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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上
午，浙江省文物
局、余姚市人民
政府和宁波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联
合在余姚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
井头山遗址与公
众见面。专家
称，井头山遗址
的发现，将宁波
地区的人类活动
史和文明发展史
前推到了距今
8000 年前，改
写了宁波历史。

出土遗物有三类
井头山遗址位于宁波余姚三七市镇井头山南麓，东距田螺山遗址1.5公里。遗

址埋藏在现地表之下8米左右。2013年底因厂房建设打桩时发现，2014年以来经
考古勘探确认为一处埋藏很深、时代较早的史前文化遗址。

2019年9月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浙江省文物局统筹组织，由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等进行了
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贝壳器等人工遗物和早期
稻作遗存，以及极为丰富的水生、陆生动植物遗存，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收获。

专家介绍，这些出土遗物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蚶、螺、牡

蛎、蛏、蛤、蚝等），胶结牡蛎壳的粗砾石块，以及用大型贝壳加工磨制的一些贝
器（铲、刀、圆形饰片等）；动物骨头数量不少。较多碎木块、木棍、木条、小树
枝条、木炭块和木炭颗粒，以及橡子、麻栎果、桃核等果核、少量炭化米、杂草
种子等植物遗存。

第二大类，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木器、贝器、编织物等。
陶器，出土陶片修复率不高，可辨釜、圈足盘、钵、敞口盆、小杯、折扁腹

罐、釜支脚、陶拍、器盖、小陶玩等器形，陶质以夹砂陶为主，还有夹炭陶，以
及少量夹细砂陶、加贝壳碎屑陶等，陶色以红褐色为主，还有红衣陶、黑衣陶，
陶胎厚薄不均，烧制火候看似不高，器形多较规整，制作成型用泥条叠筑加拍打
成形，无明显慢轮修整技术；纹饰有绳纹、浅方格纹、刻划纹等，还有少量简单
的红彩。

石器有斧、锤、锛、砺石、圆盘状石块等，数量30多件；上百件骨器，器形
有镞、锥、鳔、凿、针、匙、珠、笄等；还有不少加工程度不一的木器（用于安
装石斧的菜刀形木柄、木矛形器、用于安装石锛的“7”字形木柄、点种棒、双尖
头木棍、无尖头木棍、刻槽带销钉木板、木桨、棒槌形木器、等）；还有不少芦苇
（芒草）编织物（席子、篮子、筐子、背篓等）。

第三大类，除贝壳以外的动物碎骨头也较大量；还出土较多碎木块、木棍、
木条、小树枝条、木炭块和木炭颗粒；还有不少编织物、绳子的原料（芦苇杆、
芒草杆、还有一些植物纤维等），以及很多的植物种子、果核（橡子、麻栎果、桃
核、少量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以及漆树、黄连木、猕猴桃、紫苏、灰
菜等木本、草本植物的种子）等遗存。

余姚发现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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