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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牡蛎、毛蚶、蛤蜊、蛏子、
海丁螺、蚝……”在遗址边搭建的临
时小屋里，琳琅满目的“海产品”让
人感觉来到了海鲜市场。省考古所
发掘人员王永磊讲解说，井头山遗
址作为史前贝丘遗址，出土物的第
一大类便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
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包括胶
结牡蛎壳的粗砾石块。

5月30日，浙江省考古界发布重
磅消息。历经半年多的考古发掘，
余姚井头山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成
果。据多家单位碳十四测定，井头
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8300年
之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多年，是
宁绍平原史前考古年代学上的一个
重大突破。井头山遗址也是中国沿
海地区乃至全世界迄今发现年代最
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及其与跨湖
桥文化关系有重大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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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年前的

海鲜盛宴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各种“海产品”。

展板显示井头山与田螺山的位置关系。

考古出土的考古出土的““海产品海产品””。。考古出土的各种工具。

考古出土的骨木类遗存。

考古出土的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