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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孙国平在井头山考古发掘时，宁波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了一位年轻的考古专家参
与考古发掘。他扎实的基本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深得孙国平的赏识。他叫梅术文，出生于 1987
年，身高 1.79 米，阳光帅气，一表人才，博士毕业
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2015 年，他来到宁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现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下同）从事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梅术文从小喜欢历史，大学虽然学中文，但
他最爱看的还是历史书。史海畅游让他对历史产
生了特别的情愫，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果断选择了
考古学专业，一路读到博士毕业。

“历史书看多了之后，我总在思索，文字记载
的一定都是历史真实吗？”梅术文找不到答案，但
他认为，没有文字记载时期留下来的实物材料总
不会是假的。

于是，他迷上了史前考古，希望从这里走进
历史的真实。博士毕业后，梅术文曾面临很多选
择，可以到高校当老师，也可以进博物馆搞研究，
可他偏偏选择了最辛苦的考古工作。

“史前有那么多谜团待解，从事这项工作多
有意义啊！”梅术文说。

在选择单位时，梅术文也有很多省级平台可
以挑，但最后选择了宁波。“这里是史前考古重
镇，探索海洋文化的起源，有很多事情值得去
做。”

很幸运，梅术文参与的第一个考古项目就与
海洋文化有关。经批准，2016 年 4 月起，宁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了众多科研机构，对大榭遗址
进行发掘。梅术文跟着所里的项目负责人雷少参
加发掘工作。

经过小半年的努力，发现史前至宋元时期各
种遗迹 50 余处，出土了陶、瓷、铜、石、玉质遗物
200 余件。

到了 8 月，第一期考古眼看接近尾声，不料

好戏却在后头。梅术文和雷少在发掘时发现了一堆
坍塌的烧土，他们觉得很特别，小心翼翼地用小手
铲一点一点地将烧土剥去，整整花了一周时间。当
这堆烧土被全部剥离后，地面露出了很多成组又排
列有序的烧土坑。

这是怎样的一个灶？为什么有这么多火眼？
梅术文心里充满了疑团。他同时发现，这个灶

周围散落有数量较多的柱状烧土支脚、石质支脚以
及陶盘等。

后来，经过多学科交叉研究，确认是我国最早
的海盐业遗存。也就是说，在 4000 年前，我们的祖
先就学会了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能进行专业
化程度高、有一定规模的海盐生产。

这一发现，完全改变了大榭遗址的考古定位和
历史价值。2016 年、2017 年，大榭遗址两度入选“浙
江考古重要发现”。2022 年 6 月，大榭史前制盐遗址
被评为“新时代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年轻考古人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
2019 年开始，梅术文跟着孙国平老师在井头

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他参与时间最长和付出
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

“这里有一群有情怀的考古人，孙国平老师平
和的处世心态影响着我们每位队员。”梅术文说，接

下来井头山遗址还会进行二期发掘，希望剖开层层
淤泥后，“让 8000 年前的海岸故乡一步一步‘照进
现实’”。

在先后参与了大榭遗址和井头山遗址考古发
掘后，梅术文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2020 年，梅术文配合省考古所王永磊老师主
持了施岙古稻田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面
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这种
大规模稻田起源可能早至 6500 年前，并一直延续
发展。这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为全面深入研究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提供
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让他更为高兴的是，遗址中发现了一艘宁波地
区最早的独木舟。这也是继萧山跨湖桥、余杭茅山
遗址独木舟之后浙江发现的第三艘史前独木舟。

独木舟是史前海洋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梅
术文常常陷入沉思：这艘船从哪里来，是井头山、河
姆渡的先民漂洋过海划过来的吗？这艘船又驶向哪
里去？经过几千年的技术进步，如何从一艘拙朴小
船成为今天的巍巍巨轮？海洋文化有太多的秘密需
要破解。

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年轻考古人付出巨大的努
力和牺牲换来的。

“参加工作之前就知道从事考古工作很难顾
家，原本以为宁波方圆就百把公里，即使在野外工
地也能当天回家，没想到事与愿违。”

“实在太忙了，一个人要顾及好几个考古工地，
一周有两天回家就不错了。”

梅术文和妻子读大学时相识相恋，读博士时，
妻子到吉林一边工作一边陪读。博士毕业后，妻子
辞掉了吉林的工作，跟着他来到宁波。原本，他想要
给妻子一个安稳的家，但现在两个孩子和家里的老
人都要妻子照顾。

“特别愧疚的是，妻子早产生二孩的时候，我正
在渔山列岛水下考古，当时遇到风浪无法赶回。到
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 3 天了，所幸母子平安。”
说起这段往事，梅术文眼圈有点红。

梅术文说，人活着，总得有个追求。参加工作 8
年来，他先后发表了 20 多篇论文，有的刊登在国家
级刊物《考古》杂志上。

多年的田野调查和野外考古让梅术文华发早
生，才 30 多岁，浓密的黑发里已经夹杂着丝丝白发，
看上去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苍老。

“选择考古职业的人有些‘轴’，如果不是喜欢，
坚持不了很长时间。”梅术文说，宁波市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院像他这样的考古“博士哥”有好几个。

林士民、孙国平、梅术文只是几代宁波考古人
的代表，像他们一样寻觅于旷野和废墟中，沉浸于
与古文明对话的考古工作者还有许许多多。正是靠
着他们的接续奋斗，一个个拥有丰富海洋文化属性
的遗址被发现，引领我们走向“最初的家园”：那里
万物有灵，面朝大海，风吹稻浪，舟行河海，一派饭
稻羮鱼的江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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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大海啊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漂流四方……

在宁波市海曙区天一家园的一幢房子里，
有一位老人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 《大海啊故
乡》 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今年是河姆渡
文化发现 50 周年，各种报道经常在眼前闪现，
老人沉寂已久的记忆不时被唤起。

这位老人叫林士民，今年 89 岁高龄，他两
次参加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是宁波探索海洋
文化起源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也是宁波文博领
域唯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当笔者问起 50 年前那场“当惊世界殊”的
考古发掘时，老人沉寂半晌，目光移向窗外，
顺着时光隧道，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

那是 1973 年 7 月的一天，烈日炎炎，一丝
风都没有，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路旁
的杨柳低垂着头，没有一点精神。

“那天我正陪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
专家王士伦在保国寺考察，商讨保国寺大殿的
维修方案。”林士民回忆。这座长江以南最古
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掩映在青山翠
林中，早在 1961 年 3 月，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是宁波人最
值得骄傲的“国宝”。

外面热似蒸笼，保国寺里却凉爽宜人。林
士民一行一边欣赏着精妙绝伦的建筑工艺，一
边研究保护措施。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
起，“余姚发现了大量骨器、陶器，浙江省文
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请你们去看看。”

林士民当年 39 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和考
古工作已经 10 多年了，是宁波这一领域为数不
多的专家。史前生产工具在北方地区的遗址发
掘中偶有出现，地处东海之滨的宁绍地区，除
了低山丘陵之外，大多是地势低洼、淤泥深厚
的地形环境，史前考古一直是空白。大家普遍
认为，数千年前古人不会选在这里生活。林士
民对出现“大量骨器”将信将疑。

但林士民也不敢怠慢，一行人当即辗转赶
到现场。眼前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满地狼藉的
田野，动物的骨头、骨器、残木、草绳散落在淤
泥中，田埂上还有数不清的陶片，特别是几米深
的基坑里，成堆成堆的稻谷金灿灿的，颖壳上的
稃 毛 及 谷 芒 清 晰 可 见 。“ 我 不 敢 相 信 自 己 的 眼
睛，其他地方的遗址中找到一两粒碳化的稻谷，
就会当宝贝一样。”林士民说起当时的情景，眉
飞色舞。随后，一批一批的专家从北京赶来、从
杭州赶来，一轮一轮地分析、论证⋯⋯最后对出
土样品进行碳 14 测年，结果表明河姆渡遗址距
今约 7000 年。

“1973 年和 1977 年两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
工作我都参与其中，第一次发掘面积只有五六

百 平 方 米 ， 第 二 次 发 掘 面 积 2000 余 平 方 米 。”
耄耋之年的林士民虽然听力有些退化，但记忆
力好得惊人，很多数字脱口而出。

河姆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规模最
大、意义最大的考古发现，轰动世界，彻底改
变了中华文明单一起源论的传统观念。自此大
家公认，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
起源地。

“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自豪、最幸福的
事情！”林士民说。

河姆渡文化写进了教科书，林士民感到很
骄傲。但他有时候会看着河姆渡出土的金枪鱼
的骨头沉思，有时候会看着河姆渡出土的船桨
发呆。“我一直认为，河姆渡不应该只是农耕
社会的文化符号，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水网密
布，通江达海，距离海岸线只有约 40 公里。”

此后，林士民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河姆
渡海洋文化属性的研究上。

林士民认为，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就有了
漂洋过海的实践，掌握了海洋捕捞的技能。动
物考古专家研究发现，河姆渡出土的 61 种动物
残骸中，水生动物达 19 种，显著可分的龟类个
体有 1570 个。遗址中许多煮食用的陶釜中残留
着龟、鳖、蚌、鱼等动物遗骸，其中有一个陶
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有些
地层里龟甲壳成堆，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了许
多鱼骨，这充分证明了当时河姆渡先民渔猎活
动非常频繁，捕鱼业十分发达。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 8 支木质船桨，也
采集到一件陶舟的模型，它正是河姆渡人制作
独木舟的缩影。”林士民说。

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鲸脊椎骨和鲨鱼牙
齿。这两种海洋庞然大物究竟是河姆渡人的战
利品，还是随海潮出没搁浅于海滩而为河姆渡
人所获？有待考证。但这让人们对河姆渡人是
否已拥有帆船，产生了无限遐想。

“中国有 1.8 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宁波
地处大陆海岸线的中间位置，紧贴北纬 30 度。
这里温暖湿润，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非
常适合人类繁衍。河姆渡会是中国海洋文化的
发源地吗？”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林士民
一时无法破解远古之谜。不过，他将探索宁波
海洋文化起源作为终身追求。

7000 年前河姆渡人使用的古朴陶片让他获
得灵感，他决定从陶瓷器研究入手。

“陶瓷器千年不腐，万年不烂，通过陶瓷
器研究，可以判断历史年代，反映某一历史时
期生产关系、经济面貌、科技水平。”林士民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持了宁波古城遗址、市舶
司遗址、码头遗址等考古工作，发掘了丰富多
彩的古瓷，先后发表了近 50 篇关于越窑青瓷的
发 掘 报 告 和 研 究 论 文 。 1998 年 ， 他 出 版 了 35
万字的专著 《青瓷与越窑》。

宁 波 市 文 化 遗 产 管 理 研 究 院 院 长 林 国 聪

说，林士民先生对宁波海洋文化溯源的突出贡
献是，以大量的第一手考古资料为基础，通过
与周边诸国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很早就提出
宁波港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这
一论断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研究机构的广泛认同，并多次邀请
他前去讲学授课。

林士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中。
在女儿林浩的记忆里，父亲从没去过公园，也
不看电视，甚至连电视机都不知道怎么开。三
个小孩的养育重担都压在夫人鲍金琏身上。鲍
金琏回忆说，有一次她出门去买菜，叮嘱林士
民锅里在焖红烧肉，让他 20 分钟后把灶火关
掉。她不放心，还把设置好的闹钟放他边上。
过了约一个小时她回到家，在门口就闻到一股
煳味。她赶紧跑去看，果然是厨房的火没关，
好好的一锅肉全烧焦了。就在隔壁书房奋笔疾
书的林士民却一点没察觉。

林士民还是宁波最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
专家之一。早在 1981 年，他参与组织了宁波港
海 外 交 通 史 学 术 研 讨 会 ， 这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 第 一 次 举 办 宁 波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研 讨 会 。
1990 年，林士民出版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
海港——明州》 一书。此后，他探源海洋文化
的脚步没有停止，先后发表了 50 多篇关于海上
丝 绸 之 路 的 文 章 。 2002 年 ， 他 的 又 一 部 专 著

《万里丝路——宁 波 与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出 版 。
他 的 不 少 文 章 被 译 成 日 文 、 英 文 、 韩 文 等 。
1995 年，他获得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
奖章，2001 年获评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林士民希望通过考古人的努力，溯源海洋
文化的发展脉络，找到宁波人向海而生的遗传
密码。

林士民的愿望得到了宁波考古人的呼应。

（一）
1978 年，河姆渡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后，考古

机构在余姚龙泉山组织了一场考古成果展。轰动
性的新闻吸引了大量余姚及周边地区的人们前去
参观，其中一支队伍是来自慈溪市天元中心小学
的学生。100 多个孩子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大多
数人主要看个热闹，并不懂得这些坛坛罐罐和残
木碎骨的历史价值。但其中一个性格有点腼腆、
个子不高的男孩子踮着脚、伸着脖子看得格外
专注，一双机灵的眼睛似乎要看穿 7000 年的历
史。

他叫孙国平，慈溪人，当年 13 岁，读小学
五年级。他不会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与这次普
通的参观产生神奇的链接。

1984 年，凭着勤奋和努力，孙国平以慈溪
市高考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他跟着名冠全
国的老师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在浩瀚史海中
尽情遨游。未名湖畔留下了他晨读的身影，博
雅塔下见证了他的苦苦求索。四年苦读，一朝
圆满。

1988 年，孙国平毕业了，他本来可以留在
北京，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他选择回到浙江从
事考古工作。“野外考古调查是公认的苦活累活，
长期待在荒郊野外，抛家舍业，很多人不愿意
干。”“当时全班 24个人，现在还在从事考古工作
的只有两个人。”孙国平回忆当初的选择，脸色平
静。从他深邃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丝毫的悔意。

孙国平被分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
从事史前考古研究。1988 年，河姆渡文化的研
究工作已持续了 10 多年，丰硕的成果像高山一样
难以超越。1988 年下半年，孙国平参加了河姆渡
文化晚期遗址——慈湖遗址的发掘，认识了前去
考察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林士民，便虚
心向他请教。林士民很欣赏这个年轻聪慧的小伙
子。

“小孙啊，你年纪轻，学历高，功底扎实，大有
前途！”

“我要向林老师学习，您参与挖掘的河姆渡遗
址太了不起了。”

“河姆渡还有另外的研究没有深入，等你们年

轻一代去发现。”
“您是指⋯⋯”
“河姆渡不仅出土了水稻，还有很多海洋鱼类

的骨头，河姆渡人的海洋活动，还没有人关注。”
孙国平若有所思。
他的目光越过了辽阔的平原田野和连绵起伏

的山脉，投向了深蓝壮美的大海。
寻找河姆渡人的祖先，寻找中华海洋文化源

头的历史责任落到孙国平身上。
之后，他活跃于浙江各地的史前考古现场，

一铲一铲地搜寻海洋文化的遗迹。
2001 年底，余姚市三七市镇一个工厂在打

井时，钻出了很多陶片和骨器。田螺山遗址就此
横空出世。这是距离河姆渡遗址发掘近 30 年后
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此时孙国平
从事史前考古工作已 15 年了，积累了丰富的工
作经验。孙国平主持了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工作。

2002 年 11 月，位于杭州萧山的跨湖桥遗址
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独木舟标本经碳 14 测
年，确定在大约 8000 年前。这是当时发现的国内
最早的独木舟遗迹。

宁波史前的独木舟在哪里？田螺山会有吗？
田螺山遗址距离河姆渡遗址仅 7 公里，更靠

近海岸线。孙国平充满期待。2004 年至 2014 年，孙
国平主持对田螺山遗址进行了 5 次考古发掘，揭
露总面积 1800 平方米。

让孙国平高兴的是，发掘出大量海洋聚落属
性的器物，比如鲨鱼、鮸鱼、金枪鱼、石斑鱼等海鱼
骨头及 30 多件木桨，还有一处独木舟加工场遗
迹。有些遗憾的是，虽然出土了一件独木舟模型
器，但没有发掘出独木舟。

“不过，从这件独木舟模型看，比跨湖桥的独
木舟造型更科学，尖头方尾，V 字形船头底部，很
有可能是航海工具。”孙国平判断。

孙国平还在孜孜以求，一等就是 10 年。机遇
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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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得让人眼
晕。

王家兄弟走近一看，原来，大雨冲刷之后，裸
露着一堆堆似曾相识又难得一见的贝壳和动物碎
骨头。他们兄弟二人很热心地捡拾了一包贝壳等
杂物，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到了正在田螺山负责考
古发掘的孙国平他们手里。又一个惊天动地的遗
址被孙国平敏锐地捕捉到了。

往事历历在目。孙国平说：“当时仅凭肉眼判
断，我就知道这些陶片是八九千年前的，这不足为
奇。但陶片和贝壳混在一起出土，不仅河姆渡遗
址和田螺山遗址没有，整个长三角地区都没发现
过。”

孙国平认为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遗址”，
梦想中的情景出现在眼前。经初步勘探，孙国平更
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要求进行考古发掘。但在论证
阶段，很多专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万一不是原生遗址，而是别的地方冲刷过来
形成的二次堆积呢？”

“场地是企业主的，地块问题怎么解决？”
“发掘经费从哪来？”
“它的意义能超越河姆渡吗？”
⋯⋯
否定、质疑，雪花般飘来。
孙国平温文尔雅，为人随和，从没见他和谁红

过脸。但只要是认准的事情，他敢于坚持，决不退
缩。他和专家、领导进行了反复沟通。很快，反对的
意见越来越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和浙
江省文物局同意发掘井头山遗址。

接下来，另一个难题摆在他面前，这块地是余
姚当地企业主李世龙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前后
花了 10 余年时间，终于连成一片。李世龙正与德

国商人谈合作，准备在这里建厂房。最初，李世龙
抵触情绪很大，经常给上门做工作的孙国平吃闭
门羹、甩脸色。但孙国平不羞不恼、不急不躁，始终
送上笑脸，软言好语劝慰。李世龙最终同意让出这
块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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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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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文物能被安全运送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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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掘出一个大面积的浅基坑，迅速在坑的
四周用钢板像插篱笆一样固定住，防止滑坡。

从 2013 年发现遗址到 2019 年 9 月正式发掘，
孙国平整整花了 6 年时间准备。

“如果不是孙老师的坚持，井头山遗址不可能
得到发掘。”这是井头山考古队所有队员的“共
识”。

在井头山之前，全国发现了 300 多个贝丘遗
址，大多距今四五千年。8000 年前的贝丘遗址
不但是中国最早，而且是世界最早的贝丘遗址之
一。

时任浙江省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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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约
8000 年前海平面高度的直接证据，在研究海洋与
环境变化方面有重要意义。

数百件出土遗物充分证明，早期的沿海聚落，
源远流长，中国海洋文化的源头在宁波。

井头山遗址入选了“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林士民获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孙国平
打去电话，激动地说：“小孙啊，你干得太好了，你
帮我圆了梦，此生无憾了。”

孙国平当时正在井头山发掘工地，接到老人

家的电话，他蹲下身去，抚触着脚下的土地，心潮澎
湃，感慨万千。

30 多年光阴如白驹过隙，曾经满头乌发的小伙
子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多年的艰辛努力收获了累累硕果，孙国平发表
了数十篇、上百万字的学术论文，无可辩驳地确立了
自己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一生许“古”，初心不改。这些天，工作之余，孙国
平在余姚市三七市镇各个楼盘看房子，他准备卖掉
杭州的那套旧房子，在这里安个家。“有个楼盘蛮不
错，在井头山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之间，叫‘桃李春
风’，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孙国平乐呵呵地说，“青山
不老，绿水长流。漂泊一生，总要叶落归根。我的余生
将与井头山、田螺山为伴。”

8000 年前的海岸故乡还珍藏着数不清的秘密。
孙国平说：“揭开更多的谜底，恐怕要交到下一代考
古人的手中！”

（二）

撰文 崔小明 黄银凤

搬迁前的渡头村搬迁前的渡头村 河姆渡发掘工作场景河姆渡发掘工作场景

孙国平在井头山考古工地清理用芦苇秆编
织的脆弱鱼罩 （陈斌荣 摄）

林士民 （右） 在河姆渡考古现场
（受访者供图）

梅术文在井头山遗址（一期）发掘现场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考古人员进行贝壳种类观察鉴定考古人员进行贝壳种类观察鉴定 （（陈斌荣陈斌荣 摄摄）） 鸟瞰井头山遗址鸟瞰井头山遗址 （（一期一期））（（陈斌荣陈斌荣 摄摄））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螺哨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螺哨 （（陈斌荣陈斌荣 摄摄）） 考古人员在做动物骨骼鉴定考古人员在做动物骨骼鉴定，，前面最大那块是圣水牛头骨前面最大那块是圣水牛头骨（（陈斌荣陈斌荣 摄摄））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木器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木器 （（陈斌荣陈斌荣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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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分析出土遗迹现场分析出土遗迹 19931993年年55月月1212日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供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