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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 昨
天11时，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
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榜上有
名。这是我市继慈溪上林湖寺
龙口越窑窑址（1998年）、宁波元
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2002年）、
慈溪市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
色瓷窑址（2016年）后，第四个入
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
项目。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
七市镇，临近河姆渡遗址、田螺
山遗址，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
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
于2013年被发现，总面积20000
平方米，是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
年以来，在浙江沿海发现的又一
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
代遗址。

2019年9月起，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
物馆对遗址进行联合发掘。出
土人工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
贝器、木器、编织物等400多件。
自然遗存中最多的是当时先民
食用后丢弃的海洋软体动物的
贝壳。

发掘成果表明，井头山遗址

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
的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和长
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
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
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
独特案例，为今后探索发现中国
沿海8000年前乃至更早的遗址
指明了方向，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与全新世海洋环境变迁研
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四川大学文科讲习讲授李
水城点评表示：“井头山遗址是
继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以
来非常重要的发现，它将河姆渡
文化上限提前了1000余年，有
明确证据表明河姆渡文化源头
是井头山。井头山遗址是沿海
地区埋藏最深的遗址，带有浓郁
的海洋文化特征，大量遗存木
器、竹编器，是很少的很难得的
发现，对于认识距今8000年浙
江沿海地区的海岸线变迁，提供
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

李水城还称赞：“井头山遗址
的发掘体现了中国气派，发掘难
度非常大，工作的细致程度为发
掘这类遗址提供了很好的实验场
所……井头山遗址还有很多很多
值得研究的东西，包括人类食用
过贝壳和动植物碎骨等。”

自 1990 年开始，每年度公
布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
展示宣传中国考古的重要窗
口，也是社会认可的考古界权
威奖项。该评选由国家文物局
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
学会主办。经过4月12日全天
的项目汇报会，4月13日上午，
评委会经过综合评议，最终投
票选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

宣布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名单（按遗址的年代早
晚顺序）：贵州贵安新区招果
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
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
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
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
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
遗址。

从前天到昨天，身处北京的孙
国平一直很亢奋。

孙国平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史前考古室主任、井头山遗址发
掘领队，前天一早，他穿着很少穿的
西装走上演讲台。年度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终评会很像大学生的毕业论
文“答辩”，20个候选项目的负责人
一一上台，接受评审专家的“魔鬼拷
问”。

上台次序以考古遗址的年代进
行排列，井头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
遗址，排在贵州旧石器时代的招果
洞遗址后面，第二个上台演讲。

当天上午9点33分，孙国平完
成演讲，超时3分钟（演讲时长为20
分钟）。讲到最后一个部分“发现价
值和意义”时，因为催场铃声频繁响
动，孙国平显然加快了语速，说得有
些急。

主持人没有为难他，在他完成
报告后，乐呵呵地安慰，“不忍心打
断你”。只是，没有了提问时间。

这些插曲没有影响到井头山遗
址的专家打分，因为孙国平的报告
太完整了，发掘过程、出土遗物、多
学科的参与、出土报告的整理、遗址

价值的判断……非常具体、详细。
大量的图片和必要的表格图文

插入，让这个全长23分钟的报告，
成为井头山遗址8年“奋斗史”最精
练准确的总结。

昨天，井头山遗址获评2020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领了证书
的孙国平，手机响个不停，各路媒体
轮番轰炸，于是，他干脆在朋友的帮
助下录制了一段录音和小视频，供
媒体使用。在这两段1分多钟的感
言里，他说了四个感谢：

首先感谢为我们创造和保留地
下文化遗产的宁波先民们！

感谢余姚和宁波各级政府为井
头山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提供了宝贵
的工作条件；

感谢参加井头山遗址发掘的工
作团队，为井头山遗址工作成果立
下重要的贡献；

感谢媒体朋友一直关注井头山
遗址，从开始发掘到评奖的整个环
节，表示衷心的感谢！”

听到他最先感谢的是“先民”，
大家都笑了，这个风格很“孙国平”。

在诸多考古领队里，这位生于
宁波慈溪、奋斗于宁波余姚的考古

工作者，是一位难得的感性与理性
兼具的人。他既能写专业又严肃的
考古报告，也能用散文笔法赋予他
深爱的土地以深情。

上个月，记者在井头山遗址碰
到他时，正值遗址比较“冷清”的一
段时间，望着满院子的碎陶片，孙国
平悠悠地说：“在这里，我经常思考
一些哲学问题，比如人从哪来，又到
哪去……”

这样的问题好像天然适合在考
古现场思考，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在终评会发言的末尾，孙国平
也提到井头山的未来，这才是他当
下最关切，也是投入最多精力的部
分：“目前，宁波与余姚两级政府已
将井头山遗址与河姆渡、田螺山、鲻
山遗址一起纳入河姆渡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规划，初步决定在宁波
设立一个中国东南沿海（宁波）史前
文化研究和科技保护中心，预估投
资1个多亿……”

“井头山遗址二期的考古发掘
和今后长期的保护利用，在大家的
支持下一定会做得更好！”孙国平
说。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感谢留下文化遗产的宁波先民们
井头山遗址发掘领队孙国平：

今年3月，孙国平在井头山遗
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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