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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良诸文化的几个问题

方 酉 生

良诸文化以良诸遗址命名
,

它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旧中国时期发现和取得成果的极 少数

重要遗址之一
。

良诸文化是一 支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原始文化
,

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
一

F游的

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
。

它从 19 3 6年首次在浙江省杭县 良诸镇发现以来
,

迄今 已经 5 0年过去

了
。

在这漫长岁月中
,

我国考古工作者对良诸文化做了很多的凋查和发掘工作
,

特别是近几

年来又有很多极为重要的折资来{陆续不断地发现
。

良诸文化己经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我国原始

文化中的重要性而为国内外的学者所关注
。

值此良诸文化发现 5 0周年之际
,

谨写此文作为纪

念
。

良诸文化的遗址大多数位于土墩之上
,

也有的位于平原之上和高阜的石代海岸岗身之上

的
。

到目前为止
,

已经发现的 良诸文化遗址
,

共有 1 00 余处
,

经过正式发掘的也有 30 处以上
。

其中主要的有浙江余杭 良诸①
、

反山②
、

杭州老和山③
、

水田贩④
、

吴兴钱 山漾⑤
、

邱城⑥
、

湖州双林花城
、

嘉兴双桥
、

雀幕桥⑦
、

绍兴马鞍
、

定海白泉
、

唐家墩
、

岱山 孙家山
,

上海

广富林⑧
、

金山亭林
、

马桥⑨
、

青浦福泉山L
、

江苏吴江梅堰L
、

苏州越 城@
、

吴 县 草 鞋

山L
、

张陵山@
、

澄湖L
、

昆山绰墩L
、

太史淀L
、

常熟黄土山
、

三条桥
、

嘉菱荡
、

江阴演

扩烽画
、

武进寺墩L
、

好墩
、

无锡仙蠢墩L 遗址等
。

以下就有关 良清文化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

一
、

良者文化的主要特征

良诸文化是一支生产技术相 当发达的原始文化
。

它以农业经济为主体
:

辅以饲养家畜和

渔猎生产活动
。

这里
,

我们仅以良诸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最具有代表性的遗物即玉器
、

石

器和陶器三方面加以叙述
:

① 玉器
:

在 良清文化中玉器独俱有特色
,

不但出土数母众多
,

品种也很齐全
.

而 且制

作十分精美
。

主要器类有琼
、

璧
、

钱
、

缓
、

环
、

镯
、

磺
,

带钩
、

管
、

珠
、

坠
、

龟
、

鱼
、

鸟、

圭形器
、

杖端饰和钱把饰等种
。

颜色有粉白
、

翠绿
、

嫩黄
、

或间以艳丽的 血牙斑
t

良诸 文化

的制玉工艺复杂
,

难度很高
,

主要运用切
、

割
、

凿
、

挖
、

磨 钻
、

雕刻和最后抛光等多道工

序作成
。

雕琢技法
,

大多数为阴纹线刻
,

也有运用减地法的浅浮雕和半圆雕
,

极少数为通体

透雕
。

图案多为繁简不一的餐臀纹
,

还有鸟形纹
,

辅以细如发丝的卷云纹作地纹 图案对称

和谐
,

一丝不苟
,

富有古朴和神秘的色彩
。

如草鞋山遗址出土的 一件玉琼 外方内园 长筒

形
,

高 18
.

4厘米
,

四面浅刻横道和园圈纹饰
。

寺墩出土的一件玉琼高23 厘米
。

特别是余杭反

山遗址出土一件最大的玉珠
,

分四节
,

高 8
.

8厘米
,

射径 17 厘米
,

孔径仅 4 9 厘米
,

堪 称 为
“

琼王
” 。

餐臀纹的布局除珠面两侧外
,

在中间浅凹直径也有上 F两组的餐臀纹
,

与四角边梭



为中轴线分成四节的形式不同
,

图案刻在直槽平面上
,

不分节
,

其餐餐纹的雕刻细如毫发
,

图案复杂优美
,

可谓 已经达到精美绝伦的地步
。

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完整大玉璧
,

直径达

21 厘米
,

素面有光泽
,

十分精致
。

良诸文化的玉器
,

色泽美观
,

多属软玉类
。

在迄今尚未发

现金属— 青铜器的良诸文化里
,

能够制作出如此数量众多
、

精美无比的玉器
,

实在是令人

难 以置信的
。

当然根据河南
、

山东
、

河北的龙山文化中已经发现金属— 青铜或青铜工具的

事实
,

在良清文化 中
,

今后也不排除会出现有金属—
一

青铜工具的可能性
。

② 石器
:

一般皆造型规整
,

棱角分明
,

磨制精致
。

主要器类有扁平穿孔石斧
、

两面平

直或背面有段石镇
、

三角形石犁
、

斜把破土器
、

双翼形耘 田器
、

镰
、

半月形双孔刀
、

柳叶形

链等农业
、

手工业和狩猎的生产工具
。

③ 陶器
:
制作以轮制为主

。

陶质 分夹砂和泥质两种
。

夹砂陶以砂粒
、

介壳末和稻壳作

为屏和料
。

陶色有红
、

黄
、

灰和黑色等种
。

其中夹砂陶有红
、

黄和灰色
,

多用作炊器
。

泥质

陶的内胎多为灰色
,

表皮施一层薄的黑衣
,

并多经打磨黑亮有光泽
,

还有一种内胎与器表均

为黑色
,

泥质陶多用作贮
、

盛和饮食等器
。

器类有豆
、

杯
、

篡
、

碗
、

罐
、

瓶
、

盆
、

钵
、

贯耳

壶
、

尊
、

器盖
、

瓷
、

益
、

缸和瓮等
。

纹饰 以素面为主
,

另有弦纹
、

竹节纹
、

蓖刺纹
、

细刻的

曲折纹
、

编织纹
、

波浪纹
、

鱼鳞纹
、

云雷纹
、

鱼
、

鸟
、

蚕
、

虫形纹
、

园孔
、

长方形和曲尺形

的镂孔
,

以及用朱黄两色的彩绘或漆绘的纹样等
。

陶器制作工艺先进
,

造型优美别致
。

盛行

宽流
、

阔把
、

横鼻
、

贯耳
、

鱼鳍形和丁字形的鼎足等风格
。

典型器有带圈足的壶和杯
、

弦纹

或竹节纹把的豆
、

带盖的贯耳壶
、

绘精致花纹的圈足盘
、

遍布弦纹的盆等
。

二
、

良者文化的来源与去向

关于 良清文化的来源间题
,

由于 19了2年至 19 7 3年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
,

已经找到分属

于马家洪类型
、

裕泽类型和良诸文化这三个早
、

中
、

晚不 同时期的墓葬
,

为太湖地 区原始文

化的发展序列
,

奠定了地层学上的可靠科学证据
。

类似有地层迭压关系的还有昊县张陵山
、

吴兴邱城和昆山绰墩遗址等
。

此外
,

从两者的物质文化特别是陶器方面
,

也能够看得出秘泽

类型早于 良诸文化的这种关系
。

例如
,

从陶质方面来看
,

泥质灰胎黑皮陶在裕泽 类型 中 很

少
,

发展到良清文化时已成为其主要的陶系之一
。

从器类方面来看
,

裕泽类型的盆形鼎
、

实

足益
、

多节形弦纹高柄镂孔豆
、

直颈圈足壶 (罐 )
、

敛口 筒状圈足杯和大口 圆底缸等
,

在良诸

文化的同类器中
,

也都能够看出其承袭和演变的脉络
。

因此
,

良诸文化来源于私泽类型
,

从

地层关系和器物演变两个方面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

关于 良诸文化的去向间题
,

至今尚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

因为到 目前为止
,

还未能找到

一种在地层关系上晚于 良诸文化而 又与 良诸文化有一脉相承关系的文化
。

究其原因
, 不外乎

有两种
:

一种可能是由于目前工作做得还不 够多
,

地面下本来保存有这种文化但现在尚未找

到
,

另一种可能是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这种文化
。

是否有后一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呢 ? 我们参

考
、

对比其它一些省的情况认为
,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

例如
,

湖北省的情况
,

在处于原始

社会末期的湖北龙山文化之后
,

目前就很难找到一种晚于湖北龙山文化而 又直接从湖北龙山

晚期直接发展起来的文化
。

山东省的情况也是如此
,

在山东龙山文化之后
,

新出现的是一种

文化面貌与山东龙山文化有不小差异的
“

岳石文化
” 。

这是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向阶级社会过渡

时期
,

在物质文化上出现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
。

它们都给人们有后继者突然
“

中断
”

的感觉
。

其实并不尽然
。

譬如良诸文化的去向
,

我们可 以从马桥四层一类的物质文化中去进行探讨
。



在马桥四层中突然出现了一批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物
,

如解
、

豆
、

三足盘
、

盏
、

器盖
、

平底

盆
、

深腹罐
、

石镰
、

半月形带孔石刀
、

扁平三角形石链
、

长条形铜刀
、

长条形 铜 凿 等 等
。

与此同时
,

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中
,

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太湖地区属于 良诸文化和马桥四层

文化因素的遗物
,

如鸭形鼎
、

圆腹凹底罐
、

几何印纹陶
、

玉琼
、

玉械
、

玉圭
,

以及在玉扣饰

上雕刻的婪餐形纹
、

镶嵌绿松石装饰
,

陶器上的回纹
、

云雷纹等等
。

以上情况
,

我们还可以

与有关的文献记载联系起来加 以考虑
。

例如《史记
·

越王勾践世家》记载
: “

越王勾践
,

其先禹

之苗裔
,

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

封于会稽
,

以奉守禹之祀
。

文身断发
,

披草莱而 邑焉
” 。

又

如《吴越春秋
·

无余外传 》记载
: “

越之前君无余者
,

夏禹之末封也
。

… …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

康
,

少康恐禹祭之绝祀
,

乃封其庶子于越
,

号日无余
。 ”

这就告诉我们有关这两个地区曾经发

生过历史事件的一些信息
。

虽然
,

文献记载不一定完全可信
,

但至少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

我们知道
,

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下限距今的年代与太湖流域良诸文化下限的距今年代大

致是相同的
。

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左右
。

二里头文化早期距今的年代与马桥四层距今的年代也

大致是相同的
,

约在公元前 20 世纪左右
。

根据文献记载
,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夏王朝建

立的起始年代也是公元前 21 世纪左右
,

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发展
、

大转折的年代
,

即从原

始社会走向崩溃瓦解
,

过渡到我国第一个阶级社会
,

奴隶制的夏王朝开始建立的时期
。

目前

学术界有一种意见
,

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
,

因此
,

河南龙山文

化的晚期也是夏文化的早期
,

良诸文化则是与夏文化早期同时并存的一种文化
。

由于这一时

期夏王朝的政治
、

军事势力强大起来
,

而且这种势力已经影响到太湖地 区了
。

这 反 映 在 物

质文化方面
,

可能就是在马桥 四层中突然出现一些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陶器因素的原因吧 !

当然
,

物质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
,

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同样也出现一些良诸文化和马

桥四层文化遗物的因素
。

这样
,

我们将物质文化的发生变化与当时的历史政治事件联系起来

考察
,

即物质文化面貌的发生突变
,

应该是与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息息相关联的
。

这种意见如果能够成立的话
,

以上良清文化晚期的后继文化突然中断的问题
,

也就比较容易

得到解答了
。

我们认为
,

虽然在马桥四层文化中出现一些二里头文化的遗物
,

即受 了外来因

素的一些影响
,

但是马桥四层文化主要应该是在继承良诸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类似马

桥四层的遗物
,

近年来在浙江的长兴
、

吴兴
、

嘉兴
、

平湖等县也都有零星的发现
,

说明这类

遗存是有一定的分布范围的
。

所以说
,

良诸文化的去向
,

它的后继者是马桥四层一类的文化

遗存
。

三
、

良诸文化的社会性质

关于良堵文化的社会性质问题
,

我们准备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加以考熟
① 从当时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来看

:

良洁文化是一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原始文化
.

当时的聚落分布相当稠密
,

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所作较为详细的调查和发掘得

知
,

从距杭州 19 公里的荀山至 29 公里的吴家埠一线
,

就发现有 良诸文化的遗址群达 4
、

5 0处
。

分布连片成串
,

是这类遗址的一个特点
,

这种情况
,

在浙北地区的湖州
、

嘉兴
、

平湖
、

海宁

等境内也都有发现
。

从聚落点分布的密集情况
,

可知当时农业生产发达的程度
,

再从农业生

产工具出现有石犁
、

斜把破土器
、

双翼形耘田器
,

说明当时 已经有了犁耕农业
,

以及农业管

理和收割的先进生产工具
。

从发现捻河泥的千豁表明当时己经知道给农作物 施 肥
。

在 钱 山

漾
、

水田阪都发现了水稻实物
。

钱山漾在分布很广的范围内
,

成堆地发现稻谷和稻米 经过



鉴定是粳稻和袖稻两种
。

除水稻以外
,

还发现许多植物种籽
,

已辨明的有花生
、

芝麻
、

蚕豆
、

两角菱
、

甜瓜子
、

西瓜子
、

毛桃核
、

酸枣核
、

葫芦等
。

② 从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情况来看
: 良诸文化的手工业也很发达

,

有编制的竹器
、

木器
、

丝麻纺织
、

制陶
、

制石和制玉器等
。

已发现的竹编织物有竹篓
、

竹篮
、

算子
、

谷萝
、

刀箭
、

簸箕
、

倒梢
、

竹席
、

篷盖
、

门扉和竹绳等
。

木器出土有木桨
、

木盆
、

有柄千缔
、

木柞
、

木榔

头和木槽等
。

木桨的发现
,

可知道已经用木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
。

丝麻织物
:

丝 织 品 有 绢

片
、

丝带和丝浅
,

纤维原料都属家蚕丝
。

残绢经纬
、

密度每平方厘米 48 根
,

是缥而后织的
,

茧丝纤度偏细
,

主要通过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
。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

丝织品实物
。

爷麻织物发现有麻布残片和细麻绳
,

平纹麻布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 16 一 24 根
,

有的是经线 31 根
、

纬线 20 根
,

密度约与现在的细麻布相当
。

陶器大都使用轮制
,

器形有豆
、

杯
、

篮
、

碗
、

罐
、

瓶
、

盆
、

钵
、

贯耳壶
、

尊
、

器盖
、

弩
、

盂
、

缸和瓮等
。

其中弩
、

益
、

尊等

应为酒器
,

说明当时 已经知道酿酒术了
。

石器大多磨制精致
,

从出土的三角形石犁
、

斜把破

土器
、 、

双翼形耘 田器
、

石镰
、

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来看当时已经使用犁耕和懂得 田 间 管理

等
。

玉器数量众多
,

品种丰富
,

雕琢精湛
,

如余杭反山墓地的 M 20 就出土玉 璧 42 件
,

M 2 3

出土玉璧达 53 件
。

玉器的种类有琼
、

璧
、

钱
、

缓
、

环
、

镯
、

瑛
、

带钩
、

管
、

珠
、

坠
、

鱼
、

龟
、

鸟
、 “

杖端饰
” 、

杖柄等
,

数量大
、

种类多
。

制作精致的玉器
,

必须由有经验的熟练技术的人

来担当
,

说明制玉手工业 已经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
,

成为一项专门性的手工业
。

那些拥有

大量精美玉器的人
,

他们 自己并不从事玉器生产
,

他们是攫取别人劳动果实的剥削者
,

是氏

族或部落的酋长和贵族
。

玉器的用途
,

大致可分为礼仪用玉和佩挂装饰用玉两大类
。

礼仪用

玉以琼
、

璧最为突出
。

《周礼
、

春官
、

太宗伯》上记载
: “

以玉作六器
,

以礼天地四方
,

以苍璧

礼天
, 以黄琼礼地… … ” 。

虽然说的是周代的情况
,

但琼璧最早确实出现于良诸文化
。

因此
,

在良诸文化时期
,

琼
、

璧等玉器代表着一种原始宗教的礼仪用器是不成问题的
。

良褚文化中

出土四种玉带钩
,

将其出现的年代上限
,

提早了 2 0 0 0多年
。

在这之前
,

我国最早的一件玉带

钩出自河南固始的春秋战国之交的一座墓葬内
。

这些握有大批珠
、

璧等礼器及装饰用品带钩

的墓主人
,

应该是当时的统治者
,

是氏族
、

部落的酋长和贵族
。

③ 从当时墓葬的情况来看
:

良诸文化的墓葬可以分为小型墓和大型墓两大类
。

小型墓的情况
, 一

般规模都较小
,

均系单身葬
,

分平地堆土掩埋和有长方形竖穴土坑两

种
,

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
,

头向南或东南
。

分有葬具和无葬具两类
,

随葬品一般的仅 1 一 2

件
,

有的则没有
,

较多的也只有 10 余件
。

随葬品多为陶制的生活用具如釜
、

鼎
、

尊
、

豆
、

圈

足盘
、

圈足盆
、

双鼻壶
、

贯耳壶
、

宽把单耳杯
、

篮
、

三足盘等
,

而且 已存在有用明器随葬的

习俗
。

个别墓随葬有石斧
、

石铸
、

石刀
、

石镰和石链等生产工具以及小件玉坠
、

玉珠
、

玉管
、

玉锥形饰等
。

墓葬都较分散
,

说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共墓地制度已经消失
。

也有的成双

排列
,

是否为
“

异穴合葬
”

墓
,

值得今后进一步地加以探讨
。

大型墓的情况
,

已经使用人工堆筑土山
,

来作为墓地
,

可称为
“

土筑金字塔
” 。

如福泉山

遗址人工堆筑的土山
,

长约 70
、

宽约 50
、

高约 3
.

“ 米 ,

体积为 1 3 0 0 0立方米
。

反山遗址人工

堆筑的土山
,

东西长约 90
、

南北宽约 30
、

高约 5米
。

在南方地势比较低平多雨水的情况下
,

人工堆筑的土山有防潮湿
、

保持干燥的作用
,

同时也是统治阶级权力和尊严的一种象征
。

这

种人工堆筑的土山
,

工程浩大
,

在当时使用木
、

石生产工具的条件下
,

绝非少数人在短时间

内所能完成的
。

而是由当时的统治者有计划
、

有步骤地组织众多的被压迫者花费大量的劳动

和时间才完成的
。

所以人工堆筑的土山本身
,

就是有私有制
、

有阶级
、

有贫富
、

有剥削者和
、

考孟



被剥削者的历史见证
。

这种人工堆筑土山的情况与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淮阳平粮台遗址发挑

工人堆筑的城墙
,

以及二里头遗址用人工夯筑成大面积的夯土宫殿基址相比
,

其性质大致是

相同的
。

可以推测
,

良诸文化显贵者既然能够用大量人力修筑人工土山
。

那末
,

他们生前的

住地是否也有人工修筑的高台基 ? 这是一个值得今后在发掘工作中进一步加 以注意解决的间

题
。

大型墓的墓坑
,

多数为竖穴土坑
,

也有平地堆土掩埋的
。

墓室一般长 3一 4米
,

宽 l一 2米
,

深 1一 4米左右
。

葬式仰身直肢
,

头向朝南
,

多数为单人葬
,

少数为三人合葬
,

有 的 还 有 殉

狗
,

有的单人葬在坑外殉葬人头三个
。

葬具有棺
,

有的棺外有梆
,

有的在葬具上还遗 留有殊

红色的彩绘
。

松江广富林一座大型墓葬
,

为一个男性陪葬两个女性
,

两个女性为二次葬
、
另在墓坑的

外坑殉葬一狗
。

陪葬的女性也随葬有玉琼
、

玉璧
、

玉饰等器
。

因此
,

其身份应该是墓主人的

妻妾而非奴隶
。

恩格斯指出
: “

一夫多妻制
,

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
,

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人

物才能办到
。 ”

因此
,

这无疑是一座酋长或贵族的墓葬
。

草鞋山第二层墓葬中发现一位男性陪

葬两个女性的墓葬 ( M 1 9 8 )
,

男性居于墓坑的中部
,

两个陪葬的女性分别埋于男性的头端和足

端
。

男性的随葬品最多
,

其中包括玉斧
、

玉琼
、

玉璧
、

玉饰件和精美的陶器
。

两个女性的身

汾可能是墓主人的妻妾
。

男性陪葬妻妾
,

是一夫多妻制的一种反映
。

从 以上两座墓葬的情况

都可以看出
,

这时原始社会己经濒临崩溃和 瓦解
,

文明时代的曙光已经展现在眼前了
。

大型墓的随葬品分陶
、

石
、

玉三大类
,

个别还有随葬象牙器的
。

随葬品的数量较多
,

最

多的达 2 00 余件
,

而且丰富多采
,

除日常生活用 的各类陶器之外
,

还有石制生产工具和礼器
、

玉制的礼器和装饰品等
。

这些随葬品的显著特点是玉器数量很多
。

例如福泉 山 的 T 27 M 2共

有随葬品 17 0件
,

其中玉器达 14 0件
。

T 22 M 5共有随葬品 12 6件
,

其中玉器达 1 15 件
。

T 4M 6 共

有随葬品 1 19 件
,

玉器达 91 件
。

以上各墓的玉器数量皆达总数的4 / 5左右
。

玉器中以礼仪和权

力象微的琼
、

璧
、

杖端饰和带柄铺 (锥把一端镶嵌有玉柄 )等最为重要
。

④ 从出现水井的情况来看
:

我国的中原地区
,

水井开始出现在河南龙山文化时期
,

距今 4 0 0 0余年
。

根据文献记载水

井是与禹同时的伯益发明的
。

长江下游地区
,

水井发现较早
,

在河姆渡和裕泽时期 已经出现

水井了
。

到良诸文化时期
,

水井在江苏吴县澄湖
、

昆山周庄太史淀和浙江嘉兴雀幕桥等遗址都

有发现
。

太史淀的水井用数块音J开的大树干去皮剖成弧形木板作井壁
,

井的口径约一米
,

残

深二米左右
。

特别是澄湖遗址发现水井数量很多
,

这说明凿井技术 已经相当普遍
。

有了水井

在南方多雨的地区就可以常年吃到干净清洁的地下水了
,

这给人类扩大 了劳动
、

居住的范围
,

给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好处是无可估量的
。

⑤ 从作为文明标帜之一的文字来看
:

在 良诸文化的马桥
、

橙湖
、

太史淀和寺墩遗址中皆发现有刻划在陶器上面的文字
。

目前

这类文字虽然发现较少
,

也不了解它的含义
,

但是能够表达一定的语言
,

已经属于文字的范

畴
,

这是毫无疑间的
。

四
、

小 结

以上从良诸文化的农业生产
、

手工业生产
、

墓葬
、

水井
、

文字以及从遗址和墓葬中出土

的玉
、

石
、

陶器等各方的情况可以了解到
,

良诸文化时期农业 已经使用犁耕
,
已经掌握给农

作物管理和施肥的技术知识
,
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

。

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

成为



一门独立的行业
,

无论从制玉
、

制石
、

制陶业
、

竹器编织业
、

木器制作业
,

丝麻纺织业等方

面来看
,

都 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

从墓葬方面来看
,

已有大型墓和小型墓的明显区别
,

大型

墓葬埋在用人工专门堆筑起来的高台土山之上
,

工程浩大
,

非有众多的人力花费很长的时间

是难以完成的
。

有的大型墓中一个男性用两个女性来陪葬
,

出现一夫多妻的现象
。

有的大型

墓有用人头殉葬和用狗殉葬的现象
。

在大型墓葬内
,

随葬玉
、

石
、

陶器丰富多采
,

特别是玉

器很多
,

还出现玉琼
、

玉璧
、

玉钱
、

玉杖端饰等代表礼仪和权力地位象征的珍贵玉器
。

与小

型墓只有狭小的土坑
,

有的平地掩埋
,

皆单人葬
,

只有很少的随葬品
,

有的没有随葬品
,

随

葬品为质量差的陶器及少数石
、

玉器
,

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

以上情况
,

说明当时 已经存在

私有制
,
已经产生阶级

,

已经发生贫富分化
,
已经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了
。

再从 良诸文化 已经普遍出现水井
,
已经出现文字等情况来加 以全面的考察

,

我们认为 良

诸文化时期 已经进入城邦式的奴隶社会
,
已经产生国家的雏形

,
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

。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
,

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 区
,

也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

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

我国夏
、

商
、

周奴隶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礼器—
玉珠

、

玉璧

最早是出现于 良诸文化
。

我国夏
、

商
、

周时期盛行在青铜器上的婆餐纹最早也出现于 良诸文

化的玉器上面
。

从这些迹象说明
,

良诸文化与我国的夏
、

商
、

周的文明
,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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