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宁海县山河岭新
西站东侧的宁海东方艺术博物馆
正式开馆。

该博物馆占地面积 23000 平
方米，结合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建
筑风格。园区内分设宁海东方艺
术博物馆、泥金彩漆、清刀木
雕、十里红妆器具 （箍桶） 工艺
流程演示区，中小学生非遗工艺
实习区，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

旅游职业学院非遗文化作品创作
实验区，泥金彩漆、清刀木雕研
究所，宁海非遗文化创意设计
区，宁海非遗产品生产区等十大
功能区块。

该博物馆的开馆，开启了传
承“泥金彩漆”“清刀木雕”“十
里红妆”等宁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新篇章。

（王泽泉）

宁海东方艺术博物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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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居民已使用磨制石器，

能够生产黑陶、种植水稻、住干栏
式房屋……1973 年，河姆渡遗址
被偶然发现后，初一学生的《历史
与社会》 课本上多了令人遐想的
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的故事。

今日，这些“故事”依然被人
们所津津乐道。其间，人工栽培的
稻谷的发现，一直让宁波人引以为
傲。

“在当时，河姆渡的稻作遗存
是整个中国南方已知稻作遗存中年

代最早的考古发现。”据宁波史
志、年鉴记载，以母系氏社、新石
器时代、海洋文化为重要特征的河
姆渡遗址呈现出多个考古界的“中
国之最”，而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
河姆渡文化，稻作文化便是其中之
一。

不要小看这些如今已经炭化变
黑的稻谷，它们还曾漂洋过海，到
日本等国展出，引起了当地人们的
浓厚兴趣。因为据研究，日本、朝
鲜等国的稻米，很可能就是从长江
下游一带经由海上传过去的。有人
还将这一条无形的传播路线称为

“稻米之路”。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
学研究中心赵辉先生所写的《从河
姆渡到田螺山》 一文中，便提到：

“在最终抵达日本北九州的各种可
能的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的研究中，
河姆渡都是起点。”

若亲眼目睹从河姆渡遗址出土
的稻谷和谷壳堆积层，你会觉得

“江南鱼米之乡”，实至名归。
在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的现

场，可以看到遗址第四文化层的上
部，除大片木构建筑遗迹外，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出土了包括骨耜在内
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大批稻谷、谷
壳、稻秆、稻叶。堆积层相互搀
杂，平均厚度在 40 厘米至 50 厘米

之间，也有厚达 1米以上的。有的
已经烧焦，有的保存完好，有的稻
叶的脉络和根须很清楚，谷壳基本
上还是金黄色的，不失原来的形
态，甚至连颖壳上的纵脉和纤细的
稃毛仍清晰可辨。

有人从稻谷分布的面积和堆积
厚度推算，稻谷总量当在 120吨左
右，这一换算数字可能有所夸大，
但河姆渡遗址中稻谷堆积之丰厚，
数量之庞大，保存之完好，是同时
代遗址的考古中极为罕见的。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经很
多农学专家的鉴定，是经过人工驯
化的栽培稻，有籼稻和粳稻。不仅
如此，在专家学者的眼中，把稻作
看作不仅是作物种性的进化，也不
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文化的一部
分，河姆渡遗址以及之后一系列早
于河姆渡的稻作相关遗存的发现，

使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
的独立起源地之一的看法日益加强
成为定论。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河
姆渡第一期文化的一件A型Ⅲ式陶
敛口钵，腹壁上刻划一丛稻穗纹和
猪纹图案，一株稻穗居中，稻秆挺
拔直立向上，沉甸甸的稻谷向两边
下垂，谷粒饱满。“如果没有当时
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创作出这样
的画面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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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是稻作故乡，水稻作为土

地产出之物，代表着一个地域的特
色，也是地方志书记载的重点之
一。

嘉靖《宁波府志》物土志卷十
二“物产 贡赋”中记载有杭稻、

（即糯） 稻。宝庆《四明志》卷
第四郡志卷第四“叙产”对当时水
稻种植作了分类描述，“明之谷有
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
立秋成，中禾以处暑成”，论品质
中禾“最富”，早禾“次之”，并记
载早黄、晚青、占城等稻种 25 种

之多。
“五谷熟而人民育，地产莫贵

于此”。在历史长河中，水稻一直
是宁波传统的大宗农作物，亦是水
田种植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据考古学的相关资料显示，在
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稻田遗迹调查
时，发现在河姆渡第一期文化时期
可能已出现古稻田；而田螺山遗址
外围 200平方米的古水田发掘，在
河姆渡文化考古中首次发现了可与
古村落直接联系的稻作水田遗存。

在“老宁波人”的记忆中，连
片的水田并不是一幕陌生的景象。
在一段记录了 1931 年奉化雪窦山
的珍贵视频中，就有这样一个镜
头：远处的山间梯田注满了水，静
候春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
的完成，农民生产热情高涨，我市
粮食种植面积、产量不断增长，从
缺粮实现自给。当时报载，1955
年郊区水稻丰收，单位产额 571.5
市斤，其原因包括选用良种、改种
连作稻、防治病虫害等。据志书记
载，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市的
水田普遍实行水稻连作种植，冬春
季种植大小麦、油菜和绿肥的三熟
种植。1990 年，全市水田 249.87
万亩，复种指数236.8%。

随着平原稻区种植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至 1999 年，我市传统以
粮油作物为核心的“春粮－早稻－
晚稻”“油菜－早稻－晚稻”和

“绿肥－早稻－晚稻”的水田多熟
种 植 制 度 全 面 解 体 ； 1999 年 至
2003 年，平原稻区花木、水果、
瓜 类 、 茭 白 、 莲 藕 等 大 面 积 增
加，挖塘养鱼、养虾也在一段时
期内增加较快。除余姚、鄞州、
江北、镇海有较大比例的连作水稻
外，其他县 （市） 区形成单季水稻
种植的模式。

2004 年到 2009 年，我市采取
粮食种植直接补贴、良种补助、粮
食高产示范和竞赛、种粮大户培训
等扶持政策，水稻面积连年下滑的
势头得到抑制，全市原有的连作稻
种植区域和面积基本稳定。余姚、
鄞州、奉化、江北、镇海等地形成
以连作水稻为主体、连作水稻和单
季水稻并存的种植格局；象山则以
单季水稻为主，形成一定规模的早
稻与花椰菜等蔬菜轮作的种植制
度；慈溪、宁海、北仑的水田除结
构调整种植其他作物外，基本以单
季水稻为主。

这些年间，水田的整体种植
格局虽然有所改变，但水稻的平
均亩产在增加。1991 年，我市晚
稻亩产首次超 400 公斤，为 409 公
斤，到 2004年，平均亩产达到 463
公斤，其中连作晚稻平均亩产 474
公斤，创当时连作晚稻单产历史之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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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进入 2000 年，稻作故

乡的“传奇”又有了“现代版”。

七千年前孕育过河姆渡稻作文化的
四明大地，绽放出可载入稻作史册
的“奇葩”。

这一年，杂交粳稻“甬优１
号”诞生，成为浙江省第一个比照
增产 10％以上的稻种，当年在全
省推广了20万亩。

在稻作故乡追梦人——水稻育
种创新团队的长期专注、不懈努力
下，“甬优家族”不断壮大。特别
是在 2005年，“甬优家族”迎来了
第 一 个 籼 粳 杂 交 稻 “ 甬 优 ６
号”。据鉴定，“甬优６号”的籼粳
成分各占 48.5％、51.5％，如此均
衡的籼粳“混血”稻，在全世界绝
无仅有，它不仅有籼米的蓬松清
香，又有粳米的柔滑香嫩。次年，

“甬优６号”被农业部确认为首个
籼粳杂交超级稻推广品种。

宁波水稻家族的新成员，并不
只有这些。2011 年以来，在水稻
育种创新团队的全力攻关下，甬优
系列、宁系列、甬粳系列、甬籼系
列 等 19 个 水 稻 新 品 种 “ 横 空 出
世”。

据最新的方志、年鉴记载，我
市的籼粳稻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技
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继“甬优
6号”填补我国籼粳杂交超级稻空
白后，“甬优 12 号”“甬优 15 号”
相继被农业部认定为超级杂交稻；
杂交水稻产量跨越了百亩方亩产
700—800—900 公斤三个台阶，最
高达到了963.65公斤，攻关田亩产
已经突破 1000 公斤，达到 1014.3
公斤。

常规水稻成为宁波早稻及晚
稻的当家品种，如晚粳品种“宁
81” 由 于 耐 迟 播 ， 已 成 为 我 市
30 万 亩 晚 稻 机 械 插 秧 选 用 的 当
家品种，“甬籼 975”成为我市第
一个参加国家区域试验的常规稻
品种。

我市育出的“水稻品种”品质
如何，种粮农户最有发言权。鄞州
洞桥种粮大户许跃进还记得 2013
年 11 月 16 日的那次“丰收”，在
经 历 了 暑 期 的 高 温 干 旱 和 “ 菲
特 ” 台 风 的 袭 击 后 ，“ 甬 优 12
号”超级杂交水稻，依然交出了
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试收割的
1.042 亩超级杂交水稻田里，共收
潮谷 1078.3 公斤，按比例除去水
分，实收914公斤。

2013 年，我市水稻育种创新
团队育成的水稻品种在全省推广
面积 361 万亩，首 次 位 居 第 一 ；
2014 年 ， 在 全 省 推 广 373 万 亩 ，
约占全省水稻面积的 33%，蝉联
全省第一。在我市，更是占据了
主 导 地 位 ， 占 全 市 晚 稻 、 单 季
稻、种植面积 80%以上，早稻种
植面积 50%以上。水稻品种应用
区 域 已 涵 盖 浙 、 苏 、 鄂 、 赣 、
闽、桂等6省。2011年以来，累计
推广 1500 余万亩，增加社会经济
效益35亿元。

“稻作故乡的古今‘传奇’，在
我市史志录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市地方志研究人员说，作
为 基 石 ， 它 述 说 的 是 昨 天 的 辉
煌、今天的财富，更有明天的希
望。

2 月 23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组织召开
全市首次年鉴专题研讨会。

会议传达学习 《关于印发全
国 年 鉴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
2020 年） 的通知》《浙江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地方志事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精神，
研讨区县 （市） 综合年鉴如何在

“全覆盖”基础上实现质量“全提
升 ”， 交 流 2017 卷 编 纂 启 动 情
况，开展纲目互评。与会者关注
了年鉴创新与规范、年鉴地域特

色、副分目使用、资料征集时
间、出版周期、责编力量投入、
年鉴与志书差异性等问题。

会议强调，抓工作推进的同
时要深化年鉴编纂研究，要进一
步加强对年鉴事业发展的认识、
抓好年鉴总体工作的谋划布局、
提高年鉴编纂的业务能力。要求
继 续 推 动 完 成 “ 一 年 一 地 一
鉴 ”、 当 年 公 开 出 版 的 年 度 目
标，争取启动开展年鉴评审工
作，促进年鉴编纂向行业、部门
和基层延伸。

宁波市首次年鉴专题研讨会召开

柔石故居 （纪念馆） 位于宁
海 县 跃 龙 街 道 西 大 街 柔 石 路 1
号，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浙
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宁波市
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柔石 （1902—1931），原名赵
平复，化名少雄，宁海人。1928
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曾
任 《语丝》 编辑，并与鲁迅同办

“朝花社”。1930 年初，自由运动
大同盟筹建，柔石为发起人之
一。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
立，任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
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
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 年 1 月在
上海被捕，同年 2 月 7 日与殷夫、
欧阳立安等 23位同志被国民党反
动派秘密杀害。牺牲后，鲁迅曾
写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文，追
悼他和其他牺牲同志。遗著有

《柔石选集》。
柔石故居为旧式木结构三合

院建筑。1960 年初，县人民政府
拨款维修，征集文物资料，使故
居初步恢复了原貌。鲁迅夫人许
广平还为其题写了“柔石故居”
匾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宁海
县人民政府将通往故居的道路命
名为“柔石路”，以资纪念。2001
年，宁海县人民政府将柔石故居
的维修及环境整治列为宁海县重
点项目，重新布置柔石生平陈列
室。新设立的柔石故居展厅，展
线长 120 米，展出图片 69 幅、实
物 70多件，故居放映厅内准备了

“柔石小传”专题片和根据柔石小
说改编的《早春二月》《典妻》等
影视作品。2002 年 9 月建立“柔
石纪念馆”，使柔石故居在硬件设
施和软件设置上，都提高了一个
档次。 （张伟杰）

柔石故居

新 鄞 州 文 化 形 象 该 如 何 塑
造？新鄞州历史人文该如何接续
和继承？日前，在鄞州区方志办
主办的新鄞州文化形象与史志工
作创新研讨会上，来自市、区的
20 余位文史专家及地域文化研究
者展开了热烈探讨。

此次专题研讨会，是行政区
划调整后宁波文化界首次将目光
聚焦新鄞州文脉的梳理和人文形
象特色的塑造。围绕新鄞州历史
文化资源及特征，与会者就如何
反映鄞州区历史文化底蕴、特色
和高度的图像识别、标志性文
物，如何提炼新的鄞州精神，如
何梳理、宣传和弘扬新鄞州水

利、工商、佛教、海商、名贤、
书香、慈善、服装等富有地域个
性，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文化
提出了独到见解。

新鄞州文化形象塑造需要地
方史志工作的创新与发展。研讨
会上，专家们从鄞州城市馆、地
方文献馆和乡贤名人馆建设，地
方口述史开展的重点和切入点、
需要整理出版的重要历史文献、
鄞州历史地图和旧照片的征集途
径、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和信息化
传播、海外地方文献的译介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进行
了深入阐述。

（杜建海）

新鄞州文化形象与史志工作创新研讨会举行

位于余姚市泗门镇的浙东敌
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余上县办事处
成立地旧址 （成之庄），日前被列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成之庄位于泗门镇西大街社
区，建于清同治二年 （1863），坐
北朝南，为三进三纵结构，占地
约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
方米，为浙东地区现存面积最大
的地主庄园。

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共余上
县委保持良好关系的成之庄庄主
谢少庚，利用成之庄百余年来在
姚西北树立的威望，以及他本人
与汪伪余姚县长劳乃心的同学关

系，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1944
年 4 月 12 日，浙东敌后临时行
政委员会余上县办事处在成之
庄成立，谢少庚主动让出成之
庄大部分房屋作为办事处办公
用房。

2016 年，为更好地保护该处
胜迹，泗门镇政府投入资金近千
万元，完成成之庄居民搬迁、修
复等工作，使该处胜迹基本恢复
原貌。今年，余姚市史志办将会
同该镇，在成之庄内设立浙东抗
日根据地余上地区史迹陈列室和
泗门革命历史纪念馆。

（张望望）

余上县办事处成立地旧址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宁波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王佳 高曙明 李维昶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句谚语浓缩了中国百姓最朴素的生活追

求、家常景观。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今天，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早已跨越了“柴米油盐酱醋

茶”所代言的农耕历史与生存图景。而亘

古流传的，是孕育其间的文化。

宁波是稻作故乡。稻作文化，与我们

这座拥有7000年文化史的城市所积淀出的

海洋文化、商帮文化、藏书文化一样，在

时光的流转中，深深地刻进宁波的城市气

质。

稻作文化
的

成化《四明郡志》（民国约园抄本） 卷四“土产考”

“甬优12”超级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