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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前的稻作遗存

来到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一片金灿灿的
稻田映入眼帘。田野中，“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8
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题写。

建立在遗迹原址上的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
由两座仿干栏式木构建筑组成，建筑面积1567平
方米，分为1号馆和2号馆。走进1号馆，首先看
到一大片裸露的遗址。不同深度的灰坑、灰沟
里，站立着 10 余个根据考古队员形象制作的蜡
像，生动还原了上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上山遗址经过四期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
2000 余平方米，出土 1000 多件文物。1 号馆展示
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1粒“万年稻米”。上
山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蒋乐平讲述了这粒稻米背后的故事。

2000年秋冬之际，蒋乐平带领的考古队在浦
江周边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位于黄宅镇渠南
村北的上山遗址，遗址出土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大
口盆残器。此后，这种大口盆不断发现，并相继
出土了许多石磨盘、石磨棒、石球和大量夹炭红
衣陶片。在这些陶片的胎土中，考古队员发现了
稻壳、稻茎和稻叶遗存。

蒋乐平曾从事河姆渡考古工作10余年。上山
遗址的文化内涵，让他感到难以判定。“这种夹炭
陶河姆渡也有，但大口盆从未见过，这个遗址可
能不属于河姆渡文化。”

2002年，蒋乐平偶然得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可以对夹炭陶片进行碳14年代测定，于是托
人将4片上山遗址的夹炭陶片送去北大检测。

2003 年 1 月，北大吴小红老师电话告知蒋乐
平：测年结果经过树轮校正，陶片距今约 11400
年到 8600 年。“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都震惊了。”
蒋乐平说，“这样看来，陶片里的稻壳，也有上万
年历史。”

郑云飞等植物考古学家选取了几件保存有清
晰稻壳的夹炭陶片进行研究，对小穗轴、植物硅
酸体遗存的分析表明，标本里有一部分为驯化稻。

之后，考古队员对上山遗址土层进行浮选，
在早期文化地层中发现了数粒炭化稻米。“上山遗
址早期文化地层中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
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稻米。”负责上山遗址植物浮选工作的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

1 号馆内展示了上山出土的部分夹炭陶片和
烧土块。通过放大镜，可以清晰看到陶片和土块
内的稻壳印痕。“上山先民把稻壳、稻叶碾碎后掺
和到陶土中，一是为了减轻陶器重量，二是增加
陶土黏性，防止陶器烧制过程中开裂。”蒋乐平
说，上山稻谷中保留的小穗轴出现折断痕迹，不
同于野生稻粒自然脱落的平整离层，具有驯化和
栽培的特征。

展厅里还有上山遗址出土的镰形器、石磨
盘、石磨棒等石器工具。蒋乐平介绍，镰形器、
石片石器等器物的刃部有收割禾本科植物的微
痕，并存在水稻植硅体，由此判断它们是水稻收
割工具，而石磨盘和石磨棒则可能是稻谷脱壳工
具。“上山遗址出土陶片中近90%的夹炭陶片包含

有大量碎稻壳，这是最原始的谷糠，证明稻米脱
粒食用的状态。”蒋乐平说。

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
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
稻作农业遗存。“上山遗址的发现让稻作栽培历史
上溯至 1 万年前，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
认识。上山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
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独特而重要
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王巍说。

远古中华第一村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北区稻田边立着一块石
碑，上面写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是中国考古
学泰斗、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
资深教授严文明今年9月为上山所题。

“上山有两大文明表现，一是有了栽培稻，二
是开始建造木结构房屋。”蒋乐平指着上山遗址保
护展示馆前的草坪说，这里曾发现长 11 米、宽 6
米、由 3 排柱洞构成的建筑基础，这种建筑形式
跟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比较相似。“河姆渡建筑遗
址由于长期被地下水浸没、与空气隔绝而保存较
好，上山遗址的木质建筑早已腐烂，只留下柱洞。”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以排柱式木构建筑为
主要特征的居住遗迹在上山文化遗址中越来越多
地被发现。此外，还发现了环壕、中心台地、墓
葬等，具有早期聚落的特征。“这些遗址分布于钱
塘江上游和灵江流域的河谷盆地，它们共同构成了
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蒋乐平说。

红日初升，浦阳江边，几个男子正在用石磨
盘和石磨棒磨稻谷，其他人忙着狩猎、采摘，挖
坑埋柱、建造房屋……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 2 号
馆内通过投影的方式再现了上山人的生活。“大约
在 1 万年前，先民们走出洞穴，来到平坦开阔的
山前台地开始定居生活。”蒋乐平说，“这种定居
特征在上山文化初期已经出现，标志着一个历史
阶段的开端。浦江上山遗址因此被严文明先生称
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严文明曾说，浙江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命名很
有意思，从美丽的小洲 （良渚） 出发，过一个渡
口 （河姆渡），跨一座桥 （跨湖桥），又上了山

（上山）。这些遗址的发现轨迹，构成了一条通向
远古文明的探索之路。

世界上最早的彩陶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义乌桥头、仙居
下汤、嵊州小黄山等19处上山文化遗址，堪称中
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早期新
石器时代遗址群。义乌桥头遗址距上山遗址约15
公里，属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因其丰富的考古
成果，入围了“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终评。

走进桥头遗址，首先看到钢结构大棚下约
1600平方米的环壕遗迹。以环壕内沿为界，遗址
中部围成一个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这是目
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环壕遗迹。”蒋乐
平介绍，环壕-台地聚落遗址的出现，是村落形
态复杂化的表现，也是定居生活更高级的证据。

“目前发掘区东面还有遗址被村落覆盖，我们将继
续探索发掘。”

遗址入口处有一座土坑竖穴墓，因埋藏较浅，
人骨有所破坏。与其同期出土的另一具人骨保存
较完整，现藏于义乌博物馆，从照片中看，其腹
部放置着一件颜色鲜艳的红衣陶罐。这是一具身
高 1.73米的成年男性骨骸，经北大考古专家测定
年代为距今8000多年，被称为“浙江第一人”。

沿着墓穴往前走，看到一个个探方，里面堆
着大量陶器、陶片。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大口
盆、平底盘等器型为主，陶衣鲜亮、工艺精美且
数量众多，有的一个灰坑中就发现40多件，其中
尤以彩陶最引人注目。目前，桥头遗址已复原陶
器约 150 件。通过对彩陶所在地层内的炭化稻
米、炭屑等进行碳 14 测年显示，其年代为距今
9000年左右。

“过去认为黄河流域彩陶最发达，以甘肃大地
湾为代表的彩陶文化，距今约有8000年历史。而
近年在长江中下游桥头、湖西等遗址出土的彩
陶，并不比黄河流域逊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方向明说，上山文化彩陶是迄今发现世
界上最早的彩陶，其施彩方式、纹饰图案独具特
色。彩陶上出现了太阳纹、线圈纹，还有些目前
无法解释的神秘图案，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上山遗址发现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
“上山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万年遗址联盟”挂牌
成立，同时还举办了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展
出了 89 件最新出土于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的陶
器。蒋乐平说，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接下来将
在国内进行巡展，让远古稻作文明孕育的彩陶之
花为更多人欣赏。

“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在中国
古代社会，铜镜是常见的日用器具，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
要角色，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目前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铜镜最早
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一直延续使用至明清时期，几乎
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日举办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
展，从数以千计馆藏铜镜及相关文物中精选出260余件 （套） 展品，系
统展示了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贸易流通、铭文装
饰、功用价值等，反映了中国古代铜冶铸技术的非凡成就和古人的审
美意趣、民俗信仰。

走进展厅，首先看到墙上呈现了一幅古代美人揽镜自照的画面。
展览的第一单元“鉴于止水”，讲述了“镜”与“鉴”的历史渊源。从
齐家文化的重轮星芒纹铜镜、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弦纹铜镜、战国时期
的武士斗兽纹铜镜到汉代的四神羽人瑞兽纹铜镜、唐代的瑞兽葡萄纹
铜镜、清代的婴戏纹铜镜等，各个时代铜镜的代表作品尽在眼前。除
了常见的圆形铜镜外，还有方形镜、菱式镜、葵式镜、钟形镜等，多
样的造型体现了古人的匠心巧思。铜镜的大小不一，既有小巧便携、
带有手柄的“巴掌镜”，也有大如脸盆、纹饰华丽的镜中重器。“这种
阔大厚重的铜镜价值不菲，是古代富贵人家才拥有的奢侈品。”“镜里
千秋”展的展览助理赵玉亮对记者说。

西汉“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是此次展览的重点展品。
这面铜镜出土于湖南长沙伍家岭，镜背鎏金，饰有博局 T 形纹、羽
人、玄武、朱雀、瑞兽等丰富的纹样。镜缘铸有一圈铭文，共 52 个
字，其中有“中国大宁”等吉祥语，表达了希望国家安宁、子孙昌盛
的美好愿望。

铜镜是照面修容之工具，体现了古人对美的追求。古代工匠们创
造出透雕镜、彩绘镜、螺钿镜、平脱镜等特种工艺镜，提高了铜镜的
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展厅里，一面唐代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吸引
了不少人驻足欣赏。此镜镜背镶嵌螺钿片，刻画了人物、树木、鸟鹊
等。镜钮上方一株花树，树两侧各有一只振翅翘尾的鹦鹉。钮左侧端
坐一人，手弹琵琶；右侧坐一人，手持酒盅，面前一鼎一壶，背后立
一双手捧盒的侍女。钮下有仙鹤、水池，池内和池边有嬉戏的鹦鹉。
此镜雕刻极为精细，人物和鸟鹊栩栩如生，虽历经千年沧桑，依然令
人为其艺术魅力折服。

铜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赵玉亮介绍，随着公元前2世
纪张骞凿空西域，大量的汉朝物产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西亚等地
区，其中包括铜镜这类日用品。三国两晋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传
入，佛像开始与神仙图像共同出现在铜镜装饰中。以吴国工匠为代表
的中国工匠东渡日本后，将当时流行的画像镜与神兽镜结合，制作出
具有神兽镜特征的“仿制镜”。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包容并蓄的开放
时代。一方面，外来文化汇入中华文明中，瑞兽葡萄纹铜镜就是吸收
异域文化元素的典型物证。另一方面，遣唐使、商人等将唐朝的文明
成果带到各地，精美的铜镜成为当地重要的收藏，丰富了世界文化面
貌。在“清光宜远”单元，观众可以通过汉代“长宜子孙”连弧纹铜
镜、三国变形四叶佛像对凤纹铜镜、“嘉兴元年”神兽铜镜、唐景龙三
年瑞兽葡萄纹铜镜等展品感受中外文化交流的多彩。

此次展览运用动画、多媒体互动等手段丰富展陈形式，增强互动
体验。在展厅里的触摸一体机上，可以360度欣赏“中国大宁”瑞兽博
局纹鎏金铜镜等重点展品，清晰地看到铜镜上纹饰、铭文的细节。通
过体验拼图互动游戏，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古代铜镜的结构。

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

走进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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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千秋绝艳图》（局部） 杜建坡摄

西汉“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 （局部） 杜建坡摄

唐代双鸾狻猊纹葵式铜镜 杜建坡摄唐代双鸾狻猊纹葵式铜镜 杜建坡摄

2000年秋，在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一处耕地
里，考古工作者发现灰坑、夹炭陶片等遗迹、遗
物，上山遗址由此揭开了神秘面纱。随着考古研究
的不断深入，上山遗址发现了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
的稻作农业遗存，此后在浙中地区又相继发现上山
文化遗址18处，其中有距今约9000年的彩陶和环
壕遗迹等。

日前，由中国考古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上山遗址
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浦江举行。与会专
家学者们认为，上山文化遗址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
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跟随专家的脚步，
笔者走进上山文化遗址群，探访“远古中华第一
村”以及遗址发掘的故事。

上山遗址出土夹炭陶片中的稻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外观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供图

上山遗址发现的3排柱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上山遗址发现的3排柱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