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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榭遗址”遗迹遗
物十分丰富

大榭岛位于我国海岸线中段，
介于舟山群岛与宁绍大陆之间，距
宁波市中心约 40 公里。“大榭遗
址”位于大榭岛北部盆地内侧涂
毛洞山脚下，海拔 2.5 米至 3.5 米，
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临海。西
北依托涂毛洞山，西南背靠将军山
余脉，东侧为平坦的稻田，更远处
则是大榭岛最高峰七顶山，环境优
越，很适合人类居住。

考古发掘前，雷少和考古队员
们就制定了学术目标，首先，要明
确大榭遗址史前遗存的年代和性
质。确定目标后，发掘工作便有序
展开。遗址地层堆积自地表以下厚
度为 1 米至 2.8 米，可划分为四个
文化层，时代分别为史前、东周和
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时期包括

“大榭遗址”一期和二期遗存，时
代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
漾文化时期，这是遗址的主体遗
存，保存较好，出土遗物丰富。东
周和宋元时期的堆积层因为遭到近
现代人类活动的破坏，仅在局部有
所保存，发现的遗迹遗物比较少。

考古人员将地下生土以上的土
层分为 5层，在紧挨着生土层的第
5 层堆积中，发现了墓葬 4 座、灶
坑 5 座、灰坑 66 个、灰沟 2 条、长
时间烧火形成的烧结面 18 处。这
个堆积层的聚落可分为早、晚两
段，早段分布在自然地势较高处，
晚段则分布在人工营建的土台上。

早段聚落遗迹以灰坑为主，其
中部分可能为食物储藏坑，建造较
为考究，底部还铺垫着竹编，出土
有竹箩筐、甜瓜籽、橡子、芡实和
果核等。晚段聚落所依托的土台又
可分为六个发展阶段，系由一座小
土台逐渐扩展而成，不同阶段土台
的边缘常发现种类多样的废弃物堆
积。晚段聚落遗迹基本位于土台之
上，主要有墓葬、灶坑、烧结面、
陶片堆等。其中烧结面最为常见，
主要分布于土台较晚阶段的堆积之
上，多被二期遗存的堆积所叠压，
面积较小，形状不规则，表面颜色
多为红褐色、黄褐色。这里出土了
大量的陶器和石器，还有少量骨、
木、竹编器，以及较多陆地、海洋
动物骨骼和植物果核等。陶器可分
为两种，一种以夹砂灰褐陶和泥质
黑皮陶为主，器型主要有鼎、豆、
壶、盘等，具有比较典型的良渚文
化特征；另一种则以夹砂红褐陶和
粗泥红陶为主，器型主要有绳纹
釜、小口圈足罐等，在良渚文化中
基本未见，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石器主要有斧、锛、凿、刀、镞、
纺轮等，其中石锛数量最多，且有
不少半成品和改形器。

■二期遗存发现大量
海盐业遗存

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的越国
时期，已经设有盐官，然而在宁波
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对应的盐业遗
存。在温州洞头岛海边的九亩丘遗
址中，考古人员曾发现过宋元时期
的盐业遗址，但更早时期的盐业遗
址在浙江境内一直未被发现。从全
国先秦时期盐业遗址的分布来看，
浙江省一直是空白区，这与文献中
所记载的悠久制盐历史并不相符。

雷少和同事们一直期待能在宁
波发现年代更久远的盐业遗存。

在 2016 年度大榭遗址发掘过
程中，雷少他们在二期遗存中发现
了一些没有见过的遗迹，规模很
大，还零星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
器。它们的形态和结构，与温州九
亩丘宋元盐业遗址出土的遗迹和遗
物十分相似。考古队员们心头一
热：这些遗迹和遗物很可能跟制盐
有关！

雷少专门前往温州洞头考察九
亩丘盐业遗址出土的制盐陶器，当
亲手摩挲这些器物后，更坚定了他
的想法：“大榭遗址”的相关遗迹
和遗物，应该与制盐有关！

接下来的发掘，雷少和考古队
员们发现了更多的相关遗迹和遗
物，且有距今 4300 年至 4100 年前
的相当于钱山漾文化时期的典型陶
器共存。种种证据都与史前盐业联
系起来！他们强烈地预感到，这里
很可能就是他们一直想要寻找的宁
波早期盐业遗存。再联系到大榭岛
并无卤水和盐矿资源，当时的盐业
生产原料肯定取自海洋，那便可以
将其定性为海盐业遗存。后来对比
国内外的一些盐业遗存，又做了碳
14 年代和相关遗存的检测与分析，
并邀请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相关专家
进行多轮研究论证，最后确定这是
一处难得的距今 4400 年至 4100 年
前的史前海盐业遗址，比温州洞头
的盐业遗址早了3000多年！

“大榭遗址”二期的遗迹主要
发现有盐灶27座、灰坑5个、陶片
堆2处、制盐废弃物堆18处。聚落
均分布于人工营建的两处土台上，
它们在不断扩展的过程中逐渐合
拢 ， 总 分 布 面 积 有 4000 多 平 方
米。第一个土台是在大榭一期遗存
土台的基础上垫土增高堆筑而成，
平面局部保存相对较好，盐灶均位
于其上，基本仅存灶底部分，相互

之间多有叠压，成群分布在三片区
域。盐灶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为
单一型，发现 5 座，仅有一个灶
眼，在其中一座中还发现了残存的
制盐陶盆；另一种为复合型，发现
22座，灶坑内排列多个灶眼，最多

的达到 7个。第二个土台是在生土
之上垫土堆筑而成，平面已被破
坏，没有发现明确的盐灶，仅有一
些烧结面，可能与盐灶相关。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制盐废
弃物堆，分布于两个土台的扩展堆

积中，其包含物比较单一，可以辨
别的器型有陶缸、陶盆、陶支脚
等，还有大量红、白、橙、紫色烧
土块和白色钙质小结核，其中白色
钙质小结核经检测为碳酸钙，初步
认为它们的形成可能与海水淋滤采
自滩涂的盐泥有关。在第一个土台
边缘以下的低洼处，考古人员发现
了两个较大的灰坑，里面的填土为
青黄色，与潮间带滩涂的土质土色
接近，比较纯净，其分布位置距离
当时的潮沟不远，初步推测可能与
制盐活动有关。出土遗物有较多陶
器和少量石器，以及陆地、海洋动
物骨骼。陶器可分为日用器和制盐
器两种，其中日用器较少，主要为
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可以辨别
的器型有鼎、豆、罐、盆、盘等，
既有比较典型的钱山漾文化特征，
又有新的文化因素。出土的制盐陶
器数量较多，其中陶缸均为夹砂质
地，陶盆则有夹植物和贝壳碎屑两
种。经对盐灶附近和制盐废弃物堆
中 采 集 的 炭 屑 样 品 进 行 碳 14 测
年，考古人员发现，其年代在公元
前2400至2100年间。

■用现代科技探究大
榭遗址奥秘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要对
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
分析，首先要复原当时的环境。

根据环境考古得知，大榭岛距
今约 9000 年前已成为一座海岛；
距今约 6000 年前，大榭岛北部的
盆地靠近山麓的狭窄地带成为滨海
微咸水沼泽环境。这样的环境是不
适合人类生存的，因为缺乏淡水资
源和可耕种的土地；距今约 4900
年前，这里形成淡水环境，此时大
榭岛西部的低地和大榭岛北部的盆
地内仍然是大面积的淤泥质滩涂，
并伴有从西、北侧进入的两条潮
沟，其中西侧潮沟可直达大榭遗址
附近。在这种环境下，有了淡水、
土地等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条
件；距今约 4800 年前，宁绍大陆
的古人便驾驶舟船越过海峡，抵达
大榭岛居住；距今约 4400 年前，
开始利用聚落周边广阔的含盐量高
的滩涂资源刮取盐泥来制盐。

古环境研究与考古发现基本吻
合，丰富了我们对于史前社会的认
知。

在“大榭遗址”二期遗存土台
不同阶段的堆积中，局部常包含有
较多白色小颗粒结核，其中含有大

量碳酸钙。经氧同位素分析，考古
人员发现其析出温度约为 37 摄氏
度，这应该是日晒提浓卤水过程
中析出后的碳酸钙沉积而成，是
判定相关遗存跟制盐有关的重要
证据。出土陶盆残块上的碳酸钙
粉末也经历过较高的温度，说明
陶盆应该经过某种形式的加热，
亦即当时的制盐活动有加热卤水的
步骤。这些检测结果，为科学复原
当时的海盐制作工艺和流程提供了
重要参考。

此外，“大榭遗址”二期遗存
土台历经多次扩展，其堆积中除了
出土较多与制盐活动相关的遗物
外，还有大量的人工堆土。通过对
采集自盐灶附近的 7个堆土样品进
行粒度、无机元素地球化学和重矿
物分析，并与本岛自然堆积物进行
对比，结果显示这些样品中有 5个
来自海水通常淹没不到的地方，但
是后期受海水影响；另外 2个来源
于滩涂，这说明当时的制盐活动与
海洋密切相关。根据盐业历史文献
记载、民族学调查资料与环境考古
成果，再结合本地无地下卤水资
源，可以认为当时制盐的原料应来
自海边滩涂上含盐量高的滩泥，即
俗称的“盐泥”，这也说明当时的
盐业生产属于海盐业。

■发现大榭海盐业遗
存意义重大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
结华是这次发掘工作小组的组长。
他表示，“大榭遗址”是在浙东海
岛之上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科学发掘
的史前文化遗址。两期发掘不仅发
现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更重要的是
在二期遗存中发现了距今 4400 年
至 4100 年前相当于钱山漾文化时
期的海盐业遗存，这是大榭遗址发
掘最为主要的收获。专家一致认
为，大榭海盐业遗存的价值，至少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大榭遗址”二期遗
存中首次发现了我国沿海地区制作
海盐的最早证据。考古过程中不仅
揭示出布局较清晰、结构较完整的
制盐遗迹，还伴有种类较丰富、要
素较齐全的制盐遗物。这些遗迹和
遗物与英、德、法等国的盐业遗存
非常相似，应是我国沿海地区发现
的制作海盐的最早遗存。这一发现
为探索我国海盐手工业的起源和发
展，以及浙东沿海地区的交通、贸
易和社会复杂化等重要课题提供了
实证，奠定了基础。

第二，“大榭遗址”一、二期
遗存既有比较典型的良渚文化和钱
山漾文化因素，又有新的文化因素
注入，展现出新颖的文化特征和鲜
明的自身特色。这为构建浙东沿海
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完善史前文
化谱系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新的视
角。

第三，“大榭遗址”位于今天
的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之间，地理
位置独特，其发现与发掘对深入探
讨史前时期海陆之间的环境变迁、
人地关系、文化交流和传播、人群
迁徙和交往，以及海洋文明特质等
课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
值。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
水城表示，在我国的舟山群岛、香
港、珠海等地，以往也有类似的遗
物发现，但一直解释为烧烤的炉箅
子。这次能在“大榭遗址”证实此
类遗物的功能，非常重要。“大榭
遗址”的制盐遗存年代已前推到距
今 4000 年以前，这在世界上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从现有的发
现来看，“大榭遗址”发现的盐灶
已经多样化，将它们与已经出土的
制盐容器作配套性对比，非常有意
义。此外，根据大榭遗址的盐业线
索，可进一步探讨良渚、钱山漾以
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盐业贸易
的发展。

“大榭遗址”自考古伊始即确
立了抢救发掘与保护展示相结合的
双赢目标，遗址的后续保护和成果
展示工作正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初
步进展。目前已对保存较好的史前
制盐区予以保护性回填，并将原址
保护区围护起来，拟建设成小型遗
址公园；接下来，有关方面会尽快
将大榭遗址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

（点），并在时机成熟时逐步提升其
保护级别，以纳入法制化的保护轨
道。

据悉，今年 10 月大榭岛将举
办“大榭遗址”考古成果展，向公
众免费开放。此外，大榭开发区管
委会还计划建设博物馆，届时“大
榭遗址”考古成果将作为该博物馆
的重要构成，让社会各界共享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让文化遗产真正活
起来。

大榭遗址为何能入选
“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

早在 2008 年 6 月，我国
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大
榭 开 发 区 下 厂 村 的 “ 范 家
墩”地块，就被确定为史前
遗址，并定名为“东岳宫遗
址”。

2015 年 9 月，为了配合
大榭开发区建设，宁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中心
的雷少博士带领考古队员来
到这里，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
抢救性勘探与试掘，初步探
明遗址的保存面积约20000平
方米。后经专家论证，将名
称改为“大榭遗址”。

2016年4月至2017年12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
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
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
市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
机构，对“大榭遗址”实施
了 总 面 积 7000 平 方 米 的 一
期、二期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发现了目前
我国最早的史前时期的海盐
业遗存。2018年初，“大榭遗
址”入选“2017 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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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