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6年

在诸暨市次坞镇发现楼家桥遗址，后来展开
了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

●● 2000年

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发现 塘山背良渚
文化墓地，为考古队发现上山遗址提供了契机。

●● 2001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上山遗址开展第一期发
掘，出土了夹炭陶器、石磨盘等遗物，命名为上山
遗址。

●● 2003年

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测年结果出炉，为距
今11400—8600年，实证上山遗址有万年历史。

●● 2005年

上山遗址发现了第一粒较为完整的万年炭化
稻米，为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提供了直接证据。

●● 2006年

在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
术研讨会上，“上山文化”被正式命名。同年11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
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 2007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实施“浙中地区
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永康庙山、太婆
山、湖西遗址，龙游荷花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仙
居下汤遗址等上山文化遗址陆续被发现。

●● 2016年

上山遗址保护和利用工程（一期）建成并向公
众免费开放。

●● 2022年

浦江、嵊州、义乌、永康、龙游、仙居等6个遗
址地县（市）签订申遗合作协议，正式迈出申遗第
一步。

●● 2024年

钱塘江流域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点已达到
24处。

（资料来源：人民网、光明日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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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前，先民的脚步迈出洞穴，走向旷野，
落在了浦江上山。他们在这里聚居，驯化水稻，
进入了饭稻羹鱼时代，点亮了中华万年文化史的
起点。

从2000年初步发现上山遗址，到上山文化
成为国际公认的稻作文明起源地，上山文化把中
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一万年前后，是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的又一生动例证。

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就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
研究和宣传。”上山文化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高度重视。本期访谈，我们
邀请了3位嘉宾，一起探讨上山文化的重大意义，
以及如何向世界讲好“上山”故事。

实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记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
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您
看来，上山文化在哪些方面为我国万年文化史提
供了有力佐证？

陈星灿：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问题，文化是
怎么产生的？人类在起源和演化过程中，有各种
各样的行为，比如学会用火、制造工具、使用工具
来打猎和采集食物等等。在这些行为中，人类使
用和掌握语言、学会合作、进行交易、开始生活，
文化也就慢慢产生了。

可以说，只要有人类行为，就会有文化。从
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也能证明这个判断。距今
3.8万年至3.5万年的山顶洞人就会佩戴由兽牙、
鱼骨、贝壳等串成的饰品，还用赭石颜料对部分
装饰品染色。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史似乎可以追
溯到几百万年前。那如何理解一万年的文化史？
我认为，这是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开始算起的。
在此之前，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采集狩猎，他们
随着食物不断地迁徙，即便有穿戴等追求美的行
为，但也很难上升成为一个群体的文化。

当人们定居下来，伴随着对土地和物质的劳
力投入，所有权也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产生了，继
而发展出更多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文化系统和
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文明就此逐渐诞生。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上山文化拥有充分
的证据，证明先民们在一万年前后就定居于此，
它也是中国万年文化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

比如，我们发现了距今万年之前的稻米遗存，
包括水稻栽培、收割、加工、食用等，构成完整证据
链，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它
代表先民们探索用新的生产方式栽培、驯化水稻。

再比如，我们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
彩陶。彩陶是上山文化陶器的精华，它孕育出独
特的红色陶系。特别是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中
晚期彩陶，上面带有太阳形纹，十分精美。这不
禁让人遐想：是否在万年前，上山先民们已经有
太阳崇拜了？彩陶是否不仅用于农耕中，也会用
于祭祀呢？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上山文化的
木构建筑遗迹和环壕，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
早的初级村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
续性。这既意味着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也代表着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上山文化是“农业”“定
居”在东亚社会里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最早证实，
它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一万年前后，更
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蒋乐平：上山文化代表着浙江万年文化之
源。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
千年良渚，构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考古证据链，
这在一个省域上是非常罕见的。四大遗址犹如
一座阶梯，人们拾级而上，探寻文明起源的密码，
终于在“万年上山”窥见一二。

从1996年发现楼家桥遗址，到2006年“上
山文化”被命名，上山遗址的发现经历了十个年
头。作为深度参与其中的考古人，我时常感叹，
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没有突破，没有从考古实际
出发，探索一万年的过程或许更加艰难。

5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被发现，它把中华文
化推向了7000年前，也打破了中国人对长江流
域蛮荒落后的刻板印象。但是，河姆渡文化所具
备的里程碑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继
续向前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浙江史前文化
版图有一种僵化的趋势：以钱塘江为界，以南就
是河姆渡文化，以北就是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

一次“偶然”让我找到了突破口。1996年，
杭金衢高速公路开工，我负责开工前的基建考古
工作。在诸暨市次坞镇，我们发现了楼家桥遗
址，其中出现了“扉棱”式柱足鼎和带隔缸的陶器
组合。它们不同于河姆渡文化陶器，具有极强的
文化个性。

这次发现让我对浙江的史前考古有了新的
思考：难道以钱塘江为界的文化划分就是铁律
吗？7000年河姆渡文化就是“极限”了吗？历史
的复杂性总是超越人的想象，只有发现才能验证
想法，更新认识。由此，我们以楼家桥遗址为基
础，开始浦阳江流域的考古调查。

此后，我们先是在浦江县黄宅镇发掘了 塘
山背遗址，这是在钱塘江南岸首次发现良渚文化
的遗址，打破了以钱塘江为界的划分格局。紧接
着，我们又在附近发现了上山遗址，并出土了夹

炭陶、大口盆、石磨盘、石球。当我们把上山出土
的夹炭陶片拿去做测年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距今11400-8600年，实证了万年上山。

发现了上山遗址之后，我和团队成员就像钉
子一样，一心扑在上山文化的研究上。20多年
间，我们在钱塘江流域发现了24处上山文化的
遗址点。在这些遗址点中，我们都能发现稻作、
彩陶、器物坑等物品，他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钱
塘江的支流上，共同点亮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
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
定标准”。回顾上山文化的发现过程，如果我们
墨守成规，守着既往的成绩，不做突破，上山文化
的发现必定要经历更多的波折甚至很可能不会
被发现。当下，无论是保护、研究还是利用，我们
仍要根据实际，勇敢地进行自我突破。

文化自信的生动例证

记者：考古事实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习近平同志曾
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
宣传。”在上山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中，哪些为增强
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

陈星灿：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上山遗址
是世界公认的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水稻、玉米和
小麦始终是世界粮食作物产量最大的三类，而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全国65%以上的
人口都是以稻米为主食，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考古研究不断证实，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
粳稻的起源中心。稻的驯化、稻作农业的起源发
展不仅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化进程，稻作
的传播也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人类文明和文
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还记得，自己刚上大学时，水稻起源于印
度的说法十分流行，直到河姆渡文化被发现多年
之后，这种说法才被纠正了过来。浙江有许多关
于水稻早期起源的考古遗存，比如河姆渡、跨湖
桥，他们将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历史推进到距今
七八千年前，而上山文化则直接将这段历史推进
到10000年前，它是展示文化自信的生动例证。

无论是发现的一粒万年的炭化稻米，还是夹
炭陶中的稻壳遗存，还有通过植硅体等技术分析
都能充分证明，上山时期人类已经进入驯化水稻
的阶段。我曾经听一个植物学家说过，水稻经过
驯化后，产量会增加3倍以上。由此就能看出，水
稻的驯化为全人类的繁衍、人类文明的延续提供
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蒋乐平：上山文化的发现很重要，既丰富了中
华文明，更刷新了人类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知。
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的一粒万年炭化稻米、
夹炭陶片中羼杂着的稻壳、有收割加工水稻功能
的石器，这些都奠定了上山文化在稻作文明中无
可辩驳的地位，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发现24处上山文化遗
址点。当我们把这些遗址点标注在地图上时，它
的形状就是一朵盛放的花朵，仿佛是稻作文明在
钱塘江流域盛放的花。遗址发现越多，花开得就
越繁茂，越鲜艳。而且从现有的考古研究来看，
还有许多遗址等待着被发现。

在人类文明史中，农业文明是一个重大的革
命性事件。没有农业，人类就不可能从茹毛饮血
进入饭稻羹鱼时代，也不可能有剩余产品，社会
就不会向前发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城市革命和
工业革命，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就无从谈起。

正如大麦、小麦造就了两河流域文明，大米、
小米孕育了中华文明。上山文化遗址群是稻作
农业革命的产物，这场农业革命带来了人类文明
的进步。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为人类带来了农
业定居的生活，定居造成了人口的增加，人群由
此形成规模。可以说，钱塘江流域是这场农业革
命最早的发生地，上山文化遗址群为我们理解一
万年前的社会状态，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具体
的历史图景。

从世界范围来看，稻作东传，影响了日本、韩
国等东亚国家的饮食文化基础，促进了东亚文化
圈的形成和持续发展。简言之，先民们选择水
稻，通过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定居走向文明，
最终经由稻米之路形成了影响大半个地球的历
史文化格局。

胡作滔：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上山文化一直十
分关注。2006年11月，浦江召开了中国第四届
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这次会
议正式命名了“上山文化”。会议结束后，省文物
局简报《浙江文物要情》第七期发表了《浙江诞生
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看了之后作出重要批示：

“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有

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力求
完整地揭示、复原上山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图景，
让更多的人了解上山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比如，2022年，我们牵头联合嵊州、义乌、永
康、龙游、仙居等6个遗址地县（市）签订了申遗合
作协议，正式迈出了申遗第一步。

再比如，我们建立了完善的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机制，健全体制机制保障。2017年成立了专
门管理机构——上山遗址博物馆，之后又升格成
为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金华市上山文化遗
址管理中心，为上山的宣传推广提供有力保障。

还比如，在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利用
幻影成像、多媒体电动地图、电子沙盘等技术，陈
列了上山遗址出土器物、考古发掘现场及上山文
化遗址群等内容，力求真实地还原上山先民的生
活场景，目前已累计接待观众180万人次。

向世界讲好“上山”故事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向全世界讲好
中国历史故事。上山作为稻作文明起源地，如何
擦亮这块向世界展示万年中华文化的“金名片”？

陈星灿：擦亮的前提一定是做好保护。习近平
总书记也强调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上
山文化遗址是土遗址的典型代表，组成复杂，保
护难度大。怎样保护好它，让这些宝贵财富世世
代代接续传承，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

土遗址本身是有年代的，像人一样，它也有寿
命。人类活动的干预多少会对遗址造成影响，目前
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面积已经比较多了，我们要
避免无序的挖掘对遗址造成破坏。发掘本身也要
精耕细作，在单位面积内提取更大的信息量。畅想
一下，未来也许只要挖掘50平方米的面积，就可以
从中提取超过挖掘500平方米的信息量。

当然，这种畅想的背后需要技术的支撑，我
也相信随着生物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
术逐渐应用到考古中，这种畅想会变为现实。所
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上山遗址，
提高发掘的质量，通过一点一滴的发掘，获取更
多科学的材料，加大对上山文化遗址的认识。

其次是做好研究工作。令我们非常惊喜的
是，目前国际上对于上山文化在稻作文明中的地
位是非常认可的，比如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英
国等学者都已经参与到上山文化的研究中，下一
步要加强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与互动，不仅是在上
山文化的年份上达成一致，也可以在上山文化的
分期、稻作文明的传播路径等方面有更多的
研讨。

蒋乐平：作为万年文化史的起点，上山文化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肯定要保护好它。除了
遗址本身的保护之外，我认为还要注重生态环境
的保护。一万年前先民们生活的环境肯定与现
在有所不同，但是现在的一些河流、地貌也能反
映出当时的地貌环境，这样的外在环境，也应纳
入我们保护的范围。

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要通过研究让更多的民
众理解上山文化。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加强与国
际学者的对话，还要学会与老百姓沟通，得到他
们的认可。上山文化的遗址有许多散落在民间
村落中，与老百姓的生活融合在一起。我们要用

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看得懂的场景，阐释好上山
文化的价值，阐释得越清楚，则会吸引更多的力
量加入保护、研究中。

同时，宣传工作也至关重要。目前，上山文
化已进入申遗阶段。在已发现的 24 个遗址点
中，我们通过各方面评估，选取了嵊州小黄山遗
址、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
址、龙游荷花山遗址与上山遗址共同申遗。我们
要以考古工作为基础，把上山文化的家底摸清
楚，为申遗提供足够大的底气。总之，擦亮“万年
上山”的金名片是一项系统工程，保护、研究、宣
传三者要齐头并进。

胡作滔：一是稳步推进申遗工作。申遗是
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目前我们制定了一个 10
年计划，并按照相关时间点在倒推。比如，
2023 年，我们完成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的联合申报，并启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建设。2024 年，我们将努力冲击进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这是在申遗上迈出
的实质性一步。

二是不断加强考古发掘，这是根本。在国家
文物局的统筹安排下，目前上山遗址完成了四期
考古发掘，正在进行第五期。在之前考古发掘的
成果上，我们希望能为稻作文明提供更多的物
证。比如，我们能否找到稻田等物品，进一步弄
清楚稻作文明是如何在钱塘江流域开花结果的。

三是加强学术研究，深挖遗产价值。我们先
后举办了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
址学术研讨会等4次高层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
会，也邀请中国科学院吕厚远教授、美国斯坦福
大学刘莉教授等专家团队开展稻作起源的专题
研究，持续推进对上山遗址的价值研究，向国际
传播上山文化的价值。

四是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上山文化。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
我认为大众普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年来，
我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也去
埃及举办了首个海外上山文化考古特展，目的都
是向世界讲好“上山”故事。
但同时，我也在思考，无论是
普及上山文化，还是做好申
遗工作，都要统筹好相关地
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力量，拧
成一股绳，为“万年上山”走
向国际贡献力量。

擦亮“万年上山”金名片
本报记者 肖国强 章 忻 钱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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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之江会客厅之江会客厅

肖国强

初夏的阳光，温暖地拥抱着金华市浦江县
黄宅镇的上山村。村口低矮的小山丘上，坐落
着两幢外形古朴的仿古建筑。土黄色的墙面、
仿茅草的屋顶、圆形的稻草垛，阵阵微风吹过，

“茅草”随风摇曳、沙沙鸣响⋯⋯
上山遗址，就是在这一声声回响中，迎接

一个又一个像我一样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走
进上山遗址展示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
考古学泰斗严文明的两行题词——“万年上
山，世界稻源”“远古中华第一村”，时时提醒着
人们：这里，埋藏着极不寻常的历史过往。

一脚踩下去，便是一万年。今年74岁的周
来水老人，前前后后做了 30 年的村主任、村支
书，祖祖辈辈住在上山村。“以前我们村叫渠南
村，因为发现了上山遗址，2018年改成了现在的
名字。”他怎么也想不到，从自己家往北走百来
米，一个叫做“上山”的很不起眼的小山丘，竟藏
着一个古老的遗址。他从小住了几十年的黄泥
房的外墙上，也被刷上了“万年上山”4个大字。

周来水清楚地记得，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考古调查队领队蒋乐平和同事们来到了渠
南村，住进了自己家。从那时起，考古队每年都要
来到这里“挖呀挖”，每年要和他家同吃同住几个
月，老伴去世后周来水才搬进了隔壁村民家。

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粒一万年前的炭
化稻米。这粒稻米很小很轻，粒长3.732毫米、粒
宽1.667毫米、粒厚1.723毫米，小到要用显微镜
才看得清，但它却证明了万年前的上山先民已经
开始驯化、栽培水稻。这是稻作文明绽放出的第
一朵花，实证了“上山”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
地。这里还出土了以彩红色为底色的夹炭陶片，
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而木构建筑遗迹的
发现，则说明上山先民已经从这里告别山林，搭
建出简陋的房子，生火做饭，在旷野中定居。

一粒稻米、一缕炊烟、一抹彩红⋯⋯这一
连串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把浙江的历史推进
到了一万年前，也为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
了有力的佐证，为探索人类文明起源和农业起
源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同时，考古人员还陆续
在浙江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地发现了24处
村落聚居群。这个以钱塘江流域金衢盆地为
分布中心、面积3万平方公里的遗址群，是迄今
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
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沧海桑田，万年前的回响依然在风中飘
荡。今天，上山这片神秘的土地，也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上山的土丘里，究竟还
藏着多少秘密？上山的故事，如何让更多的人
知晓？答案，或许就在今天的人们手中。

聆听万年前的回响

嘉宾：

扫一扫 看视频

■ 2006年11月22日
2006 年 11 月，浦江举行中国第四届环境

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在此次
大会上，“上山文化”被正式命名。大会结束
后，省文物局简报《浙江文物要情》第七期发
表了一篇信息：《浙江诞生新的史前考古学文
化——上山文化》，讲的是距今一万至 9000 年
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看了之后作出重要批
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 2020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

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学习，并指出，我国考古
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他同时
强调，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
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
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
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
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
社会、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专家陈星灿介绍了上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及
其对中华文化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意义。

■ 2022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学习并提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
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
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
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学
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
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他接着指出，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习近平同志
与上山文化保护
习近平同志
与上山文化保护

胡作滔：浦江县委书记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蒋乐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上山文化发现者

（以上内容均见公开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