ｅ

早王朝肘代 ＃在懲場＿ 、基什 蠻皱掏

有＿发＿＾尤孤乌 鬚遗 ；ｉｔ＿晚期卓舞的

謙Ｉｔ ；ｌ＿ ５０ 方乎方米 ！最｜丰雷和？ ，

单ａ＿肢＿＾１土坑蠢为 主 ， 同时＊开始＆Ｗ泥砖砌

筑 的零獲 專＿？中 尔＿期至

早王顧一二期 的墓葬桥＿动＿參品 丰富的大墓秦

中费華的现翁 ｓ

：８＾ ：

口

＾

＾ｉＪＷ＞

ｓ會羼制品 、宝石 ＠１^

？品等 ，
止更力重要 日 是一＆皁 王朝三期

＿卡－时期 ＿
１８Ｗ，其申 ４０６ －＿＿ 早

王朝Ｈｆｆｌ早段 ． 其中之 １６ 匪带＿遒的砖石

商筑的穹 涵有 男性籩翼有女性ｇ ａ
大麵

＿周 围 麵幾着大量 同时細 由蠤彝 ５ｆｔ麵蘿嚣包括

Ｍ７抑
、Ｍ ８Ｏ０（

王后普 之？ 、Ｍｌ２３？ （ 殉馨达 ７４

人
）

、
Ｍ ：

ｌ：
ｉｒ？ｔＷ＋＃康蕃謹 ） 等 ， 出 土 ：＊＿＿！＿

美的金媒锧制品』ｎ観称 濃牛头竖

氣会牛 ｆｔ、魏＾＿和各翁窖备＊隨＆珣人 、
殉牛

车的现 这供难＾興专 丨

＇

＾＃ 

士兵的誠 ，
共

９￥
＿ ， 均为 随葬罾镰別 、 斧 、矛等武齧泛少邊

肉Ｈ ，續合鳥秦＿上＃兵和－兵形象 ，雜辕

时不仅存ｇ士驗层 ，
而且出＃不同 的军 ；种 》 此孙 ，

？ 尔邊：ｔｔｅ慶繼鳥＆德三 王舒 尔 吉ｔｉｎ
８

虜：

霉上的酵气图八 ） 。

图八 乌 尔城址平面 图

（
引 廣稷癘著 、 繁ｌ ｌ美索不 ｉｉ米亚灣 古 》 ，意翻出馨吐 ＞

．

；
腿》舉３衷乌 尔王 陵出 土 金银器 雜玉 书 ： 《西 亚考古

史 》
，
黨＿ｔｏ疆観 ： ， ３？ ２ 響５ ，

约距今
＇

４（８？－

４５疆 年



三 、 环太湖地区 的文化序 列

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如 果以噂囊组袭＃：攀鮮析考古 学女化 的梅罐^

中 国 的 石鏺ｆｉｌ ｆ

－

ｆｔ ｌｔ＃古学文 也 邊％ 

ＳＤｆｌＯ

年前 后 ，
可分为＿李岗时代 （＿？ 爾磁 年

：
１、
后

冈 日＃ｆｔ（ 距鲁 ？＿０ 

－

 ６＿０ 年
）

、 沟勝代＜

距今

掘９０

＿

５？年
）
ｗ＆繼Ｕ

＊

代 （ 距丨鲁 ３３０ （＾ ４３０１？ ｉ

山謝
■

！＇

（＿？獅－

麵？
｜

。 ｆｉ－Ｗ

ｆｔ分为 多个文 化Ｅ－ 如
■

中 ＩＦ地区 中
：她区 和＃愈湖

＊区 ＞＿？擁区 、江汉平原 、
西辽河地属 、

甘青地区 、

四 ” １鑫；？ Ｉｔ中 良褶龙明ｆｆ在的环太ＭＲ＆－

？具有 自３譬
■

＆ 的 蠢索馨 的 文化 ａ

翠 馨李岗 文化蓊＿翁累纖 ＿ 余 处養止
，

甚
＇

中贾湖文化 Ｃ■胃邋址二 、
三麗１

岗
：

：突 ■化

已缕分别 出 觀繼露品？ 
＿ 象 件的 龙羅 （

Ｍ２
．

７ ７ 和

Ｍ２？Ｓ｜ＰＩ骨選 ＞

骨― 、龟 甲 震 的石子＿釋鐵

． ＞＿參｜
逬 Ｓ０ 万平會傘霄太型拿義Ｖ但此辦大＿

与 小鑫 迅拿影＿大＾区
，纖＿这 日 人

阶层疲 而处于Ａ翁已经分化的＿鬚：翁，盧Ｍ＊

平＿囊￥达米ｉ 同 日 鐘 夹龛 ＊ 近 ，

’ｆｅ此

只在 山 ｅｌＷｔｆｔｉａ會遍ｆｔ桥

：Ｍ匕因 ．的 昙■一现 ， 与之后 的文化

序邊ｉ
ｔ关 《

，
随 后即 为前后相接的马家浜？＿ （

距今

７０？． 

－

５９ＥＯ
＿

》
、 籙泽时期 （ 距今 Ｓ ：ｗａ

－

５３職 尋
）

４
Ｓ

鬚Ｉ＿獄？｜篇赢鐵山 感齡期 （
距今

４郷Ｊ
－

４１
＜？ 舉＞＾＾富＿微期 （

距■參４１＿
－

：３獲》 羊５ 
ｓ ＇

马家 浜 时期

可以距今備００ 年区 ｆ早＿龍，阶置：

》

马家 ，

乒单顧约粗｜ ７瞻丨

－

６糾丨 丨 年 ， ＿一时期：焉

环太讓真化区 的＿阶緣 ， 在褒墩太化 的南 向影響 ，

＃＃＿骆驼墩文化及其滅生的吴家谭遗存 、邱域翁存 、

＃头山擊存和發爹黨屢 ：環 ：

ｔｆｔ麵貴仅 ：１〇 处左着

讀耻面积 差异不調显 ，
：苯出霍中心 丨擊落 。 挑

＿ ｓ 參址等遗綠看不出 調＿食富分ｆ
匕和社会分

■计＿長以狩靖讀攀．主 、 农业为＿

１ 邊物以 日 幸＿ 用 品真主 ， 手工业处中＃低輪龛

展水平
．

， 未发鱗择 品 ， ￥籠已 有玉霸翻作薩饰

品 ， 但教最下 多 嫌址
．齋布于靠山 的霧太湖西部擁

Ｍ 。 这
一

ｔｔｆ期鳥 尚末出霸ｆｔ平等＿ ：会 ，
：爱雇

水平接近于淳Ｍｓ通Ｅ ＿？ 期請＆ａ

鸟家浜ＩＩ期續今 ８３Ｗ

－

雜＿釋 ，農綠囊肇大增 ，

懸 ？
５曼《 在来 自 中原 的后冈

一

期戈＃匕文德霸

爹戀□ 爾讓寨戈化的影响下 ，龙湖东北 、 太湖以西 、 太

雨獻嚴餘别形成野＿戈化 、 藤狨太化和庙爾戈化气

歉Ｉｔ面积鏡 东 山村遍禽爾家北 的 中 讀落 ，

三星
ｆｆ

＇

身＿＿＾：彳？ｉＰＳ＿＿Ｗ ：＿
宁

靈■区Ｓｉｆｔｉｉ阳营则是北時Ｊ日营貪化的 中 。

玉＿、玉璜等玉謂難为倉督地位１ 象怔 ，此时藝主■

作为武器或工具的石钺也 已出现 擎＿主黌分 布

于零未￥＿区
， 并邏步向东酿地这１＿邻＃」 金

鋒翁地＿宁 纟Ｓ平原扩展 ．形成了 卜Ｌｆｔｉ＾文 比系统 ，

整个文化 ；惠统潦址 这救已达 １ ２０ 余 处： ， ＆？坏太淘

■Ｅ 与江汉乎原 ／
維益地Ｅ都有 文化＊〇 首

齡掘出小规麵有翁＿＿ｉｆｅ愈舖通 ！ 草鞋

山＼？獄）
，
乌愈镇肘期尤其旱乌袁 ，

乒晚期水續赚

斯趋ｍ定并逐新？

逢ｓｐｓ代驯化愈年 ， ｉｓａｒｒ愈业有

了进＾暴 的食鏡？
。 公元前 ４如〇 年霜 后

＾
＾山村迨址

扭；繼龜号为
＇

Ｍ １ ０１ 的早期 的鐵？５扉：

＊ 墓 中随葬品

ｆｆｉ Ｐ 件 雲中 玉霱 ２
１件 ，

玉繼尊齡玉■ 、
玉

義＇
玉觸 ，驗＿用玉 ， 尚未 出现 礼懷性纖 ，

：

通

日月 ＭＷＩ 墓主属譬齋驗凝 ，
但尚卡载＿臀的银教

。 尽管姐ｉ＾Ｍｌ Ｏ ｌ
■出现風以 ：说■马家

＿＠Ｅ已贫騰 麗
一

定分化的 等敎社黉《 但

敦Ｐ ；＃ ■平明显落后 于欧贝變爾謙１？ 与更早 的哈拉

夫文？搞近 。 值得注意霜Ｐｉ
ＭｌＭ 与 随 后崧泽早 中

ｆｔ太鑫位于 同
一

＿ ， 后 者可谁是 Ｍ ｌ ｔ３ ｌ ＿藜會 们

ｉｌ
墓地

ｉ

崧泽时期

一

觳龜擴虛翁浜筹修■ 的分期 ， 可鄭壤＿玄化

秀》旱＿萌期 。

寝－歸早鐵繼今約 Ｓ
（

；ｍ ）

－

Ｓ６ＤＱ
＃

纟
遺址議論不明 ，

大槪与马家辕 繼加 ，
向索漏逾鋪

发簾翁蠢翁 日 益明％ 透財騷择文化与ＳＫ别分春 于

江汉平原 、＿他区 的油子岭文化 ，大＿： ＥｌＳ：ｔｅ间

育＿初 的文 往 ， ＿癒围＿中＿ ：■区 的半月 开Ｉ囊

化變＊鐵
一

？期 的靉職瘅寒 山杖養銳 ，遺址面

２７Ｉ 区 主囊霍设小缓藝驛 《 
ＩＩ 区

主霜为居住区 ．
ＨＩ 区则主要埋谓 襲金区

明显 。 清理了
一

揉搭 择＿ ：牝早 中期的贵族大Ｉ
ｍ ｓ

ｉ５，義坑４
＿ ，

ｉｔ
２

隹 ＊眞 中Ｍ７６ 、Ｍ８３
＇

Ｍ ８Ｓ
，Ｍ８７、Ｍ■ 鋅Ｓ虜蠢葬除葬 品较少 ， 讀 ５

－

１３

件
， 另有 １〇４處■倉化早 中

＇

同组遺

占 地＿积缚激》事金饿犧墓地 ， 麁坑 一 ．魅暴 ，３ 、 宽

１ ． ６ 米
：，＿＃品多＃｜Ｍ雜议上 ７

以詹藤友主 ，
玉石虐

蠢＿？
。 玉隱薇大氣除了玉４ 、

玉璜
、遽 ｓ 管遞

等齋鑛品念外 ｉ隱４｜職玉觀Ｓ 山衬 、仙驗處
’

■

！ 南 河

＿ ， 石纏ｆｅ普 ！
卜

ｉｔ繼当射 已磐出＿礼 ｆｆｆｔ的

Ｓ ：播較为并嫌
一 个馨＿齒驗線庵攀ｆｔ＊ 李伯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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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

中

国

ｔｅ ｓｔ遂一Ｉ＃期已 出藤福藏三． 从ｍ进人鬈？儀＿＃

－高缀阶緣
￣ 古 国阶 。 ，歲＆同 时期凌案機和太

紋 口＊能獲震懸 同轉 ：的社翁發 此时已逃入

阶层社翁 ， 象展水平擯赶于欧 ！？＿期至备鲁赢早

崧泽職慰＿距 ：參緣 ：

５６Ｕ０
—

Ｓ ３＊年
，

， ，地＿貴 乡Ｉ

１５０ 处 。 此时辞＿东部平原地Ｅ 得減太规犧鸾＃

：Ｒ， 輯＿了大量 人工营建的 舎鐵型懷址 是嘉兴

一

带 的編令 桐 金＿
＿

蠢壶址靜 ，攀參務亦權当鸯 Ａ

址ｇ鍰：太者达三四 十万平方米 ， ＿山 ：逾迹ｇ

为 １ ６ 万平Ｊｉ米 ，
． —早ｆｔ騷的邋存＿Ｍ緣津！？ ，

：爱

福？— 时期经过 ＊次人工＿＿
＇

的面 积超过 ６３Ｗ 平

Ｓ
＊

米的土台 ， 人工 ｉ雜纖厚處＿
＂

４巍ｉ 这
一时期 ，

农业

＿霸戀 石犁罄Ｊｉ愈工具开始出＿并普Ｈ示

业Ｍ从耜耕通入犁耕晚齒 ， 變ｆｒ农业正式

集 巖主建的生時龜議 ， ＿±＿Ｍ劇

成为营 勺主爾方藏 ， 麗一过程 敏人

力协 同工作
》 尊ｉ有利于＿社会复擊视｜勺

霍擊《 豪憾Ｓ是 ， ，■腠山馨聲渾晚期的最？ ．不 少经

过大纏＿賴 ，

但 目 前未能发现齋ｄ东 山村＿早

中％ 料 。 令业化生产 ＿多种多 ．样

尊拿面
＊

为 主 的 ］
？親组 合 ’Ｍ映下Ｓ 时翻＃制作 的水

雜生＿内容 的封判匕 ， 尤鳥＾出擊
一

批舉形壶 、

，

人首氟Ａｆ蠡 、
陶龟等逢代表 ６ｆｉ￥ｔｅ用 ｇｐ

ｓ

良渚 时期

＆爵着期大豫可以距今 ４剩 年为盡蒼蠢華＿

篇个勝１ 早綱：分翁前后两錄 今 ５３０１
－

５ １儒．

， ＿綠■儀辱 ５ １ ００
—擁？ 年 。 遺址Ｓ■

－布相 当密

不完Ｍ计寫ｔｈｉ邋ＳＬ 根藤ｆｔｔｔＳ＃！新在

ｗｏ 平方公里 ？３麗釣 不完全動ＷｉＫ＿售古補所在

的 祖丨 平方 公應ｇｎａｔ議认迕雨嬷蠢繼址
＊

。

根 三普 资 麵靈 纖
丨 卜纖有 ２Ｓ８

纖３
ｔ址 。 良

＇

幾熏他脅布的禮心区环食麵痕区；

１ ６
＝

５

平方 公里 ＊良渚文 ｆｔ系哺泠市达于〒镇地区 、 録＿

区 、 雄 、 宁蕾乎原 １ ５ 万平方 公里
；

？１Ｍ ＩＷｉｆｅ質 Ｊ 同＿｜Ｈ 的 丨＿

口
、有＿ ？属＾釋

良渚文 化成多或 少？
＿ ，

面积约 ７ｆｌ谭平

方终ＪＩ
；涛醪Ｅ麗ｆｌ龙 山 时代 髮雍式玉嫁 、Ｓ盡等分

布 Ｅ ， 这
一

２舌了甘青 、晋

陕北 、江 ｉ＿＿年 国 卩的ｆｃｆｃ部分＿＿
；＊Ｒ

ｆｅ ＿文篇 形論翁物＿盡蒱是金露泽Ｗ棚 ＩＩ象

的
：

，

但良鑛女也并设有銓承餐择文 化 Ｐ Ｉ世俗权由治

主导 的社会 悔餐 用了＿＿滩：女化ｆｔｉ＿ｉ

＿ ］
王 義鑛 古漏麗＿戈明 的兴錢

戎许
？

与凌家滩为 主体＿舌甲露她区 和西霉＾＾擎为

代表的 人＿翁 ：雜入 、 玉ｆｔｌ＊统 ■臀Ａ ．及其食養＿

式ＡＯ ｆ多植有曹密切关 系＃ １屮 丨 万平方＃的 中

落 、 喔 的 ．＿＿以
，露Ｐ积达

平方米的祭坛曝发：
现证鸯藥＿流續的擊＿攀文化早

在枏
：

Ｓ 于 ＩＩ释早 中傷这
一

緣讓蒙已进入早 ｜｜文 明社

展水平甚至超试鸟翁ＩＩ中期 ，
已 无限＿乌

鲁鬼＿＿ 。

＿猪＾＾段纖＊ｔｉｔ有■＿崎？＊

山
１
汇親山 、官井头 、

玉樂山 ， 太断余南眾的 普安轉 ，

：
ｔ？Ｓ部的

？

条藤山 ，Ｍ農山 、？泉 山以及太湖１＿」的

＿ ．＿．、禀墩＿ 。＃中太湖西
■

南敏被 ［氣馆玟块在马＊

浜和緣＿觀遨址均 不超Ｍ ｍ处
，
親＿阜＿萃獻

—懸廳身亀繼愛 ■区域＊ｆｔ中瑶山 参 適

舰戀繼的仪處推心和壬薦屬地 ， 繼山 ：纂地共１灘 １３

酸｜：纂 》藁葬念 ｆｐ］ 等 其 中 ｍｕ 尽管 被

聲 ；
＊ 但出土龙荀＜大琮 目就仅发现 于 良渚早層的瑶山

Ｍ １ ２ ｓ 反 山 Ｍ１ ２ 和 期的寺鐵
；

ＭＳ ＊银可ＩＩ暴 王

轉＿？高神象的 志＿５ 
ｓ
主翁

化第
一

代王曹，
玉礼墩系统 （除玉璧 ）

已经创立 ，算＿

Ｒ—信仰 ６ｆ親＃已经开＿，
玉＿慕戰萬＃懲懷仰

聲議对外辐＃ ， ５＿山 、 高＿＿尊相４玉芹 的发现
』

大拿可认为 充
一王权和＿的对外扩ｐ 和ｇ 的

产翁
：

１

＿ 渚早期＿丧 ：
太湖西 南部 的象 渚区 ±１＊鲁倉

＿
，ｓ

ｆｅ修 主ｆｔ繼蠢在距今 ：ｗ＿ 舉離Ｊｓ基

ＳｌｆＡ
ｉＡ 的 驗山 緣山 、莫 角山

￥
驗外 ０鐘１剩義纖１ｈ

城墙太慨都
—

时ｆｔ陆鑫完５｜气ｉｓ夤达 ９ １７ 万

愈靠漱 古＾＾龜 ：

占ｉｉ面积已逃 ３００ 平４
＂

＃＾
；

，
包

Ｉ＊
２

靈廳＿＿議肅＿藤只賴 平嫌里 。

反 Ｕ！纖中 良诸早期％段－的大翥 ， 藤

之 间 存蠢
一

定 的 等徽纖异＾ 其中ＩＩ高＿ 的 墓＿

ｍｅ 出土
ｍ最高 的藤他性标志玉舊写 ［＿

大＿】＿玉＿王 ， ｆｔ测也 代王者Ｖ这时期 已９攝

收了可１Ｂ原创于張廣 山Ｌ玉蒙 ，
玉＿？＾更

？完备 ＊筲次出 ｉ囉５集獯讀＿象 ， 进
一

ｉＰ爨寒了 良

戆 古城在整 ｔ良渚 文化？核心地 位 ， 与＃６屛时＿ 的

！！？＿＆ 化遗址都＿＃与＿養 ， ＿文＿奔

生即指 出 ，候若良＃是
一

个国都的＿ ｓ
議么

￡＿泉

粵）麗是备 个州纖齋在地 ， 逢就是一 乎彼象

释勸广纖王权国家：Ｔ
＊？

。 与 良繪古域同时的邊址有

瞧山
、汇观山＿盤址 。 这 Ｓｆ

５ 

＿ｔｌ！已－ 开ｉ麵｜ｆｆｉ

积 ３賴万平方獻， 搶 ：＿＃睡） 、癒Ｉ
；

面 十 万至百

万平方＊
￥

如穩象山 ）
、穩Ｉ 面魏Ｉ蠢万平方慮

，

如玉

架山） ，衬 （
面 至痛平蠢米

，

如處前，山
）
四

—

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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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结构 。

良渚晚期 ＰＩ常古城＿＠构継续扩 ＪＳ ， 达到繁荣

期 ， 并ｆＷ ｌ補＊
．讀聲碌ｇ以宫殿Ｅ ，城内鏡心Ｅ 、

内

＿ ？ 孙域翁 占地面积达 平方 公里 的多轚结＿１勺

域市彳Ｓ局 ， 外鼠发现數百ｉｊ＿、 在＿千至麴万平方

耀两台露靡｜ｈ ， 占導薄积仍有 ＿ 平方聲里左右 。 可

１１
｜拿 这

一

Ｂｆ．期 的 王 她 。 ＿＿北

纖＿ｔｉｌｉ积 —万平 ；ｆ＃ ， 考議Ｍ３輕

＿愈晚期 ，
墓 中 随＿ ５^ 琮 遗址内 另 太琮 １

件 ， 灣则 在＿§晚期 日
＜

｜鮮寺＿■懲与． 渚古＿愈争

的 另 外这
一

静ＭＢｓ被重要的 有鲁

山
、
姚象山 、

邱＿ 、
草＃山 、

福幾山？ 。

驗＊食
— 的象作 ＝翁

£ １

且？水

平＿當幾ｌｉ
ｊ

■ 茅山 ：邋：
優變现面积达 Ｓ５Ｃ？ 平ｉ米 的

良＿麵期大＿厲区 ， 测算 ７＾
＇

亩产达 １４丨＃斤？
，

古漏食隻藝屬戀參别达 ２ ． ６ ： 方斤和敵十 万斤 的遍

依■释職 ；儀
＇

畜饲蓼＃露激 主 ， 靈有淘 ｒ雨猶骨 －

傘圓者的 ：＿ ＞

］普遍达致 ：＿左右 。 手工业： 除了

＿ 、石＿—體豹手工 品 ｖＭ出？？＿工业

＿玉馨＊
Ｓ＃制造业 ， 可雜也有续Ｒ业

？
。 禅权和王榻

在 良渚社会 中地位突 出
， ＃

＇

警ｆ仰普論存在于整 个

环太
＇

＿Ｅ并？變早ｆｔ＊ ，不 同 Ｅ域出 土 丨｜渗大 同小

裊 ５

几乎达 Ｉｆ
一＃教的他步＠ 从蠤＿社会等级分

化 ，
可分为王陵農她 、

贵族墓地
、乎民墓地 ，

可能还有

１＃篡 ！
：
＿＿山遗龜 ＿墓＿口贵＿地基本都

壘雜式舊 齡咖 、 反 山 ，贵族纖４ 口

＿Ｈ瘡 、 山 ， 平民墓地ｉｒｔ愈＝ ［１＾＿差

舅？ ，阶层势 月 。 遗癒的 是 ， 霉管 已＃不完全

统计出 ６ ５＆令＿画淨％且有 不 少 无鏖是

当时黧要ｔｏ记 爱第统 ．堪称原嬙女 孝？ ，
但 目翁遞＿

：魯娜 ．

。

以上看倉讓聚证实 良灣时■ ３經正式进入鐵癲

：

文 期囯京斯 播懦先生雕湾 出了高處嘗

认翁震鴛蕞靈雜？早 的国■？＃？
？ 其年

会ｇ，

展水平相 当 于 鲁１０ｆｔ期 、

迭特那斯 尔Ｗ期至早王＿时期 ｉ：距令 ５３Ｓ ｔ３
－ ４３Ｓｆｌ

年
） 。

四 、 初步对比

ｉｔｆｃ化序列来看 ， ■鋒ＳｉｆｔＥ±化起多＿ｆ
从欧

贝 皁期
ｇ

＿今 ＳＳ＿ 

－

？＿ｆｌ ） 儒欧 贝＿癌期 （：

距今

７Ｗ〇
—

献》 年｜ ， 翁邊愈逾Ｋ的 文 ■

！匕和Ｉｂ ｌ^ ！鏖憑£

議＾＾于碰＿Ｒ ． 同ｌｆ
＊ｆｒ高于越夢赫＿餘和

印虔魏麵 ， 直到磁輕早 中期阬舆至餐释１％娜术段

环太纖才駕蘭：餐上苏美＿Ｅ 阈財期的 发簾敢乎 。

从顧令 Ｓ３００ 年前 后華｜聲＃薄地增機又袁明和早期国
？

段 ， 聲繼湯；Ｓ讓了ｍｏｄ 年
，最ｇ 在距今 ４３６０ 年

前 后发生断擊＊食思繼羅产＿在后 世得－ ｆｔｍ？
但

ｆｐｆｅ
—

种働立 的寫霸 已灣肖幾 Ｂ

从经＿＿来看 ， 奪种 文明梅裉度修職釋＿农

业 ，
是典型馨业文＿

ｓ

Ｒ 不过农■作物品种不

一

样
，

苏美尔女：亂是小麦 Ｖ大庚
，
＿文＿中水＿是＿ 

一 的

獻
；
手工业方虜

，除了两种童＿中均有魏高貪倉

达的魏 右繼１Ｍ业 ，
二者的 高滅手工业部 丨

＇

＿

全 不 同
：

月是＿＃！？Ｉｆｅｔ蠢 膽 ｔ 宝石

制造等
＾
霞變汝戀墨玉器 、

□可 ：＿麵＾ 品馨 ｉ

變基方面 ， 由于本
＾人變麗ａｉｒ

麗翁靈義两格并１明了以象开Ｉ：

文字和 ｉｉｔ变字为？

＿＿复１的记義系 ． 費慕＾业和手工最

？祭孩？门 識ｉ尽管有填機ｉｓ出
“

良潜城址是ａｔ

在商品 经济之上諭食響 但薄：愈灘地区 总体 自

＃＿较为丰霤 ， 贸 易 在社会聽齊守 的地位和所領

的作 用藝有诗輝
一

＿究 ＆

學鑛与社会方濟 ，
共 同点鼍城市 的规■巨 大＿

落构腐愛奪齐全 、社会等级森严 ， 但二者機聚茗布 局

有＿大 不 同 ， 苏每尔文用 的乌鲁吏遗址莹祿庙为 中

■“神庙 占＿靖＿？＿ ，
王相在大雖ｓｉ肘间 感

于
ｆ
ｌＣ離神ｆｔ＃她位 ， 国王大部蠢Ｓ寸＿＿ Ｒ是神的 ＊

ｆ＃ｆｔ言 Ａ ，ａ 只有＿
了早 国王的权力＃ 曰＿

＿大 ，并开始出ｆｔ专门 的 宫ＭＫ ；
而愈繪古偏尚未发

现應廳鐵＿＊Ｅ ’ 宫徽＆ 嚴与 的＿贵旗复

通占？审的核 由 于ｔ字錄臺 ，
目譃 以

判＿靈与 王樣
■

式：

，
但麗钂葬中玉鐘和玉

钺似乎＿博１￥ 丨１３惠？青况来看 ，
在良 国世懲

王权 又可＿于＿奪＾地位 。 另
—

美衣文明在乌鲁克晚纖萬捷類去特鄧斯取財獨可簾

是以％＃瓢象嘗＿ ／＾国家 ，
但在早＿财期是

？

傘－备 ５４？＿Ｐ国蒙讚？魯个
—

３＃？国＿

互竞攀＿緯立 王朝 ， ＿ｆ王权 同＿＿之

间應ｆｓ， ｆｆ３ｆｅ纖古城作 为良渚文化中唯
一

带罾＿＿

翁＿大型都＿拿翁＃＞像和等＿
一

直独 占— ＿了

在最晚阶 ｜＆受到
一

定挑战外 ，
在太部分时间段都是

禽瀋文 明 的愈！台中 鐘测其国拿 态感以＿古

域 为部域的 ｒＫＳ￥ ａ

宗教獻纛ｍ态方面 ， ＿尔 ４明 时期是參轉
一

主 域翻鄯有各 自 供奉 的Ｉ申灵
， 而尼普尔

最＿＾苏Ｍｓ地Ｅ ６Ｍ＃產減 ， 祌灵 躯＿＆＃

良＿文明 中＿ ：的謙
一

性和 们

相信神 ｔ 代懣了先民曝ｔ
一

信仰
，
萁痃敷可称右？

考

古

中

国

－

８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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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神教
，
良渚古城大部分时间段既是政治中 心

，
又界文明史的研究 。

是宗教中心 。

考

古

中

国

五 、 结 语

研氣我果 表疆 ：＊攀令 ａｓｕａ
■后开潘 东西方 文

＿ 圈 已经＿ 中亚 （ 即
“

亚属 ：中部互动圈
”

ｓ謀賢響
“

中亚互卷屬 亚地区
（
即＿亚草攀 ．

，祭旻＿

绿 亚互 ，有了 日 益密切的 文化 ；

动 。 西辽河红 甘青ｔｅ沟文化分别出

土了玉石和彩陶 头 ， 歲＿人为 感＿
＇

过中匪 、北

亚从麵亚地 区脅靈而藥 的 ， ｉｔｆｔ阜 的 ： 距今

５３赚赛前 后 ３
；
組今 ＳＷ ＨＪ

－

４ｕｎ〇 年 ，如：冶 金术％小麦

？
、
大麦 鋪羊 萤牛？

、 原，ＴＯ 的Ｘ＊因

素也陆＿＿ 中亚和北亚繼区 ， 鑛 屬地ｓ ＆Ｗｆｉ

原 ｆｔ入 ， ｉｃ山文化 、
石巅文術中 的石头囊識夏石头

城 ，．人徽意偶鑛秦拜 、 岩画Ｈ画ｆｔ可濯与中 亚 、北亚

有着戀＿裏气奠
一貔太化因奪输ｒ犧幽动了西辽

河地区 ，變？＾区場＊区 的 程 ，

红山龙■ 、石
＇

＿禽＿ 的ｐ 生 ，其后 中ａ蒙 早 的青
＇

■孔

鑛第輯 、 文明 、 广域王权 国＿：中＃ 中心雜翁^

局獨是在这
一大的背景１？翼生的

＠
。

良渚需Ｈ擊 ：寺 ＳＭ？

－

４Ｍ０ 年 ，

；

ＳＥ当 中西文戰腾

裏拿龙之既 但 于 中 国东儀亀

＞渚文＿中最 盧要 的文化餐售永稻 、＿ 、
玉瘗 、 土

木論ｆｔＸ程 （
包括聿麵技术傳趣为中 国

ｆ｜统ｊ ：ｆ匕

基因 ， 而＃廉 ．发现与西Ｉｆ女明＿接驗驗＿：
， 似乎 没

有卷入这一薇
＾

■

青ｉｓｗｆｔ世界
：

体系
，

中 ｊ呆

的 性和＿性
， 与＆

＇

渚
：ｔ＿类 似 的遍

翁麵戀遍麗的 大ｌｉｐ 中＿＿ 和江？平原的 屈家峰－

石家河ｍｉ ？ ， 它们都＃根植于 当贐龛箱隹统的原生

性１鏡龙？ ， 共賴＿霜了包屢中 原 的东舊舉 月Ｐ地

— ，ｆｃ—＾ 月議ｉｉ寄靈＊ （
距今 輝》—

Ｗ￡？年
＂

展于
＿ ＿寸代

（

－

＿？３年 ） ， 到

■■构ＨｆｔＳ
距令 ｅ〇 ｉ？

－

ｓ３〇ｏ 年
）歲数 口

ｍ馨壽

文化
－

油子岭文化 开始与 中原 的庙底＿囊＃分＿［

礼 ， 至 毫＿ｌｆｆ｜｜距？

５Ｍ０
－德？年

）
则 对中 原

＿＿ ，
但爾山时代至二埋暴时代又講麗愈向衰落 ，

ｆｆｉ伴曬處
一过程的 丨 半 月 形地带 日 益，齊Ｉ

良渚文 明旱爵作文明 （水稻 ＪＷ
１皂难

一

＿負

作物 ） 、＿文明 《ｉ獍文轉＿＿女Ｈ） 、＿食．＿

（

玉礼薄黨统薪 表龜 的女明 》 ｆ
□宗數

＇

意＿
．

（
原绝

一

神

數 ） ， 酿有 与 同时期 Ｉｆｃｆｅ文明蠢似龜馨ｆｔ ， 又具有独

替通面 讨良＿ ：ｔ朗丼＃蠢开 展广

ｆｉ魏龛＿
ｔ？鑛开氣 纖壇幸富麵■免 国Ｈ至世

注释 ：

① ａ ． 余臟云 、 《欧繼大１１靈：Ｅ薄化研究动■
！

＞

，

ｐｆ古ＭＷＡＬＪ＊布 ． 费恨著 ＾方輝變赛 ｓＣＪｔｔ

ｆ
—？史前戀导接｜，础版社 ，

？ｗ
＿＿

緣廣顿 、芽轉＿、杨建华零 ； Ｉ美索不ｉ奪 亚考古 》 ，

恶＿出 闽社 ， ｌ

＊？ｆｔ 筚 极据 匣作 举Ｉｆｆ？廳 第 二版 ＿

Ｉ＾ ：

；

ＹｏｆＦｅｅ
，Ｎ ． ２００５ ．Ｍ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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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ｅｓ

，Ｓｔａｔ 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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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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