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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最后，刘曙光总结说：
“井头山遗址年代之久、标本之多、
文化面貌之丰富多彩，完全有可能
拿到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它为我
们研究海洋文化起源提供了非常珍
贵的一手资料。”

他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
海洋学科展开，也可以从世界文化
遗产角度进行，这对于丰富国际社
会考古学交流，包括宁波对外宣传
都是很有启发性的想法。与此同

时，综合研究中争取要让人文、地
理、自然、古今互相照应，让一个井
头山能撬动一个更大的研究体系。
刘曙光说：“赵辉教授提到史前研究
的宁波特色，对后来宁波城市文化
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这就是
城市基因，井头山虽是一个8000年
前考古成果，却可以同宁波文化根
源、脉络联系起来，而且这种连接是
有机的、生动的。”

记者 顾嘉懿 陈晓旻

“完全有可能拿到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井头山、河姆渡与海洋文明”研讨会昨举行

“从世界遗产角度认识井头山”
昨天下午，主题为“井头山、河姆渡与海洋文明”的研讨会在宁波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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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等专家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井头山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华海洋文明最古老的见证，这一遗址的发现，在中
国考古学史和文化遗产体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助于学界和考古界深化对中国海洋文明起
源的研究，为探索中国海洋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昨天上午，在井头山遗址发掘现
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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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翔龙对井头山出土遗物充满兴
趣，仔细观察、不时拿手机记录。

“我本身是搞海洋的，不是考古
人，今天到这里有两件事，一是学
习，二是接头。”研讨会上，金翔龙风
趣地说，“我研究的是现在的海洋环
境，继而往前探索，而考古人做的是
从远古开始，再往后延伸，在宁波，
我们‘接头’了。”

距今约8000年的井头山遗址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海洋文化
遗址，当时的先民已会熟练使用工
具，船桨、木碗、席子等制作工艺相
当成熟。对此，金翔龙认为，“意义
非常重大”，井头山的发现不应该只
停留在考古学意义上，应该、也很有
必要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

“井头山经历的几次海平面升

降，出土遗物中包含大量信息。我们
可以把某些物质拿出来做检测，反推
那个时候的海水温度、环境数据。
这些数据对我们今天研究、应对气
候变化也会很有意义。”金翔龙说。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国家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原主任、研究员刘
曙光对孙国平等井头山考古人的付
出表示极大肯定，他认为“遗址的发
现及取得的关注，可以说偶然中有
必然”。

“作为沿海小聚落，井头山遗址
发掘出的物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刘曙光表示，他基本认可井头山遗
址考古队领队孙国平对“古宁波湾”
的设想，并认为“井头山的发现为探
索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材
料”。他建议有关人员加快材料整
理，注意分类研究，争取得出更多新
的认识。

建议展开多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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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此次是二度来到井头山遗址，依
然感到“震撼”。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将宁波余姚
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年，从目前
情况看，还有可能发现比这更早之
前的。

“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有
希望复原井头山人的生产生活、社
会行为，也可以说找到了河姆渡人
的来源。那么井头山人呢，是不是
也有更早的来源？”赵辉说，“井头山
遗址提示我们，海洋文明的形成是
有过程的。而之后更深入的了解，
需要考古人继续不断孜孜以求。”

研讨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长刘斌、副所长方向明等专
家也做了交流发言。“井头山遗址从
2013年发现，到现在取得初步成
果，经历了很长的艰难过程。遗址
信息量很大，但接下来怎么保护、怎
么利用需要进一步考虑，我们希望
能让它成为展示海洋文化的窗口。”

“对于研究东南沿海史前文明，
井头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古迹遗
址。希望井头山能够像良渚一样，
一代一代做下去。”浙江省文物局郑
建华副局长表示，目前在浙江，已经
有3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宁波和
余姚也有意愿申报打造井头山遗址
公园。“我希望未来井头山遗址能有
更重大的发现，为它走向更广阔的
空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希望“一代一代做下去”

“我觉得，井头山遗址有必要从
世界遗产角度去认识和解读。”研讨
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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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姜波从另一个
角度进行分析。

“这是一个突出的考古成果，是
海岸线考古的重要发现。”姜波说，
世界范围内，气候变化、海平面升
降、海岸线变迁均为重要议题，从
海洋考古和海洋史角度分析井头
山“咸水环境的生态经济性”、海洋
鱼类、航海技术及其与南岛语族的
联系，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
喜。

“古往今来，宁波是举足轻重的
海洋港口城市，现在看来，宁波人利
用海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8000年
前。”姜波说，“按照世界各地海岸线
考古的经验，此类族群必然走向海
洋贸易、族群迁徙，对应宁波的‘书
藏古今、港通天下’，井头山遗址的发
现揭示了其中更深刻的历史基因和

文化传统。”
姜波认为，井头山若要建设考

古遗址公园，在国际上有许多经验
可以借鉴。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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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井
头山非常相像，而印度尼西亚、牙买
加、埃及及地中海沿岸的类似遗址
保护也能为井头山提供经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国
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主任，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研究员柴晓明同样就遗址保护提出
建议。

“很高兴，终于有人从考古角度
讨论海洋文明。这是一个重大课
题，视角很好，井头山的讨论将是一
个非常好的开头。”柴晓明说，在井
头山建遗址公园是合适的，地理上
看，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几乎连
成一片，又离现在的城市中心区不
远，“从其价值、知名度和可能吸引
的人流量估计，打造考古遗址公园
的可行性很高”。

从世界遗产角度认识井头山

研讨会现场。记者 周子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