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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丽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一周微言】

寻迹江苏老地名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
立项名单，苏州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是我省此次唯一入选的遗址。

早在6500多年前，草鞋山的先民们依水而生，灌溉稻作，创造出灿
烂的史前文明。草鞋山遗址文化有怎样的特点，对研究江南史前文化有
着怎样的意义？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王宏伟

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启动，开启
第八次考古发掘

草鞋山遗址，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
道，离阳澄湖南岸约600米，为长江下游东太
湖平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址于
1956年被初次发现，1995年被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2013年升级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草鞋山遗址面积有多大呢？据苏州市考
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孙明利介绍，规划总面积
40.2万平方米，其中保护范围19.9万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20.3万平方米。

草鞋山遗址是由谁命名的呢？孙明利告
诉记者，草鞋山遗址的发现者、命名者为赵青
芳（1912—1994），长期主持南京博物院考古
工作，先后主持了淮阴地区、射阳湖周边、连云
港地区、苏州地区的考古调查。

他在1956年的日记《赵青芳文集（考古日
记卷）》中写道：“在夷陵山的西北，仅隔一条小
路，又有一个土墩，相传为草鞋山……草鞋山
面积较大，约10000平方米，北半边稍高，南
边低平，最高处约15米。顶上是明、清和近代
墓的集中地，有许多砖券已露出地表。北面和
东、西面都有断崖……夷陵山之高也是后来堆
成的，山下的文化层可能未动过。”这段记载描
述了遗址当年的保存状况。

草鞋山遗址经过几次挖掘？据苏州市考
古研究所所长程义介绍，共经过7次大的发
掘，第一次挖掘为1972年9月到1973年7月，
一共发掘了1050平方米，首次考古发掘就发
现了从良渚文化到崧泽文化再到马家浜文化
三个叠压的地层；第二次挖掘从1992年持续
到1995年，最早发现有人工灌溉系统的古水
稻田遗迹，是稻作文化起源的最直接例证。此
后的挖掘时间为2008年、2009年、2012年、
2020-2021年、2021年。

截至2021年10月，草鞋山遗址共发现新
石器时期墓葬239座，水稻田遗迹115块及多
处房址，出土各类文物1800余件。考古学家
据此判断，草鞋山遗址是太湖流域史前文明的
中心聚落。

2022年11月28日，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
程正式启动，苏州市成为国内首个实施文明探
源工程的地级市，草鞋山遗址第八次考古发掘
同步启动。此次发掘的执行领队、苏州市考古
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霞说：“本次考古工作主
要对夷陵山（草鞋山遗址唯一现存的高台）的
西南角进行500平方米的发掘，结合东部的发
掘，进一步确定夷陵山堆筑范围，了解夷陵山
堆筑起因等。”

四个“最”，考古学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

草鞋山遗址对研究文明起源有怎样的意
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作为江南史前文化的
中心聚落，草鞋山遗址保存有长江下游史前文
化完整的发展序列，再现了长江下游史前人类
历史的发展史，是长三角地区历史发展的一部
完整的‘地书’，为研究太湖地区、长江下游的
古代文化提供了典型地层与文化遗物，具有考
古学上的里程碑意义。”

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种下了探索长三角地
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第一粒种子。具体体现
在四个“最”——

第一个“最”：最完整的文化序列。据孙明
利介绍，遗址有着丰富的文化堆积层，厚达11
米、分为10个文化层级、5种文化类型，而且
各个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非常明晰，文化的连
续性实属罕见。其先后次序是：第十、九、八层
属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第
七、六、五层属于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
5300年，属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
过渡阶段），第四、三、二层属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年）；最上面一层属于春秋时期
吴越文化，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太湖流
域早期国家繁荣阶段的全部编年，蕴藏着先民
生活和劳作的丰富信息。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发展序
列，就是通过草鞋山遗址的这次考古发掘确立
的。这样的文化叠压与发展关系，为我们研究
太湖地区史前文化地层堆积与文化发展关系，
提供了一杆标尺，被考古界誉为江南史前文化
的‘三叠层’‘江南史前文化标尺’。在没有文
字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完整的物
质文明标本。可以说草鞋山遗址的这次发掘，
是良渚文化在学术上的突破，推动了长江下游
区域早期文化，尤其良渚文化研究的深入。”孙
明利说。

第二个“最”：中华第一玉琮。据程义介
绍，1973 年，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时期的
M198墓，首次出土了大型玉琮、玉璧等随葬
玉器。出土的玉琮，外方内圆，刻有兽面纹饰，
是首次在中国史前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并解决
了玉琮的断代问题。

玉琮有长有短，短则1节，长的可达到15
节。几乎每一个琮，身上都雕刻有兽面纹。程
义表示，草鞋山遗址这个玉琮不是最大的，也

不是级数最多的，之所以被誉为“中华第一玉
琮”，第一是因为打破了考古界对玉琮年代的
原有普遍认知，证明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
化的重要遗物；第二是使人们认识到，在距今
5000年左右，社会分化已经比较严重了。正
是由于M198墓和玉琮的发现，引起了考古界对
于玉琮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在玉文化中的地位的
重视和关注，大大激发了长三角其他区域开始关
注良渚时期墓葬的发掘和社会形态的研究。

第三个“最”：最早发现有人工灌溉系统的
古水稻田。王霞告诉记者，草鞋山遗址马家浜
文化层，目前已发现了115块水稻田遗迹和众
多炭化粳籼稻谷，其稻田遗迹是中国首次发现
最早有人工灌溉系统的水稻田遗迹，为我国稻
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
依据，是中国水田考古与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
成果，所以草鞋山遗址还被称为“世界稻作文
化的原乡”。

第四个“最”：最早的葛纺织品实物。草鞋
山遗址马家浜文化层的第十层，发现了3块炭
化纺织物残片，这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葛纺织
品实物，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

“可以说，草鞋山遗址是中国稻作文化、居
住文化、织造文化、玉文化、墓葬文化等一系列
远古文化的发源地，对江南文化的审美观念、
审美工艺、审美思想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
认为是‘江南文化’的源头。”王霞说。

努力打造成为国家级考古遗
址公园

草鞋山遗址承载了吴地6500多年前灿烂
文明，如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其所蕴含的
文化之美？

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运营管理负责人贾
辉告诉记者，2022年6月28日，草鞋山考古遗
址公园正式开园，首期建成开放的核心区面积
约4万平方米。正门不远处，就是模拟先民们
用“木骨泥墙”工艺制作而成的“时空之门”，透
过“时空之门”看过去，前方就是草鞋山首次发
掘现场，再往前走就是夷陵山。夷陵山文化层
十分丰富，是草鞋山遗址保护的重中之重。走
过夷陵山，映入眼帘的就是展厅。展厅主题为

“行走在遗址间”，通过考古现场展示、古水稻
田场景复原、科技考古工作站等再现草鞋山遗
址风貌，揭秘江南文化的源头与脉络。

据贾辉介绍，截至2022年12月底，遗址
公园累计服务入园观众超1.2万人次，各类品
牌宣传活动吸引线上线下参与超100万人次，
草鞋山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展示
文旅融合的“金名片”。

遗址公园有哪些发展规划？“未来，苏州
工业园区将遵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
边研究、边宣传’的原则，全面对照创建标
准，从‘资源条件’‘考古、研究和保护评价’

‘展示与阐释’‘管理与运营’4个方面，加快
推进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努力把草鞋山考古
遗址公园打造成为充分展示史前完整文化
序列、稻作文化原乡、江南文化源头、深受市
民喜爱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苏州工业
园区宣传和统战部副部长、文体旅游局局长
殷卫东表示。

（图片由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草鞋山考古
遗址公园提供）

全省唯一!“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国家级立项名单

跨越6500年时光之门，探寻远古江南
江苏地域文明

探源
主办单位 新华日报 江苏省文物局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近日，“大江万古流——长江下游文明特
展”在南京博物院举行，本次特展精心挑选了
约250组（件）展品，通过四个部分，向观众展
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程，以及
当下城市文明的斑斓光影。展览将持续到3
月31日。

据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刚介绍，此
次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江水天
上来》，展示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秦
汉，长江下游不同地域的人群创造的多姿多态
的文化；第二部分为《万水千帆过》，随着衣冠
南渡，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纷纷涌向长江下
游地区，以六朝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江南”开始

崭露头角，此部分展示了江南地区在渔耕农
作、城市交通贸易、雅致生活等诸多方面领跑
千年的辉煌；第三部分为《何处是江南》，展示
了长江下游在文化、艺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卓越
成就；第四部分为《共饮一江水》，是沉浸式视
频体验，向观众展示长江下游地区当代城市文
明的斑斓光影。

南京博物院展览部田甜告诉记者，本次展
览集南京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常州博物馆、南
京市博物总馆、苏州博物馆等10家单位相关
展品之精华，约250组（件）展品，向观众展示
长江下游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文明成果。

“这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七孔石刀，由南
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刀周身磨光，双面刃。
刀背附近横列着7个圆孔，便于穿绳加固在柄

上。通过这个七孔石刀的形制及加工工艺，可
见北阴阳营先民石器制作水平已经很高。”田甜
介绍。据了解，北阴阳营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新
石器时代文化，距今已有6000—5000年历史。

一个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年）时期的狩猎陶罐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这件文物由江苏兴化蒋庄遗址出土，
器身刻有被狩获的野猪和奔跑中的小鹿的图
像，真实地反映了良渚先民们的狩猎生活。

一件灰陶仓可见六朝随葬品的特色。“它
由南京卫岗出土。屋顶斜坡式，双鸱上翘，设
瓦楞。前墙上方开了五个方形窗，并且有方形
窗盖，可以用绳系固定。”田甜告诉记者，“这是
六朝时期典型的随葬明器，有仓廪丰实、富贵
吉祥的含意。”

扬州邗江出土的打马球图铜镜是唐镜中
的珍品。镜为菱花形，镜背纹饰为四名骑士，
手执鞠杖，跃马奔驰作击球状；人与球之间衬
以高山、花卉纹，显现出在郊外运动场比赛的
情景。

“马球运动源于波斯，汉代传入我国，到了
唐代，此运动十分活跃，深得皇帝和贵族的喜
爱，是铜镜纹饰中的一种重要题材。目前我国
仅存三面有关打马球图案的铜镜，一件为故宫
博物院的传世品，另一件收藏于安徽怀宁县博
物馆，而以扬州出土的这一面铜镜保存最好。”
田甜说。

陈刚告诉记者：“推出这个展览，是为了把
这些年来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尤其是江苏地
域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向公
众做普及和推广。比如第一部分《江水天上
来》，策展人精心布展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
和良渚文化，以前不少人认为几千年前整个太
湖地区全部是马家浜文化，通过这个展览，我
们想要告诉观众，在太湖的西部东部其实有不
同的文化面貌。”

南京博物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奇志表
示，“1989年南京博物院曾举办‘长江下游五
千年文明展’，33年后的今天，我们响应国家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号召，再次策划长江
下游文明展，并以此展览向南京博物院的前辈
们致敬。”

（图片由南京博物院提供）

你了解长江下游文明吗
南博跨年大展250组（件）展品与你娓娓道来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朱方”“丹徒”是江苏古城镇江最早见诸文献史
料的两个名称，前者是吴越地区最早出现的县制城
邑名，后者则是秦一统以来当地使用时间最长的县
级行政区域名，至今仍然为镇江市丹徒区所沿用。
它们的历史渊源到底是什么？江苏大学相关学者最
新研究指出，我们可以从古越语的角度，对这两个老
地名作出新阐释。

在学术期刊《民族语文》所刊登的最新研究成果
《古越语视野下的“朱方”“丹徒”地名释义》中，作者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高逸凡指出，“朱方”

“丹徒”应是古越语地名的汉字记音，分别意为“主管
江岸的官守”和“控扼江河的城关”，其内涵与后世出
现的汉语地名“镇江”一脉相通。

关于地名“朱方”的释义，历代文献并无明确记
载。有的研究者由“方”字联想到商代“徐方”“虎方”

“危方”等众多的方国名，认为“朱方”即是这类商代
方国地名在春秋时期的遗留；还有人认为，“朱方”原
本应是“夨方”，即名“夨”的方国，由“夨”而“朱”是

“音似形近”之讹。
关于地名“丹徒”的释义，最早出现在南朝时期

的地志之中。《南徐州记》中说：“秦使赭衣凿其地，因
谓之丹徒。”《京口记》中说：“龙目湖，秦王东观，亲见
形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冈使断，因
改名丹徒，今水北注江也。”

大致意思是：“丹徒”指穿着赭红色衣服的囚
徒。秦始皇东巡时，听术士说此地有王气，因此派穿
着赭红色衣服的囚徒凿断山脉，损坏这里的王气。
同时改名为丹徒县。这一类阐释框架，都有着色彩
浓厚的传说意味。

可以说，目前这些关于“朱方”“丹徒”地名的释
义，基本都是后人从汉字字面意思出发的推测或附
会。高逸凡分析说，从考古学文化上看，镇江一带在
先秦时期属于吴越文化区，当地的主要居民是“习俗
同，言语通”的吴人和越人，二者都属于古代“百越”
民族的范畴，所说的语言应属于侗台语族的古越语。

高逸凡告诉记者，“因此，我们在探讨镇江地区
先秦乃至秦汉时期出现的古地名涵义时，不可不考
虑当地吴越居民所操古越语的因素。”

越人是古代生活在长江以南广大沿海地区的
一个大族群，文献上称为百越。那么，先秦时候的
古越语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汉语文献中对于古
代百越语言记录并不多，较为成篇幅而又确定属于
百越语言的，是《越人歌》和《维甲令》。汉代刘向
在《说苑》中记载的《越人歌》讲述了一个故事。春
秋时代，楚王母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摇船者是
位越人，拥抱双桨用越语唱了一支歌。鄂君子皙听
不懂，命人翻译成楚语。刘向的原文用32个汉字
记载了这首歌的原始发音，翻译成楚语后成为了一
首著名的诗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
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
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由这段“翻译”的往事可见，古越语的原始发音
和当时的汉语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上世纪9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曾经
从古越语的角度对吴越地名进行了自己的阐释。
比如“朱余”意为“盐官”，而“余”是古越语“盐”之
意，在侗台语的语法中，修饰成分后置，按照这个
习惯，“朱余”中的“朱”字就极有可能是古越语

“官”一词的音译。
“这对我们探究‘朱方’‘丹徒’二地名的涵义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此，高逸凡研究称，将“朱余”
词首的“朱”字解释为古越语中表示主管某事之“官”
这一语素的音译，是较为合理的。而“方”在壮语中
同样读音的词，有“像墙一样直立的石山”之意，对应
汉语的“壁”。镇江东部丹徒镇至大港镇五峰山一带
在先秦时期是长江入海口的南岸，沿岸一线皆是宁
镇山脉的群山丘陵。对于当时的吴人来说，此地以
东就是茫茫东海，此地由群山丘陵构成的江岸或海
岸正如同天然的城墙壁垒一般。

因此，高逸凡综合语言学、地理学和考古学材
料判断，“方”字在“朱方”这个地名中应当解释为
古越语中“河岸”一词的汉字记音。“朱方”按照其
上古汉字音对应的古越语词应释作“主管河（江）
岸的官守”之义。

“丹徒”词首位置的“丹”字，上古音属元部，端
母，其同音字“单”曾在越王勾践《维甲令》的汉文记
载中被用来音译古越语中的“堵”一词。对此，郑张
尚芳指出这里的“单”字应当是以其上古音对应了古
越语中表“城垣关隘”义的词汇。高逸凡表示，结合
汉语上古音来看，“丹徒”地名中的“徒”字应是古越
语中“河川”一词的记音字，而非“赭衣徒”这种字面
意义上的“徒”。综合来看，“丹徒”这一地名在古越
语中应是“河川之城”或“河川之关”的意思，对其义
加以引申就是“控扼江河的城关”，汉语可译为“江
城”“河关”。这一古越语视野下的地名释义不仅与
秦汉丹徒县城（今丹徒社区）“坐镇”古运河入江口的
地理位置相吻合，更与后世出现的汉语地名“镇江”
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从先秦时期的“朱方”到秦汉时期的“丹徒”，这
两个地名从字面上看，可谓毫无联系。然而在古越
语的视野之下，从主管江岸的“堤官”到控扼江河的

“江城”，其内涵竟又如此相通，从源头上清楚地揭示
了镇江这座城市古今一贯的地理意义——屏障太湖
的吴越门户，锁钥江河的天下关津。

3000年前吴人越人
曾经“习俗同，言语通”——

“朱方”“丹徒”
来自古越语？

七孔石刀 打马球图铜镜 灰陶仓 狩猎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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