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 

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 

南京博物院 

【内容提要】2016 年 2 月“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对位于江苏兴化、东台的蒋庄

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认为：大规模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最重要的发现，说明

了良渚文化已经扩张到长江以北，有助于学界更新对良渚文化的认识；蒋庄遗址葬制葬俗多样、人骨保存完好、随

葬玉器等级较高，为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蒋庄墓地的年代框架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来确

认，未来的遗址保护工作还需要地方政府给予积极的配合。 

【关键词】蒋庄；兴化；东台；良渚文化；墓葬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于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以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2011年10月至2015年11

月，因泰东河水利拓宽工程需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展开多次抢救性发掘，揭露良渚文化聚落遗址一处。目前，

共清理该时期墓葬280座、房址8座、灰坑110 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其他遗迹，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

件。其中，大规模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丰富多样的葬制葬俗、保存完好的人骨与葬具、高规格的随葬

玉器、地方特色浓重的随葬陶器等，为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人种属性与社会结构新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2016年2月末，南京博物院主办了“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来自全国各高校考古专业与各考

古文博机构的多位专家于27 日前往蒋庄的遗址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于28日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南工作站召开论证

会，听取了考古工地负责人的汇报。专家们高度评价了蒋庄遗址的重要意义，对目前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遗址中

潜藏的各类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主要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蒋庄遗址的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许永杰先生认为，蒋庄遗址是一处远离良渚文化中心区域的大型聚落遗址，最重要的意

义即在于其地处江北的区位因素。20世纪50年代初，夏鼐、郭宝钧发掘河南辉县琉璃阁殷代遗址和墓地，在总结重要意义时指

出，琉璃阁的发现是在殷墟以外发现重要的殷代遗存，因此，得以从更广泛的空间对殷文化进行区域性研究。从这一角度看，

蒋庄遗址的发现就有同当年辉县发现同等的意义。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宋建先生认为，蒋庄遗址中，有若干项关于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有助于学界更新对良渚文化

的认识：（一）M36“祭坛形”刻符，为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此类符号；（二）良渚晚期M66内大口尊，当为首次发现的体量

如此之大者；（三）首次发现属性明确为良渚文化的墓葬中使用袋足鬶随葬的现象；（四）首次在迁葬墓中使用玉琮；（五）

此前发现与暴力行为有关的墓葬很少，而此处大量聚集的现象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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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在其所处时期，是各考古学文化中发展程度最高者之一。从杭州良渚

遗址群来看，这一时期，简单社会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并产生国家；而蒋庄遗址的发现，则显示出良渚文化在不同区域内社会发

展程度可能存在的区别，对于全面了解良渚文化的文明进程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震旦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伯谦先生认为，蒋庄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研究，

提供了重要材料，对于地方文化史的建设亦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先生认为，苏北新发现的蒋庄遗址，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

其中清理的房址、墓葬，均取得了丰富的收获，为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良渚文化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例证。而蒋庄遗址

的发现，说明这一文化已经扩张到长江以北，向淮河流域靠近，提供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交往的新证据。 

二、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的年代与分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先生指出，年代框架是蒋庄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蒋庄遗址的良渚文化墓地以墓葬

开口层位来判断年代早晚关系；而墓地随葬器物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形态演变序列，需要通过类型学研究来明确不同时期墓地伴

出陶器的特点。墓地中出土的大量人骨材料，本身可做测年研究，以便得到比较明确的绝对年代框架，弥补一些墓葬由于未随

葬有可供断代研究的典型陶器，而难以进行年代判断的遗憾。 

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戴向明先生认为，对蒋庄墓地形成过程的探讨，需建立在可靠的墓地分期基础上。早

期层位下开口的墓葬随葬少量简单石器，中晚期层位下开口的墓葬随葬玉石器复杂多样，是否可以反映此地居民由少渐多、等

级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还需要根据共生陶器进行分期梳理。墓地西北角位于晚期层位下开口的小片墓地，离开了此

前反复使用的埋葬区域，是否也标志着墓地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在墓地分期建立之后，需要观察共时的墓葬间是否存在较为整

齐的排列。从已知的情况看，墓地中可能有两个根据等级不同而划分的区域，北部墓葬等级较低，南部等级较高。然而，事实

上，该墓地中并没有特别大的墓，目前的墓葬等级主要是由随葬琮、璧类礼玉来认定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使等级划分显

得更加有理有据，墓地空间上的分片和社会组织单位可否挂钩等问题，也需要在详细的分期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先生认为，蒋庄墓地的清理工作非常细致，完好地呈现出人类遗骨和随葬器物的摆放形式；

清理独木棺葬具时注意到了棺盖、挡板等部位的区分；发掘过程中有体质人类学者当场做鉴定，即时发现人骨的保存情状、鉴

别具体葬式。然而，根据成果汇报可知，蒋庄墓地的墓葬开口分布于不同的层位下，如果这种层位关系可以得到确认，那就意

味着墓地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间歇期，间歇期内形成地层。蒋庄墓地延续时间约有大几百年，其形成过程中间歇期存在与否，还

需深入研究。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伟民先生认为，关于墓地的年代框架，在典型陶器较少的情况下，根据人骨测年是否可以得到

墓地的绝对年代编年，言之尚早。±100年的误差范围，对于决定墓葬在良渚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处理距

今6000 年至4000 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材料时，关于分期，普遍的做法是以墓葬随葬品的分期等同于文化的分期；而

事实上，随葬品和日常生活用器往往是两个不同的用器系列，不应混为一谈。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受发掘所得材料的限制，

只能借墓地随葬陶器的分期代替文化的分期。具体到蒋庄遗址，应该结合其本身分期与良渚文化中心区域的对应关系，来最大

限度地排除其中弊病。 

三、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的人骨与葬俗 



 

 3 

秦岭先生认为，从蒋庄墓地反映的情况来看，由墓地所代表的社群内部的结构尚不明确。其中，标识墓葬等级高低的因素

如何认识、墓地的结构等级如何体现、墓葬间有无分化、不同的等级表现形态是否标识着不同的内部差异，等等，还需深入分

析，也可结合人骨鉴定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分析。 

戴向明先生认为，蒋庄墓地二次葬墓随葬琮、璧的现象，对于研究过去发现的未能保存人骨的高等级玉器墓具有启发意义。

从葬俗来看，蒋庄很多墓葬于棺外带有脚坑放置陶器，身躯附近摆放玉石器，与河南灵宝西坡的形式类似，其中反映的观念信

仰也有可能类似。一些特殊葬俗，如随葬石器中钺、锛较多，随葬陶器的毁器现象普遍，鼎腿、豆柄等都有被刻意打断的迹象，

这在其他的良渚文化墓地中却并不多见。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曹兵武先生指出，认识蒋庄墓地埋葬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这种墓坑规模与玉器等级并不密切的关系，需

要整合葬具、葬俗、殉葬情况、人骨本身等要素开展研究。关于蒋庄遗址是否具有军事性，必须要结合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蒋

庄遗址中最为宝贵的是人骨信息，比其他遗物遗迹更具内证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实验室分析，以此来深化我们的

认识。蒋庄遗址女性随葬纺轮是比较明确的，男性随葬石器种类丰富、类型较多，钺、锛等器物究竟如何使用，也可根据使用

痕迹提供的线索，再多做分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先生认为，蒋庄墓地的人骨大多头朝东，而绝大多数良渚墓葬头朝南、小部分朝北。若

以墓向作区分，蒋庄墓地的文化面貌与良渚相似，但人群的族属则未必。并且，按照目前的理解，代表良渚人信仰的重要标志

是冠状饰，作为巫师或首领的身份象征，可能比玉璧、玉琮更有代表性。这在蒋庄遗址中也尚未得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先生指出，蒋庄遗址发现的人骨保存完好的大规模墓地，是一批难得的良渚文化研

究材料。保存完好的大量人骨，可通过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提供其社会生活各方面相关的信息，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饮

食结构、营养水平、有无迁徙等，对研究良渚文化文明进程有重要意义。 

许永杰先生列举了蒋庄墓地中可见的若干特殊现象，如：M158棺内葬有一人，棺外随葬有多个头盖骨；出玉器的墓大抵成

排集中分布在墓地中部，非玉器墓则分布在其周围，有一定的排列规律；部分墓内可见以男性为本位的埋葬形式。他认为，种

种现象表明蒋庄聚落所代表的社会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可与良渚核心地区的聚落开展区域性对比研究。另有一些现象暂时难

以解释，比如M158大墓只随葬了两件小小的陶器，而随葬八节琮的M45 是捡骨葬。关于良渚玉琮，学者们做过大量研究。卜工

先生就曾经推测，玉琮与军事活动相关，不同节数玉琮的墓主身前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不同。

并且，多节琮多发现于良渚核心的外围地区，蒋庄遗址又恰具有地处多文化围绕中的这种文化背景。试想，蒋庄独踞江北，为

列强环伺，生存环境险恶，那么，墓地中多有军事活动的迹象——首级与尸身分离等，也就不足为奇，M45的捡骨葬，是否就意

味着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在疆场马革裹尸呢？不妨可以多作想象。 

赵辉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的埋藏环境大多无法保存人骨，导致研究者对下葬方式、葬式葬俗等方面了解甚少，而蒋庄遗址

的人骨材料不仅保存完好，且可有效辨认出一次葬、二次葬、殉葬、火葬等葬式葬俗，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关于墓地中

很多问题的解释，需要结合居住遗迹的现象。比如，墓葬位于不同层位下开口，意味着墓地使用过程中有间断，结合墓地中一

些被墓葬打破、或打破墓葬的房址，或可说明这一区域作为墓地或作为居住区使用的功能有些游移，一个时期内的墓地和房址

可能有对应关系。 

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分享了他的墓地研究方法。他认为，在研究蒋庄遗址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个墓葬的研究，不能停止在

墓葬的解说上，而应着眼于整个聚落。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所能看到的墓葬集中分布的情况，并不等同于这些墓葬就同属一个

墓地。如果墓葬的分期与发掘所见分层开口的情况吻合，那么，不同层面上的墓葬，可能分属不同的墓地。对于同属一个墓地

的墓葬，则要考虑能否划分为不同的墓区。因此，研究蒋庄墓葬，还要从层位学和类型学上做思考，不能将空间上集中分布的

墓葬简单归为一个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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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蒋庄遗址的良渚文化因素与文化现象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先生指出，蒋庄遗址是一个良渚文化玉器集中出土的新地点。其中，玉璧M36：1的刻符图案，是目

前所见唯一一件出土单位明确者，与其他传世图案同中有异，为对此类刻符意义的阐释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埋藏背景和文化背景。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先生认为，M36中所见良渚“祭坛形”刻符，与其他传世者所见三台阶的形状一致。

这种刻符与“神徽”符号一样，在各地所见形象稳定，值得重视。 

张弛先生认为，从出土器物看，蒋庄遗址包含有不同文化因素，而良渚文化因素为其主导，尤其体现在大量的泥质陶器和

玉石器上。因此，蒋庄遗址定性为良渚文化是比较妥当的。但是，良渚因素主要体现在葬仪上对良渚的模仿程度高，而生活用

器的地方特色浓重。那么，生活在此地的人群如何定性，暂时还难以给出完美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蒋庄墓地已呈现出一

种“良渚化”的状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先生认为，蒋庄遗址出土玉器数量多，但相对于良渚文化核心地区而言，种类比较单

一，包含琮、璧、环、镯、锥形器等，甚至并不如江苏新沂花厅、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中的丰富。陶器兼具良渚文化特征与地方

特色，鼎类的陶质与浙江地区被称为“粗泥陶”者相似。 

五、跨区域良渚文化遗存间的关系与互动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杰先生认为，蒋庄遗址的遗存跨度，从含有部分崧泽文化因素的良渚文化最早期，至良渚文化晚期，

甚至再到可能与江苏南荡遗存大致相当的时期，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东部地区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随着这一地

区的文化谱系的逐渐完备，在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时，就有可靠的时空框架作为参考。从江淮东部与太湖流域文化交流的

角度来看，崧泽中晚期到良渚时期是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蒋庄遗址中，尽管泥质系列的器物与太湖流域的形态接近，但

粗泥质的炊器系统特征鲜明，体现出地方传统的传承有序。 

秦岭先生认为，蒋庄遗址随葬的高等级玉器中未见冠状饰、三叉形器等，表明此处居民可能在穿戴形式上与良渚中心区不

同；而在石器中未见耘田器，表明在最典型的农作工具上可能也有差别；玉石器的一些制法，也体现出太湖流域北部的传统。

联系江苏句容孔唐遗址的材料，单从谱系上讲，很容易将太湖流域南北分作两个各成序列的谱系来理解。尽管存在着双鼻壶等

共同特征，但粗泥陶制品在太湖流域东部及南部，渐渐被其他良渚文化典型器所取代，而在北部地区，还保留着江苏高邮龙虬

庄遗址、海安青墩遗址，甚至马家浜文化晚期的一些器物特点，并得以继续发展。 

曹兵武先生认为，良渚文化边缘与中心的关系问题，可在蒋庄遗址中获得新的视角。蒋庄遗址的文化属性确实为良渚文化，

但其地方性特点明显，传承有较多的崧泽文化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注意墓地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注

意蒋庄遗址不同阶段遗存在传承较早阶段文化因素的同时，又与良渚文明的中心地带有怎样的互动。 

方向明先生指出，遗址所处江淮东部滨海水网地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玉石资源匮乏，而蒋庄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丰富，

其来源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事关良渚文化的北上，那具体路线如何尚待考察。结合江苏海安青墩、东台开庄等遗址点，可以

尝试探索良渚文化北扩的“ 玉石之路”。 

郭伟民先生认为，蒋庄遗址处在相对于良渚中心的边缘地带，其与良渚核心区域的文化面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

良渚文化核心区域的发展不断地带动边陲？还是由于边陲受到别的文化影响进而反作用于中心？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文化和社会

的变迁，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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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的再认识 

高蒙河先生认为，《中国文物报》上《跨越长江的良渚文明》这篇报导，用“跨越”一词进行表述似有不妥。“跨越长江”

意味着良渚文化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进入江北，而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葬可早至良渚文化最早期。这说明良渚文化最早的

分布范围已囊括了江北。另外，蒋庄遗址临近海岸线，当时应为一处临江滨海的聚落。然而，其海拔仅有3 米，即使有良好的

植被环境，是否可能生长出可建造直径1 米的独木棺的大树？这涉及到大型木材的原产地、运输方式等问题。 

刘斌先生指出，观念上常以“环太湖流域”来概括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而言，蒋庄遗址的所在较为边缘化。然而，

是否可以用“边疆”来定性蒋庄遗址的区位，则取决于良渚是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事实上，目前来说还不太恰当。苏北

地区族群交错的现象明显，此地已知包含良渚因素的遗址中，最北的花厅遗址就与大汶口文化有所交集。距离花厅不远处的新

沂小徐庄遗址中还有纯粹的崧泽文化墓地。那么，既然崧泽文化可发展至此，良渚文化最北边界是否还有可能向北推进？在浙

江，浦阳江流域塘山背遗址，钱塘江以南桐庐小青龙遗址，都是典型的良渚文化墓地，也已经超出了“环太湖流域”的范畴，

因此，良渚文化的分布用“长江下游”来表述似乎更确切一些。 

宋建先生认为，“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这一提法值得注意，这涉及到对花厅墓地的认定问题。

花厅北区墓地应该就属于良渚文化，不能因为其地处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就认为是大汶口文化的墓地。至于其与蒋庄的关系，

则是将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七、良渚文化社会结构的再思索 

秦岭先生认为，蒋庄遗址所处地域是良渚文化的边界之一，背后蕴含着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问题。是否还可以用原先所认

为的早期复杂社会的“金字塔”形结构来解释，值得反思。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良渚古城是良渚文明的中心，那么，它

应该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心？良渚古城以北的江苏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遗址是不是古城向外辐射的结果？古城这一中心与其他

的地区中心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问题，在蒋庄遗址的发现后，更该引起注意。 

戴向明先生认为，墓地中青壮年死亡比例较高，肢体伤残现象较多，如果与该遗址地处边疆、发生过暴力战争有关的话，

那么，战争发生的文化背景是什么？这些人守卫的是整个良渚文化共同体的边疆，还是自成一体地面对北方异文化而产生冲突？

关于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单从墓葬来看，从等级最高的良渚遗址群，到次一级的上海福泉山、江苏常州寺墩、江苏昆山赵陵

山、江苏无锡邱承墩等，再到更次一级的蒋庄遗址，似乎确实存在着“金字塔”形结构，但实际上也有不同的可能性。良渚遗

址群由于发展程度最高、实力最强，而其他的地区中心，像方国联盟一样，是与良渚遗址群并列的独立个体。如果按照这种可

能性进行理解，那么蒋庄遗址附近，甚至还可能存在着比其等级更高的、类似于寺墩遗址那一类的遗址点。这一可能性需引起

重视，值得我们在将来的工作中逐步验证。 

宋建先生认为，鉴于良渚社会早晚形态的不同，其前期可能是依托于良渚遗址群的古国形态，而后期，则可能已经演变为

复合型古国或古国群。寺墩、福泉山等都象征着独立的古国。蒋庄遗址是否具有“戍边”的功能，是一个与良渚后期社会结构

密切相关的问题，涉及“戍边”行为的发起者、执行方式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现在，我们对这些问题还只能提出假说，待材料

进一步丰富的时候，再推进我们的认识。 

八、对蒋庄遗址后续工作的展望 

赵辉先生指出，蒋庄良渚文化堆积与唐代堆积间的间歇层，其年代很有可能紧接着良渚文化的下限。类似间歇层在浙江余

杭的茅山遗址中也有所发现。茅山的下限是属于广富林文化的堆积，而此地亦可见少量广富林文化或南荡遗存所处时期的遗物，

这意味着间歇层的出现应在南荡之后，年代上与余杭茅山遗址基本对应。因此，对这一间歇层的结构、成因，可从大环境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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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助于理解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之间文化上的巨大变化。 

宋建先生提出了关于如何处理人类遗骸和人工制品的问题。该遗址中出土石器尚未清洗，主要是为了将来进行残留物研究、

微痕分析等。由此看来，陶器也不应清洗得过分干净，特别是容器内部，可能会留下盛放物的线索。而人体遗骸的清理，按照

一般的做法，一根根地鉴定反而可能会破坏很多信息。大规模的套箱提取，虽是实验室考古的必须，但若为了展示的需要，则

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对于如何认定蒋庄遗址的性质，他建议暂时称为“蒋庄遗存”，便于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随时调整称谓。 

刘斌先生指出，套箱整取有进一步毁坏墓葬的可能，并且，给后续的搬动、展陈都带来难度。因此，提取方法上还需总结

经验，考虑如何加固、如何便于后续的保护。为了深入提取蒋庄遗址的相关信息，还需要考虑进行更大范围的勘探，对于遗址

周围环境做进一步的了解。例如，苏北地区是否存在浙江地区可见的大洪水现象，有无农田等与生业方式相关的遗迹。 

王巍先生认为，遗址的整体布局、聚落的功能性分区如何，附近是否还有同时期遗址等问题，都还需进一步工作来确认。

比如，对遗址做全面的勘探和必要的试掘；选择有典型层位关系、分期意义明确的墓葬内人骨进行测年，获得年代系列，在一

定程度上缩减误差；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李伯谦先生认为，蒋庄遗址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目前，保存于工地大棚中经套箱整取的墓葬，经历天气变化或人为因素

的扰乱，极易丢失很多宝贵信息，状况堪忧。他借论证会的召开，与代表们一起向国家文物局、江苏省人民政府发起呼吁。只

有这些出土遗物遗骨得到妥善保存，才能保证未来研究的顺利开展。 

徐光冀先生认为，后续需要继续研究墓地的埋葬次序，进一步探明居址情况，慎重提取植物种子和动物骨骼，排除后期扰

动的干扰。选用合适的展示方法，在不适合进行本体展示的情况下，考虑模拟展示。蒋庄遗址对于建设乡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呼吁各级政府重视蒋庄遗址的保护工作。 

会议最后，张忠培先生对遗址的保护工作也提出要求。他指出，后续研究需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开展，没有文物保护，研

究就难以进行。东台、兴化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蒋庄遗址的良渚文化遗存，正是其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前提，是提升当

地城镇知名度的又一张重要名片。因而，希望政府部门为蒋庄遗址未来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投入更多的关怀，加大保障力度，协

助考古工作者，争取更多令人满意的成果。 

（执笔：朱雪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