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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电话铃声响起，井头山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国平接
起电话。“孙老师，我想来看看你到底挖出了什么宝贝。”

“欢迎，欢迎，我亲自带你参观！”不一会儿，一个壮实的
中年汉子来到了孙国平的工地办公室，两人像久别重逢的
朋友，热络地聊了起来。中年汉子叫李世龙，是井头山遗
址地块原业主。8年前，他们的关系可没有那么融洽，一个
要考古发掘，一个要建造厂房，两人曾多次正面“交锋”。

最后，经过坦诚交流，双方达成了共识。
由于这一“共识”，宁波的历史提早了1000年。

七米穿越八千年
——井头山考古发掘始末

崔小明 文/摄

时间回溯到 2013 年 10 月。“菲
特”台风席卷余姚，给余姚带来新
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水灾。台风过
后，满地狼藉。余姚市三七市镇井
头山村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在
一片长满杂草的工地上放羊。初升
的太阳斜斜地照在草丛中，亮得让
人眼晕。王家兄弟走近一看，大雨
冲刷之后，裸露出一堆堆贝壳和动
物碎骨头。井头山周围的余姚东部
区域，之前发掘出著名的河姆渡遗
址，后又有田螺山遗址的发现，当
地村民都有一定的文物保护意识。
兄弟俩捡起一袋物品，送到距离井
头山 1.5 公里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
考古队驻地。但这些东西并未引起
工作人员的太多注意，因为在田螺
山已出土无数河姆渡文化陶片。直
到好几天后，田螺山遗址考古领
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
平从杭州回到工地，看到这些放羊
人送来的物品，他敏锐地感觉到这
些东西与众不同。

“人家觉得平常的东西你怎么
会觉得与众不同？”记者问。

“这是一种职业敏感。从事考
古研究几十年，我一直在思考，我
们宁波人的祖先来自河姆渡，但河

姆渡来自哪里？”“老一辈考古学家
发现了河姆渡，我们这一辈考古工
作者能否比前辈走得更远？”孙国
平做梦都想着这些问题。

孙 国 平 1965 年 出 生 于 慈 溪
市，1984 年以慈溪市文科状元的
身份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1988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考古研究工
作，跑遍了浙江省。2003 年，孙
国平参与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
作，之后
一 直 致
力于河姆
渡 文 化 的 研
究，并成为这一
领域的权威。

“那些陶片和
贝 壳 到 底 有 什 么
不同？”记者追问。

孙国平推了推眼
镜 ， 慢 条 斯 理 地 说 ：

“当时仅凭肉眼我就判
断出这些陶片是七八千年
前的，这不足为奇。但陶
片和贝壳混在一起出土，不
仅河姆渡、田螺山没有，整
个 长 三 角 地 区 也 没 有 发 现
过。”

■贝壳撬开“冰山”一角

孙国平立即想知道这些东西是
从哪里掏出来的。遗憾的是，王家
兄弟放下东西后匆匆离开，并没有
留下电话和姓名，只说是在公路边
的工地上捡来的。孙国平根据仅有
的线索按图索骥，带着队员们沿着
公路逐一搜寻，凡是动了土的地
方，就进去察看。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追踪，最
终锁定了目标。

之后，孙国平通过三七市镇政
府找到地块的业主李世龙，希望在
这一地块做简单的考古调查。李世
龙的企业主要生产胶管，出口到欧
美地区。当时，他正准备在这块地
上扩建厂房。王家兄弟在他工地上
捡到的陶片和贝壳，就是进行地质
勘探时带出来的。

“考古调查可以，但别影响我
建厂房。”李世龙对赔着笑脸的孙
国平扔下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孙国
平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第
二天，他就带着工作人员进场。几
个人整整干了 10 天，掘开了一个
长 5 米、宽 3 米、深 3 米的坑。结
果一无所获。更糟糕的是，坑内土
质十分松软，如果继续深挖，随时
有坍塌的风险。

“孙老师，你说的那个‘从未
有过的遗址’靠谱吗？河姆渡和田
螺山出土文物都藏在地下 3 米左
右，我们已经挖了 3 米了，还全是
烂泥。”助手用满是污泥的手擦了
擦汗，一脸的怀疑。孙国平却很笃
定，他心里在想：3 米深没挖到东
西就对了，挖到了就不特别了。不
过，他决定暂停挖掘，改用手指头
粗细的 5 米长的不锈钢考古探杆进
行钻探。几个民工挤在坑底，徒手
合力往下插，1 米、2 米、3 米⋯⋯
到 4 米处，再也插不下去了。孙国
平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插不下去是因为碰到了硬的
东西，就是贝壳层。这越来越印证
了我当初的判断。”孙国平回忆道。

“硬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岩石、
骨头、陶片等，在看不见、摸不着
的情况下，你怎么就确定是贝壳层
呢？”记者问。

“这主要来自经验判断，钻探
钻到不同的硬物，手感是不一样
的。”主持过数十个考古项目的孙
国平对自己的专业判断非常自信。

孙国平马上向省考古所领队正
式汇报，称发现了一个“从未有过
的遗址”。时任省考古所所长的李
小宁支持他用机械钻探的方法进一
步开展考古调查。

2014 年春节后，孙国平找
来钻孔机械，在几个不同的
位置进行钻孔取物，钻头
孔径 10 厘米，每节钻孔 1
米，采取逐米钻探的办
法，钻进去一米带一截
土 出 来 ， 再 顺 着 这 个
孔钻一米⋯⋯到距离
地面第 7 米时,带上来
的泥土中终于看到贝
壳 、 陶 片 、 骨 器 等 。
令孙国平感到惊喜的
是 ， 第 一 孔 带 上 来 的
遗物中竟然还有一件几
乎完整的石器。

“这次出土的石器总
共只有二十几件，第一孔
就带上来一件石器，这比中
了千万大奖彩票的概率还低。”
孙国平顺手拿起编号为“1”的石
器向记者展示，“考古发掘不但要
科学、严谨，有时候还要一点点运
气。”

钻孔机只钻了 7 米，却足足跨
越了 8000 年。根据遗物埋藏深度
和器物形态，孙国平坚信，这是一
处超越河姆渡的遗址，浙江省从未
发现，长三角地区也没有！但要得
到印证，还要进行科学检测。孙国平
提取了出土的橡子碎片、木炭颗粒、
动物骨头，分别送去北京大学碳 14
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
BETA 实验室、南京大学碳 14 实验
室进行年代测定。不久后，各地的数
据陆续传来，四组数据都确定出土
物距今在 8000 年上下。

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宁波乃至
浙江继河姆渡遗址后的一次重大发
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余姚市
委、市政府迅速达成共识：正式发掘！

■“从未有过的遗址”

听到消息后，李世龙坐不住
了。这块地倾注了他 10 多年的心
血，寄托着他的希望！李世龙那
些年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找
一块地扩建厂房。这块地是他一
块一块“攒”起来的，前后花了
十多年时间，终于连成一片。遗
址发现时，他刚办好所有手续，
准备开工。余姚市、镇两级政府
就土地征用征求李世龙的意见。

“支持考古发掘可以，但能否置换
一块地给我？”李世龙说。余姚市
委市政府明确表示：“我们既要发
展经济，也要保护文化遗产，希

望能实现‘双赢’。”在土地资源
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余姚市在三
七市镇、丈亭镇、河姆渡镇甚至
余姚市区调剂了一些土地让他挑
选。最后因种种原因土地置换搁
浅。看到政府部门这么有诚意，
李世龙的态度也渐渐转变了：“我
毕竟是喝着姚江水长大的，读书
时看到历史书上有关河姆渡的介
绍，心里也蛮自豪。”土地置换不
成，李世龙退而求其次，答应货
币补偿。经过多轮协商，余姚市
出资 2500 多万元回购李世龙的这
块地。

■顾全大局让出地块

地块问题解决了，发掘遇到的
难题同样棘手。

“主要是埋藏环境特殊，处于
海相软土饱水环境，而且埋藏的深
度在 7 米以上，这样的深度前所未
有。”孙国平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这次
考古发掘的控制规模、操作程序展
开了激烈的讨论。

“底下土硬，上面的土软，极
易发生滑坡、塌方，怎么确保考古
人员安全？”“那么深的坑，怎么确
保文物被安全运送出来？”⋯⋯一
个个问题被抛出。经过科学论证，
大多数人同意采用开挖煤矿的办
法：先掘出一个基坑，迅速在坑的
四周用钢板像插篱笆一样固定住，
防止滑坡。

掘坑的过程比较顺利。但到了
用“钢板插篱笆”时，又遇到新问
题。每根钢板有 12 米长，重达两
吨，插下去后容易松动，无法固
定。传统的做法是往缝隙里填充混
凝土。

“但考古发掘要考虑地下文物
保护的特殊性，要采用对环境影响
最小的办法处理。”孙国平说。经
过反复实验，决定用黄泥与糯米粉
掺在一起代替水泥，这是我们的祖
先几百年前就用过的办法。经过试

用，效果明显。以后即使恢复地块
原貌，糯米粉和黄泥也会被土壤完
全吸收。只是，原本 3 个月的工
期，拖了一年多。

“但这是值得的，如果考古发
掘急功近利，以破坏遗址环境为代
价，就违背了考古发掘的宗旨和意
义 。” 孙 国 平 说 。 几 百 根 “ 钢 篱
笆”将基坑牢牢护住，考古人员可
以下坑发掘了。

2019 年 9 月，孙国平率领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考古研
究所、河姆渡博物馆的 10 余名考
古工作人员开始入场。为了跟时间
赛跑，他们放弃了双休日，只要天
气允许，天天猫在基坑里。坑里泥
泞不堪，穿上高筒雨靴，泥快没到
膝盖，寸步难行。尽管工作环境恶
劣，但每当看到一件件保存良好的
罕见文物出土，就会给他们带来惊
喜。

从进坑之日起到今年 5 月，他
们发现了灰坑、橡子储藏及处理
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
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
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百余吨的
先民食用后废弃的贝壳遗存和其他
动植物遗存。经过初步总结，认为
首次发掘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学术
成果。

■非同寻常的发掘

矗立在遗址西北方向海拔 72
米的井头山，默默地见证了这次划
时代的考古发现——

考古工作人员弯着腰在 10 米
深的坑里搜寻，一团一团裹着贝
壳、碎陶片的泥巴通过传送带从坑
底被送到地面。工人们在旁边的水
池中用筛子筛洗泥团，陶器、石
器、骨器、木器、贝壳就这样露出

“真容”。
斗 转 星 移 ， 沧 海 桑 田 。 8000

年前，井头山前的这片土地是一片
宁静的海湾，智慧的先人们依山傍
海过着群居生活，女人编织拾贝，
男人捕鱼猎鹿。傍晚时分，山山落
晖，树树秋色，辛劳了一天的人们
在这里吃着海鲜，嚼着鹿肉、猪
肉，分享劳动的喜悦。

在出土遗物的临时库房中，几
件编织物的碎片让人叹为观止：经
纬分明，编织细密，工艺技术熟
练，保存极好，很难让人相信它们
是 8000 多年前的先民制作和使用
的。更有甚者，出土的一大批木器
色泽鲜亮，手柄光滑，制作工艺先
进，不亚于晚了 1000 年的河姆渡
木器。孙国平说，这在同一时期的
出土遗物中绝无仅有。贝壳更是品
种多、体量大、生长发育好。这些
都充分证明，早期的沿海聚落，源
远流长，中国海洋文化的源头在余
姚、在宁波。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说，井头山遗址文化面貌独特，是
迄今为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埋藏最
深、年代最早的一处海岸贝丘遗
址，这是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史前

贝丘遗址，标志着 8000 年前海平
面的高度，对研究海洋与环境变化
有重要意义。

“井头山遗址有自己鲜明的文
化特征，陶器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
跨湖桥文化，但又都有联系。”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赵
辉认为，井头山遗址具有重大的学
术价值——井头山先民的经济生活
处于海洋浅水环境，与田螺山、河
姆渡淡水环境不同。石斧柄、木柄
形制还是第一次见到，而河姆渡文
化代表性文物——骨耜一件也没
有，与已知河姆渡文化有所不同，

“井头山遗址不仅丰富了宁波、余
姚的史前文化内涵，又牵扯一系列
重大学术问题，井头山遗址既有稻
作农业又有渔猎采集的经济形态，
与内陆同时期的跨湖桥文化关系有
待讨论。赵辉认为，通过比对井头
山海洋资源生产方式和河姆渡文化
以淡水环境资源和稻作农业为主要
生活资源的利用方式，可明显区分
为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态。
但在不同的特征中又体现了趋同
性。所以井头山文化很有可能是河
姆渡文化的前身。

看到这么多出土遗物，孙国平
感到欣慰。这次考古发掘也留下了
一些待解之谜，比如虽然找到了很
多先民聚落生活的遗迹，但没有发
现他们的房子——干栏式建筑；虽
然出土了中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
用于航海的船桨，但没有发现独木
舟。

而缺憾，正可以激励后来者继
续努力，破解更多的史前之谜。

■“井头山”的价值和意义

◀出土的劳动工具贝铲。

▲孙国平向记者介绍出土的“一号”文物——
挖掘时第一孔带出的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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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迄今出土最早、
保存最完整的船桨。

▲
出
土
的
陶
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