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2020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在绍兴揭晓。在全省10个入选项目中，宁波成功入选5个，按遗址主体年代先后分别
为：余姚井头山遗址、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宁波镇海九龙湖应家遗址、宁波江北慈城东门村遗址、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

该评选也被称为“浙江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代表年度省内考古最高荣誉。
2020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活动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考古学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杭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协办，经过一天半的精彩汇报与无
记名投票正式出炉。

入选该评选的还包括衢州孟姜村古墓葬、临安衣锦城遗址、绍兴宋六陵二号陵园遗址、永嘉马鞍山元代龙泉窑遗址、绍兴
王阳明新建伯府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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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至 12月，为配合
余姚市梨洲街道花园新村1-6号
地块的出让建设，宁波市文化遗产
管理研究院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
管理所、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多
家单位，对该地块内前期勘探发现
的汉六朝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共发现了河道、临河
护岸、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十余
处。封检、木觚等简牍文书是本次
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对木觚墨书
文字的释读表明，其内容与当时的
民间宗教活动有关。

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的考古发
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
重要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何华军

2020年度“浙江考古奥斯卡”揭晓

10大重要发现宁波占了半壁江山

应家遗址位于宁波市镇海区
九龙湖镇应家村，分布面积约
12000平方米。应家遗址发掘区
古代文化遗存由早至晚可划分为
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商周时期
和春秋战国时期）和历史时期（汉
六朝至明清时期）等三大发展阶
段，其中以青铜时代遗存为主体文
化堆积。

应家遗址青铜时代堆积之丰
厚，保存之完好，出土遗物之精美，
在浙江地区较为罕见。对完善浙江
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推动青铜
时代聚落考古，以及深化越国大后
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余姚井头山遗址

井头山遗址位于宁波余姚三七
市镇，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
2013年发现，总面积约20000平方
米。该遗址发现露天烧火坑、食物
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聚
落遗迹。

井头山遗址是浙江省和长三
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
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
遗址（距今 7800-8300 年），表明
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
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

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
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
区，把余姚和宁波的人文历史轴线
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向前延伸
1000多年。

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

余姚施岙遗址位于余姚三七市
镇相岙村施岙自然村西侧山谷中，
东南距田螺山遗址约400米。经国
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进行了考古
发掘。经过先期钻探，确认此区域
古水田分布范围约8万平方米。本
次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

施岙古稻田的发现，是浙江史
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如此大规模的

“井”字形结构的水田，目前在全国
范围内仅见于浙江地区，起源年代
有可能早至距今6000年以上，突破
了学术界对史前时期水稻田的认
识。古水田与自然淤积层的间隔，
为研究人类生产与环境的变迁提供
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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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北慈城东门村遗址4
东门村遗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

慈城镇东门村旧址，分布面积约
18000平方米。遗址堆积北高南
低，呈缓坡状，深度约2.5-3米。共
清理房址、灰坑、灰沟、灶、烧土堆、
水井、栅栏、柱坑、木桩群等遗迹现
象179处。出土陶、瓷、石、玉、铜、
木、骨器等完整或可修复文物标本
近600件。

东门村遗址出土丰富的广富林
文化和马桥文化遗存，为构建和完
善宁绍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增加了
新的一批材料，也为探究不同阶段
聚落变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5 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

井头山遗址发掘的牡蛎和
蚝。 记者 杨辉 摄

施岙遗址水稻田“井”字形
道路系统。

应家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
原始瓷甬钟。

东门村遗址汉晋水井群。

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
遗址出土的封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