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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给中华民族续写“家谱”。在宁波，井头山遗址讲述

了约8000年前稻作与渔猎并存的先民生活，河姆渡文化展现了约7000年前

稻作农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8000年、7000年这个（时间）层面，宁波

一带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宁波要以广阔的视野和积极的态度，保持交流互鉴心态，利用其海上交通、

港口吞吐量和经济发展优势，通过经济与人文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是

“百花园”中一枝非常鲜艳的花朵，且长盛不衰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蓝色脉动”采访活动很有意义。此类活动可以促进文明

交流互鉴，增强人民亲近感。考古研究成果需要广泛宣传，如河姆渡遗址公

园建设等，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让民众了解考古发现。宁波应加强研

究，转化成果，让公众共同“参与”文明探源

A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给中华民族续写“家谱”

记者：自 2002年启动以来，“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
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
年的文明史。您作为工程的首席专
家，可否谈一谈“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重要意义？宁波在古代文明的
起源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给
中华民族续写‘家谱’。”

长期以来，按照国际上关于文明

起源的要素“标准”，即文字、城市、大
型礼仪性建筑和金属冶炼的出现，一
些西方学者只承认中华文明有 3000多
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的文明究竟有多
久远的历史？我们的“家谱”可以往前追
溯到什么时候？尧、舜、禹、黄帝、炎帝是
神话，是古史传说，还是接近历史的真
实？不同时期先民的生产力水平在当时
的世界上居于什么样的“位置”⋯⋯这
些都太重要了，我们有权来了解，而了
解的前提，就是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注重采用
跨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方
法，透过农业、手工业、精神信仰及
社会分化等多个方面看待文明的起源
与形成。基于此，并结合以往的研
究，可以说宁波地区从史前开始就是
一个文化、社会比较发达的地区。

比如，距今约 8000 年的井头山
遗址“告诉”我们，这一时期的先民
既从事早期稻作农业，又有大量的渔
猎活动，还形成了定居的村落；

再比如，距今约 7000 年的河姆
渡文化，已经发现了十几个遗址点，
组成了一定范围的遗址群。因为这一
时期有着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所以
村落的规模有所扩大、人口数量有所
增加。还有建筑技术的进步、榫卯结
构的运用、漆器的发明，以及双鸟朝
阳纹牙雕反映出的精神信仰等。

可以说，在 8000 年、7000 年这
个 （时间） 层面，宁波一带在全国范
围内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王巍：
探源中华文明，发挥宁波特长

B 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做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

记者：您在讲座中重点关注了长
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
也讲述了诸多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
果。您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
长，关键在于其持续的吸收、包容与
交流。那么，在区域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宁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现如
今，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宁波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王巍：通过几个重要事实来看，
宁波所在的长江下游区域与其他区域
的文化交流还是很活跃的。比如，1
万年前左右出现在长江下游的稻作

（农业），在 9000 年前左右就已经传
到淮河流域，7000 年前左右传到了
黄河中下游地区；再比如独木舟、桨
的发现，可以看出先民能够通过水
路、陆路进行文化交流，其范围甚至
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再有不同

区域文化之间陶器样式的相似性、相
似的太阳神鸟信仰等。

现在，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人
以稻米为主食，还有丝绸、漆器及四
大发明，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不止
于此。当然我们也在吸收，比如小麦
种植、冶金术等。要知道，中华民族
的延绵不断是有深远的原因的，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交流互鉴作为
推动发展的动力。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文化交流互鉴，宁波首先要有一
个广阔的视野、一个积极的态度。

我 觉 得 宁 波 有 很 多 优 势 条 件 ，
包括海上交通的能力、港口的吞吐
量、经济的发展及被高度重视的文
化传承⋯⋯我们要充分挖掘人文交
流的更深层面，利用宁波的有利条
件，通过经济交往、人文交流，“润
物细无声”地将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C 点赞“蓝色脉动”，让考古从发掘走向阐释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牙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红衣陶盆井头山遗址出土的红衣陶盆。。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井头山遗址俯瞰图井头山遗址俯瞰图。。 （（徐诚徐诚 摄摄））

记者：今年 5 月到 9 月，宁波日
报报业集团开展了“蓝色脉动——中
华海洋文明探源”全媒体采访活动。
从宁波出发，沿中国大陆的海岸线采
访，又到印尼、越南、韩国、日本等
地探访海洋文明的起源与传播。您觉
得开展此类文明探源活动有什么意
义？如何做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
在文明探源的工作领域，宁波未来可
以如何“发力”？

王巍：我觉得这个 （采访活动）
很有意义，因为这也是文明交流互鉴

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常说，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可以
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很多地方找
到史实去证明。比如，从中国传播过去
的稻作技术、冶金技术及政治制度等，
再比如隋唐时期的文化使者遣隋使、
遣唐使等，东亚的文化有很多属于同
根同源，这也是对我们共同的文化圈
的一种唤起，会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
亲近关系。由此来说，这个（采访活动）
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

除此之外，研究成果的宣传工作
也是非常必要的。完成一部洋洋百万

字的大书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及
时地把重要考古发现、重要研究成果
通过各种方式让民众来了解。

研究成果的宣传工作，既要把握
内容，又要讲究方式。

比如，现在的青年人很喜欢的短
视频，把一个时长 50 分钟的纪录片

“切割”成 10 个短视频，这个影响力
说不定会放大。而且，现在国外也有
很多人在看我们的短视频，这是一个
很好的传播方式。

再比如，成人与少儿的读物，尤
其是少年、儿童的阅读“阵地”要早
早占领。可以把宁波地区的历史文化

进行汇编整理，让小学五六年级到初
中的学生能够通过一系列图文并茂的
读物，来了解宁波乃至整个中华文明
的起源和发展。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宁波正在
开展宁波地域的文明探源 （工作），
既包括海洋文化，也包括我们区域文
明的产生发展。

如何走好“下一步”？我觉得，
首先要加强研究，所以中国社会科学
院与宁波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正在联
合策划大型的研究项目。同时，我们
还需要注重成果的转化，及时宣传阶
段性的成果，让公众也参与其中。

“中华文明探源不仅
是对古老遗迹的考古挖
掘，更是对文化根脉的深
情追溯。”

2002年，“中华文明
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
究”（以下称“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启动，成为
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
攻关项目——“夏商周断
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
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
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
的重大科研项目。工程实
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
史、1 万年的文化史、
5000多年的文明史。

“长江下游地区在中
国史前时期就是一个发达
的地区，对人类文明，对
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形
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1月3日上午，宁波工程
学院阳明国际会议中心座
无虚席，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原主
任、考古界权威专家王巍
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精彩
分享。

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华
文明探源工作？宁波地区
在古代文明起源中处于什
么样的地位？宁波应该如
何开展地域文明探源工
作？借此次机会，记者对
王巍进行了专访。

记者 张芯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一级研究员、历史
学部原主任王巍。

（吴冠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