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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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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2017
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会昨天
在宁波新金星宾馆举行，13 项考
古项目进入评选会，最终选定 8项
为 “2017 年 度 浙 江 考 古 重 要 发
现”。它们分别为宁波奉化下王渡
遗址、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杭
州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遗址、
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杭州临安
衣锦街吴越国建筑遗址、杭州西湖
南高峰塔遗址、绍兴兰若寺南宋墓
地、开化龙坦明代青花窑址。

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表
示，这次参加评选的是很规范的田
野考古项目，这些项目普遍进行了
多学科合作，发掘中大家都有很强
的保护意识，为今后的保护和展示
预留了空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
斌表示，在 8 项考古重要发现中，
只有杭州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
遗址是课题性考古，其他都是配合
基建进行的考古发掘。这些考古遗

址都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国家文
物局提出了‘考古中国’和‘文化
记忆工程’，临安城遗址就是很重
要的文化记忆。”

刘斌认为，奉化下王渡遗址区
位性比较重要，有良渚、钱山漾文
化遗存，属于七、八千年前的河姆
渡文化区系，下王渡遗址对建立浙
东南文化谱系非常重要。而大榭史
前制盐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
最早制造海盐的遗址，在那里发现
了很多当年制盐的灶。

奉化下王渡遗址位于奉化区方
桥镇下王渡村东侧。为配合工程建
设，于 2017 年 3 月至 8 月进行了 I
期发掘，发掘面积 3000 平方米。
遗址时代由早至晚分别为史前的河
姆渡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期、钱
山漾文化时期和商周时期、宋元时
期，其中史前文化堆积为遗址主体
堆积。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永
宁表示，下王渡遗址的发现，价值

十分重要。这个遗址延续时间较
长、保存状况较好、遗存内涵丰
富，既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
化、崧泽文化因素，也发现有良渚
文化、钱山漾文化时期的遗物，这
对研究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变迁具
有重要意义。此外，这个遗址地处
三江交汇平原地带，此前认为河姆
渡文化聚落多为依托丘陵、山地分
布，未见依托平原作为居址的先
例，这为研究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
的变化及其扩散的原因等提供了新
的视角。

大榭史前制盐遗址位于大榭开
发区下厂村。因配合工程建设，
2016 年曾进行Ⅰ期发掘，发掘面
积 4000 平方米，2017 年 3 月至 11
月 实 施 了Ⅱ期 发 掘 ， 发 掘 面 积
3000 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由早
及晚分别为史前、东周和宋元时
期。其中史前时期大致相当于良渚
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时期，这是
遗址的主体部分。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雷少介
绍说，在大榭史前制盐遗址中发现
了盐灶群、制盐废弃物堆和灰坑。
盐灶群位于人工营建的土台上，多
为复合型灶，也有少量单一型灶。
制盐废弃物堆中包含有制盐陶器、
烧土块等，遗物主要为陶、石、玉
器。其中陶器有两种，一种是日用
器，如鼎、豆、罐、盆等，一种为
制盐器，如缸、盆、支脚等，有大
量的发现。

“2017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揭晓

奉化下王渡和大榭史前制盐遗址入选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昨天
起，中国象棋等级分排名前 10 的
青年男棋手和等级分排名前 6的青
年女棋手开始在宁波进行为期三天
的集训。集训结束后，他们将参加
在这里举行的全国象棋青年大师精
英赛。

据悉，这是中国象棋协会首
次组织这一类型的集训。广东省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象棋特
级大师吕钦是这次集训的两名教
练之一。

吕钦介绍，目前国家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面临改革，这次集训
是改革试点之一。“以前是有国际
比赛才临时组织集训，这次集训

主要是为了培养新生力量。以后
这样的集训每年可能会举办不止
一次。”

吕钦认为，有些年轻棋手关
键时刻容易紧张，患得患失。这
次集训会给他们传授一些比赛经
验，对他们进行心理素质训练。
每盘比赛结束后会要求每位棋手
讲一讲自己在比赛中的体会和感
受，还要求他们回去后写对局的
笔记和心得。

全国象棋青年大师宁波集训

右图为中国象棋国家青年大师
集训队教练吕钦接受采访。

（胡龙召 摄）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戴云华）“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
要，生态之基，让我们携起手
来，共同保护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绿水青山……”，昨晚，“深化五
水共治、共建美丽钱湖”文艺宣
传首场巡演晚会在东钱湖影剧院
开幕。

本次活动由宁波市人大、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东钱湖管
委会共同主办。巡演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宣扬治污
成果、讲授治水故事、倡导碧山
绿水，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
现河湖功能永续提供宣教保障，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关心、积
极参与“五水共治”。

晚会在一曲 《水·生命》 歌
舞声中拉开序幕，围绕治水、护

水为主题，在独唱、舞蹈等节目
中穿插音画诗《放歌三江口》、音
乐剧 《爱在山水间》 等“五水共
治”内容。演员们以娴熟的艺术
表现方式和扎实的演出功底，让
在场观众领略了艺术的无穷魅
力，在耳濡目染中增添了东钱湖
干部群众热爱青山绿水的自豪
感，增强了投身“五水共治”行
动呵护生态家园的责任感。

据悉，为配合东钱湖正在推
进的“五水共治”行动，此次文
艺宣传团队将在东钱湖各地进行
巡演活动，并将继续创作、生产
一批贴近治水成果、贴近治劣攻
坚的文艺精品，共建“治水文化
阵地”，讲好治水故事，宣贯治水
理念，以治寓乐，繁荣群众文化
生活。

文艺巡演助阵东钱湖“五水共治”

12月 17日，在法国巴黎切努斯基博物馆，参观者在杭州十竹斋艺
术馆馆长、十竹斋木版水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魏立中 （左二） 的指导下
体验“木板水印”非遗技艺。

当日，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馆长、十竹斋木板水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魏立中携其作品“四美图”“二十四节气”等来到法国巴黎切努斯基博
物馆，向参观者介绍并演示“木板水印”非遗技艺。木版水印专业学名
为“古代彩色版画印刷术”，集绘画、雕刻、印刷于一体，是对中国书
画精品进行高仿真复制的传统工艺。 （新华社发）

中国非遗“木板水印”
走进法国切努斯基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