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毘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湖东街道毗山村，西
距市中心2.5公里，北距太湖8.3公里，属于东苕溪下游。遗址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时代为新石器晚末期和夏商时期。

遗址发现于 1957年，后来配合基本建设曾做过几次考
古发掘。2014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
护管理所等单位联合对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主动性考古工
作，近年在聚落考古探索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突破。

首先，发现了围绕毘山山体的一圈壕沟，其西部依托三里
桥河和龙溪港，平面呈南北向椭圆形，圈围面积约33万平方
米。壕沟最宽处约40、深约2~4米。从五爿头、陶家田、火墙圈
等地点的发掘情况来看，其主体使用年代为后马桥文化时期。

其次，在壕沟内部的麻雀田地点发现了一批集中分布的
建筑遗存。东区为小型房址区，皆为基槽式，平面呈长方形，
面积一般在40平方米左右。西区为大型建筑基址区，目前发
现9座。按照层位关系、测年和出土遗物年代，西区建筑可以
分为早晚三期，第一期建筑长轴方向约为 90度，由基槽、柱
网组成。其中建筑基址 6揭露比较完整，由三排基槽和一排
柱坑组成，占地面积约 420平方米，基槽内残存木柱的直径
近60厘米，柱下皆有垫木。第二期为建筑基址群1，长轴方向
为 170度，由建筑基址 2、8~10和高台建筑组成，占地面积约
3400平方米。该建筑群将干栏式与高台式建筑相结合，高台
堆土厚约3.5米，由黄褐土与砂土堆筑而成；建筑边缘柱网比
较密集，可细分单元，且有较多廊柱发现。它是目前晚商时期
中国南方地区所见同类型建筑遗存中最大的一处。高台建筑
倒塌堆积下还清理出部分原始瓷豆、器盖，印纹硬陶罐，石
戈、石刀等。这一建筑是聚落内的制高点，应为举行礼仪仪式
活动的重要场所。第三期建筑长轴方向 153度，仅发现建筑
基址1，保存较差，余3条基槽，残存面积200余平方米。

环壕外围分布较多遗址点，时代多为后马桥文化时期。
2004年发掘的金家㘰地点，位于环壕外西南部，发现有大量
烧制变形的泥质陶豆、三足盘等，应为制陶作坊遗存。近两
年，我们在环壕外侧南部的邱家墩、邢家㘰地点，也发现了这
一时期的居址和河道堆积。特别是邢家㘰地点，有东西向河
道分布，为下一步探索聚落外围框架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次发掘出土的后马桥文化陶器，主要以夹砂陶和泥质
陶为主，硬陶其次，原始瓷最少。素面为主，纹饰以绳纹为多，

其次为梯格纹、云雷纹、圈点纹等。典型器物为锥状足盘或盆形鼎、羊
角把鼎、厚唇陶甗、高三足盘、细高柄浅盘豆、直口印纹硬陶罐、高领复
线云雷或复线回字纹硬陶罐、近素面圆腹硬陶罐、刻槽盆等。石器主要
为刀、戈、锛、镞等。铜器仅见少量的矛、镞和残件等。初步整理结果显
示，这批遗存至少可以分为早晚两期。碳 14 测年数据集中于 1250~
1000BC，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

晚商时期毘山遗址聚落规模最大，达90余万平方米，是太湖东、南
部地区的中心性聚落。鉴于遗址的重要地位和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
可以考虑后续以“毘山文化”来替代临时性的“后马桥文化”称谓。这有
助于统一认识，明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完善这一地区先秦考古
学文化序列，推动文化谱系与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执笔：闫凯凯 刘建安 罗汝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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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至 15 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
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主办的“浙北地区先秦考古新进
展——毘山遗址考古发掘研讨会”在湖州市召开。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江西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以及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15日上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
明、副所长李晖等陪同下，与会专家共同考察了毘山
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项目负责人介绍了遗址发掘概
况。期间，与会专家还听取了余杭小古城和跳头遗址
的发掘成果汇报。随后，专家至毘山遗址工作站观摩
历年出土遗物标本。

15日下午，专家座谈研讨会召开，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专职副书记罗汝鹏主持。方向明首先发言，他
指出，浙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中，以苕溪流域为核心的
区块非常重要，这里是原始瓷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土
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还有很多以“城”命
名的遗址，也是玉石、森林资源的重要产地。毘山遗址
近几年连续性的工作显示，在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其
遗址面积相对明确，遗址范围应当是这一区域中最大
的。从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来看，它也应该是等级最高
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希望与会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之后，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姬诚
诚致辞，他对来参会的省内外专家表示了欢迎，并简要
介绍了湖州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考古遗存。

随后，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闫凯凯
作《近年来湖州毘山遗址考古工作的新收获》汇报，主
要介绍毘山遗址环壕、环壕内大型建筑遗存以及环壕
外遗址点的发掘情况；并讨论了后马桥文化、“毘山文
化”的命名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欣作《湖州
毘山遗址植物遗存初探》发言，介绍遗址2018-2019年
植物大遗存的初步分析结果。马桥文化地层发现大量
碳化稻米及小穗轴。还发现有少量粟、黍、大豆、红小
豆，以及桃、甜瓜、菱角、芡实等。河海大学副教授卢漫
汇报了干栏式建筑基址6的初步复原成果，并介绍了
建筑基址群的数据采集模型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在
回答了专家的相关提问后，会议进入专家发言环节。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崔涛谈到毘山遗
址这次发现非常重要，较短时间内就已经对遗址聚落
结构有了这样初步的认识，非常难得。马桥文化和“毘
山文化”这个阶段，浙江与赣、闽两地有着很密切的文
化交流，在赣西北和赣东都有和毘山遗址相似的器物
出土，如瓦棱三足盘、三角形足甗、高三足盘等等，但年
代的对应问题还需要再考虑。毘山遗址资料的整理和
分析对江西同时期考古学研究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盛伟认为东苕溪流
域毘山、邱城、小古城和跳头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使
商代晚期的这一地区文化面貌更加清晰。以遗存最丰
富的毘山遗址来命名商代晚期这批遗存，是很有必要
的。认识毘山遗址的价值，需要把它放在长江中下游
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整体背景下来考虑。夏商时
期，中原文化因素沿长江中游的赣江、鄱阳湖向宁镇、
太湖地区传播。晚商时期，太湖地区是殷墟原始瓷、硬
陶的主要来源之一，推测有一条线路是沿赣江西进，
在吴城汇集再向中原传播。最后，希望进一步加大对
这一时期墓葬的探寻力度。

南京大学副教授赵东升对毘山遗址的重要性总
结了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其所在的
东苕溪流域处在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交界点，在中
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第二是遗址
所属的时间段非常重要，处在商周变革之际，这是一
个孕育中华文明礼制因素的关键时期。第三是文化内
涵非常有特色，显示出很多南北方文化交流的因素。
第四是毘山遗址的发现是对环境变迁、人地关系研究
的一个很好的材料。通过对周边区域的调查，从遗址
和文化内涵的发展变化，去探讨当时的环境变迁，对
新石器时代和秦汉时期的相关研究都有很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下一步，他建议加强对遗址内马桥文化遗
存的探寻和辨认；对东苕溪流域已发现的铜器、石范
进行器型、成分的系统分析；积极进行多学科合作，寻
找与祭祀有关的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唐锦琼认
为，对照遗址的勘探成果图，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
如遗址内每条河是什么时期，内外两重的布局什么时
候形成等。建筑复原可以参考一些民族学、人类学的
材料，建筑的拐角有可能代表一些增建或扩建活动。

“毘山文化”的命名要考虑其与马桥文化的关系问题。
毘山和马桥遗址的马桥文化遗存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是作为两个地方类型，还是拆分成两支考古文化，然
后各自继续发展，这还要从长三角地区整体考古材料
的基础上出发做充足的考虑。应该重视毘山遗址在先

秦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上的作用以及路径问题。
浙江大学教授林留根认为毘山遗址的大型建筑延

续了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建筑传统，并予以很好的
发展，为研究长江下游木构建筑技术提供了非常好的
材料。聚落考古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将聚落布局做清
楚，可以更好地促进我们对这批建筑遗存的认识。“毘
山文化”的命名是必要的，适宜的。因为它的范围、文化
内涵相对比较确定，当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要根据文化遗存的特点，对它进行
概括提炼，然后反过来用于指导考古学研究，指导我们
的日常工作。商周时期土墩墓遗存与考古学文化是什
么关系，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楚。最后建议浙江所下一
步工作以毘山为核心和重点，在更大范围的东苕溪流
域继续做工作，这样毘山文化的面貌会更加清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亚锋总结毘山
遗址晚商时期建筑组成要素有三大类形式：挖基槽，下
设地栿后立柱；挖基槽立柱，然后夯土回填加固；红烧
土柱坑，类似后世的“磉墩”。这三种形式的遗存在长江
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不同遗址中都有发现。如鸡叫城遗
址F63的大房子采用了第一种，孙家岗遗址有两间房
子采用了第二种，屈家岭遗址大房子采用了第三种。它
们所属的房址不是普通房屋，都是高等级的特殊建筑。
毘山更是将这三种建筑形式用在了一起。毘山遗址的
高台建筑应该是一个高等级的聚落公共建筑，它的具
体性质判断还需要考虑当时周围的地貌和景观。当时
应当存在测量方位的能力，房址朝向在前后两期发生
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何赞主要提及遗
址聚落布局结构的问题。壕沟的主体年代是后马桥文
化，但部分地点也有少量马桥文化遗物出土，会不会
马桥文化时期就存在壕沟，后马桥文化时期继续使
用，这需要进一步去证实。现有发掘区的解剖沟显示
后马桥文化堆积下还有马桥文化地层，建议选择不太
重要或偏远的地点揭露下去，探索是否存在马桥文化
时期的建筑遗存。另外，壕沟范围内的毘山东部区域
还不清楚，需要继续开展一些考古工作。

复旦大学教授郑建明结合之前东苕溪流域夏商
时期瓷窑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对“毘山文化”的命名及
其年代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毘山文化”的提出对
文化序列的填补很有好处。南山窑址类型从商代早期
延续至商代晚期，不论是从瓷窑址的分布和类型上，
还是从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的产品面貌上看，它都是一
脉相承的。毘山遗址所出土的器物与南山窑址出土的
同类器物非常接近，那么将“毘山文化”纳入到整个商
代时期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成林指出，近些年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了一些与毘山近似的
建筑遗存。关于考古学文化在哪里分割始终是一个争论
比较多的问题。他以长江中游为例，介绍这一地区夏商
周考古学文化基本上与中原同步发展，尤其商代特别明
显。他认为长江上游和下游与中游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
是没有商人的直接进入，从而可能导致了界线的模糊。
马桥文化与后马桥文化的区别可能就是一个契机，会不
会有吴城文化人群直接迁徙进来，从而造成了文化面貌
上的一些改变。冶金考古方面可以做下青铜器的检测，
比较与吴城的异同，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认为，毘山遗址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发现有壕沟和高等级的大型建筑，还出土
有一批重要文物，证明晚商至西周初年毘山应为环太
湖地区较大范围内的一处都城级中心聚落。下一步，
整体上建议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本着微观聚落形
态与宏观聚落形态相结合的思路开展工作。进一步厘
清麻雀田地点整个建筑群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时间
段、不同建筑之间的平面布局。继续完成遗址的全面
勘探，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更大的外侧环壕、壕沟内侧
有无城墙的线索、遗存功能分区等。充分了解和利用
历年来的调查资料和成果，以毘山为中心继续开展外
围区域的系统调查工作，较远地区可以进行有针对性
的重点调查。在基本廓清晚商至西周早期这一地区的
文化基本内涵和特征、分布范围、分期和年代等基本

问题之后，建议提出“毘山文化”的命名，建立本地区
完整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

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毘山遗址的考古成果是
期待已久的发现。2000年前后，他曾与曹锦炎所长讨
论在毘山遗址做工作，抓一抓浙江商周考古的重点。
后来因为工作条件问题，没有达到学术目的，但有很
多的重要线索都指向了毘山。毘山的工作虽然是初步
的，但已经显示出它的意义重大。至于接下来怎么做，
他指出首先不要过于纠结考古学文化怎么划。考古是
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来探讨背后的人类社会共同
体的变化，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是背后人类社会共同体
变化的一种表现、折射。随着一些社会方面考古工作
的展开，文化面貌这些事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其次，要
从一个聚落的角度来开展工作。文化的分期与聚落结
构、布局的分期是两套东西。田野工作的重点是揭露
这个结构的变化。麻雀田地点发现东区、西区这两片
房址，还不够，还要陆续扩大面积，把这一片的结构揭
示出来。还有好多细节的事情需要做，比如东区的那
段墙就得追完整，壕沟内外有没有城墙等等。第三，考
虑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时，还要关注聚落与聚落之
间的宏观结构。下菰城、小型遗址、原始瓷窑址等就得
慢慢纳入到工作计划中来，这是一套社会系统、社会
体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
像良渚、殷墟一样，把东苕溪流域当成夏商时期中国
东南地区的一个核心区域来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元甫首先称赞
了考古队的田野工作水平和工作态度，认为本次发掘
充分贯彻了聚落考古方法及大遗址考古理念，不仅做
好了一个遗址，对周边区域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勘
探工作，收获很大。其次，他指出浙北湖州地区是浙江
全省夏商时期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毘山则是商代
晚期这一区域最重要的遗址。结合历史文献，于越国
的起始阶段也应在这一区域，那么毘山文化也可以称
之为“于越文化”，是越文化的前身。现在还不急于把
后马桥文化改成“毘山文化”，这项课题还需要继续做
下去。最后，他根据高台建筑所处的位置，提出在判断
高等级建筑的性质与功能时，要充分考虑其周边的环
境和交通问题；还需要继续寻找城墙的痕迹；壕沟所
挖出土的用途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
综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总结发言。他认为，
这些年毘山遗址的考古工作充分证明了遗址的重要
性。考古工作体现了大聚落考古的理念。很多框架性的
内容——环壕、不同等级的建筑、作坊等，这些大遗址
的一些基本要素都呈现出来了，这是浙江三代考古非
常大的突破，也是东南地区吴越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

关于毘山遗址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主要有以下
几点。第一，文化序列上，加深了对马桥文化和后马桥
文化的认识。后马桥文化与早期的马桥文化是有比较
明显差异的，具有非常强的独特性，专门将其提出来
叫“毘山文化”，具有合理性，补充和强化了这一阶段
的认识，它确实是后来发达的西周土墩墓文化的基
础。但东南地区讨论文化交流或者文化变化，还需要
考虑青铜器、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以及陶器这三类遗
存。陶器方面可以明显看到小区域性的差异，原始瓷、
印纹硬陶器就具有大区域的相似性，而青铜礼器与中
原相比基本上是共性。第二，从高等级的建筑、出土的
遗物以及近百万平方米的规模来看，毘山遗址在马
桥、后马桥阶段，应该都是区域性的一个政治中心、一
处中心性遗址。第三，近些年的发现表明东苕溪流域
可能是晚商时期手工业作坊的密集分布区，在这样一
个区域社会里面，处于东苕溪至太湖交界地带的毘山
遗址，可能承载了除政治中心以外的更多功能。第四，
毘山遗址体现出来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比
如青铜器、原始瓷、印纹硬陶和个别陶器方面。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他建议应当继续坚持聚落考
古的理念布局，分四个层次来进行。一、借鉴周原发掘
建筑遗迹的经验，毘山高台建筑上需要考虑布设解剖
沟，烧土堆积做部分保留以作展示，做好资料记录的
前提下清理揭露出下面的生活面，古人活动、房屋开
间的情况才能比较好地呈现出来。二、除了复原研究，
建筑周围与其有关的遗迹中堆积物的多学科分析也
相当重要，这对于推测建筑的功用非常有意义。三、要
注意聚落研究中整组建筑的关系问题，需要往更大范
围的区域进行揭露；环壕、水系、土墙等这类框架性的
遗迹需要确定下来，它们对于把握一组建筑或者一个
遗址范围都是非常重要的。四、将毘山遗址放到整个
东苕溪流域来考察，厘清各个遗址在等级、分工和经
济活动等方面的不同，分辨出聚落群中的功能区划。

最后，他谈到“毘山文化”的命名还要再继续做工
作，需要更加明确它的分布范围、共性特征等等。

（执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闫凯凯 张森
山东大学 毕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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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毘山遗址勘探成果示意图 麻雀田地点出土器物

麻雀田地点高台建筑发掘现场照（东北-西南）

建筑基址6整体照

研讨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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