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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17日 星期三 新京报 分享：      

260件良渚玉器首次大展
“良渚与古代中国”亮相故宫，见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展览将持续到10月20日

此次展览中最受关注的展品是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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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刻有御制七言诗的玉璜。

7月16日，观众在故宫武英殿参观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钺王”。A06-A07版
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简介】
 

刘斌 1985年8月，刘斌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时浙江所并不是考古热土，但时任系主任、后来的故宫
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告诉他，长江下游是个独立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
考古是块好地方，可以很快熟悉入门。从刘斌入职的第二年开始，良渚重要
遗址如井喷般出土：1986年，反山遗址发现，举世著名的良渚大墓——反山
12号墓现身，至今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出土；1987年，瑶山遗址发现，确
认了11座良渚大墓与祭祀址；1987年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
掘，确认了大型宫殿基址；2007年，良渚城墙被找到，良渚古城重现天日。

　　“良渚古城遗址”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0天后，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汇集故宫

展出。良渚文化玉器以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雕琢之精，达到了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巅

峰。汇集了全国17家文博单位的260件（组）馆藏珍品，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首次隆

重亮相。

　　良渚考古领队刘斌介绍，良渚遗址发掘最重要的经验是考古与保护并行，这成为申遗的

重要基础。

　　新京报讯 7月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良渚古城遗

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5项世界遗产。7月16日，“良渚与古代中国

——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此次展览汇集了全国9个省市17

家文博单位的260件（组）馆藏珍品，是申遗成功后首次隆重亮相。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10

月20日。

　　展览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为始，延续到明清时期，贯穿中华上下五千年。通

过“引子”“神王之国”“文明传承”“结语”四个部分，系统地反映良渚文明的早期国家

特征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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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考古界泰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曾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见

证。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时期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物是良渚古城

遗产价值的重要承载要素。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故宫博物院长期以来关注良渚遗址，故宫院藏文物中也

有良渚的玉器。在故宫举办良渚与古代中国的展览，是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地跨越时空的一次

交流与对话。”

　　展览同时，武英殿东、西配殿展出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申遗历程。为了让观

众更好地了解良渚文化，良渚博物院同步出版“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

展”图录。展览期间，武英门随展文创店推出与良渚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

　　此次展览的参展单位包括良渚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

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共17家文博单位。

　　展览不单独收费，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后可免费参观。

　　亮点1

　　良渚“琮王”“钺王”同场展出

　　良渚“琮王”无疑是此次展览中最受关注的展品。

　　琮，首创于良渚文化，为高等级贵族所有，在后世文化中被承袭。出土于良渚反山十二

号墓的这只玉琮，高8.9厘米、上射径17.1厘米-17.6厘米、下射径16.5厘米-17.5厘米，内

圆外方、中部贯穿，四角刻神人兽面纹，是迄今为止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最大的玉

琮，堪称“琮王”。玉琮在良渚文化时期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礼器，蕴含着良渚先民的宇宙观

念和精神信仰。

　　同样出土于反山十二号墓的玉钺，是目前唯一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和鸟纹的玉钺，堪

称“钺王”，通长17.9厘米、上端宽14.4厘米、刃部宽16.8厘米、最厚0.9厘米。这种豪华

型玉钺是王的权杖，象征着权力与威严，柄嵌玉髹漆，上下端装配玉瑁和玉镦。玉瑁造型取

自于神徽的冠帽，体现了王权神授。

　　亮点2

　　国王、王后墓玉器全套呈现

　　此次展览的展品体现了良渚文化丰富的玉器形制，包括玉璧、玉权杖、玉冠、玉璜、玉

镯等。受良渚文化遗产影响的后世玉器，也同场展出。

　　据展览策展人复旦大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介绍，此次展览有一个首创，就是

将国王和王后陪葬的玉器经过精选，做了整体的展示。过去的展览主要是展示“琮

王”和“钺王”为代表的重要文物，这次是将配套的玉器都集中展示，包括王后墓里一些女

性特有的玉璜等玉器。

　　高蒙河表示，通过这样的展陈，就能了解良渚国王五千年前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拥有什

么样的身份、权力，能看出当时社会的规制。

　　另外，通过良渚玉器还可以看出来，中国最早的礼制是在良渚时期形成的，已经产生了

以礼治国的内涵，这种礼制一直传承到封建社会后期。

　　亮点3

　　石器上出现5000年前图形文字

　　近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早期文字的雏形，比甲骨文还早1000-2000年。

　　展览中的一块石器上，从上至下刻了6个图形符号，图形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据悉，良

渚文化共发现了340余种、700余个刻画符号，多个刻画符号组合排列在一起，具备文字的功

能特征，可视作原始文字，但目前尚不能解读。

　　除了玉器，还展示了水稻、石器等文物，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良渚古城的文化特征。这些

文物展示出，良渚古城是5000年前中国最大的都城，具有功能分区、专业生产、人口集聚等

城市文明特征。古城与大型水利工程构成“山-丘-水-城”整体格局，堪称人类文明发展史

上早期城市文明杰出范例。

　　声音

　　为了助力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最早在2014年，已故故宫原院长张忠培先生就提议举办一

次全国性的良渚玉文化展。我从2015年就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写了展陈方案。后来因为良渚

博物院进行改陈，主要精力就放在那边。直到半年前，在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先生推动

下，这件事再次启动。

　　这次展览是首次将全国17家文博机构的良渚玉器汇集到一起，这是前无古人，往后也很

难复制的。目前有计划将这次展览搬到北京之外再展，作为良渚玉器的老家，浙江省应该会

展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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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个展览也能看到，良渚文化在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西到四川、甘青地区，南到广

东，覆盖半个中国。这些地区出土的良渚玉器，能借的都借来了。

　　除了此次的良渚玉器展览，大家还可以去良渚遗址现场参观、旅游。去年，良渚古城改

陈后重新开放，一年来已经超过100万人次参观了。现在良渚遗址公园也开放了，可以立体

地让民众感受良渚文化、文物、考古等方方面面。在良渚遗址现场，可以说，是最能增强对

五千年中华文明源头的了解的。另一方面，良渚文化已经写进越来越多的教科书和各种各样

的乡土教材，对于文明的传承是非常有效的。

　　——策展人、复旦大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系教授 高蒙河

　　■ 对话

　　刘斌：良渚还有不少未解之谜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在故宫开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良渚考古遗址发掘领队刘斌随文物来到北京。经历了良渚考古发展最快的30余年，以

及良渚古城重要考古发现和申遗的全程参与者，刘斌认为，良渚遗址发掘最重要的经验是考

古与保护并行，这成为申遗的重要基础。他说，“目前我们对于良渚的了解还是框架性的，

对很多细节尚不了解，诸多未解之谜需要持续的考古发掘来解答。”

　　谈良渚申遗

　　几代考古人一点点挖出来

　　新京报：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斌：良渚是几代考古人一点点挖出来、研究出来的文明，我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我们是如何把良渚文化从几个点到几十个上百个点，再到整个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逐渐找出

来，并逐渐研究明白的；是怎样把良渚文化从以陶器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到以玉器和

大型墓葬为代表的复杂等级社会的文明曙光时代，再到以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为代表的古王

国时代，一步步寻找发现和研究出来的。

　　良渚文化有今天的成果和认识，不仅是浙江的考古人，还有江苏、上海以及北京的考古

人一起合作。因此申遗成功后，我也特别怀念已经故去的浙江考古所牟永抗先生、上海博物

馆黄宣佩先生等前辈，特别是我的老师张忠培先生，在良渚文化保护研究上给予了很大帮助

和指导，并在良渚申遗中出了很多力。

　　新京报：作为考古遗址类的世界遗产，可以说是“挖出来”的世界遗产，良渚申遗对于

国内类似遗址的保护和申遗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刘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做好保护。从1986年发掘反山遗址时，我们就考虑到保护，当

地政府也很给力，每发现一个重要的遗址都进行了保护。如果没有保护，挖完就把东西拿

走，然后现场就被毁掉、盖房子，就不会有今天良渚这样完整的遗存呈现出来。

　　谈发掘保护

　　体现考古与保护的互动

　　新京报：你参与良渚考古30多年中，最有价值的发现有哪些？

　　刘斌：上世纪80年代反山和瑶山发掘，让我们真正认识了良渚文化的内涵，包括等级制

度、信仰也第一次在玉器中发现完整的神徽，雕得非常精细。然后到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

现，真正把良渚文化推到良渚文明层级，证明了良渚有国家产生。

　　新京报：良渚古城保护状况如何？

　　刘斌：30多年来，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并行。1986年，反山遗址发掘时，作为考古工作

者，我们做了保护性发掘，清理完墓葬后，马上对墓坑进行了填沙保护。我们还积极呼吁当

地政府保护，当时的余杭县很支持，把这块地征了，成立了文保所。1987年瑶山发掘后，也

实行了征地和回填保护。1987年老104国道拓宽工程中，发现了大观山果园有良渚文化遗

存，所以交通部门主动改道。1991年发现汇观山祭坛墓地，也进行了征地保护。1992年莫角

山遗址核心区的沙土广场发现后，当地印刷厂搬迁。

　　随着考古不断深入，保护的范围也逐渐扩大。1996年良渚遗址列入国保单位，开始实现

整体保护，划定了33.8平方公里的保护区。2002年开始启动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把保护

范围调整到42.4平方公里。所以良渚申遗成功，真正体现了考古与保护的互动。

　　谈传播展示

　　要让人看得心服口服

　　新京报：良渚文化玉器在故宫展出有何意义？

　　刘斌：故宫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象征的宫殿群，良渚是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之一，这是两个

世界遗产的相遇。而且良渚文化与故宫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展览中也展出了不少故宫院藏

的良渚玉器，都是非常精美、水平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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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申遗成功后，接下来有哪些重点工作？

　　刘斌：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区有14平方公里，但良渚遗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范围有100多

平方公里，保护的压力很大。

　　良渚古城成为世界遗产，成为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接下来国内外来参观的人会

越来越多，如何展示、宣传好良渚文明，让人看得懂，看得心服口服也很重要。良渚考古目

前还在继续，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持续的考古本身也是遗址公园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京报：良渚考古还在继续，未来还期待什么样的成果？

　　刘斌：我们现在对于良渚的了解还是框架性的，对很多细节不了解，包括玉矿的来源、

良渚文化对于其他地区的影响、良渚文化到底怎样传播的等，都还缺乏进一步了解。

　　考古很难去设定预期目标，良渚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待解，还有不少未解之谜，还有很

多没有做过发掘的区块。后续我们继续按部就班去做，要按照规律来。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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