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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岚涛

宁波的史前文化遗址具有中华
文明地标意义。井头山遗址的发
掘，较清晰地复原出 8000 多年前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先民的生
产、生活状态和自然环境的特征，
将宁波地区人文起源的历史向前推
进了 1000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深厚滋养。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
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推动文化遗址向文化遗产转
化。要借助井头山遗址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历史
契机，加强区域内河姆渡、田螺
山、井头山等文化遗址的资源整
合 ， 联 合 申 报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 加 大 区 域 内 行 政 资 源 协 调 ，
筹备建立河姆渡博物院，全面提
升河姆渡文化遗址群的研究、保
护、开发与利用水平，积极启动
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期研究
工作。以浙东运河文化遗产廊道
为轴线，以河姆渡、井头山、田
螺山等文化遗址资源为节点，以点
带面、以线串珠，构建世界文化遗
产旅游廊道。

推动文化遗址向文化资产转
化。文化遗址资源具有较高的历

史、考古、文化价值，是原生态文
化资源，具有潜在的文化产业、文
化资产价值。要加强以河姆渡遗
址、井头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址
资源的活化利用，让文化遗址与生
活相遇、与技术结合、与艺术联
袂 、 与 创 意 碰 撞 、 与 旅 游 融 合 ，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从而演绎成
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化地标、一
种品牌象征、一个文化富矿。

推动文化遗址向文化资本转
化。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
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是文
化资源投资、运营、增值、变现的

价值量的叠加。文化遗址向文化资
源、文化资产、文化资本转化的过
程中，需要与人力、资本、市场、
制度、技术、服务的全面衔接与结
合，要让人流、技术流、资金流、
服务流等流动起来，从而完成文化
价值的积累。要在保护的前提下，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产
旅游风情小镇、国家研学旅行基
地、文化公园、高质量博物馆与展
览馆等旅游业态，让文化遗址变成
审美资本、艺术资本、旅游资本、
制度资本等，进而汇聚成文化资本
与经济资本。

（作者系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旅游学院副教授）

推动文化遗址资源创造性转换

杨玉红

井头山遗址获评 2020 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不仅是余姚
文物保护的成绩与荣耀，还将为余
姚提供文旅融合层面的重要载体。

如何应用井头山文化的文旅价
值，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增长，是需要谋划的长期性、系统
性工作。

比如，在条件成熟时，加强
旅游精品线路的设置，注重优质

文创产品的研发。将井头山遗址
考古文化从深奥的学术理论，通
过一定的有机转换，把相关衍生
事物转变成公众可以理解、乐于
追捧的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文
旅消费项目。由此扩大传播面、形
成良性循环，为深化文物保护和利
用、提升余姚文化影响力、打造余
姚作为长三角旅游目的地而蓄势和
赋能。

（作者系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提升余姚文化影响力

宋 臻

4 月 13 日，浙江宁波余姚井头
山遗址获评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笔者从井头山考古联想
到了近期我省正在重点推进的文化
基因解码工程。

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年代最
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
早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
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独特案例。该考
古项目主持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孙国平认为，井头山遗址的
发掘成果，表明中国先民从远古时
期就没有忽略过大海，并顽强和智
慧地适应大海，创造性地开拓出丰
富多彩的海洋文化。

文化基因解码，既是一项严谨
的学术活动，也是文化遗产资源创
造性转化利用的重要前提。通常，

我们在开展基因解码过程中，并不
建议把史前文化元素作为文化基因
解码的重点。但井头山考古发现或
许是个特例，也许中国海洋文化史
史前部分将就此改写。或许可以这
样认为：从中华文化基因谱系的角
度看井头山考古发现，是从实物层
面补上了中华文化基因链上的重要
一环，对于构建成体系的中华海洋
文化基因库具有重要意义。

井头山考古发现，将河姆渡考
古发现的时间节点往前推了大约
1000 年。这 1000 年，给人们留下
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且不说 8000
年前生活在井头山区域的族群与后
来河姆渡区域的族群具有怎样的生
物学联系，可以肯定的是，8000
年前依海而居的族群，在生产方
式、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方面必然
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从大的方

面看，宁波乃至整个东海岸，因其
在中国海岸线中段的独特地理位
置，在此生发的海洋文明，是多元
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中重要的一
章，沿海而居的海洋族群，沿着3.2
万公里的海岸线及其毗邻海域，创
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海洋文明。

当然，史前的海洋文明作为一
种文化现象，目前对我们而言总体
依然是非常模糊的，或许井头山遗
址后续的考古发现会给我们带来更
多的惊喜，让我们暂且耐心等待。
但是，以井头山遗址考古发现为起
点，着手系统化梳理和解码宁波海
洋文化基因谱系，是我们加强文化
强市建设、系统化梳理宁波文化谱
系、探索城市文化总体发展脉络的
重要举措。

海洋文化基因解码的第一步，
是在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

的基础上，对特定文化的成因进行
溯源研究，并建立系统性的海洋文
化基因库。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就
宁波海洋文化基因展开更多讨论，
但我们至少可以探索设立“宁波海
洋文化基因库”，从海洋文明的视
角出发，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对环
宁波海洋文化的历史进行整理、挖
掘与研究，进而实现教育展示、传
承保护、科学研究、文化创意、提
升文化生活品质及文旅 IP 打造等
多 种 功 用 。 应 该 承 认 ， 至 少 在
8000 年前，生活在这一地域的海
洋族群，就已经开始了向海而生的
各种尝试与努力。或许，在他们当
中，也有人曾经乘着洋流与季风走
向深蓝，为生存与发展探寻更多的
可能。

（作者系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
院副院长）

以考古发掘来解码宁波海洋文化基因

记者 崔小明

“为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井头

山遗址的原生态保护工作和全方位
的研究工作。”

井头山遗址被评为 2020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一直在关
注井头山考古发掘工作的著名作
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昨天接
受了记者采访。

去年 5 月，当井头山遗址发掘
成果发布时，冯骥才就通过媒体和
家乡的朋友了解到了这一重大突
破。当时，他发微信给市文联原巡
视员、宁波大学兼职教授、文化研
究学者周静书，说“故乡渊源之深
之 远 ， 无 法 想 象 了 ！” 冯 骥 才 认
为：井头山遗址的价值是“复合式
生产模式”的鲜明体现，是渔猎文

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充分见证；河
姆渡则是进入农耕文明最早的见
证。这两个遗址连在一起，可以看
到中华文明史跨出的伟大的一步，
而这两个遗址恰恰都是在宁波。冯
骥才为家乡文明的源远流长而骄
傲，“对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应大力
宣传！”

去年 10 月 20 日，天津大学冯
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 15 周年
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网信
办主任林大吉代表市委宣传部赴津
祝贺。在冯骥才先生办公室，林大
吉翻出手机中保存的井头山遗址出
土文物的照片，一一向他介绍。冯
骥才先生看得非常仔细，连声赞
叹，并自豪地向在座的客人、吉林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介绍
说：“我的家乡了不得！河姆渡遗
址 将 中 华 文 明 推 到 了 7000 年 前 ，
这次井头山遗址又将历史推到了
8000 多年前。”

昨天傍晚，刚刚接待好客人的
冯骥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已经关注到井头山遗址被评为
2020 年 度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 。
他还注意到，井头山遗址是目前所
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
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这充分说明，
家乡宁波是中国海洋文明发源的重
点区域。

冯骥才认为，井头山遗址当前
最重要的是保护和研究齐头并进。

首先要做好保护工作。他说，
考古遗址具有研究价值、见证价
值、欣赏价值、旅游价值等，井头
山遗址十分珍贵，不能急于开发利
用，要呵护好遗址，善待历史给宁
波人民的馈赠，坚持原生态保护，
充分发掘遗址蕴含的历史信息。

其次要做好研究工作，进行全
方位、多领域的研究。通过比对河
姆渡遗址和井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谷物、生产工具、生活遗迹等，并
借助二期考古发掘的成果，搞清楚
井头山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田螺山
遗址、傅家山遗址的历史传承关
系，梳理出宁波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为家乡的灿烂文明感到骄傲
——冯骥才再谈井头山遗址保护

何镇飚

展望未来，我们能有很多幻
象。回望历史，我们能够得到更多
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类从哪里来的
思考、对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太多
时候，我们沉浸在科技提供的向前
看的幻象之中，常常忘记了回头
看，看看我们的来时路，以及比未
来更遥远的过去。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入选
2020 年 度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 ，
对宁波城市品牌及其传播而言，是
一件大事。讲好宁波故事，是宁波
城市形象宣传的重要内容。宁波并
不缺乏优秀的历史故事，但像井头
山遗址这样可以把宁波的历史推进
到 8000 多 年 前 ， 和 河 姆 渡 遗 址 、
田螺山遗址一起，组成宁波的古人
类文化圈，则是我们这座城市独一
无二的传播优势和品牌优势。

井头山遗址是继河姆渡遗址发
现 40 周年之后，在宁波余姚发现
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是目前在长三角地区
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
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
海岸贝丘遗址。贝丘遗址再一次证
明了我们这座城市和大海的历史渊
源，不少市民已经在朋友圈调侃

“我们宁波人有着 8000 多年吃海鲜
的历史”。

随着短视频平台相关内容的传
播，井头山遗址的出土文物正以令
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和广度传播，在
年轻人中的知名度超越了以往的考
古发现。井头山遗址列入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也是唯一登上“微博
热搜”的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从中可以比较出，宁波在
新媒体网络传播方面的优势，也可
以折射出井头山遗址在国内文化传
播中的热度。

下一阶段，个人建议从城市旅
游推介和城市文化品牌传播两个方
面着手，借着网络热度，将井头山
遗址打造成宁波的新名片。

首先从考古活动入手。井头山

遗址目前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还有
更多史前文明的人类活动遗迹等待
发掘，这种悬念和想象，是重要的
城市文化传播空间，类似我国新疆
的喀纳斯湖，不必将故事讲全讲
完，在网络传播时代，读者即作
者，让全国各地的考古爱好者充分
关注和期待井头山有待发掘的遗迹
及其历史文化诠释，并保持热情和
好奇心。

其次是旅游线路的开辟。在遗
址发掘过程中，借助网络直播等
手段，井头山遗址的神秘面纱正
被逐渐掀开，但是实地体验的旅
游是虚拟行为无法代替的，保留
只 有 亲 临 方 可 感 受 的 文 物 遗 存 ，
以体验式旅游为重点，吸引更多的
国内外游客来井头山，是下一步的
旅游发展契机。

第三是文化衍生品的开发。通
过仿制性、微缩化、动漫化产品和
叙事性纪念品的开发，让更多家庭
可以收藏宁波乃至长三角地区人类
文明的历史。

最 后 是 文
艺 创 作 的 充 实 。
通过歌曲、音乐
剧 、 广 播 剧 、 小
说、电影电视等形
式，多维度地挖掘
井 头 山 遗 址 的 文 化
内涵与基因密码，通
过文艺创作形式进行
全方位展示。

历 史 文 化 也 有 发
展维度，历史不是一成
不变的。井头山遗址入
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为我们的城
市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与活力，是宁波作为海
上丝绸之路枢纽港的历
史佐证，也是未来宁波
城市文化品牌发展的新
起点。

（作者系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教授，传媒与法学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井头山，城市文化品牌发展新起点

2020年8月8日，专家们考察井头山遗址。 （周建平 摄）

去年 5月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
成果发布时，冯骥才先生第一时间
向家乡的朋友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欣
喜。

记者 崔小明

“我们 4 月 9 日在国家大剧院首
演的大型交响乐 《宁波组曲》 中，
其中一段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河姆
渡祭祀时的犴舞表演。听到宁波井
头山遗址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的消息，作为一个宁波
人，我感到由衷的骄傲。”

昨天晚上 9 时 30 分，刚刚结束
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中央音乐学院
院长、宁波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俞峰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俞峰说，井头山考古发掘十分
有价值，它不仅把宁波的历史向前
推进了 1000 年，还在溯源海洋文
明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宁波历史、中国文化如此源
远流长，我们为自己的祖先感到骄
傲，为我们的文化感到更加自信。
追古是为了抚今，宁波交响乐团成

立以来，一直在探索用音乐的方式
讲好宁波故事。这次我们请中央
音乐学院作曲家贾国平创作的交
响乐 《宁波组曲》，除了从河姆渡
先 民 祭 祀 时 的 犴 舞 中 获 取 灵 感 ，
还 吸 收 了 宁 波 马 灯 调 的 音 乐 元
素，借鉴了地方戏曲的旋律。”俞
峰告诉记者。

俞峰说：“当我在指挥家乡的
乐团演奏家乡的交响乐时，觉得特
别自豪。”俞峰还表示，如果有时
间，他愿意和宁波交响乐团的团员
们一起去井头山遗址采风，相信看
过现场以后，会有更多的灵感，有
助于大家更好地演奏 《宁波组曲》
和其他交响乐作品。

同时，他更期待有朝一日，我
们宁波交响乐团能够创作出更加宏
大、辽阔的“井头山交响乐”，到
世界各地去演出，让全世界了解我
们宁波、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期待用交响乐
来讲述井头山的故事

井
头
山
遗
址
出
土
文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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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