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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杭州建德市大同镇，孩子们在宁波大学师生设计、改建的“菊韵坊”里画画、做
手工。日前，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的30支团队入驻建德市，在梅
城、寿昌、大同、乾潭、下涯等５个镇驻村推进振兴乡村项目，许多项目已落地改造完毕。

本报记者 徐彦 拍友 李晓乐 摄

·文物篇··文物篇文物篇

1973 年被发现的余姚河姆渡遗
址，离现在海岸线只有 40 公里左右，这
是人类徒步可以迁徙的距离。

2004 年，在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
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开
始发掘同为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
址。他想，中国人最早是什么时候走向
海洋的？而地理条件优越的宁波地区，
是否有着更早的海洋文化渊源？

2013 年，一场台风带来了答案。
井头山遗址地质钻探土样被雨水冲刷，
露出贝壳、陶片和动物碎骨，被一名放
羊的村民收集后送至附近考古队。

这个海鲜第一村，在 8000 多年后
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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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年来，已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有数十处，经过发掘的遗址有 15 处左
右，如慈湖遗址、名山后遗址、塔山遗
址、鲻山遗址、傅家山遗址、田螺山遗
址、下王渡遗址等。它们都是河姆渡文
化大家族中的成员。最有名的是田螺
山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
化中最完整的聚落遗址。

而井头山遗址，是河姆渡遗址发现
近 50 年以来，在浙江沿海发现的又一
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013 年，在距离河姆渡遗址 13 公
里的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发现了一
处地下5至10米深的遗址，出土数量众
多的是被先民食用后废弃的各种海生
贝壳：蚶、螺、牡蛎、蛤、蚝等，经过碳十
四测年，确定距今 8000 多年，早于河姆
渡遗址 1000 多年，被命名为井头山
遗址。

井头山遗址为什么重要？因为有
“贝丘遗址”，即地层里有大量堆积古代
人类吃剩下的贝壳。我国发现过很多
贝丘遗址，在中国 1.8 万多公里的大陆
海岸线及近海岛屿上，从北到南，比如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福建、台湾、广东、
广西，发现过上百处早自 6000 多年前、
晚到 3000 多年前的古代贝丘遗址，展
现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海洋生
活，海鲜是他们的主食。

一直以来，学界也有很多疑问。为
什么很少发现 6000 年以前的贝丘遗
址？处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的浙江，
为什么没有发现任何贝丘遗址？

井头山填补了空白。
井头山遗址是埋藏最深、年代最

早、保存遗物最丰富的贝丘遗址，为河
姆渡文化的海洋性起源提供了实证。

2020 年，井头山完成第一期发掘，
2021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今，第二期发掘正在进行中。

我们再去看 8000 多年前井头山人
每天的海鲜大餐——出土遗物中最多
的一大类，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
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排行榜前 5 名：
蚶、螺、牡蛎、蛏、蛤。

蚶排第一位，因为发现的最多，这
是比现在市场上常见的毛蚶贵得多的
泥蚶，它们大多数长得很壮，比我们现
在吃的要大得多。

排第二位的是牡蛎，有大牡蛎，还
有小牡蛎。排第三位的是螺，还有大量

的“锥形螺”。第四位蛤，发现比较少，
但依然很大，壳纹路漂亮。

孙国平也是井头山遗址的发掘领
队。他说：“中国人吃海鲜的时间，通过
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后才敢相信，至少已
有八九千年的历史，怪不得现在的宁波
人和沿海浙江人这么喜欢吃海鲜。而
且，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海鲜遗存中还有
很多螃蟹壳和螃蟹钳，所以，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很可能是宁波人。”

古人吃完贝壳里的肉，那些很大的
壳，漂亮又锋利，不会轻易扔掉。所以，
除了海贝，出土遗物中发现第二多的，
就是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木
器、贝器、编织物等。

比如骨器，有的用鱼刺磨成骨针，
上面还有小孔，可以穿线。

贝器，在井头山遗址中是一类特殊
的器物，在浙江史前考古中也是首次发
现。人们利用贝壳作为加工原料，可以
做成耜、铲、勺、刀、镞、哨、珠等。

成千上万筐堆成山的贝壳可以证
实，井头山人的主食就是海鲜，不像良
渚人，主食是米饭。那么，井头山人吃
不吃稻米？

贝丘遗址里首次发现了少量炭化
米、谷壳、水稻小穗轴。孙国平说，过去
发现的贝丘遗址里没有发现稻作农业
的遗存，农业方面的信息量很少，只知
道人们以海产捕捞为主，还有采集。但
井头山人也栽培水稻，也有稻作农业生
产。他们的生产方式，应是一种以海产
捕捞为主，兼有采集、狩猎以及早期稻
作的混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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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山遗址深埋地下5至10米，是

已知我国沿海地区埋深最大的一处贝丘。
遗址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段。人们

吃完的贝壳，当做生活垃圾倒在这里，15
米左右的宽度，最厚的地方超过2米。

在上坡，确实有惊喜，发现了一些人
居住的遗迹，比如一些灰坑，我们可以推
测，当时这里应该是人居住的房子。

“我们很希望能在这里发现建筑遗
迹，可惜还没有。”孙国平有些遗憾，可能
建筑在西侧更高的位置。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木器，而且是
8000多年前的“黑科技”。

木器是有机质，非常容易烂，良渚
墓葬的木质棺椁大多无法保存下来，然
而这 8000 多年前的木器，保存完好，颜
色、形状像新的一样。

“能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孙国平
说，井头山遗址文化层深埋于饱水的海
相沉积泥土下，所以木材、骨头质地的有
机质文化才能保存下来。

“猜猜，它有什么用？”孙国平从“澡盆”
里拿出一把木柄，还有一块石斧，一插，居
然刚好插进。原来这是斧头的木柄。

“这是井头山最有代表性的木器，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把斧头，推
测用来砍木头。

两部分怎么固定起来呢？孙国平
推测，接口的缝里或许会塞一点麻布，
填充紧实，就能用了。当时，麻线已经
有出土了。

井头山发现的木器，大多数是生产

工具的配件，比如斧的木柄、石锛的木
柄，还有木锹、木矛（基本上用来捕猎），
以及船桨的桨叶。

河姆渡遗址出土过 8 件船桨，器形
都不完整，但在 50 年前来看，已经是中
国最早且保存比较好的船桨了。后来，
田螺山遗址出土 30 多件船桨，完好的
有六七件，这次展览展出3件。

再后来，井头山出土 3 件木桨，最
完好的一件于2020年4月出土。

首先，这件器形保存得非常完好，木
材是麻栎，造型是短柄加环首，桨叶较
长，还有一个弧度，叶中上段背部有两个
凸起装置，相对普通平直的船桨来说，它
更科学，形状与现在的木桨很相似。

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目前年代最
早、保存最好的一件船桨，也是目前已
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件用于近
岸航海的船桨，推测当时的先民可能已
开始近海捕捞作业。这也是井头山先
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又一实证，是
中国海洋文化起源重要的证据。

孙国平从“澡盆”里捞出东西，器型
很怪，是一件很特殊的木器。孙国平
说，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了，技术含量相
当高。孔里面插了一根比手指头长一
点的木头销钉，还可以搭扣牢，像一
把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浙江大学文
物保护材料实验室合作，对两件木器上
的黑色涂层进行鉴定研究，确定为天然
大漆。这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
漆器，将中国乃至世界使用漆的历史提
早到 8000 多年前，说明杭州湾以南的
宁绍地区是漆文化的起源地，跨湖桥文
化和河姆渡文化是早期漆器工艺的主
要发展区域和主要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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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丰富海洋经济

遗存表明，“古宁波湾”区域乃至浙江沿
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主要区
域。井头山遗址以海洋渔业经济为主
要依托，是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
的最早例证。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成果，初
步探明了河姆渡文化的本地来源，延伸
了浙江乃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原有的
历史轴线和发展脉络，为证实中国海洋
大国找到了重要的海洋文化源头，更为
中华文明组成的完整性提供了依据。

既然这个遗址比河姆渡文化早了
1000 年，井头山人和河姆渡人，是哪种
亲戚？

孙国平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井
头山人，是河姆渡人的祖辈——不是父
亲辈，至少应是爷爷辈，他们跟河姆渡
人有着文化血脉上的联系。更专业的
表述是：它是河姆渡文化的祖源，并非
直接的源头。

因为中间还有个缺环。河姆渡文
化的年代，最早到距今 7000 年，而井头
山遗址最晚距今 7800 年，中间还有
800 年的缺环。也许可以理解为，河姆
渡人的“父辈”，目前还没有找到。

孙国平说，缺环阶段的遗址，肯定
存在于环古宁波湾区域。我们还在继
续寻找。 （本报记者 马黎）

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贝丘遗址证实——

8000多年前，浙江人就在赶海

本 报 宁 波 11 月 6 日 电 （记 者
陈醉 通讯员 陈也喆 张莹） 上海京剧
院麒派第三代传人、梅花奖获得者、京
剧麒派表演艺术家陈少云，中国剧协副
主席、梅花奖获得者、越剧表演艺术家
茅威涛，二度梅获得者、沪剧表演艺术
家茅善玉⋯⋯6 日晚，这些戏曲界响当
当的名角齐聚宁波。

今年，宁波首次举办“周信芳戏
剧季”。作为重磅活动之一“致敬大
师——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走进宁
波暨周信芳戏剧季开幕式晚会”上，全
国18位梅花奖得主同台献演。

当晚，距演出开场还有一个多小
时，闻讯赶来的戏迷已在宁波大剧院门
口排成长龙。节目开场，灯光暗下，鼓
乐齐鸣。京剧《白蛇传》《铡美案》《智取
威虎山》，越剧《北地王》《西厢记》《梁
祝》，昆曲《牡丹亭》，沪剧《敦煌女儿》，
甬剧《典妻》等多部经典剧目轮番上演，
行云流水般的身段动作，或激昂或优美
高亢的唱腔，引得不少戏迷打着节拍，
轻声跟唱起来。“我是个票友，热爱京剧
十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梅花奖得主同台献唱，而且有那么多剧

种，太震撼了！”戏迷李京专门从象山赶
来，对演出赞不绝口。

2025 年 1 月 14 日是周信芳先生
诞辰 130 周年，其创立的麒派艺术，是
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璀璨瑰宝。作为
麒派正室弟子、第 11 届梅花奖获得者
陈少云先生和两位弟子，以京剧、河
北梆子、黄梅戏同台演绎周信芳先生

的经典剧目《徐策跑城》，让观众大呼
“新鲜”“好看”。舞台上，“徐策”蟒袍
挂玉带，银须飞舞，衣袖翻腾，脚步如
飞。麒派的唱、念、做、表精华都浓缩
于此。

18朵“梅花”共演一台戏，也是对中
国戏剧艺术传承与创新的一次集中展
示。梅花奖得主茅威涛带领团队打造

的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风
靡全国。当晚，她和学生们带来了另一
个创新实验作品——新版《梁山伯与祝
英台》选段，戏中“以扇喻蝶”作为主要
方式，通过演员手中一把小小折扇的动
作，呈现梁祝二人的相遇、相识、结拜、
分离和诀别。尾声时，在纯净天幕上冉
冉升起的两把巨大折扇，诗意地展现

“化蝶”的境界，“老剧”变得年轻化、趣
味化。

“从古老的昆曲到国粹京剧，再到
地方特色的越剧等，戏曲不仅是一种表
演艺术，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宁波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应建勇说，周信芳先
生原籍宁波慈城，宁波作为“家乡人”，
要“传其艺”、“继其志”、“弘其风”，为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作出新贡献。

此次晚会正式拉开“周信芳戏剧
季 ”序 幕 ，在 100 天 内 ，宁 波 将 开 展
2024 宁波市全民戏曲大赛、周信芳戏
剧季精品剧目展演、宁波优秀民营剧团
展演等八大活动，以戏为媒，加强与全
国各地戏曲界的联系与交流，打响“文
化强国·宁波有戏”品牌。

致敬戏剧大师，宁波首次举办周信芳戏剧季

18朵“梅花”同台献艺 本报丽水 11 月 6 日电（见习记者
吴柯沁）6日，丽水发布丽水商超产业转
型提升方案，推出财政、法律、金融、人才
等多方面暖心举措。来自北京、上海、安
徽等地的82名丽水籍商超经营者代表
齐聚一堂，共话行业转型发展之道。

目前，国内丽水人经营的商超约6.2
万家，年营业额超1500亿元；丽水海外
零售行业的华侨达6万余人，年营业额超

140亿美元。丽水商超在门店数量、营
业规模和从业者数量上位居全国第一。

当天，丽水商超产业转型提升工作
方案发布，提出构建集供应链服务、金
融服务、公共服务、政务服务于一体的
丽水商超转型升级综合服务。同时，丽
水还注册丽水商超区域公共品牌，编写

《丽水产品进丽水商超手册》，严选丽水
好货，推动品牌化发展。

丽水推动商超产业转型升级丽水推动商超产业转型升级

茅威涛带来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 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供图

1994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张昭（中）和诸葛亮（右）、鲁肃形象。

近日，“纪念朱然墓考古发掘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六朝
考古学术工作坊第六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举办，介绍了一批
六朝考古方面的学术成果。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京
地区的六朝东吴墓葬考古颇有收获，发现了张昭、薛珝多位东
吴重臣的墓葬。

六朝初期的南京被称为“建业”，是东吴王朝的首都。三
国时期，东吴政权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其皇室成员、重要军
政人物死后大多葬于南京以及周边区域。据各地的方志记
载，孙坚、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等人葬于南京、庐江、镇江等
地，有的至今还有墓冢。

经过考古发掘进行证实的东吴名人墓寥寥无几。1984
年，安徽的考古工作者在马鞍山发掘了东吴名将朱然的坟墓，
墓中出土的名刺（名片）证实了墓主的身份。这是第一座经出
土文物确证身份的东吴名人墓葬。2019年，南京市考古研究
院在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南麓清理 4 座东吴砖室，根据其中
一座出土砖地券，确认墓主为三国东吴名将、都乡侯丁奉。

这次研讨会上，考古专家介绍近年来发现的另两处三国
东吴名人墓。

南京市江宁区文化旅游局的专家许长生介绍江宁区薛家
边两座东吴墓的考古发掘情况。编号为M2的东吴墓是一座
前后双室的砖室墓，墓中出土金、银、铜、铁、瓷等各类文物40
余件，其中一件青瓷魂瓶上有铭文“吴故使持节威南将军都乡
侯沛郡薛珝凤凰三年九月十日”。据铭文可知，墓主为东吴晚
期名臣、威远将军薛珝。

薛珝在《三国志》中有记载，曾担任东吴“将作大匠”，率军
征讨交趾，在出征归来的途中病逝。沛郡薛氏是魏晋时期的
名门，薛珝的父亲薛综、弟弟薛莹、侄子薛兼都是魏晋名臣。
编号 M1 的另一座东吴墓葬也与薛珝有密切关系，这两座墓
葬时代明确，为研究沛郡薛氏家族的历史、东吴丧葬制度及魏
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学者朱中秀介绍南京孙吴张昭
家族墓的考古收获。他介绍，2022 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
南京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地块的勘探中发现 576 座墓葬，其中
M171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坑、砖
室、排水沟等组成，尽管早年遭到盗扰，但仍出土金印、金镯、
铜弩机等遗物。

M171 墓中的两方金印成为解开墓主身份的关键，印文分别是“辅吴将军章”
“娄侯之印”。据此，考古专家们判断 M171 的墓主是三国时期的东吴重臣张昭。
在张昭墓附近，还发现其他7座同时期的砖室墓，出土青瓷卣、青瓷罐、青瓷砚等一
批精美的青瓷器。这些墓葬以M171为中心，自西向东分布，并设有复杂的排水系
统，共同构成张昭家族墓地。

朱中秀认为，张昭墓是南京继丁奉家族墓后发现的又一东吴重臣墓地。墓葬
虽经盗扰，墓葬本体遭到部分破坏，但基本形制保存较好，对于南京六朝墓葬，尤其
是孙吴时期贵族墓葬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张昭，字子布，彭城人，早年渡江避难，辅佐孙策
平定江东。孙策去世前，将自己的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希望他全力辅佐。张昭是
孙权的重臣，对东吴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孙权每次出征，他
都会镇守后方，领幕府事。孙权代理车骑将军后，重用张昭，任命他为军师。张昭
性格刚直，对于孙权敢直言劝谏，所以孙权对他又敬又畏。孙权即位后，准备设立
丞相，大臣们推荐张昭，但孙权内心对张昭有所不满，先后用孙邵、顾雍二人为相。
嘉禾五年（236年），张昭去世，享年81岁，谥号“文”。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也多次写到张昭。第二十九回写道，“小霸王”孙策临
终前嘱咐弟弟孙权“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也就是“内事不
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典故；赤壁大战前，曹操南侵，东吴朝廷中分为主战
派和主和派。张昭被描写成主降派的首领，在“舌战群儒”一场戏中，被诸葛亮狠狠

“修理”了一番。张昭墓的规模较小。专家认为，这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张昭去世
前要求简葬有关。张昭墓所在地过去有一个旧地名——娄湖，如今看来应该源于

“娄侯”张昭葬于此地。 （新华日报记者 于锋）

南
京
六
朝
东
吴
考
古
有
新
成
果

三
国
重
臣
张
昭
之
墓
发
现
了

南
京
六
朝
东
吴
考
古
有
新
成
果

三
国
重
臣
张
昭
之
墓
发
现
了

▲ 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
▶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贝壳。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