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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榭史前制盐遗址位于大榭岛北部盆地内侧涂毛洞山
脚下，海拔2.5~3.5米，其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向海。
2015年9至12月，为配合地方经济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先期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初步探明
遗址保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
在遗址约一半核心区面积得以原址保护的前提下，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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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研机构，对其实施了总面
积7000平方米的一期、二期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目前我
国最早的史前时期海盐业遗存，也为浙东地区史前文化序
列与人海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角，并因此于2016
年、2017年两度荣获“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6个终评项目公布

大榭史前制盐遗址入围
9000年前已形成海岛 4000多年前先民掌握制盐技术

2017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入围终评项目名单
（以时代早晚为序）

1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2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
3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4 湖南泸溪下湾遗址
5 福建明溪南山遗址
6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7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8 浙江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
9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宫城及门址
10 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
11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
12 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
13 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墓地
14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15 河北行唐故郡遗址
16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17 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
18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19 辽宁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
20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21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22 河北崇礼金代太子城遗址
23 重庆奉节南宋白帝城遗址
24 浙江绍兴兰若寺墓地
25 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
26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记者昨日从国家文
物局官网获悉，2017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
评结果揭晓，包括我市大
榭史前制盐遗址在内的
26项发现入围终评项目。

专家认为，大榭史前
制盐遗址是目前国内发
现最早的制海盐的遗址，
制盐灶等工具的出土显
示，4000 多年前的制盐
工艺与传承至今的土法
制盐如出一辙。

据悉，2017 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会将于4月 9至 11日在
北京召开。

大榭史前制盐遗址的资料整理工作在发掘期间便已启动，野外工作结束后正
在抓紧整理。2018年将先期发表遗址一期考古发掘简报及多篇研究论文；计划
于2019年发表遗址二期考古发掘简报；争取2020年出版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全
面公布遗址所有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

据悉，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计划于今年5月初联合相关单位在大榭岛举办
“大榭遗址考古成果展”，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记者 陈爱红

大榭史前制盐遗址系在浙东海岛之上首次进行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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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其二期遗存中发现了相当于钱
山漾文化时期的海盐业遗存，这可以说是大榭遗址发掘最
重要的收获。经综合研究和多轮专家论证，一致认为其重
要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二期遗存中首次发现了我国沿海地区制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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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发现与发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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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等课题提供了实证。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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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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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第三，遗址位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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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特质等课题都具
有重要的借鉴和参
考价值。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等开展多学科合
作与科技考古研究，得知大榭岛约在距今9000年前已成
为一座海岛，当时的榭西低地应与东海连为一体，并和榭
北盆地连通，构成较典型的海湾环境；后随着海平面趋于
稳定，榭北盆地与榭西低地均逐渐转变为淤泥质滩涂；大

约距今6000年前，榭北盆地靠近山麓的狭窄地带成为滨
海微咸水沼泽环境；大约距今4900年前成为淡水环境，此
时榭西低地和榭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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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其中西侧潮沟系统
可直达大榭遗址附近。

大榭制盐遗址文化堆积由早及晚分别为史前、东周和
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时期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
山漾文化时期，这部分是遗址的主体部分。在遗址二期的
遗存中，发现有制盐灶27座、灰坑5个、陶片堆2处、制盐
废弃物堆18处。聚落（生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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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4000平方米。遗址中的盐灶结构分为两种，一种为单
一型，发现4座，仅有一个灶坑；另一种为复合型，发现23
座，灶坑内排列多个灶眼，最多者达到7个。

在遗存土台填土中发现有较多的白色小颗粒结核，其
中含有大量碳酸钙，经氧同位素分析，其析出温度大约在
37℃，可能是日晒提浓卤水过程中析出后的碳酸钙沉积而
成；出土陶盆残块上的碳酸钙粉末也经历过较高的温度，

说明陶盆曾经过某种形式的加热。综合科技检测成果，结
合相关遗迹遗物，并经多轮专家论证，认为它们均与古人
制盐活动有关，且在制盐过程中有日晒提浓和加热卤水的
步骤。

遗址中出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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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器型有鼎、豆、
罐、盆、盘等；制盐陶器数量较多，其中陶缸均为夹砂质地，
大口、下腹斜收、圆底；陶盆则有夹植物和贝壳碎屑两种，
均为大敞口、浅斜腹、大平底，器胎较厚，火候低。经对盐
灶附近和制盐废弃物堆中采集的炭屑样品进行碳十四测
年，可知其年代在公元前2400-2100年间。发现的石器
数量较少，主要是斧、锛、镞、刀等；还发现1件锥形玉器。

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

4000多年前先民已掌握制盐技术

9000年前大榭已成为一座海岛

考古发现具有三方面重要价值

后期研究与保护展示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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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榭史前制盐遗址航拍图。 遗址二期盐灶单体平面。

遗址中出土的器物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