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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震 徐聪琳

2024 年“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发布
了3项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上
具有重要价值的考古新成果，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皇朝墩遗
址考古成果位列其中。

会议公布，皇朝墩遗址是
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遗
址，年代距今约 9300—8000
年，发现有台地、环壕及水稻田
等重要遗迹。

考古学文化中，上山文化
距今11000—8400年，跨湖桥
文化距今8300—7200年。作
为上山文化的第22处遗址，皇
朝墩揭示了上山文化至跨湖桥
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聚落，是
长江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
生动缩影。

跨越9000年，华夏大地稻
作的历史在皇朝墩重叠交汇。

这片迄今世界发现年代最
早的水稻田，刷新了学术界对
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
知，为探索世界稻作农业起源
揭开重要篇章。

从两块印纹陶片开始

199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开始对拟建的杭金衢高
速公路沿线进行基建考古工作，
这一举动成为发现上山遗址的
契机。25年后，同样因配合基
本建设工程，衢江北岸莲花镇
区域考古调查的序幕被拉开。

初步调查的“见面礼”——
两块印纹陶片，被送到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森手中。

张森是个90后，2019年起
就在衢江区进行西周高等级土
墩墓群的现场考古。接到考古
调查新任务时，他正带着勘探
队入场衢江的另一处遗址。时
间紧，任务重，张森调转车头，
直奔15公里外的犁金园村。

由原犁头山、金钩桥和园
里 3 个村合并而成的犁金园
村，地势平坦，土质为沙壤土，
常年降水丰裕。

难道又有遗址？
摩挲与衢江西周高等级土

墩墓群属同时期的陶片，张森
带着困惑，抬头望向远处，然后
愣住了——北面有一处被辟为
耕地的低平土台，高出周边稻
田一米多；再往北，还有一处高
度更为明显的土台，种满了树
苗。两者直线距离不过20米。

凸出的高台、原始的地貌、
葱郁的植物……村民日日都见
的平常景象，在考古人眼中自
不寻常。当勘探发现，台地外
围有壕沟迹象时，张森怀疑，这
里有个聚落址：中间是一个村
子，一圈水沟用于生活或防御，
挖水沟时取的土被用于垫高土
台，先民就生活在台地上。

环台而筑的壕沟是人类探
索自然、改造大地的产物。此
前，在多处9000—8000年前的
遗址都发现了壕沟设施。张森
眼前的两处土台，正被一条引
向历史更深处的壕沟环绕着。

考古遗址一般以小地名命
名。沿用村民的叫法，“皇朝墩
遗址”诞生。

有趣的是，在后续考古发
掘过程中，这里再也没出现过
印纹陶片。最初的那两块陶片
就像钩子，把张森等人“勾”在
了这片田野。

“基本为上山文化时期”

2023年 4月，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在皇朝墩开展试掘
工作，张森和同事们一起在面
积较大的台地（后被称为“台地
2”）东边缘，布了一条小探沟。

打探沟就像翻阅一本书，
以大地为本，一页一页往下翻，
掀开的一层一层土里，包裹着
历史的注脚。这些注脚往往零
零碎碎，木片、碎骨、瓦片，甚至
有可能是形状怪异的石头。

一铲一铲，当土层“书页”
被翻至地下约0.6米时，一抹红
色赫然冒出头。

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那是一片陶片，胎较厚，外

面是赭色中带有殷红，内胎夹
碳呈黑色。

红衣夹炭陶，是典型的上
山文化器物。陶片的断面上可
以清晰地观察到砻糠，也就是
脱粒取米后的碎壳。

收获的惊喜还在继续出
现，探沟中，越来越多的陶片

“涌”出来，足足装了好几筐。
当天，张森的考古日记写

得密密麻麻，其中有一句：“（遗
址）基本为上山文化时期。”

经过修复，皇朝墩出土的
残片形成有壶、盘、盆的陶器
组合。

易碎的陶器是不利于携带
并迁徙的。因此，陶器的产生
与人类的定居生活及农耕的发
展紧密相关。而上山文化的彩
陶，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
的彩陶遗存。

这抹重见天日的红，把蒋乐
平、郑云飞、仲召兵等上山文化
考古专家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长方向明，引到皇朝墩。

围绕两处台地走了一圈又
一圈，蒋乐平直言“地形很棒”。
作为上山文化发现者，多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在钱塘江上游的
金衢盆地探寻研究上山、跨湖
桥类型新石器时代遗址。

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
衢江、武义江和东阳江等主要
水系周边以及金衢盆地周边的
小盆地内。此前发现的衢江流
域上山文化遗址集中分布于江
流南岸，而皇朝墩在北岸。

这是第一次在衢江北岸发
现从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
期的聚落，且周边环境保存较
好，实属罕见。方向明表示，要
充分认识到遗址的重要性。他
部署现场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
作规程，快速有效开展工作。

挖出一个“宝葫芦”

如大多数上山遗址一样，
皇朝墩遗址也靠近河流。水能
带来便利，也可能带来灾害，选
择台地可以避免洪水带来的灾
害。这说明，先民对身边的自
然环境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经考古勘探确认，皇朝墩
遗址主体有2处台地。其中，
台地1位于遗址北部，地势明
显高于周边，平面呈近圆形，面
积约8900平方米；台地2位于
遗址的南部，平面呈不规则形，
面积约2.5万平方米。

那么，壕沟的走势如何？
一条新的探沟徐徐展开。

探沟西端“架”在台地2上，向东
延伸。探沟的纵剖面上，不同
颜色的土壤叠成了“千层糕”。

为什么呢？
在一个遗址里，大部分土

层都是因为古代人类长期活动
而堆积形成的。人们在一个地
方生活一段时间后，可能会离
开，人工痕迹会被土壤覆盖，过
了一段时间，就看不出来了，形
成新的地面；若干年后，另一群
人来到这里生活，他们在当时
的地面上盖房和生产，然后再
废弃……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每一
个时期的人类活动都形成了一
个土层。

“我们根据地层颜色的不
同，来推测先民在这里大概过
着怎样的生活。”张森的同事、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
室的周东亚同样是名90后。他
一直觉得，聚落考古的“有趣”，
就在于需要用更宏观、多元的视
角，去复原聚落结构，去思考遗
址上所见的社会发展状况。

这条“切”在台地和壕沟上
的探沟，没有让考古工作队失
望——台地边缘确有环壕。环
壕周长约902米，宽约7至 27
米，围绕台地1及台地2分布，
并对两处台地进行分隔。而
且，壕沟靠近台地一侧的边坡
还巧妙地使用红烧土加固。

在图纸上一画，南北向看，
皇朝墩遗址的整体平面像极了
一个“宝葫芦”。蒋乐平这样评
价它：“皇朝墩遗址所处的地理
位置十分优越，是在河谷腹地
存在的中心性遗址点，环境保
存完整，格局完备。”

穿过时光，可以看到，先民
走出洞穴，来到河谷的旷野盆
地。他们找到两块相邻的台
地，开始定居。人口聚集形成

了村落，村落是一个共同体。
环绕村落修建的壕沟，是保护
共同体安全的重要设施。

皇朝墩遗址较完整地保存
了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
的生态格局，突破了以往聚落
考古的格局和认识，更多地将
人类社会与周围自然环境联系
起来。

不仅有“稻”还有“田”

“这处地层，两头隆起似田
垄，中间低洼，像不像田块？”蹲
在皇朝墩遗址环壕东侧探沟的
内剖面前，作为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植物考古专家的郑云
飞如是问道。

2020年11月，在浙江召开
的“上山遗址发现二十周年学
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达成一
个重要的学术结论：以浦江上
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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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稻作包括了栽
培、收割、加工、碾磨的一系列
证据，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
系已经初步形成。”2021年的

“万年浙江与中华文明”学术座
谈会上，蒋乐平说，上山人已走
出洞穴定居，这标志着一个时
代的真正开始。然而，“我们在

‘村’里找到了稻，但是还没有
找到‘稻田’”。

蒋乐平推测，由于上山文
化遗址都在3到5米的台地上，
而稻田很有可能处于遗址外围
地势较低的平缓地带。寻找当
时的耕作区，是最大的未解之
谜。蒋乐平提出遗址发掘的方
向要有所选择。

“选择”，在皇朝墩遗址上
得到实践。考古勘探发现，台
地东侧环壕外存在一片低洼区
域，面积约1.5万平方米。

选点试掘后，这片低洼区
域的简单“履历”呈现眼前：很
久很久以前，有人在这里耕作；
后来，种地的人不来了，这片土
地一直“歇着”，直到2200多年
前，又有人来种地了……

从古至今，尽管中间有停
歇，但这片土地可能一直是作
为农业生产区域使用的。

问题摆在考古人员的面
前：这个“古”，距离今天有多远？

这片田，会是他们孜孜不
倦追寻的“那块稻田”吗？

采样分析、科技检测，基于
浙江在探索新石器中晚期古稻
田的成功经验，一套寻找古稻
田的研究方法，被套用在皇朝
墩遗址研究上。

结果证实了郑云飞的推
测：环壕聚落内发现炭化稻米、
小穗轴等水稻遗存；环壕聚落
外，距离地表0.8米的土层中，
发现有高密度水稻植硅体，土

层年代基本在距今1万—7000
年之间。

更多未解之谜待探索

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
要进展工作会上，张森作为汇
报人，采用更为严谨的表述：皇
朝墩遗址在以往关于上山文化
的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发现了早期稻田的存在。

1.5 万平方米的上山文化
至跨湖桥文化时期水稻田遗
迹，首次被发现。

这是迄今世界发现年代最
早的水稻田，刷新了学术界对
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
知，完善了上山文化稻作农业
起源的证据链，更有力地证明
了上山文化在世界稻作农业起
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进一
步夯实了上山文化的价值内
涵，对上山文化遗址群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叩问厚土，仰望中华。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
学部主任、考古研究所一级研
究员(院士)王巍以考古发现论
述“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起源
与形成”时，曾表示：“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会在时间维度上再向
前，衢州（皇朝墩遗址）的新发
现有可能成为项目中的具体课
题，破解更多的历史之谜。”

对农业起源的探究，意义
远在农业之外。

方向明说，农业起源和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以粟作农业
和稻作农业为例，水稻在灌溉、
水利、水管理等方面比黍粟复
杂得多，因此稻作对自然的依
赖性更强，对社会组织复杂性
的要求也更高。

围绕皇朝墩遗址，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如今，又一条
新的探沟分布在遗址西北处。

考古勘探发现，西距遗址
约200米处，存在一条古河道
及一处面积3万余平方米的低
洼区域，部分探孔中发现疑似
野生稻的小穗轴，其地层结构
符合湿地生态系统的特点。此
外，该低洼区域与遗址环壕之
间，有沟状遗迹连接。

周东亚推测，这可能是新
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进行水资源
管理的行为。

距今 9000年左右的聚落
景观还在延伸：耀眼的阳光下，
有人翻土种稻，有人挖沟引水、
蓄水、排水，还有人沿着壕沟呼
朋引伴，要到不远处的沼泽收
集更多种子，或干脆再多走些
路，到河中捕鱼……直至日暮
时分，土台之上，袅袅升起的炊
烟，呼唤众人归家。

先人的智慧与勤劳，让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后裔惊叹不
已，也让人类更清晰准确地回
溯自己的来路。

水稻田遗迹上的远古生活回声水稻田遗迹上的远古生活回声
——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考古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