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2022年10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雅南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2158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3

孙国平

“8000 多年前，背靠林木苍翠、野兽成群的四明山余
脉，数十位先民在井头山脚下建起一方小小的村落。他
们在湿润的晨雾中醒来，沐浴着暖热的阳光，脚踩海水拍
打的湿地滩涂，面朝鱼贝繁盛的古海湾，捕鱼狩猎，繁衍
生息，清苦却恬静，直至海平面陡然上升⋯⋯”

当打开井头山遗址的土层，这个画面逐渐在我脑海
里清晰起来。

我从小就在杭州湾边吃着各类小海鲜长大，工作后，
又陆续去了国内外众多临海之地，对海洋有了更多感悟，
也逐渐认识到大海对于人类的特殊重要性。这种海洋情
结无意中帮助了我的工作。

放眼世界，现代环境优越的全球沿海地区，无一不是
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世界上超过40%的人口和
大多数中心城市处于地理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

中国保存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但是若没有最近数
十年考古发现的贡献，我们对于数千年前的各地社会历史
发展进程几乎一无所知。位于东南沿海的宁绍地区，属于

“江南”的一部分，但在《史记》中开始明确记述该地区的远
古历史之前，关于它的记忆非常朦胧和模糊不清，只留下
片言只语的记载和一些神话传说、寓言故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步阶段的浙江考古工作主
要在杭嘉湖地区开展，当时简单地认为，宁绍平原东部地
区都曾经是海水淹没后沉积泥土的区域，不可能在很早
的时候就有先民在此生活。实际上，当时没有意识到“沧
海桑田”式的环境变迁和人类家园常常有兴衰迁徙的
过程。

直到 1973 年余姚河姆渡遗址被偶然发现，一下子打
开了看见六七千年前东南沿海先民氏族村落生活的一扇
窗户。而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更把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
源头推至距今 8000 多年前。
它的出现和消失的过程为研
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地
区环境变迁与人类适应互动
关系，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南岛
语族的文化渊源等重大学术
问题提供了独特材料。

追问海岸线

9月28日，在余姚井头山遗址二期发
掘现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
室主任、井头山考古队领队孙国平正埋头

“挖土”，面庞黧黑，双手沾满淤泥。
二期基坑已挖至地下 8 米多深，露

出遗址最浅处的7800年前的文化层，一
片片夹杂在土层中的白色物体，就是井
头山先民吃掉后丢弃的贝壳。而这些土
层，正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
海岸贝丘遗址，将中国东南沿海先民向
海而居的历史推向8000多年前。

“目前，只知道先民吃什么，但居住
环境、村庄布局如何仍未可知。人类
8000年前的历史，还要追寻下去。”孙国
平说，“找房子”就是井头山遗址二期考
古发掘的主旨。

今年，是孙国平从事考古的第34个
年头，57 岁的他已是两鬓华发。“如果仍
未能如愿找到任何建筑遗迹，这个谜底
就要交到下一代考古人的手中！”

考古就是这样，多代人接力前行。
浩瀚宇宙中的这个星球上，井头山或许
只是一个坐标点：北纬 30.0265°，东经
121.3635°，但坐标之下，这方“库存”总
量达到 2 万平方米的史前遗址，正在一
点一滴“复活”中国沿海最早渔民鲜活的
生活场景。

就像“切豆腐”一样，剖开层层淤泥，
8000年前的海岸故乡一步一步“照进现
实”——

“二期基坑就位于一期的西北角，靠
近山脚，具备发现干栏式村落遗址建筑
的可能性。”在孙国平眼中，已建成的二
期基坑看起来如一个巨大的“盲盒”，等
待打开，这个过程或将历时两年。

就在基坑的东北方向，孙国平他们
已经按捺不住，靠钻头“试探”了一番：

“如果运气足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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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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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两年前的 5 月，井头山考古队
经过 8 个多月的考古发掘，终于汗渍渍
地打开了遗址一期最重要的地层——距
地表深达10米的文化层。

清理挖掉厚达六七米的黏软淤泥之
后，最先暴露出来的土层很像铺满贝壳
的海岸沙滩，大大小小的牡蛎、蚶子、海
螺夹杂在土层中，还有少量动物碎骨头，
陶器碎片、石器、骨器等人工器物。孙国
平他们一点一点“抠”出较完整的部分，
清理存档。“贝类海鲜数量极其庞大，可
以说是成千上万筐，无法用单件计算！”
它们一部分被封存在大塑料箱里，堆放
在考古工地工作用房门外，摞了四五层
那么高。在另外两大间文物库房里，“巨
无霸”贝壳还摆了好几长桌，“像不像史
前海鲜市场？老祖宗多有口福！”孙国平
拿起一只特别巨大的牡蛎壳，比划了一
下，比手掌还大出好几轮。

人类吃完肉后剩下的大量贝壳堆积即
是考古定义的贝丘，这是古人海边生活的
最好实证。井头山的贝丘层层堆起来，最
厚的地方超过2米，经碳十四测年，距今
8000年上下，最早的距今8300年左右。

8000年意味着什么？
在往南距离井头山仅 8 公里之处，

就是在中华文明史上，标注为里程碑的
长江流域中下游重要文化源头——河姆
渡遗址。1973年该遗址发现以来，中国
沿海地区陆续考古发现的沿海贝丘遗址
就达上百处，但大多距今 5000 年左右，
鲜有超越7000年“标杆”的。那么，河姆
渡人的“祖辈”在哪里？中国人究竟何时
何地开始“靠海吃海”？直到井头山出
现，才捅破了这层“天花板”。

“井头山比河姆渡还年长了 1000
岁，是‘爷爷辈的身份’，没跑了！”孙国平
打趣地说道。

这意味着，有着 1.8 万公里陆地海
岸线的中国，其最早的海洋经济活动很
可能就是从余姚、宁波、浙江起步的，这
也是目前井头山遗址考古最大的贡献和
科学意义所在。

对比两个遗址出土的陶器，“爷爷”和
“孙子”还是挺像的。“比如陶器的口子边
都有两个小耳朵，这个是‘遗传密码’，不
会错！”孙国平还举了佐证，河姆渡遗址以
稻作农业遗存著称，而井头山遗址也发现
了少量稻作遗存。两升土、两天时间，植
物考古专家就找到了2600个小穗轴！

在孙国平眼中，井头山考古是在泥
巴里找拼块，做拼图，集齐方方面面的拼
块，井头山这个中国最早的海岸村落，以
及居住在此的中国沿海最早渔民的生
活、生产状态也就还原了出来。“现在缺
的拼块，我们就要在二期里找。比如，我
心心念念的独木舟。”孙国平说道。

河姆渡的“爷爷”
找着了

1000 平方米的大基坑，钢筋水
泥结构，眼前的井头山遗址二期考古
工地，看上去更像一座高楼的地基。

是的，搭“地基”！这项工程从
2021年12月至今，刚刚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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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平解释道。

井头山遗址地处现在地面海拔仅
2 米的宁波沿海平原一角，遗址埋藏
深度却达到5米至10米，远低于海平
面，地下土层“吸”饱水，极易流动塌
方，要实施考古，就必须围“篱笆”。而
且，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也远超预期，

“篱笆墙”每平方米需承受高达20吨
的重量，若不做横向支撑，一下雨，两
边泥土都坍塌进来，还须不断调整。

“地质环境太‘水’，考古每天像
历险！”孙国平“抱怨”的“插篱笆”操
作，在考古界却成了神来一笔，与广
东“南海1号”沉船发掘、四川江口张
献忠沉银遗址发掘一起，列入我国对
不同环境下特殊考古对象发掘的三
大经典范例。

井头山先民因水而生，遗址区再
往外边前进一会儿，就到了当时村落
外边的滩涂区，大海，就在他们眼
前。可很少人知道，井头山的发现和
发掘也同样离不开“水”的功劳。

2013 年，强台风“菲特”带给余
姚近 500 毫米的降水，台风一走，井
头山脚下的村民王维新和堂弟王维
尧，迫不及待赶着羊群从北向南穿过
六一省道，到一片杂草丛生的工地上
放羊。初升的太阳斜斜地照在草丛
中，闪得人发晕。王家两兄弟凑上前
一看，原来，这场洪水泡开了工地此
前钻探出来的土芯泥巴，裸露出一堆
堆似曾相识、又难得一见的贝壳、陶
片、动物碎骨头。

“田螺山挖出来的，不也是这样
的吗？”王维尧眼尖得很。

井头山周围十多平方公里区域

内，前有名震中外的河姆渡遗址，
后有田螺山遗址、施岙古稻田遗址
等，当地村民耳濡目染，多少都有
了些文物意识。王家兄弟觉得这
东 西 是 宝 贝 ，便 捡 了 个 塑 料 袋 装
好，送到 1.5 公里之外的田螺山遗
址考古队。

两天后，田螺山考古项目负责人
孙国平从杭州回到工地，打开这包东
西，强烈的直觉瞬间告诉他：“似乎与
河姆渡文化有关，却又不太一样！”

“陶片和贝壳混在一起出土，整
个长三角地区都没发现过！”孙国平
1988 年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
后，便回到家乡浙江从事考古发掘和
研究工作，几乎跑遍全省。从 2004
年起他长期在余姚主持田螺山遗址
的考古发掘，专门研究河姆渡文化，
已深耕多年。他的“直觉”便来自于
此。

很快，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孙国
平带领考古队开始小范围试掘。考
古常用的不锈钢细探杆在距离地表
深度约 7 米处，“叮”的一声，碰到了
硬物。“我想，八九不离十，是贝壳
层！”而此前，浙江省埋藏最深的河姆
渡遗址，最深处离地表约 4 米，因而
在“超常”的埋藏深度触及到贝壳堆
积层，意味着：“这是一个‘从未有过
的遗址’！”

孙国平将线索和判断上报。浙江
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
余姚市委市政府很快达成共识——
正式发掘！

“到这里，差不多是 7 米深！”跟
随孙国平往“很深的考古工地”走
去。不过，也正因为井头山遗址“含
水量”极高，几乎将所有遗迹、遗物都
泡在水里，与地面空气隔绝，大面积
腐殖质形成的弱碱性成分倒成了天
然的防腐剂，护住了遗址的精华。“木
器、果核、编织器等，挖出来，颜色、形
状都还像新的！”

7米钻孔打开记忆闸门

井头山二期的基坑，头顶着很多“前缀”：中国沿海地
区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水泥钢筋结构的、可长期利用的
考古基坑。

“永久基坑”除了为考古人搭建“保护罩”，也为了考
古之外的延伸项——“考古结束，留下现场，作为井头山
遗址展示区”。据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
记杨玉红介绍，这也是余姚规划中的“河姆渡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的重要区块之一。

井头山向东1.5公里，是田螺山遗址，向南7公里，是
河姆渡遗址，向西不远，是同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鲻山遗址，方圆二三十平方公里内集聚四个重要的考古
遗址点，另外，周边还有40多处河姆渡文化史前遗址，整
个姚江谷地形成一个稀有的史前“遗址圈”。在“遗址圈”
上，一个庞大的“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紧锣密鼓
地筹建中。

8月17日，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区工程——
古今自然环境展示区设计服务的中标结果公告，395 万
元的设计标，将为这个国家遗址考古公园画出首张局部
蓝图。这个“局部”占地面积就达到676亩。

河姆渡“遗址圈”无疑是一张金名片。中国坐拥一万
八千公里海岸线，在“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和“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的时
代背景下，溯源海洋文明垒实文化自信，创新性转化成城
市的“虹吸”能力，也是落地“海洋战略”的主战场之一。

今年，宁波市委、市政府在沿四明山余脉翠屏山一
带，“画”了一个60万亩的超级“文化圈”，规划“打造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大遗址文化传承地、彰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独特魅力的文旅融合区”。这个“圈”，宁波 15 个镇、
138 个村、上百个文化遗址圈“入围”，其中河姆渡“遗址
圈”便是大文化圈中的核心区块。

文化筑城。在宁波、余姚两级政府大手笔谋划河姆
渡“遗址圈”出圈的同时，一些先导性的项目已开始撬动
文化动能。

“十一”假期，来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游览的宁
波 游 客 陈 华 发 现 ，博 物 馆 门 口 新 增 一 块 崭 新 的“ 招
牌”——余姚市河姆渡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他拍了
照，发了朋友圈，配文：“快来打卡留念，30 年老馆要‘鸟
枪换炮’咯！”

馆内，三个“山头”的考古发现已在这里“合体”，有河
姆渡的稻谷，田螺山的圣水牛头骨，也有井头山让人流口
水的贝壳。“每一位来河姆渡参观的游客，眼睛看着这里
的文物，聊的都是井头山到河姆渡一脉相承的血源相
连！”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沈青云眼里，“十一”迎
来的游客小高潮也说明，“遗址圈”打包的影响力正在渐
渐聚合。

离河姆渡博物馆不远的是宁波市历史文化名村浪墅
桥村。一路走，可以路过精心设计的农耕文化印象馆、穿
新装的古村落、茭白田甲鱼养殖示范田⋯⋯“这是一条 5
公里长的‘茭美古渡’旅游线，我们抱上了河姆渡文化的

‘大腿’。”芦山寺村党总支书记向国灿“话糙理不糙”，村
民开民宿，卖土特产，钱袋子鼓起来了。河姆渡镇 1.5 万
亩茭白田甲鱼，今年统一换上“七千年”商标，借力河姆渡
文化中的水元素，做生态品牌，“今年卖价比之前涨了
一成。”种了半辈子田的茭农徐永荣喜滋滋地说⋯⋯

史前“遗址圈”打包出圈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木器 拍友 陈斌荣 摄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木器 拍友 陈斌荣 摄

鸟瞰井头山遗址（一期） 拍友 陈斌荣 摄

余姚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启动余姚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启动

寻找寻找80008000年前的海岸故乡年前的海岸故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陈 醉醉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余姚余姚 曹曹 依依 劳超杰劳超杰

孙国平在清理用芦苇秆编织的脆弱鱼罩 拍友 陈斌荣 摄

井头山遗址
出土的动物骨头
遗存

井头山遗址井头山遗址
出土的动物骨头出土的动物骨头
遗存遗存

考古人员进行贝壳种类观察鉴定 拍友 陈斌荣 摄

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用的钢筋水泥框架结构基坑 拍友 陈结生 摄

井头山遗址发掘出土的陶片 拍友 陈结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