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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场汇报中，王永
磊也透露了施岙遗址接
下来的安排。

“施岙遗址发掘结束
后，我们对发掘区进行了
回填保护。因为施岙古
稻田的重大发现，2021年
上半年，古稻田所在地被
余姚市保护下来，计划建
设遗址公园，目前正在规
划中。施岙古稻田周边
地块，除前期已出让的
160多亩土地，余姚方面
出于保护文物和生态的
目的，决定停止后续1000
多亩土地的出让。”目前，
宁波河姆渡遗址被列入
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
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中的“十四五”时期大遗
址（宁波共两项，分别是
河姆渡遗址和上林湖越
窑遗址）。“根据大遗址保

护与考古的要求，我们计
划今年对周边区域稻田
与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勘
探，并继续做姚江谷地的
考古调查，主动发掘与施
岙古稻田对应的聚落遗
址江桥头遗址。”王永磊
表示。

施岙遗址古稻田的
范围如此之大，种水稻的
是些什么人，又住在哪
里？据了解，考古队共在
稻田周围 1 平方公里的
区域内发现了 5 处史前
人类村落遗址，江桥头正
是其中一处，年代推测在
河姆渡时期到良渚时期。

“我们也将继续与国
内外科研院所合作，开展
水稻演化、稻田耕作方
式、水稻产量、古环境变
迁等多学科研究。”王永
磊说。

昨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举行，20个入围终评
的项目依次由项目负责人进行汇报，角逐最后的“十大”。

受疫情影响，此次终评会以“线上+线下”形式进行。各项目负责人均在线
上汇报，评委则分线下和线上，在每个项目汇报完毕后进行提问。

作为入围终评的项目之一，浙江宁波余姚施岙遗址在昨天上午11时左右
“登场”，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岙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永磊进
行了长达15分钟的汇报。结束报告后，连续有3位评委向王永磊抛出问题，体
现出对这一项目的兴趣。

据了解，“十大”终评结果的揭晓时间是今天上午10时。

15分钟汇报+提问，一共20分钟，
是终评会给每个项目限定的时长。王
永磊从项目背景、工作概况、发现与研
究、价值与意义、保护与后续5个方面
对施岙遗址进行了介绍。

“施岙遗址位于钱塘江南岸的宁
绍平原东部，地处翠屏山与四明山之
间的姚江谷地，西南距河姆渡遗址7.5
公里，东南距田螺山遗址400米。”几
句开场白，勾勒出施岙遗址的独特地
理位置。

5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
“黄金稻谷”带给国人巨大的震撼，自
此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
华民族远古文化发祥地的认知得到普
遍认同。施岙遗址的发现正处在这一

“稻作农业”流变的序列中。
“2020年初，因为余姚市计划出

让施岙所在的地块，我们对这一地块
进行了系统勘探，在距地表1-3米左
右的深度，发现了两层没有人工遗物
但包含较多辅助物的淤泥层。根据经
验来看，这两层应该是稻田层。”王永
磊说，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做了大植
物遗存和植硅体分析，确认这两层为
稻田层。

2020 年 9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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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博物馆联合对该地块进行了考
古发掘，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 2021
年12月。

施岙遗址共发现三个时期的大规
模古稻田，分别是公元前4800年-公
元前45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
公元前3700年-公元前3300年的河
姆渡文化晚期稻田，以及公元前3300
年-公元前26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稻
田。“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的确定是本
次发掘的最大突破。”王永磊说。

从剖面图看，地层堆积像一个超
级“汉堡包”。“最底下的泥炭层指示当
时的环境是湿地、沼泽，原先杂草丛
生，零零星星长了一些树木。河姆渡
先民来到这里，平整土地、种植水稻。
300年后，受环境变化影响，稻田废
弃，这里再次成为湿地沼泽，并被淹没
入海水中。间隔800年，河姆渡文化
晚期先民又一次来到这片土地种植水
稻，这次年代从河姆渡文化晚期跨越
到良渚文化时期，进行了1000多年的
耕种，直到环境再一次变坏，稻田被再
一次废弃。”

据王永磊介绍，在良渚文化地层
之上，与泥炭层和厚厚的自然淤积层
相隔，还有商周时期及以后的先民在
此生产生活留下的痕迹。整个古稻田
遗址呈现出“三进三退”的变迁史，为
研究史前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提供了
重要材料。

王永磊线上汇报完毕后，
大会现场的气氛一度十分热闹。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赵辉率先举手：“施岙遗址发
现了三层水稻田，前两年田螺
山遗址的南边也发现了几层
水稻田，它们之间有对应关系
吗？”本世纪初发现的田螺山
遗址在地理位置上，与施岙遗
址极其相近，赵辉的提问反映
了他对该地区史前考古的长
期关切。

“田螺山遗址前几年确认
了两层稻田，地理位置上跟施
岙是能对上的，我后来梳理材
料看，它也包括三个时期，即
河姆渡早期、河姆渡晚期和良
渚时期。”王永磊回答。

施岙古稻田的面积之大
超过一般想象。有两个核心
数据：勘探发现，史前古稻田
堆积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
施岙与田螺山所在的小盆地
中古稻田总面积近90万平方
米。这是什么概念？8万平
方米相当于11个足球场那么
大，而90万平方米相当于128
个足球场的面积。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数
据？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院梅术文博士说，这8万平方
米是很确定的史前古稻田，因
为已经做了检测，而周边尚处
在初步勘探阶段，“知道是古稻

田，年代因为没有系统采集检
测，暂时不好区分。”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李水城紧接着提问：“田地是
很难被甄别出来的，这次发现
能够把三个阶段的水稻田都
判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是
不是每个层位之间都有一个
间歇层，有特殊的自然灾变过
程或者有海侵过程，淤积层是
不是就是海相沉积层？”

王永磊再次看向那张“汉
堡包”，回答道：“河姆渡文化
早期上面首先是一层泥炭层，
相当于沼泽、湿地的堆积，上
面是一层海相淤积层，我们已
经做了一些分析，检测出了咸
水的硅藻；在河姆渡文化晚期
和良渚文化时期两层之间局
部区域也有海相淤积层，但在
西区，两者基本上是连续的；
再往上，良渚文化之后又是一
层泥炭层，上面也是海相淤积
层，我们和环境考古学家对此
也做了一些分析。当然还有
很多分析还在检测中。”

抓准时间空隙，四川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霍巍询问了

“有没有发现秧窝”这一小细
节，让气氛变得轻松起来。王
永磊表示，据他推测，那个时候
的先民大概率会采用点种棒在
地里戳孔或者直接撒播的方
式，所以没有发现秧窝。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何华军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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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稻田层中的水稻小穗轴。

▲

施岙古稻田
与田螺山遗址航拍。

▲稻田边缘堆
积与古河道出土的
石斧、石刀。

施岙古稻田遗址施岙古稻田遗址。。

▲

良渚文化时
期河道中的木构排
水设施。

施岙古稻田地层分布图施岙古稻田地层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