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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的基坑看起来如一个巨大
的“盲盒”，等待考古人打开。现在，井头
山遗址正式进入二期考古发掘阶段。
据预测，二期考古发掘或将历时两年。

“井头山遗址二期考古有两个目
的，一是进一步了解井头山遗址的聚
落形态、村落布局；二是如果现场遗
迹比第一次还要好的话，以后考虑把
发掘现场保留下来做展示开放，建一
个反映中国沿海地区早期海洋文化
的现场馆，类似田螺山遗址那样的。”
孙国平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期
考古不仅仅服务于学术目的，更服务
于长远的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的目的。

尽管已经有了一期考古的经验

和基本了解，但在进行二期考古准备
时，考古队仍做了好几次前期钻探调
查工作，为“定位”做了仔细的准备和
考量调查。

二期考古的基坑位置在一期的
西北角，靠近山坡的方向，因为靠近
山脚，具备发现干栏式村落遗址建筑
的可能性。

“在基坑东北方向，根据钻探结
果，还可能发现村落边上的小型码
头，类似先民往海上去找出路的小港
口。”孙国平说，如果运气足够好，还
有可能发现他心心念念的独木舟。
当然，地下的东西有一定意外，而考
古的魅力就在于探寻未知。

18日下午的研讨会上，有与会
专家表示，根据一期考古的丰富收
获，更有信心期待二期考古带来新的
发现和突破，比如部分重现中国先民
探索海洋、以海为生的身影和足迹。
同时，宁波和余姚有关方面也将配合
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
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总目标，协同
做好考古、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将
井头山遗址打造成为综合性展示中
国海洋文明进程的文化地标，为建设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海洋强省、海洋
强国战略提供坚实精神支撑，进一步
书写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海陆并
举的历史新格局。

井头山遗址二期考古发掘昨日启动
主要是寻找8000年前井头山人住的房子和相关生活遗迹

6月 18日，井头山遗址第二
期考古发掘启动仪式暨河姆渡文
化保护工作座谈会在余姚举行。

从 2021 年 12 月到现在，考
古人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井头山
遗址二期考古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地表到地下 10 米深的地
方、海相淤泥堆积中，建一个能
够让考古人安全工作的环境。

这是一个面积为 1000 平方
米（40 米×25 米）的大基坑，钢
筋水泥结构，看上去像一座高楼
的地基。是的，搭“地基”、找“房
子”，这就是井头山遗址二期考
古发掘的主旨。

只不过，搭的是中国人认识
海洋的地基，找的是 8000 年前
井头山人的房子。

孙国平介绍，据探测，井头山遗
址“库存”面积可达2万平方米。一
期发掘的750平方米尚有些“意犹未
尽”，对此，国家文物局觉得二次发掘
很有必要，也很期待。

“国家为做二次主动性发掘的准
备工作投入了很大一笔专项资金，支
持的力度在浙江考古史上乃至全国
考古史上都是少有的。”孙国平介绍，

“考古队用这笔资金在井头山遗址上
建了一个中国沿海地区考古史上绝
无仅有的，一个水泥钢筋结构、可长
期利用的考古基坑。这项工程从

2021年12月开建，最近刚刚建好，工
程紧锣密鼓，做得比较讲究和牢固。”

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二期发掘面
积为800平方米，基坑建设面积为
1000平方米。“这是为了给考古工作
留有余地，并不表示基坑的1000平
方米面积会全部发掘。”孙国平说，单
从现场面积上看，二期基坑看上去确
实比一期要大一些。

中国内陆考古，极少见到类似结
构的基坑。“这是井头山遗址埋藏的
特殊环境决定的。”孙国平解释，根据
一期的发掘经验，井头山遗存深及地

表以下7米-10米，且周边均为海相
沉积，若无此结构围护，极易引起坍
塌。如果说一期发掘时所用的钢结
构围护基坑尚是“尝鲜版”，那么，眼
下建的钢筋水泥基坑就是2.0升级
版、豪华版。

考古手段和方法的创新，也是一
种进步。“我们现在是为深埋的遗址
考古发掘，在方法上进行积极而卓有
成效的探索。这种探索的艰巨性和
复杂性，以及克服困难的种种努力、
成败得失，都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
成果和宝贵财富。”孙国平认为。

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已提交申报

2023年，将是河姆渡遗址发现
50 周年。6 月 18 日下午举行的河
姆渡文化保护工作座谈会上，余姚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物
局）局长杨玉红，就河姆渡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创建情况及纪念河姆
渡文化发现50周年系列活动的初
步设想进行了报告；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就河姆渡文
化研究及三方共建“河姆渡文化研
究中心”进行了发言；宁波市文化
遗产管理研究院院长王结华院长
则就《河姆渡文化遗址申遗策略研
究》报告阶段性工作进展发言。

杨玉红表示，河姆渡遗址在我
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近
年来，余姚围绕建设河姆渡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目标，开展了河姆渡
文化核心区考古调查、井头山一期
考古、施岙古水稻田考古、探索河
姆渡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时启动河
姆渡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一期河姆
渡遗址区域建设方案。目前，河姆
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提交申报，
遗址公园启动区工程项目已发改
立项，并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接下来，有关单位将持续深化
考古发掘，力求更大进展，包括加
快井头山二期考古发掘，加快河姆
渡文化核心区考古调查，建设井头
山遗址展示馆和贝丘遗址现场展
示点工程项目，实施河姆渡博物院
迁建工程。

至于河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年
纪念，有关单位则计划举办国际学
术研讨、大型特展等活动。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为什么需要二期发掘？
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发现于

2013年，2019年至2020年进行了一
期考古发掘，并取得重大成果——突
破了河姆渡文化7000年的历史界
限，将宁波人文历史的纵深向前推进
了1000多年。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滨海环境下
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大量海
洋元素遗迹、遗物，实证井头山遗址
是中国沿海地区文化和文明的重要
起源地，也是浙江又一处史前文化高

地。目前，该遗址已被评为2020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考古
新发现（六大），并被列入“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

“井头山遗址第一次发掘后的遗
产价值，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
定，认为其对研究沿海地区史前文
明、海洋文化以及南岛语族的起源具
有重要意义，也为人类利用海洋的历
史提供了宝贵案例，这是二期发掘能
够获批的一个重要前提。”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井头
山遗址发掘领队孙国平说。

“一期发掘区的遗物非常丰富，
但处于原始海岸村落较边缘的位置，
二期发掘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古海岸
边的居住区房屋和相关生活遗迹。”
孙国平说，如果说8000年前，在井头
山附近生活着中国最早的海岸村落，
二期发掘则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
他们的生活细节，为宁波古代文化寻
找更有吸引力、更全面的历史起点。

2.0版基坑建设已完成

期待发现8000年前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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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山遗址二期考古所建的面积达井头山遗址二期考古所建的面积达10001000平方米的考古基坑平方米的考古基坑。。

考古人的工具考古人的工具
箱和二期考古试掘箱和二期考古试掘
中发现的贝壳中发现的贝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