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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形壶是对上海海纳百川精
神原点的最好佐证

从沪闵公路转入北松公路后没多
久，便可看到一组矗立在街边的雕塑，
非常有特色。其中最大的一个，复刻的
正是马桥文化特有的器形：鸭形壶。在
这组雕塑的右手边，便是马桥古文化遗
址公园的入口，马桥文化展示馆就身在
其中。所谓器以载道，与贾雪的这次对
谈，就从这只鸭形壶说起。

“马桥文化中出现大量形态生动的
鸭形壶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鸭形壶
当是马桥文化时期当地先民对鸟禽崇
拜的意识，结合了太湖地区与南方地区
的文化因素，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内所发
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贾雪介绍道，

“《论衡》有记：‘云雷在天，神于百物’。
在古人的心目中，云雷纹是地位和神灵
的象征，有绵延不绝和生生不息之意。
鸭形壶是斟酒用的一种器皿，它的口沿
上就有云雷纹的纹饰，表现了马桥先民

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考古学家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南方的早期印纹陶文化就对太湖地区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说明马桥文化是
一个包含多元因素的文化综合体。”

贾雪告诉记者，在河南省洛阳市偃
师区二里头遗址，也发现过一件类似的
鸭形壶，经过对比发现，出土于二里头
的鸭形壶基本和出土于马桥的鸭形壶
在时间上相一致。这说明马桥文化与
中原夏商文化之间存在交往与互动，专
家推测，二里头遗址的鸭形壶很可能是
中原地区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
现。所以说，鸭形壶不仅包含着马桥文
化中的精神力量，而且也是对上海海纳
百川精神原点的最好佐证。

马桥文化的原始瓷是目前发
现最早的原始瓷之一

马桥文化中还有一项重要成就，那
就是原始瓷器的烧造。首先是软陶与
硬陶的分化，马桥文化陶工通过对胎土
的选择和窑温的控制突破了烧窑技术
的难题，为原始瓷的发明做好了技术的
准备。

“陶豆是马桥文化食器中发现数量
最多的器类，器形特征是圈足的高度大
于腹深，以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为主，
也有个别泥质红陶，纹饰主要有弦纹、
菱形云雷纹、斜云雷纹和其他形式的云
雷纹。硬陶和原始瓷最大的区别在于
是否施釉，在这些豆盘的残片表面，考
古专家们发现了釉。”贾雪说道。

经过科学检测，马桥文化原始瓷的
瓷化率已经达到原始瓷的标准，同时已
有了人工施釉的做法。马桥文化的原
始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瓷之一，考
古发现显示，良渚文化之后，上海地区
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方和
南方势力在此不断地发生碰撞，产生融
合。正是在这种文化态势下，上海地区
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创造出了富有
区域特色新的文化，最终发展成古吴越
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并影响至今。而
原始瓷器烧造这一技术在之后得到迅
速推广，为东汉以后成熟青瓷的发明奠
定了重要基础，再后来，瓷器成为我们
国家的拳头产品，在一千多年里风靡世
界，并塑造了“陶瓷之路”，它有另一个
名字，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海上丝绸
之路”。

自1960年第一次发掘至今，马桥遗
址共发掘8次，发掘面积达6000多平方
米，出土了1000多件古代文物。“透物见

史，透物见人。几千年前的马桥，气候炎
热，野兽出没，但是马桥先民用勤劳和智
慧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并
想方设法生活得舒适、富足，这不能不令
我们今人感慨和敬佩。”贾雪表示。

马桥文化的命名填补了本地
区夏商时期文化谱系的空白

“马桥遗址的形成和发现过程，也反
映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沧海桑田重要的地
貌变化。随着海水逐渐远离，海岸线东
移，原有的海岸地带、岸前坡地逐渐淡水
化，陆地面积增大，从而拓展了人类的生
存和活动空间。”站在马桥遗址地层剖面
图边，贾雪介绍道，“马桥遗址坐落在被
称作‘竹冈’的贝壳沙堤上，‘竹冈’的堆
积主要形成于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马
桥文化以后这三个阶段。从地层情况
看，从上往下，第一层厚25~30厘米，为
现代耕土层，二层为马桥文化以后各个
时期的堆积，三层是马桥文化时期堆积
的人类文化遗存，下面的四、五、六、七层
是良渚文化时期地层。”

对上海地区的考古史而言，马桥遗
址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将上海的历史
向前追溯，证明了上海地区有良渚文化
分布，也就是说上海已有四五千年的历
史；将上海的成陆年代向前推，证明至
少在5000年前，上海西部及西南部就已
成陆，良渚先民已在此生活，此时的海
岸线“竹冈”已是十分稳定；确认了良渚
文化与马桥文化的先后关系。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高蒙河曾经说过，如果说崧泽文化是上
海之源、广富林文化是上海之根，马桥
文化就是上海之本。这三大古文化，好
像是构成“沪”字的三点水，缺一不可，
共同创造了上海古文化的辉煌。

迄今为止，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
至夏商时期获得学术界公认的考古学
文化命名共有 6 个，从距今约 7000~
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开始，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直
到距今约3900~3200年的马桥文化，马
桥文化的命名填补了本地区夏商时期
文化谱系的空白。

马桥文化代表了分布于长江
三角洲地区早期青铜文化

2013年3月，马桥遗址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确立为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马桥遗址并不
是发现最早的马桥文化遗存的遗址，早
在上世纪50年代，江苏、浙江等地的一
些遗址中已经陆续发现了现在称之为

‘马桥文化’的遗存，只是囿于当时的认
识，并没有辨识出来。”贾雪补充道，“你
看，这里有一张马桥文化的分布图，马
桥文化代表了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早期青铜文化，目前已发现90多处遗
址，它的分布不仅限于上海地区，它也
是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同时期遗存的代
名词。”

记者了解到，除了马桥遗址外，在
上海地区还有12处遗址，它们是青浦
区的福泉山、崧泽、淀山湖、金山坟、刘
夏和泖塔遗址，松江区的汤庙村、姚家
圈遗址，金山区的亭林、查山、招贤浜遗
址和闵行区的董家村遗址，其中7处遗
址经过正式发掘发现了马桥文化的遗
存。除了上海之外，马桥文化遗存还广
泛地发现于江苏、浙江地区。江苏发现
马桥文化遗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州、
无锡、常州等地，浙江发现马桥文化遗
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杭嘉湖平原以及
邻近的低山丘陵地区。

马桥文化，何以上海之“本”

1959年12月7日，马桥公社联
工大队俞家生产队社员在开挖储粪
池时，于1.5米左右深处发现了鹿角
和印纹硬陶碎片，自此，马桥遗址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揭
开，为研究上海地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也改变了“上海无古可考”的
固有认识。

作为考古领域第一个以上海地名命名的文化，马桥文化距今已有约3900年的
历史了。今年是马桥文化遗址首次发现65周年，也是马桥文化展示馆开馆5周年，值
此之际，青年报记者邀请到现任馆长贾雪，同我们讲述马桥文化的故事。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马桥文化展示馆展示的鸭形壶。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还原马桥先民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