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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静雅 顾嘉懿
陈晓旻）有8000年历史的井头山遗
址是中国沿海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埋
藏最深的贝丘遗址，也是迄今发现的
中华海洋文明最古老的见证，有世界
文化遗产价值……昨天在宁波举行
的“井头山、河姆渡与海洋文明”研讨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地质与
地球物理学家金翔龙等专家高度评
价井头山遗址的价值。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
镇，发现于2013年。去年10月，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
任孙国平带队开始对遗址进行发掘，

目前发掘工作刚刚结束。考古队员
在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海生贝壳，因而
认定其是贝丘遗址。贝壳中还夹杂
着各式各样的陶器、木器和骨器，其
中有中国史前考古中首次发现用于
安装石锛的“7”字形带槽木柄、中国
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碗等珍品，还
发现了人工种植水稻的遗存。经检
测，井头山遗址距今约8000年，这将
宁波人文起源历史由河姆渡时代的
7000年往前推了1000年。

“井头山遗址发掘前，中国沿海
发现的上百处贝丘遗址都在6000年
以内，且未发现过人工种植水稻的遗

迹。”在孙国平看来，从产业方式和文
化面貌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
类型以海洋文化为核心，加上井头山
遗址约8000年的历史，可以确定它
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海洋文明最古老
的见证。对此，金翔龙表示认可。他
认为，井头山遗址处于四明山和四明
余脉间的小峡口，8000年前是港湾，
适合人类居住，后来可能海平面上升
了，人类迁到了别处。

“井头山人向海而生，对井头山
遗址有必要从世界文化遗产角度去
认识和解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执委、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

长姜波认为，井头山遗址考古实质上
是海岸线考古，对研究全球气候变化、
海平面升降等有重要意义，这也使井
头山遗址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他
建议，若要将井头山建设成考古遗址
公园，可借鉴澳大利亚2019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布
吉必姆文化景观，其与井头山遗址非
常相似。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刘曙光建议，
宁波可以从先民利用海洋、开发海洋
进而形成如今宁波城市海洋文化基因
的角度，对井头山遗址进行研究，将它
朝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向推进。

昨日一场研讨会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

井头山遗址是中华海洋文明最古老的见证
它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

重量级专家聚焦余姚井头山遗址
对现场的每件遗物都很感兴趣，不时拿出手机拍照片

▶专家参观井头山发掘现场。

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
学家、中国海底科学奠基人之一金翔龙，国家文物
局原副局长刘曙光，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执委姜波，以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
斌、方向明、孙国平等专家齐聚余姚井头山。

今年 5 月 30 日，余姚井头山遗址公布考古发
掘成果。作为中国沿海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埋藏
最深的贝丘遗址，距今 8000 年的井头山立时万众
瞩目。

两个月来，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主
持下，本期考古发掘收尾工作基本完成。随着更
多文物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井头山遗址考古领
队孙国平提出，井头山遗址代表的沿海新石器时
代文化类型是中国海洋文化最主要的源头。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对现场
每件遗物都很感兴趣，不时拿出手
机拍照片。“每一件都在启示我们远
古时代老祖宗怎么生活。”金翔龙在
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发掘现场
和出土遗物看，井头山遗址更接近
海洋文化。“地理上看，这个位置正
好处于四明山和四明余脉之间的小
峡口，应该是个古老的港湾，有适合
人类居住的自然条件。附近有河姆
渡遗址、田螺山遗址等环绕聚集，这
不是偶然。”

金翔龙表示，“作为有着8000年
历史的史前人类遗址，井头山可以说
是中国海洋文明的源头之一。后来
可能随着海平面上升而淹没。住在
这里的人类迁到了附近别的地方。”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执委姜波
表示，井头山遗址是一次重要发现，

中国沿海存在大量的贝丘遗址，以
往国内考古界比较少关注，但在世
界上，面向海洋存在、“滨海而居的
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类似研究
比较突出。

“众所周知，宁波在宋元时期是
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现在
我们在先民身上找到了基因。沿海
人民经略海洋的勇气在井头山时期
已有发源，这个发现很重要。”姜波
说，而从遗址价值判断，井头山有很
好、很完整的地层堆积，不仅有巨量
贝壳、鹿角，还有水稻、坚果、陶器、
石器、船桨等，说明井头山人拥有渔
业、采集、狩猎、种植等多种复合经
济。“尤其是船桨，这是沿海先民向
海而生的重要工具。说明他们已经
拥有航海能力，会跨岛迁徙。船桨

上固定的榫卯结构，可能正好嵌入
船舷，说明当时人类也已掌握先进
的造船技术。”其中一块木构件还发
现有大漆痕迹，可能是为了防水防
漏设计。

“这次发现，可以说是国内遗址
第一次向我们展示海洋的文化之
源。”姜波表示，同步出土还有丰富陶
器，工艺相对复杂、种类也多，说明井
头山人的定居也不是初级阶段了。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教授赵辉已
是第二次来到井头山，他认为，对井
头山遗址及其出土物的研究需要时
间。这次来，他饶有兴致地捡起一个
贝壳。“你看这这贝壳上的纹路，疏密
有别，密的地方说明当时水温低、生
长慢，疏则反之。”赵辉说，别看一个
小贝壳，可以反映当时的气候变化。

还有海滩上的灰坑、食物储藏
坑、密集贝壳堆积上面局部的烧土
堆、树根以及器物加工、食物处理场
所等，也引起赵辉的兴趣。“先民不
仅仅会利用海洋资源，还依靠陆地
上的植物采集，橡子、麻栎果这样的
食物只有在海边浸泡一段时间，泡
软了脱壳磨粉才可以吃。”赵辉说，
基坑里的食物储藏坑看似随意，其
实都有道理。

“井头山遗址让我们得以复原
8000 年前人类在特殊环境下的生
产、生活，再看河姆渡，能发现滨海地
区人类生活有个明显的发展过程。”
赵辉说，河姆渡时期纹饰的变化及其
丰富性比井头山人又有一个跨越，

“它让我们看到人的进步、社会的复
杂进程”。

记者 顾嘉懿 陈晓旻/文 杨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