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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
如何申遗

“世界稻作起源地·宁波”
又如何标识

记者 陈旭钦

最近，国家文物局在评
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余姚井头山遗
址对于研究中国海洋文化
起源、海洋环境变迁具有重
大价值，上榜呼声极高。无
独有偶，施岙遗址发现了目
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水稻
田，已经名列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发布的 2020 年度国
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中。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首批禁
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中，有 64件国宝永久不准
出国展览，河姆渡遗址出土
的朱漆碗名列其中。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之一，河姆渡遗址发现后证
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源地。建议“十四
五”期间，宁波要加紧挖掘文
化瑰宝资源，整合余姚河姆
渡遗址、井头山遗址、施岙遗
址、田螺山遗址、鲻山遗址、
鲞架山遗址、江北八字桥遗
址、傅家山遗址、慈湖遗址、
小东门遗址、镇海鱼山·乌龟
山遗址、奉化名山后遗址、下
王渡遗址、象山塔山遗址等
10多处史前遗址资源（年代
涵盖8300年前至 5000年
前），以河姆渡文化遗址群或
浙东史前遗址群名义，捆绑
起来预备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

同时，充分利用河姆渡
文化举世闻名的知名度和
施岙遗址发现目前世界上
面积最大、证据最充分的水
稻田契机，在姚东平原抓紧
设立“世界稻作起源地·宁
波”标识，并向海内外媒体
发布“世界稻作起源地·宁
波”形象宣传片。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魏
家窝铺遗址和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
以“红山文化遗址”名义已列入《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
址、古蜀船棺合葬墓和广汉市三星堆遗址，
以“古蜀文明遗址”名义也已列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湖南省澧县城头山
遗址、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鸡叫城遗
址，准备联合以“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名
义，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对已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遗产筛选，并
不一定按照申报时间先后顺序录选。杭州
良渚遗址2012年11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7月就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而比良渚遗址更早（2008年3
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
中国明清城墙（南京、西安、荆州、襄阳、临
海、兴城、寿县和凤阳城墙）、重庆白鹤梁题
刻、湖南凤凰古城、新疆吐鲁番坎儿井、贵
州苗族村寨、广州南越国遗迹、江南水乡古
镇（甪直、周庄、黎里、锦溪、沙溪、同里、震
泽、惠山、乌镇、西塘、新场古镇）等，至今仍
在排队申报。这说明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
稀缺性，才是硬核实力。

以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施岙遗址、
田螺山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群（浙
东史前遗址群），具有极高的密集度，堪称中
国史前遗址集群原生态博物馆，反映了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和发展的特定形态，可以作为
文化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客观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28日在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讲
话（《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明》）中专门提到：“我国在秦始皇陵兵马
俑、马王堆汉墓、河姆渡遗址等考古工作中
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河姆渡文化在总书记
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大考古系等单
位专家从文化内涵评价，河姆渡文化遗址
群并不比红山文化遗址、古蜀文明遗址、澧
阳平原史前遗址群逊色，甚至要超越前者。

因而，建议宁波在“十四五”期间，抓紧
做好河姆渡文化遗址群申遗的准备工作。
第一步，重点建设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和井头山遗址二期考古工作；将河姆渡
遗址博物馆升格为博物院，移交宁波（相关
市级部门）管理，便于宁波和余姚二级政府
更大支持。第二步，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基础上，创新大遗址保护利用范围，将遗
产保护、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科研教育、生
态旅游、农业水利等功能融为一体，将大遗
址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成宁波的文化“新
地标”，充分发挥遗址群的集群效应和联动
效应。第三步，正式进入申遗阶段，抓紧请
示浙江省政府，正式致函国家文物局申请
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河姆渡文化遗址群（浙东史前遗址群）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适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照联合国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关于文化遗产的六
条标准，凡被推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
至少符合其中一项标准，并同时符合真实性标准。

而河姆渡文化遗址群至少符合其中的三条标
准。一、为延续至今的世界稻作农业文明发生与传播
提供了独特见证；二、江南水乡干栏式建筑是东亚地
区沿海人类传统居住地的杰出范例；三、代表中国东
部地区海洋文明发展最高水平，展现中国文明起源
多元化的过程。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被本国
列入预备名单，然后被官方国际组织审核，最后是确
认入选。河姆渡文化遗址群抓紧去申报列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申遗的必经步骤。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
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
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
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宁波推进河姆渡文化遗址
群预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指示精神的最佳答卷。

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
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水
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球一半以
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要食物来源。稻作农业的起源
和发展，是世界考古学界持续不衰的热门课题。

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龙游县荷花山遗址、江
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虽
然发现了年代超万年的炭化水稻遗存，但因为遗存规
模小，还没引起业界的重视。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
量稻谷，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最近，与其相
邻6公里的施岙遗址又发现了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
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水稻田，表明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先民们开始耕种野生稻，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由
采集狩猎向农业的逐步转变过程，为全面深入研究长
江下游地区史前文明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自从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世界上
年代最早的小米遗存后，“世界小米起源地·敖汉”标
识已经中央电视台传播。同理，建议整合河姆渡遗
址、施岙遗址、井头山遗址等10多个与稻作农业有
关的史前遗址资源，在余姚市东部与江北区西部这
片北纬30度附近的姚江流域平原上，选择河姆渡遗
址、井头山遗址、施岙遗址、田螺山遗址、小东门遗
址、句章古城遗址为四至范围的地块（总面积约50平
方公里），设立多处“世界稻作起源地·宁波”标识牌。
加大宣传推力度，营造全民参与申遗的浓厚氛围。

并将这10多处史前遗址区与慈城古县城、姚江
现代农业园区文旅资源有机结合，挖掘遗址保护与
现代农业园区的融合点。培育发展一批历史文化传
承、民俗风情展示、健康养老养生、休闲度假、观光体
验类特色旅游村镇。

同时，设立河姆渡农业奖，面向全世界的水稻、茶
树等农业生产国家和地区，颁发给在农业领域做出巨
大贡献的国际著名人士，成为农业领域“诺贝尔奖”。

将多处遗址捆绑申遗
已有先例

设立“世界稻作起源地·宁波”标识
迫在眉睫

符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条件

河姆渡文化遗址群、“世界稻作起源地·宁波”示意图

河姆渡遗址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