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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考古座谈会在苏州召开

作者： 唐锦琼、孙明利  发布时间： 2011-08-26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点击率：[414]

    2011年6月16日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

召集的吴越文化考古座谈会在苏州召开。来自北京江浙沪皖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张敏、李晓林、宋建、林留根、水

涛、高蒙河、宫希成、刘宝山、尹占群、陈军、徐良高、张照根、丁金龙、唐锦琼等齐聚苏州。与会学者首先对苏

州木渎古城在吴越文化考古中的关键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木渎古城项目近年取得的成就并获评“2010年中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表示衷心祝贺。 

    吴越文化是东周时期重要的地方文化，正如张忠培先生所指出的“吴越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和周边文化的关

系，是我们推进南方考古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此次座谈会旨在通过总结迄今为止的吴越文化考古的工作，对吴越

文化宏观把握，系统梳理吴越文化考古工作取得的主要收获、存在问题，以及今后工作方向等，进而推动长江下游

地区两周时期考古的进展。 

 

 

    与会专家认为，经过江浙皖沪等地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工作，已大体构建了吴越地区的考古学基本文化序列，对

吴、越文化的基本文化面貌，以及两者的区别有了初步的认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城址为核心的大规模聚落

考古的逐步展开，包括葛城、阖闾城、木渎古城、安吉古城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成果陆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吴越文

化研究迈向更深层次的领域。 

    随着工作的深化，吴越文化考古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吴越文化之间的区别标准，尤其是如

何通过一般物质遗存来界定吴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差异；本地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虽已有基本框架，但在

许多方面尚需进一步细化和整合。关于吴越文化的构成，张忠培先生提出了文化的“杂交”概念，认为吴文化是多

种文化融合形成的，与会学者认为对吴越文化的具体构成因素也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另外，学者们认识到吴越文化

有着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因此需要动态地对整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这些问题都需要扎实的考古调查、发

掘、资料积累和深入研究，并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等有明晰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与文献对

证加以解决。 

 

 



 

    与会学者认为：苏州地区是吴越文化的交汇区域，处于“漩涡地带”，木渎古城项目成果为吴越文化考古工作

打开了新的局面。木渎古城作为吴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将对苏州地区，乃至整个吴越文化考古工作

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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