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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两周时期吴文化的西渐及其影响

熊贤品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先秦时期，我国地域及民族文化在发展中已

开始相与融合。“吴文化”是当时重要的区域文化之

一，其在发展尤其是西渐过程中亦与其他区域文化

发生碰撞和融合。因此，探讨“吴文化”的西渐及其

与相关地域文化的关系，对于认识先秦社会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吴文化”的前身是“湖熟文化”，江淮地区商周古

文化与宁镇地区“湖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江西

万年县肖家山M3出土的带把鼎和带把钵等器具，亦常
见于“湖熟文化”中，表明作为吴越文化前身的“湖熟文

化”在商代晚期或西周初期就已对江西古文化发生影

响。[1]安徽枞阳、小北墩遗址中有与“湖熟文化”相类的

几何形印文陶、仿铜花纹陶钵、带把盆以及大墩遗址的

算珠形纺轮等，反映出其与“湖熟文化”的密切关系。[2]

蒋赞初先生曾指出“湖熟文化”的西限可到达安徽境

内的长江下游两岸地区；从秦淮河流域的句容浮山梁

园、溧水乌山、柘塘，江宁陶吴镇和东善镇等遗址来看，

表明在“湖熟文化”晚期，秦淮河流域及宁镇地区一带

与西周文化关系密切，成为西周封国领地；在长江下游

两岸丘陵地区，秦汉以前的古代文化可能属于同一系

统。[3]11这些研究表明，作为“吴文化”前身的“湖熟文化”

对今天的安徽、江西等地有一定的影响。

“吴文化”发源于宁镇地区的观点已经得到了

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且皖南地区也被认为是“吴文

化”的重要发源地。关于“太伯奔吴”所在地虽尚有争

论，不过学者多认为西周时期吴国的政治中心在丹

徒一带，而西周时期江苏境内的“吴文化”遗存主要

也在宁镇地区的镇江、南京等地。镇江丹徒至大港沿

江一带是吴国早期的核心地区，这里发现有大量墓

葬及铜器群，如丹徒四脚墩墓，丹徒石家墩墓，丹徒大

港母子墩、磨盘墩、北山顶西周至春秋铜器群，镇江丹

阳河山遗址，镇江断山墩遗址等。此外还发现有一些

较大的古城，如丹阳葛城为西周吴国城址遗址，年代

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末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延

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状况较为完好的吴国城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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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其附近还有珥陵古城，亦为吴国古城。

本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时期吴文化

的西渐之况。如位于高淳固城镇北的固城遗址，该

遗址有内外两重城垣，其中外城东西长100米，南北

长800米，建造年代为西周时期，为其时吴国的重要

军事阵地。此外，在高淳还发现西周时期具有吴地

风格的兵器；扬州仪征破山口发现的西周晚期铜

器，其风格也与吴国青铜器很相近。这些都表明，此

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也受到了吴文化的影响。[4]

安徽境内也发现了与吴文化相关的一些遗存，

较为突出的是冶炼遗址，如铜陵市朱村乡新民村木

鱼山矿冶遗址，年代约为商末周初；位于皖南的牯

牛山城是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城址，在安徽省南陵县

石铺乡西进村境内，城址呈长方形，外围有水道环

绕，这可能与当时吴先民开采皖南地区的矿产有

关；安徽省南陵县江木冲矿冶遗址，年代为西周晚

期。另外还有刘家井、西边冲等矿冶遗址，以及长江

北岸的枞阳发现的西周采矿遗址等，这些都是与吴

文化具有密切关系的冶炼遗址。

安徽境内发现的一些器物也体现了与吴文化

的联系。皖南地区东部的宁国官山遗址，年代为西

周中期偏晚至西周晚期，其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有些器物如带把手鬲、鼎等，与江苏宁镇地区发

现的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物接近。这反映出官山遗存

与江苏宁镇地区文化是相联系的。[5]在青铜器方面，

从淮河流域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铜器来看，其属于周

式铜器，而江淮南部文化更多的是受到吴文化的影

响；[6]安徽繁昌发现的汤家山青铜器群，其年代为西

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其中的龙纽圈足盖盉与宁镇地

区发现的烟墩山、破山口等鼎形盉具有相同的文化

因素，表明了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7]

不过，西周及其以前的江淮古文化受到吴文化

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直到春秋时期江淮古文化尚保

留较多的自身特征，到战国时期才完成了与楚、吴

越等文化的融合。

西周时期，江西地区主要受到中原文化的影

响，有学者认为“太伯奔吴”之“吴”，实为江西的吴

城，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吴文化对于其时的江西地区确实有所影响，

比如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了具有吴越风格的

青铜钟；赣鄱地区出土的一些陶器，其扉枝、角状

把、蓖齿纹等与吴地陶器的器形、风格类似。这些都

表明，西周至东周前期，“湖熟文化—吴越文化”对

江西古文化的影响。[3]11

二

春秋时期，吴文化中心已逐渐转移到太湖流域，

理由是：在江苏宁镇地区发现有大量东周时期的吴

文化墓葬遗存，如南京锁金村遗址，六合程桥墓地，

丹徒大笆斗墩墓，丹阳大夫墩墓，丹徒南岗山春秋前

期墓，溧水柘塘蔡家山春秋晚期土墩墓，溧水凤凰井

春秋中期土墩墓，宜兴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黄梅

山、南山、四墩山遗址，宜兴西渚吾桥村春秋晚期古河

道及独木舟遗址等。此外，还发现一些具有吴文化特

征的重要城址，如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湖塘镇

的淹城，此为“三城三河”形制，年代属于春秋晚期，这

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吴国古城址，可能是吴国的军

事城堡；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与常州市武进交界处的

阖闾城，年代为春秋晚期，并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位

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湖塘镇的留城，年代约为春

秋晚期，其附近还有胥城，也都为吴国城址。

在宁镇地区还发现一些吴国的青铜器，如六

合、盱眙、高淳、武进等都出土有吴国风格的铜器及

兵器。安徽地区也有一些东周时期的吴文化遗存，

如铜陵县新桥乡凤凰村万迎山矿冶遗址等。另外这

一地区还发现一些与吴文化相关的墓地，如繁昌县

汤家山墓、屯溪地区墓地、南陵土墩墓、郎溪土墩墓

等，其中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郎溪土墩墓，表现出明

显的吴文化特色。[8]

江西地区也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吴文化遗存，如

上饶马鞍山土墩墓，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

属于吴越文化之列；[9]樟树观上乡曹溪则发现有春

秋晚期的吴国贵族墓。此外，玉山土墩墓、清江观上

战国早期墓葬、九江石钟山商末至西周遗址等都具

有吴文化的因素。而赣西北的九江神墩周代遗址，则

包含了吴、楚等文化因素。东周时期这一地区的玉器

文化也受到吴文化的影响，如江西靖安县李洲坳春

秋晚期群棺墓葬中所发现的玉器，就包含有吴文化

的因素，其中的玉觹与寿县蔡侯墓中所发现的同类

器物以及与苏州真山吴国墓葬中所发现的玉觹风格

特点相同，显然是受到了吴文化的影响。[10]

吴文化的西渐改变了江西地区古文化的面貌，

所以彭适凡认为，从文化面貌的特征来看，西周时

期这一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到春秋时

期则发生了改变：“从一些古文化遗存和出土的青

铜器来看，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文化面貌，似又

有着新的变化趋势⋯⋯中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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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用开始减弱了，相反的，地处东面江浙地区的

吴越文化却给了这一地区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

地处西方的荆楚开始崛起，也给了这一地区以重大

影响，大体鄱阳湖—赣江江以东地区受吴、越文化

的影响较大，以西地区则更多地受到楚文化的影

响。”[11]这一观点是可信的。

三

自春秋时期开始，随着楚国势力的日益强大，

楚文化开始向东扩张，吴文化的西渐也相应有了变

化。大约在春秋中期，楚国的势力范围已达今天的

赣西北地区，并且到公元前504年之前，这里一直都

属于楚国，而此时的吴国势力范围则未达到鄱阳湖

以西地区。直到公元前504年，吴王“伐楚取番”之

后，赣西北一些地方才为吴国所占领。[12]约春秋中

期，即楚庄王时代，楚国的疆域扩大到今天的江淮

地区。其后，吴楚两国进入拉锯战时期，因而此时楚

文化对江淮地区的影响较为微弱。不过，从春秋中

晚期开始，楚文化对皖西诸方国的影响已大大超过

吴越文化，并与中原文化相抗衡。[13]到春秋末期，吴

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又有所恢复，比如寿县蔡昭

侯墓出土的文物中，其吴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但

此后这一进程因吴国灭亡而终止。

吴文化的西渐，包含有经济与政治等因素，其

中前期以经济因素为主，而后期则以政治因素为

主。皖南地区是中国三大青铜产地之一，这一地区

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吴国及吴文化西渐的重要原因。

而春秋时期晋、吴联合抗楚格局的形成，则是吴文

化西渐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自公元前598年的“邲

之战”中晋败于楚后，晋国的霸权被削弱，其后晋国

采取“联吴制楚”的策略，即扶持吴国以挟制楚国。

到春秋中后期，楚国改北上扩张政策为东进，使江

淮地区成为吴楚征战的重要战场，东周时期吴楚间

规模较大的战争即有20余次。这就是江淮地区发现

这一时期吴文化遗存较多的重要原因。

吴文化的西渐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是促进了

人才的流动。申公巫臣由晋入吴，伍子胥由楚入吴，

一批优秀人才来到吴国，吴国在军事方面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了此时期吴国

的强大情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14]此

外，为了军事需要，一批吴国士人也开始在列国间奔

走，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此同时，吴国先进的

兵器技术也得到了传播，如吴国的剑、矛等制造技术

便被其他国家所吸收，楚国即运用向吴越学来的先

进工艺技术铸造了大量优质的青铜剑，因此楚式剑

形制与吴越式剑较为相近。所以有学者指出：“春秋

末，越灭吴。战国中，楚灭越。从此吴越的铸剑绝技为

楚人所用，楚国的青铜剑就甲于天下了。”[15]

吴文化的西渐也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在

此过程中，吴文化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从“中原

化”到“楚化”的过程。如江宁陶吴镇及南京浦口长山

子出土的春秋前期的青铜器，类型与中原地区相似；

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则与楚、蔡等青

铜器在艺术类型上相近。[16]同时，楚文化也吸收了吴

文化的一些因素，如楚地的铜器对吴越铜器刻纹法

的吸收，这已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针刻纹漆奁上得

到了证明，表明了楚人对于这种形式的接受与喜欢。

综上所述，两周时期吴文化的西渐，不仅改变

了所及地区的文化面貌，也使其自身的文化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并使先秦时期的吴、楚及江淮地区的

古文化发生融合，从而促进了多样而统一的文化的

形成，促进了早期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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