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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夏天，在浙江宁波余姚黄墓山下河床
边，河姆渡遗址初露真容，引起考古学者关注。
经过 1973年冬、1977年冬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
6700 余件文物，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大片干栏
式木构建筑遗迹、大量人工栽培水稻和丰富的动
植物遗存。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影响深远，证明长
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50年后，324件 （套）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文物
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
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生动呈现河
姆渡人的生产生活画卷，让观众领略饭稻羹鱼、
万物有灵的远古江南风情。

发现璀璨的稻作文明

河姆渡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地名，原来叫黄
墓渡。

秦末汉初，“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黄公崔广隐居
浙东，后葬于姚江南岸覆船山。后世慕名拜谒者
络绎不绝，覆船山由此被称为黄墓山，江边的渡
口称为黄墓渡。历经 2000 多年沧桑，黄墓渡在当
地人的口口相传中演变成河姆渡。

展厅里，考古发掘现场照片、《河姆渡遗址发掘
报告》手稿、20 世纪 70 年代的《文物》《考古》杂志、
1978年人教版《中国历史》等文献资料，叙说着河姆
渡遗址从考古发现到走入公众视野的过程。

1976年 4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河姆渡遗址
第一期发掘座谈会”上，专家们正式命名“河姆渡文
化”。1978年，河姆渡遗址首次被写入中学历史教
科书。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年至 5000年，是中国
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主要分
布于浙江东北部的宁（波）绍（兴）地区东部和舟山
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改变了学界在中华文
明起源问题上“中原地区一元论”的传统观点，证
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发
祥地。

50年来，浙东地区已陆续发现了 20多处河姆
渡文化类型遗址，如慈湖遗址、塔山遗址、田螺
山遗址等，勾勒出远古江南的繁荣图景。其中，
田螺山遗址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河姆渡文化聚落
遗址，包含居住区、稻谷研磨坑、水井、独木
桥、木栅栏 （木构寨墙）、橡子储藏处理坑等。

干栏式木构建筑是河姆渡文化典型的建筑形
式。此次展览以实物展示与触屏互动相结合的方
式，让观众直观了解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展柜里陈
列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桩、木板、带榫木构件等，
点击展柜玻璃上的电子按钮，即可查看干栏式建筑
的结构示意图和建造步骤。“展厅里搭建的木屋场
景，是按照河姆渡遗址面积最大的房屋 1∶1复原而
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副研究馆员陈克
双介绍。

河姆渡文化有比较成熟的稻作农业生产方
式，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米和成堆稻谷壳。谷粒刚
出土时颜色鲜黄，外形完好，壳上隆脉和稃毛清
晰可辨。展览中呈现了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炭
化稻谷、炭化米粒和骨耜、点种棒等农耕器具，
还有陶釜、陶灶等炊具，一些陶釜底部碎片上残
留黑色锅巴，可见颗粒完整的饭粒，说明河姆渡
先民以稻米为主食。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稻谷，推翻了
‘稻作农业起源印度说’，证明早在7000年前中国长
江中下游就有稻作农业。”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杨建
武说，“近年来，田螺山遗址、施岙遗址发现大面积

稻田，其中施岙遗址及附近古稻田总面积达90万平
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
大规模古稻田，展现了河姆渡先民比较发达的稻作
生产水平。”

除了稻作农业，河姆渡先民还从事渔猎、采集、
家畜饲养，食物来源较为丰富。菱角、芡实、葫芦
籽、桃核、金枪鱼骨、人工栽培茶树根……这些遗物
展示了河姆渡先民饮食的多样性。河姆渡遗址出
土的陶猪，造型兼具野猪和家猪的特征，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家猪驯化的过程。田螺山遗址出土的
鹅肢骨，距今有 7150年至 6670年的历史，它们或
可证明鹅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

河姆渡先民生活的村落周围水网纵横，乘舟
出行是其主要交通方式。田螺山遗址发现了独木
舟加工处，其中一件刚开始加工的独木舟侧立于两
排桩木间；另有一件长 35厘米的独木舟模型，尖头
方尾，舱体基本为长方形。展厅里展示了河姆渡文
化的木桨、陶舟形器、独木舟模型等，让人眼前浮现
出江南水乡河流密布、舟楫往来的画面。

走近先民的精神世界

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许多具有装饰元素的器
物，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饰为研究者打开了一
扇探索河姆渡人精神世界的窗口。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钵、双鸟朝阳蝶形
器是浙江省博物馆的明星文物，此次展览是它们
首次进京展出。猪纹陶钵是一件盛储器，由夹炭
黑陶制成，大体呈方形，器表磨光，外壁两侧分
别用白色线条刻绘一只长鼻圆眼、浑身鬃毛的野
猪，头向前垂，四足蹒跚前行，似乎在寻觅食
物。猪身刻有芽叶和稻穗纹饰，还有象征太阳的
重圈圆形纹。方形陶器较为罕见，这件方形陶钵
纹饰生动逼真，堪称珍品。

双鸟朝阳蝶形器是一件象牙雕刻品残片，虽
然上下部已残损，但从现存部分仍能看出河姆渡
人独特的审美和娴熟的技艺。正面磨光后用阴线
雕刻一组图案：中心为 5 周同心圆，外沿刻火焰
纹，象征太阳光芒；两侧刻有回头相望的双鸟，
面向太阳振翅起飞，成对称形；图像两侧对称地
钻有6个小圆孔，以便于捆绑或悬挂之用，圆孔之
间饰有连弧纹。

据介绍，蝶形器是河姆渡文化独具特色的一
种器物，以木质、象牙质为主，也有少量石质。
木蝶形器分为对称飞鸟型、双鸟相对型、单鸟侧
立型3种。多数学者认为，蝶形器没有实用性，与
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展览中展示了几件木蝶形
器，其中一件正面带有褐彩。

鸟的形象在远古文化中经常出现，或许反映
了太阳崇拜。田螺山遗址出土了一件双鸟木雕，
形态为两只相向飞翔的鸟，鸟的眼睛阴刻为圆涡
状浅凹孔，原本可能嵌有银白色的蚌壳类材料。
整件作品呈圆弧形，线形颇似人的前额，上端有5
个凸起部位，均钻有小孔，可能用于安插羽毛。
专家推测，这可能是一件木质羽冠，是当时氏族
首领或巫师举行祭祀活动时的重要道具。

木筒形器在河姆渡文化中也较为多见。展柜
中有一件黑漆木筒，由整段木头掏挖而成，器身表
面分为3段，两端刻有多圈平行线纹，整体涂刷光亮

黑漆。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件古人的打击乐器。
鸟禾纹盆、龟形陶盉、鹰形陶豆、鸟形象牙

匕、“蚕纹”象牙柄端饰件……大自然的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融入河姆渡人创作的工艺品中，体现了

“万物有灵”的思想，反映了祈求农业丰收、畜牧
兴旺的美好愿望。

探索悠久的海洋文化

2013 年，在河姆渡和田螺山两大遗址附近，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井头山遗址。2019 年至 2020
年，井头山遗址完成首期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
成果，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井头山遗址距今约 8300年至 7800年，是中国
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
史前贝丘遗址。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
是河姆渡文化的直系祖缘，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
海洋文化的源头。

种类多样的贝壳、鱼骨等，展现了井头山先
民“靠海吃海”的生活方式。除了海洋生物遗骸，
井头山还发现了鹿、猪、狗、圣水牛等陆生动物
骨骼，储藏坑中有大量橡子、麻栎果、桃核、灵
芝块、猕猴桃种子等，还有少量炭化米粒和水稻
小穗轴，表明井头山先民以海产捕捞为主，兼有
采集、狩猎和早期稻作农业。

人们通常以为，8000 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生
活非常简单、粗陋，而从发掘出土的陶器、石
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来看，井头山
先民有着超乎现代人想象的生存智慧和创造能力。

展柜里陈列着一只木碗，桑木材质，口沿一
侧有半月形小单耳，底部有4个小乳钉足，器表修
磨光滑，制作工艺成熟，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红
漆木碗早了 2000 年。井头山遗址还出土了 3 件木
桨，其中一件保存较完好，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
的用于近岸航海的船桨。

贝器是井头山遗址中一种独特的器物，在浙
江史前考古中也是首次发现，器型有耜、铲、
勺、刀、镞、哨、珠等。其中，贝耜是用大型牡
蛎的一面平整壳体为原料制作的掘土工具，与河
姆渡文化的骨耜功用相同。

从河姆渡到田螺山再到井头山，一系列史前
重要遗址的发现，组成了探寻文明源头的阶梯，
引领人们不断拾级而上，感受我们的祖先在沧海
桑田的巨大变迁中不断适应环境、开拓进取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

“时至今日，河姆渡文化仍在稻作农业起源和
发展、干栏式木构建筑起源、南方地区史前聚落
形态等研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杨建武说。

日前，“太炎传薪——章炳麟与苏州展”在江苏苏州博物馆开幕。
继“吴门四家”“清代藏家”两个系列学术特展之后，苏州博物馆推出

“近代大家”系列学术特展，梳理近代以来苏州文化、艺术与学术的衍
变轨迹。此次展览为“近代大家”系列首展，以近代著名学者、“章黄学
派”开创者章太炎为主题人物。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之为
人，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今杭州）人。1890年，入杭州诂
经精舍受业俞樾门下。1895年甲午战败，变法事起，走出书斋，投
身社会。早年提倡革命，身遭幽禁，不屈不挠，主持《民报》，文笔锐
利；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晚年支持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在其革命与学术生涯中，章太炎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1901
年，为躲避清廷追捕，章太炎在东吴大学任教半年；1934年，举家
迁至苏州，举办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
讲习会，并终老于此。

此次展览分为“湖上诂经 曲园门生”“走出书斋 走向共和”“友生
酬应 诗书流布”“整理国故 学兼汉宋”“著述弘富 兼善岐黄”“章门弟
子 桃李天下”“苏州讲习 学术薪传”7个部分，展示了章太炎及其师
友、弟子的书画、信札、手稿、照片、书籍等94件展品，试图还原
一个全面、立体的章太炎，梳理其家世生平、师友交游、讲学传
道、艺文著述。

章太炎曾赴日与孙中山一道为革命事业奋斗，担任《民报》主
编，与改良派论战。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聘请章太炎为临时总统枢
密顾问。此次展出的《孙文致章炳麟函》系孙中山于临时大总统任内
最后一天（1912年 3月 31日）所写，感谢章太炎担任政府顾问，并请
张继赍致3000元顾问薪金。

章门弟子中有许多名家，鲁迅即是其一。1908年，章太炎在日
本东京为鲁迅、许寿裳等8人开设小班，讲授《说文解字》。正因此
次听课，鲁迅成为章太炎弟子，受其影响颇深，于逝世前写下 《关
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怀念其师。展览中呈现了鲁迅在东京所作的
课堂笔记，记录了章太炎讲授的462个汉字。

章太炎一生有四次讲学，分别在东京、北京、上海、苏州，其
中苏州讲习为规模最大、最有规划的一次。展览最后一部分主要展
示章太炎在苏州时与好友、门生的往来，如章太炎寄给好友李根源
的信札、篆书、珍藏《三体石经》拓本等，16岁师从章太炎、被誉为

“千里驹”的朱季海之手书“困学斋”额，章太炎赠弟子徐瀓的抄手端
砚等。

除了丰富多样的展品外，此次展览还设计互动区，将藏品与地
图结合成网格，构建丰盈的历史画面。观众可以通过看、听、找、
集章等方式探寻章太炎的人生轨迹，追觅那个时代的声音。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2月25日。

本报电（魏琴） 近日，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永和家园的四川省非遗研学
传习中心里，蜀绣非遗传承人黄海彦和数名绣娘围坐在一起，为一年一度
的遂宁市乡村振兴蜀绣技能大赛创作参赛作品《“花开果成”荷花韵》。绣娘
们手指轻捻绣花针，熟练地飞针走线，在锦缎上绣出一幅幅栩栩如生、清
新脱俗的荷花图。

多年来，黄海彦致力于弘扬民俗文化、传承民间艺术，创办了多家艺
术工坊，在传统蜀绣的基础上，融入遂宁独特的文化元素，并吸纳其他名
绣的精髓，研发百余种蜀绣产品，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在新时代绽放新
光彩。

黄海彦还把艺术工坊搬进乡村，免费帮助百余名农村妇女掌握刺绣技
术，带动农村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做大做强蜀绣产业，让“指尖技艺”变成

“指尖经济”，“绣”出乡村幸福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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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展览现场。
图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蝶形

器，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③：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钵，浙

江省博物馆藏。
图④：鲻山遗址出土的鸟形象牙匕，余

姚博物馆藏。
本文图片均由杜建坡摄

①

④

②②

③③

在苏博，走近章太炎
博 文

在苏博，走近章太炎
博 文

鲁迅在日本东京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的笔记。
苏州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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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彦带领绣娘创作蜀绣作品。 刘昌松摄黄海彦带领绣娘创作蜀绣作品。 刘昌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