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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王遗址现场负责人丁风雅
介绍，该遗址出土遗存丰富，时代特
征明确，是奉化江流域发现的又一处
典型平原低地聚落址。

近年，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在
距离陈王遗址3公里范围内，先后发
掘过下王渡、何家、上王、双马、竺家
和顾家庄等史前遗址，均分布在奉化
江三条支流汇合的平原地带，间距
0.5至2.5公里，充分证明该流域也是
宁波史前文化的发祥地。

陈王遗址海拔2.25米，堆积深度
约1.6到2米，自上至下可分为6个层
位。

河姆渡文化四期（距今5600年-
5300年）遗迹现场发现有土台、墓葬、
木构窖穴、木构护栏、灰坑、灰沟等。
出土有釜、鼎、豆、罐、器盖、支脚等陶
器，石锛、石犁、砺石等石器。从木构
护栏看，大致可判断当时该地为一个
村庄的边缘地带。

丁风雅表示，陈王遗址有一个突
出特点，即较好呈现出河姆渡文化到
良渚文化的过渡。

该遗址良渚文化时期（距 今
5300年-4500年）主要发现遗迹为房
址和墓葬。房址为单间或多间地面式
建筑，由数段基槽和柱洞组成，平面

形状为原型或近长方形。
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东西向，棺具为独木棺，部分墓葬存
在棺盖板。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或东
北。随葬品一般置于腿部或脚端，常
见陶釜、豆、石钺和石锛，个别墓葬随
葬漆觚或小型玉饰品。

其他遗迹现象有灰坑、灰沟、灶
等。文化层中出土大量陶器残片，可辨
器型包括鼎、豆、罐、釜、盘、盆、双鼻壶、
翘流盉、宽把杯等。出土的石器种类也
非常丰富，有犁、刀、钺、镞、锛、斧、耘田
器、镰、凿、破土器、纺轮、砺石等，玉器
有玉锥和玉珠、玉坠等小型饰品。

较好呈现出河姆渡到良渚文化的过渡1

而在良渚文化后，即新石器时期
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陈王遗址未见
有人类活动痕迹。

战国时期文化层亦被汉六朝时
期人类活动破坏，仅存少量原始瓷
盅、杯和拍印米字纹或方格纹等纹饰
的印纹硬陶罐、坛残片。

汉六朝时期遗迹发现有房址、墓
葬、灰坑，遗物主要为陶、瓷器和砖瓦
类建筑构件。陶器以陶罐居多，表面有

数圈轮制形成的细痕，肩部多饰牛鼻
形器耳。该阶段还存在一些硬陶，与商
周印纹硬陶的区别主要是在纹饰方
面，叶脉纹器耳、梳篦纹、水波纹、垂帘
纹是这一时期硬陶常见的装饰。

汉六朝时期瓷器见有碗、盘、盏、
钵、罐、壶、支架。釉色可分为青釉和
青黄釉，纹饰有弦纹、莲瓣纹，半圆形
水波纹、叶脉纹、竖条纹饰带、同心圆
纹、垂帘纹等。这一时期的纹饰刻痕

深，刻划较随意。部分器物内外底有
支烧痕迹。

唐宋时期的器物以青瓷为主，也
有少量白瓷。越窑青瓷器型见有花口
盏、荷叶形盏托、碗、韩瓶等。纹饰有
花口（葵口）造型，在外壁按压出向内
的凸起纹路。有部分生烧器物，生烧
器物内底刻划草叶纹饰。该时期的龙
泉窑青瓷残片可见模印花草纹和刻
划的小方格纹。

遗址持续“使用”到唐宋2

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工作人员
表示，陈王遗址是今年宁波考古工作
中的一个重要发现，该遗址出土的考
古材料对于构建区域文化发展脉络、研
究聚落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结合遗址文化层堆积和遗
存种类及时代特征来看，陈王遗址是
奉化江流域史前时期古人活动的重
要聚落点。从河姆渡文化四期到良渚
文化阶段，延续性非常好。这两个时
期的墓葬在墓葬形制、棺具、随葬品、
头向等方面存在一定延续性，体现出
河姆渡文化对宁波地区后续史前文
化影响深远。

陈王遗址出土的这批墓葬材料
也为研究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与后

续文化的墓葬形制演变和社会发展
模式变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其次，从陈王遗址聚落变迁过程
来看，河姆渡文化晚期，人群在向平
原地区扩散过程中，有一个小型群体
选择在陈王遗址定居。这批先民依托
河道并借助较高的自然地势铺垫黄
土形成土台，将其作为基本生活区
域，在土台及周边逐步形成由柱洞、
灰坑、墓葬、木构窖穴、围栏等要素构
成的聚落基本格局。

而河姆渡文化晚期聚落废弃后，
良渚文化人群在聚落选址时，依旧选
择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古人废弃后的
高土台区域作为居住生活区，建筑方
式转变为单间或多间地面式建筑。从

居址和墓葬数量来看，这一阶段人口
数量有所增加，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
社会发展形式。

陈王遗址各时期丰富的聚落要
素、“居葬合一”的聚落布局形态及大
量生产、生活类遗物的发现，对探索
宁波地区史前聚落演变有重要意义。

第三，汉六朝时期大量生活类遗
物和较多砖、瓦类建筑构件的发现，
说明陈王遗址在该时期仍是一处古
人生活居住的稳定场所，聚落延续使
用时间久远。该处遗存的发现也为复
原宁波地区汉六朝时期社会生活场
景提供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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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奉化江流域史前变迁意义重大3

奉化陈王遗址发掘场景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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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陈王遗址

陈王遗址河姆渡文化晚期窖穴。

昨天，宁波市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院公布了宁波奉化陈王

遗址的考古收获。

陈王遗址位于奉化区方桥

街道陈王村南，东距奉化江支

流东江约 1000 米。遗址分为

南、北两个片区，面积分别为

3400平方米和4400平方米。

今年 2 月至 8 月，为配合

基本建设，市文化遗产管理研

究院联合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

所、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

学，对该遗址实施了 2500 平

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出土遗存年代分别为河姆

渡文化四期、良渚文化、战国、

汉六朝、唐宋时期，以史前遗

存为主，时间前后跨度长达

4000余年。

遗址发现土台、房址、墓

葬、灰坑、窖穴、护栏等遗迹77

处，出土陶、石、玉、木、骨等材

质小件标本600余件。其中良

渚文化时期墓葬22处，是宁波

地区良渚文化墓葬最集中、保

存最完好的一次发现。

良渚文化时期的随葬器物。

修好的花口碗属唐宋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