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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
余姚河姆渡一带，经过人类

加工的大型木构件屡有发现，但
未引起重视。

1973年春夏之交
罗江公社扩建旧排涝站，出

土大量黑陶片、骨器、动物骨骼
和少数石器。

1973年5月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

省博物馆委派专人对遗址进行
“试掘”，发掘了1号、2号探方和
3号探沟。

1973年7月
试掘出土的文物在余姚县

文化馆和宁波分别展出，在民众
中引起强烈反响。

1973年11月4日
至1974年1月10日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考古发
掘工作在余姚展开，为期68天，
发掘面积600多平方米，发现大
量木构件、陶器、石器、骨耜和人
工栽培稻。

1974年冬
300多件河姆渡遗址出土文

物赴京，在国家文物局当时所在
地沙滩红楼作汇报展出。

1976年4月5日至12日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

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1976年
1976 年第 8 期《文物》杂志

刊发具有发掘简报性质的《河姆
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和与
河姆渡遗址有关的一组稿件。

1977年
夏鼐先生在《考古》1977 年

4 期的《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
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明确提出

“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1977年10月6日
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

掘暨浙江省首属亦工亦农考古
训练班开学典礼在余姚举行。

1977年10月8日
至1978年1月28日

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
进行，为期 100 多天，发掘面积
2000多平方米。

1978年
1978 年第 1 期《考古学报》

正式发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
掘报告》。

1982年
河姆渡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4月
余 姚 舜 江 楼 布 置 河 姆 渡

遗址出土文物陈列，展出文物
113 件。

河姆渡遗址考古

1979年
就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

范围及数量展开专题调查。

1988年
宁波慈城慈湖遗址发掘。

1989年
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次

发掘。

1990年
象山塔山遗址第一次发掘。

1994年
余姚鲞架山遗址发掘。

1996年
余姚鲻山遗址发掘。

2001年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遗址

余姚田螺山遗址在打井中被
发现。

2004年至2014年
田螺山遗址先后进行 5

次考古发掘。

2004年
江北傅家山遗址发掘。

2007年6月
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落成

开放。

2013年
与河姆渡文化来源有密

切关系的井头山遗址被发现。

2014至2015年
镇海鱼山·乌龟山遗址

发掘。

2017年
奉化下王渡遗址发掘。

2019年至2020年
井头山遗址第一期发

掘，获得重大成果。

2021年
井头山遗址入选2020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者 顾嘉懿 整理

轴时间
1986年3月

《保护和开发河姆渡遗址的近
期规划和远景设想》出炉。

1985年5月1日
余姚市人民政府公布《关于河

姆渡遗址加强保护的通告》，划定
了遗址保护范围。

1985年5月15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河

姆渡遗址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批
复》，同意“新建余姚河姆渡文化遗
址博物馆”。

1990年
临时性的河姆渡遗址出土文

物陈列室落成开放。

1991年12月1日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土建工程

开工。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

1994年
“纪念河姆渡遗址发现 20 周

年学术研讨会”在余姚召开，河姆
渡遗址两期发掘区及渡头村原址
建成简易遗址公园。

1999年
遗址现场展示区建成开放。

同年“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
讨会”在宁波召开，会后出版论文
集《河姆渡文化新论》。

2000年
入选《中华读书报》评选的“二

十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1年
入选《考古》杂志评选的“二十

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2003年8月
文物出版社出版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写《河姆渡——新石
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2008年7月至2009年5月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实施大规

模改造工程，对展陈进行提升。

2009年
入选《中华遗产》期刊评选的

“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
现”。

2011年
“全球视野：河姆渡文化学术

研讨会”在余姚召开。

2014年
“中国植物考古学会第二次年

会”在余姚召开。

2018年
余姚文物部门启动河姆渡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的编制。

2019年至2021年
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进

行河姆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的
编制，前不久进行了规划的评审和
论证，目前已进入最后的修订阶段。

其他河姆渡文化遗址群

早期遗址公园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现场标识。

1994年在原址建成的简易遗址公园。

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改造提升后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