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宫中极具特色的建筑之一，即为角楼。

角楼共有 4 座，分别位于故宫城墙的 4 个转角位

置，其初始功能主要用于军事瞭望及防御。史

料及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多个朝代的宫城城墙

上均建有角楼。如先秦古籍《考工记》的“匠人

营国”部分就规定，宫墙角楼为“七雉”。《墨子》

中的《备城门》《备蛾傅》等部分记载，在城墙拐

角处修建防护建筑，其样式必定是重楼形式。

故宫建立在元代皇宫的基础上，元皇宫被拆除

之前，其城墙四角均有三层屋檐、琉璃屋顶的角

楼，这在元代文学家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有

专 门 记 载 。 故 宫 角 楼 于 明 永 乐 十 八 年（公 元

1420 年）建成，至今仍保存完好。

故宫角楼有着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从构

造角度来看，它是多种类型建筑或建筑构件的

“组合”：1 个三重檐的四角攒尖亭、4 个重檐歇

山屋顶类建筑、2 个单檐歇山屋顶叠加，形成了

独特巧妙的结构方式。其中，三重檐、重檐、单

檐分别指屋顶含有三层、两层、一层屋檐；攒尖、

歇山均属于我国古建筑样式，前者是指所有屋

脊汇于一点的屋顶造型，后者是指在一个四面

坡屋顶上叠加一个两面坡屋顶后的屋顶造型。

这样的构造方式，充分实现了建筑功能与

造型的统一。功能方面，亭在我国古代建筑中，

可以作为城市的标志物，如街亭、市亭、都亭等，

还能作为观察敌情用的岗亭，如《墨子》《备城

门》篇就有每百步设 4 米高岗亭的记载。角楼

上述功能皆备。我国古代建筑一般比较低矮，

角楼建造于 10 米高的城墙之上，观者视野开

阔，因而角楼内部无需设置楼梯。造型方面，歇

山屋顶类古建筑包含的翼角数量众多，而古代

工匠为突出这一效果，不仅在建筑四面使用重

檐歇山屋顶，还保留了三重檐攒尖亭的翼角。

多达 28 个翼角均匀分布在 4 个方向，产生了极

致的张力。

民间传言，故宫角楼的构件数量为“9 梁 18
柱 72 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民间用数字

“9”的倍数来形容角楼的构件，或许是因为 9 为

最大的阳数（单数），寓意数量最多。角楼的梁、

柱、脊确实种类繁多。梁包括角梁、井口趴梁、

顺梁、抹角梁、太平梁等，仅翼角用梁就有 56
根。角楼一层立柱就有 20 根，二、三层还有不

落地的童柱、瓜柱、雷公柱等。角楼的屋脊包括

斜脊、正脊、垂脊、围脊、博脊等，累计为 76 条。

角多、檐多、脊多，屋顶曲线优美，起翘的屋

檐参差有序、高低错落、均匀雅致，再饰以屋顶

正中的鎏金宝顶，增加了角楼沉稳的气质。角

楼每层屋檐下的斗拱整齐有序，弧度优美，极具

艺术感。斗拱下的三交六椀菱花纹饰门窗，各

直棂与斜棂相交后组成无数等边三角形，每组

三角形内有六瓣菱花，这些菱花相交后又围成

一个个圆形，形成虚实相映、繁花似锦般的几何

造型。立柱巧妙布置于建筑的各个转角，与梁

枋均为榫卯连接，形成东方古建筑特有的刚柔

相济之美。支撑立柱的台基稳固有力，完成城

墙与角楼的衔接过渡。

建筑色彩是造型的点缀。蓝天白云下，角

楼金黄色的瓦顶流光溢彩，屋檐下青绿色的斗

拱阳光不易照射，表现出一种阴柔之美，朱红的

立柱与门窗尽显阳刚之气，洁白的台基给人高

雅之感，而灰色的城墙呈冷峻威严之势，暗示强

大的防守功能。角楼建筑整体与护城河中的倒

影，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人造景观与自然

环境完美融合。

故宫角楼还有着深邃的文化内涵。角楼曾

经用于军事防御，因而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

重要内容。角楼采用四面四角布局的方式，与

我国道家文化中“四正四隅”“藏风聚气”理念相

符。角楼屋顶大量采用的仙人走兽造型，是“天

人合一”思想的反映。故宫角楼汇集了我国传

统建筑精湛的技艺和优秀的文化，是古代建筑

科学和美学的融合，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

慧的结晶。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故宫角楼的建筑智慧
周 乾

1938 年，施昕更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

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

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这不仅在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真

正拉开了浙江考古的帷幕。

通过考古人的努力，浙江百万年旧石器时

代的空白被填补，自万年上山文化至青铜时代

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被建立。以浙江地点命名的

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好川、钱山

漾、肩头弄等考古学文化，几乎涵盖了长江下游

史前至青铜时代的全貌。

上溯万年文化之源

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是中华文

明形成的重要基础。距今万年的上山文化，出

土了栽培稻遗存。目前浙江境内已发现上山文

化遗址逾 20 处，上山文化环壕聚落已经有了农

耕村落的雏形。八卦式的上山文化彩陶，年代

远早于渭河流域的老官台，内容和风格也迥然

不同。2006 年上山文化命名。2021 年 7 月，《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明确提出，要“推进上山文化

申遗”。

距今 8000 年的跨湖桥文化出土了世界最早

的独木舟。舟体含有相当大的盐分，有边驾艇

和帆存在的可能，完全适应浅海区域的活动。

余姚井头山遗址，深埋在现地表下 5—10 米，上

面覆盖厚达五六米的海相沉积淤泥。遗址有稻

作生业经济特征，但又以海产捕捞为主，全面展

示了我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与对海洋资源的

利用。井头山和跨湖桥还发现了漆器，井头山

两件木器上的黑色涂层确定为天然大漆，跨湖

桥独木舟孔洞填补的胶黏剂也含有生漆。

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以浙东姚江河

谷为主要分布区，耜耕稻作经济发达，出现了如

田螺山遗址复杂干栏式的高级大房子，说明聚

落群已开始分化。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

文化的确立，证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

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丰富世界早期文明

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基

本 谱 系 是 马 家 浜 — 崧 泽 — 良 渚 文 化 。 距 今

5300—4300 年的良渚文化，中心在杭州良渚古

城。2019 年 7 月 6 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的核心区、水利系统和外围郊区

总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以莫角山宫殿区为核

心的内外郭面积约 8 平方公里，整个古城及外

围水利系统土石方总量达 1008 万立方米，充分

展现了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和公共权力的存

在。外围水利系统是世界早期水利设施的卓越

典范。古城内部布局和功能结构基本明确，城

内钟家港河道两侧有琢玉、石器后期制作、骨角

牙器制作、漆木作、大木作等“百工熙哉”的遗

存，充分展现了当年的繁荣图景。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标识。良渚人

创造了以复杂玉头饰和琮、钺为代表的成组玉

礼器系统。琮是玉礼器中的重器，是一个由平

面和立面组合而成的复杂几何体，堪称多层次

宇宙观的微缩模型。“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

利后嗣”的“礼”和“礼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

人”的“器”，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的观

念。良渚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地位的标

识，作为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

是前青铜时代中华大地上“器以藏礼”突出的代

表。玉器上常见的太阳神像在良渚文化分布区

有着广泛认同。

包含复杂工程技术和高效组织能力的都城

和水利建设、带有奢侈色彩的玉器工艺，自然有

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杭州临平茅

山 发 现 5.5 公 顷 古 稻 田 。 余 姚 施 岙 周 边 发 现

90 公顷古水田，有灌溉渠、灌溉口、田埂。植

物考古学家郑云飞根据土壤中遗存的水稻硅

酸体与稻谷重量的关系，推算出茅山古稻田单

位面积产量约为 141 千克/亩。莫角山宫殿区

东部被烧毁稻谷约 2.4 万斤，池中寺粮仓炭化

稻谷埋藏量达 40 万斤，足以证明良渚社会经

济基础的坚实。

良渚文明为世界早期文明、早期国家和早

期复杂化社会研究提供了新内容。

勾勒越文化历史脉络

浙江是越国故地，探寻丰富越国历史是浙

江夏商周考古的主要任务，通过中心遗址、土墩

墓、越国王陵和贵族墓葬的发掘，基本构建了越

文化起源、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

浙北地区的湖州毘山、下菰城、余杭小古城

等，是商周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毘山是浙江

境内唯一出土琮、璧玉器和卜骨、青铜器的商代

晚期周代初期大遗址，新近还发现了铺设地祔

再立柱的大型建筑基址。衢州衢江区已发现多

座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群，还出土了青铜车

马器，这一地区地望与《国语》等记载的“姑蔑”

相吻合，这一发现或将揭开一段先越国尘封的

历史。

安吉古城始筑于战国，延续至汉六朝，古城

东南龙山墓群的八亩墩、九亩墩两座春秋晚期

超大型墓葬，共用隍壕，并各有两圈陪葬墓。八

亩墩 15 米高的主墓土墩有石护坡和挡坎，主墓

外侧有密集摆放陶瓷器的超长器物坑，墓主佩

戴复杂冠饰。

绍兴兰亭印山越王陵，是迄今第一座明确

的越国王陵。三面髹漆的巨大枋木构成长达

34.8 米的人字形木椁，椁中室置放大型独木棺，

椁外侧包 140 层树皮，再填筑大量木炭和青膏

泥。绍兴东湖香山一号大墓，规模堪比木客大

冢，虽遭严重破坏，但根据遗物和相关测年，年

代为战国中期偏早，意义重大。目前绍兴平水

盆地越国王陵区的布局已基本弄清，周边古水

系分布状况也基本明确，越国考古前景可期。

东南形胜，人文荟萃之地

五代钱氏吴越建国之后，杭州成为“东南形

胜第一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 年），

吴越国纳土归宋。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成

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

墓葬、城市和手工业遗存是浙江宋元考古

的主要内容。临安城和绍兴南宋皇陵在中国都

城和陵寝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

学术价值。南宋墓葬考古揭示的丧葬制度、思

想观念、随葬器物的变迁，是讨论社会礼俗“宋

元明转型”具体直观的材料。全面复原南宋临

安城、嘉兴子城的平面格局，揭示复杂的城市空

间和城市生活，是历史和考古学的重要目标。

浙江是原始瓷和成熟瓷器的主要起源地。

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窑址群，从

夏商之际开始出现，历经东西两周，连绵不绝。

尤其是战国时期大量烧造的仿青铜礼器和乐

器，质量已接近成熟瓷器。越窑“秘色瓷”自晚

唐开始声名鹊起，上林湖窑场即为秘色瓷产地，

以瓷质匣钵烧制的秘色越器为越窑的巅峰之

作。青瓷从汉六朝早期开始发展，宋元时达到

鼎盛。浙江有越窑和龙泉窑这样的青瓷窑系，

青瓷产品最迟从唐代开始输出海外，制作技艺

广泛传播，影响了境内外多地的瓷器生产和审

美取向，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

贡献。

浙江全省现有世界文化遗产 3 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81 处。上山文化、河姆渡文

化、良渚文化、越文化、南宋文化、青瓷文化等已

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浙江文化

标识。以“10000 年上山”“5000 年良渚”“1000
年南宋”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正清晰呈现其

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①：绍兴南宋皇陵二号陵园一号享殿和

庭院遗迹。 李晖达供图

图②：良渚古城遗址反山、瑶山出土琮、璧、

钺。 方向明供图

图③：上山文化义乌桥头遗址陶壶。

蒋乐平供图

图④：浙江慈溪上林湖秘色瓷窑址出土的

瓷盏与盏托。 方向明供图

版式设计：赵偲汝

考古呈现浙江深厚历史文化
方向明

绿松石，又叫松石，通

常呈蓝、绿色，常见块状、

结核状，自古以来就是重

要玉种。

考古学家们在河南舞

阳贾湖遗址发现绿松石文

物 ，距 今 9000—8600 年 ，

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此

后，绿松石逐渐被中原其

他地区的居民接纳：河南

裴李岗遗址、沙窝李遗址

以及郏县水泉等遗址，先

后发现一批绿松石制品，

仰韶文化的先民甚至发明

了粘结型镶嵌工艺，用粘

结剂把琢磨成型的绿松石

片镶嵌到其他物品上。

伴 随 着 黄 河 流 域 古

代文明的不断发展，绿松

石 以 中 原 地 区 为“ 放 射 ”

原点，开始在中华大地上

绽 放 异 彩 。 黄 河 中 上 游

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

窑 文 化 以 及 后 来 的 陶 寺

文化、石峁遗址出土了大

量 精 美 的 绿 松 石 制 品 。

黄 河 下 游 地 区 的 大 汶 口

文 化 也 将 绿 松 石 作 为 珍

贵 的 装 饰 材 料 。 从 北 方

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

下层文化，到南方地区的

屈家岭、大溪、石家河、石

峡文化等地，绿松石如漫

天星斗般闪耀在东方。

夏商周时期，绿松石

成为夏文化的象征之一，

制作工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里头遗址出土

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嵌入的绿松石厚度仅 0.1 厘米，

采用满镶工艺，密不透风且色泽统一，使用的粘结剂

近 4000 年依旧保持粘合力，令人惊叹。同样是在二

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由 2000 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的

“龙”。石龙形体宏大，巨头蜷尾，身体曲伏有致，用

绿松石片拼合出菱形鳞纹，制作之精巧、所用绿松石

之多，世所独有。

这两件文物，反映出古人对多种材料一体化加

工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技术储备，也说明夏代绿松石

手工业已经存在严格分工和制作标准。考古学家们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绿松石作坊，位于宫殿区

南部，暗示绿松石手工业是由统治阶层直接掌管

的。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嵌绿松石象牙杯、周原

遗址出土的大量嵌绿松石车马器等，具有同样的“高

等级”特征，充分彰显绿松石在夏商周时期的特殊社

会地位。

如 此 大 规 模 地 使 用 绿 松 石 ，必 然 需 要 大 量 矿

料。这些珍贵的绿松石矿从何而来呢？

现代地矿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绿松石矿主要分

布在东秦岭山区和祁连山周边地区，资源较为集中，

与绿松石文物“漫天星斗”式的分布是矛盾的。但这

恰好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我国就

存在大范围、远距离的“绿松石之路”，为我国早期人

群交流和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

西北大学考古队在东秦岭山区的陕西洛南县河

口、河南卢氏县竹园沟、湖北十堰市等地发现多处绿

松石采矿遗址。其中洛南县河口遗址年代在距今

3900—2500 年左右，跨越夏商周三代，由大大小小 10
个矿洞组成，最大矿洞深约 40 米，最高处 13 米。遗

址出土的部分陶器，考古类型学分析指向二里头文

化。用科技考古手段分析绿松石的微量元素、同位

素特征，也证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绿松石废料

确实来自河口。

商周之际，中原的绿松石文化和采矿技术传播

到新疆东部地区。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绿松

石文物出土于天山北路遗址，距今 3500 年左右。考

古学家们在祁连山周边的甘肃敦煌、新疆哈密和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古代绿松石

采矿遗址。巴音郭楞州的黑山岭采矿遗址东西总长

约 10 公里，南北宽约 2.5 公里，年代从商延续到春秋

战国，已发现古矿点 110 余处，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

的年代最早的采矿遗址。大量房屋、灰堆、陶器、木

器和采矿石器、矿料、选矿点等生产生活遗迹，向我

们展示了古代采矿工业的发展状况和矿工生活的点

点滴滴。

直到今天，绿松石仍然是中华大地上最受人们

喜爱的宝玉石之一。它们被制作成项链、手镯、耳环

等饰品佩戴在身上，被制作成工艺品摆件陈列在家庭

和展览馆里，见证祖国的平安与富饶。美丽的绿松

石，一直在讲述多彩的中华文明故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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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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