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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著名的良渚古国，许多人都
会想到美轮美奂的良渚玉器，而在
5000 年前，石器在良渚人的生活中也
非常重要，要用它们伐木建房，耕田割
稻。杭州最新发现的沈家里遗址和沈
家畈遗址中，都有良渚时期的石器加
工场。在 1 月 20 日至 21 日举行的

“2023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汇报会”
上，考古学者介绍了上述发现。

沈家里遗址和沈家畈遗址分别位
于杭州市的萧山区和桐庐县。2023年
7月至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复旦大学和萧山博物馆对沈家里遗
址开展考古发掘。2022年11月至2023
年 11 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桐
庐县博物馆联合对沈家畈遗址开展考
古发掘。

沈家里遗址面积约 1.5万平方米，
考古发掘面积325平方米，考古工作者
在此发现了专业程度很高的良渚文化
石器加工场遗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李唯介绍说，
沈家里遗址附近有自然山体，“良渚石
匠”是直接开山取石，主要的产品是石
锛、石凿、石斧和石镞，有不少石器的
半成品磨制得很好。

李唯告诉记者，这个石器加工场
并不是良渚先民创办的，在距今约
6300 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就已
在这里采石制器。

沈家畈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
考古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杭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沈家畈项目现场执行领
队关欣玉介绍说，这个遗址可以分为
良渚文化时期、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四
个阶段。考古发现灰坑、墓葬、柱坑、
石器堆等遗迹 200 余处，共出土遗物
3.7 万余件，多以良渚时期的石制品为
主，既有石器生产不同阶段的产品，也
有制作石器的原料和工具。

关欣玉介绍说，此前就有多位专
家判断分水江流域会有时代延续、系
统性的石器加工点。而沈家畈遗址的
发现正好填补了长江流域史前石器生
产制造链条的一处空白。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
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
目负责人王宁远研究员介绍，他们曾
对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石器作过系统
鉴定和分析，发现不少石器的石材并
非采自良渚古城周边的山体里，而沈
家畈遗址就有此类石材的石器，这为
良渚石器来源的研究提供了考古实
证。

王宁远说，先民选择在江边建立
石器工场是经过精心选址的。“条纹状
硅质岩质地不一，开山采出的‘山料’
质地不均匀，其疏松部分直接用于制
作石器容易开裂，而经过水流冲刷的
山石形成的‘籽料’，质地普遍坚硬，更
适于制作石器。我们可以依托这个遗
址，开展良渚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流通
的全链条考古分析研究。”

（记者冯源）

良渚石器考古又有新发现

沈家里遗址出土的石器。（受访者供图）

沈家里遗址出土的石器。（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