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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具有七千年的历史，它的遗址全面反映了
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为研究当时的农
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
证。尤其是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
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

河姆渡遗址历史很悠久，国内外名气很大，1973 年
遗址发现时就震撼了世界，河姆渡遗址也很早列入了中小
学教科书中。然而，时至今日，河姆渡遗址一直在“养精
蓄锐”，让人难以爽快地亲近和触摸。

宁波人经常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为自豪，但很多外来
者不了解宁波的历史，不知宁波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哪
里。无疑，河姆渡文化可以为这个“深厚”作注脚，现在
的关键是要让它“说话”，让人亲近。

河姆渡遗址该是时候“热闹”了，通过不断打磨内
涵、厚植文化，让这里发生过的七千年历史永远被铭记，
成为人们阅读宁波、寻根宁波文化的一方厚土。

（李国民）

愿更多人触摸
河姆渡古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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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不是一码事，有的资
源，如果说没有做好就成不了产品，需要下大功夫进行创
造性的转化。

比较遗憾的是，一些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并没有很好
地“活化”成旅游产品，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怎么来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还有许多功夫要下。

河姆渡文化是宁波最重要的文化之一。以前已有较大
投入，不能放弃，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从文化旅游产品角度来看，宁波有几张牌一定要打
好。一张就是河姆渡文化，还有天一阁藏书文化、阳明文
化，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定
要坚持，并进行创新。

要研究现代旅游消费形态，如果一个地方旅游产品真
的要把它做好，大概有几个要素，即本身的产品要好，服
务要非常好，功能业态要齐全。

要有体验感，可以设置一些场景，进行情景式、沉浸
式的表演；要让游客有互动。现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仅
仅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甚至是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
地方，还不是一个大众旅游的产品。

要提高认识，加大力度开发。建议宁波市在进行十四
五规划时，把河姆渡文化的开发列入规划之中。对河姆渡
文化旅游开发，光靠余姚市是不够的，必须举宁波市之
力，因为它已在全国非常有影响。 （朱军备 整理）

举全市之力打好“文化牌”
资深文化旅游专家 陈民宪

文化遗址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人类宝贵的精神
财富,也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何将“冷”的文化遗
产“热”起来，将文化资源“活化”成文化旅游产品、
成为人们的“打卡地”？应该让文物“说话”，将历史智
慧告诉人们、教育后人，激发民族自豪感，并以此带动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让河姆渡遗址“活化”成“打卡地”

记者 朱军备

今年 8 月初，几位来自成都的作家朋友慕名前来宁
波，专程参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记者驱车载他们来到余姚市罗江的河姆渡遗址博物
馆。上午 9 时许，停车场没有几辆车。免收门票，一行 5
人进入馆内，细细地观看了馆内陈列的骨器、陶器、玉
器、木器等各类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及人工
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等。客人对稻谷、骨哨、陶
埙等十分感兴趣。

购买一张 25 元的门票，观看反映河姆渡原始生活的
3D 小电影，整个影视厅只有 10 多名游客，显得空空荡
荡。观影后，步行几百米来到考古发掘现场，看过水井遗
址、残存的干栏式木构件等，来到复原的河姆渡人生活的
场所，但进入草棚屋内，里面光线较暗，观赏性受影响。

成都朋友想购买些文创纪念品带回去，在博物馆一楼
找到了几个有售卖品的柜台，但可供选择的纪念品不多，
有些纪念品携带不方便。

时近中午，记者想安排他们用午餐，但近渡口的一家
餐馆已关门大吉，博物馆门外及周边竟然找不到一家饭
店。记者只能带他们回宁波用餐。

记者事后了解到，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平时参观的人也
不多。

河姆渡遗址门前冷落

今年 11 月初，记者参加全
省基层作协骨干培训班，其中

“现场教学”培训有一项安排参
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坐大巴来到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大门外，只见人头攒动。组织
者要求培训班学员在大门外稍等
一下再进去，以避开拥堵高峰。
记者了解到，参观门票加上观光
车费用为每位 70 元。

在入口处大厅观看了良渚宣
传片后，记者随着人流进入园
内，坐上观光车，眼前所见是空
旷的田野，晚稻将熟，一片金黄
色。树木、河流、水稻构成一幅
秋色图。

开观光车的女司机热情地向
游客介绍着游览线路和主要景
点，她说：“我是当地人，今天
游客还不算多，节假日人特别
多。”观光车在停靠站停下后，
步行几百米，就是一个观光点。
那里有视频介绍、遗址实景，还
设置了休息的坐椅。一站一站地

游下来，返程时，坐观光车还需
要排队等候，可见游客量很大。

据了解，从游览程序来看，
游客进入园区需通过“良渚古城
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
进行预约，每日预约人数限制在
3000 人，每月闭园一天。

从开放面积来看，良渚古城
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 14.33 平方
公里，分城址区、瑶山遗址区、
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谷口高
坝区 4 个片区。其中有限开放的
区域是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
为 3.66 平方公里。

从开放方式来看，作为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集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
护展示、教育、科研、游览、休
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是对文化
遗产资源保护展示利用的积极探
索创新。

据报道，今年以来，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和良渚博物院累计接
待国内外访客 160 万人次。

良渚古城遗址门庭若市

良渚文化同殷墟文化、河姆
渡文化一样，承载着中华民族悠
久的文明和深厚的感情。

河姆渡人后来去哪儿了？有
专家学者把“河姆渡人”与“良
渚人”联系在一起。河姆渡人消

失的时间与良渚文化起源的
时间是相衔接的。从河姆渡
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独木

舟，有了渡海的交通
工具，河姆渡人完全

可 以 乘 着 独 木
舟，随着洋流，
沿着杭州湾进入
良渚文化区域。

良渚五千年，河姆渡七千
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良渚文
化的发现有很多重合，比如水稻
的种植，动物的养殖，陶器、骨
器、火的使用，木结构住房的建
造等。

今年 7 月 6 日下午，在阿塞
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第 43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上，有着超过五千年历史的

“良渚古城遗址”经由各方审议
通 过 ， 被 列 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此举标志着“良渚古城遗
址”的历史价值和真实性得到世
界范围的认可，而中华文明五千

同为文化遗址为何“一冷一热”

据了解，河姆渡遗址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堆积厚度达 4 米，由
相互迭压、又有内在联系的四个
文化层所组成。其中第三层、第
四层为河姆渡早期文化，距今有
六七千年，它是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

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以干栏
式 木 构 建 筑 和 方 形 木 构 水 井 遗
迹、水田农业种植的籼稻和粳稻
遗存、原始纺织机构件、植物纤
维编织物、木胎漆器、象牙雕刻
制品等为代表的实物资料，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是古代劳动人
民的原始艺术瑰宝。此外，还发
现了 60 多种动物遗骸和多种植物
果实。

所有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
河姆渡人高超的技艺，是河姆渡
先民智慧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
史上的光辉篇章。它以生动而丰
富的实物资料证明，灿烂而悠久
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黄河流域、
长 江 流 域 等 古 代 先 民 共 同 创 造
的，黄河、长江同是中华民族古
老文化的摇篮。

对照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 规定，属于下列各类

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其中“遗址”条目这样要求：“从
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
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
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
及考古遗址。”由此可见，河姆渡
遗址符合申遗的基本条件，只是
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罢了。

“你知道宁波有哪些世界文化
遗产？”今年 7 月，宁波 3 名中学
生 对 400 名 市 民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
调查显示：有 200 名市民选择大
运河 （宁波段），只有 145 人选择
了河姆渡遗址。可见，河姆渡遗
址在宁波市民心中的位置。

资深文化旅游专家陈民宪认
为，从宁波旅游资源情况来看，
自然禀赋构成中唯一性、独特性
的 还 是 不 多 。 从 全 国 范 围 来
说 ， 宁 波 没 有 奇 山 异 水 ， 也 没
有 名 山 大 川 。 倒 是 宁 波 文 化 资
源 具 有 独 特 性 、 唯 一 性 ， 且 在
国 内 也 有 一 定 地 位 ， 比 如 河 姆
渡 文 化 、 天 一 阁 藏 书 文 化 、 阳
明 文 化 ， 代 表 了 一 个 时 期 的 文
化辉煌。可以说，宁波的文化资
源是整个宁波旅游资源中最具竞
争力的，也是我们以后开发旅游
产品的不尽源泉。

河姆渡文化是宁波的“金名片”

2011 年的西湖申遗成功，极
大地提升了杭州的知名度、美誉
度和影响力，使杭州可以与世界
名城相媲美。

2014 年的中国大运河申遗成
功，使大运河这一仍在使用的“活
态线性文化遗产”更加充满生机，
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巨大商机。

今年良渚文化申遗成功，良
渚古城遗址成为旅游热地，杭州
又多了一张金名片。

申遗成功，世人瞩目。记者
建议，我市应加大对河姆渡文化
的 研 究 ， 继 续 讲 好 河 姆 渡 的 故
事，将河姆渡文化开发列入宁波

未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蓝图
之中，尽快启动河姆渡申遗的可
行性研究。

旅游是行走的文化，文化是
旅游的灵魂，文旅融合是新时代
人民群众的一项重要需求。历史
文化资源是有“说头”的，但是
没有“看头”，更没有“玩头”。

要以文旅融合的思维方式进
行重新布局，在保护的基础上，
对河姆渡遗址公园进行必要的扩
容、提升和改造，以增加观赏项
目、服务设施，如增加学生体验
馆、开发文创产品等，让七千年
的河姆渡文化重放光彩。

如何“活化”河姆渡遗址

年的历史也再次“实锤”。
良渚遗址申遗成功是杭州继

西湖、大运河成功入选 《世界遗
产名录》 后的又一盛举。申遗成
功引世人瞩目，加上前期的大力
宣传，“良渚古城”成为网上热
词，自然引来大量游人前来“打
卡”。

而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宁波 20
年前就开始开发的。但最近几年
对河姆渡文化的宣传少了。余姚

以前搞过河姆渡文化节，后来没
搞下去，没有一以贯之。

有关专家认为，从现代旅游
角度看，河姆渡博物馆展示、展
陈的方式是很传统的，落后了，
这种比较静态的展示已不能吸引
5G 时代、VR 时代的游人。

河姆渡遗址展陈已与时代脱
节，不适应当今旅游新业态，出
现门可罗雀、门前车马稀的现象
是必然的。

河姆渡遗址标志。

金雅男 制图

河姆渡遗址一景。 本版图片摄影：朱军备

复原的河姆渡人生活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