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眼看尽 ！
这场国博特展移师宁波

河姆姆渡

艺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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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gijklm?+@j
knop?+@jqkrst
u9?+vwxk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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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v[J[$[[XY]v[J[$[[XY$v
[J[$[[XY\vN|eOPQRS!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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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的另一特色在于，“跳出时
空”来看河姆渡。

河姆渡的概念是变化发展的。50年
的考古实践，20余处河姆渡文化类型遗
址陆续被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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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组成灿烂的

“河姆渡文化群”。
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

姆渡文化中最完整的聚落遗址；施岙遗
址，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
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井头山遗址的发
现，则为河姆渡文化的海洋性起源提供
了实证。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实物，也有
机融入展览脉络中。

展览的第三单元“探海溯源”重点展
示井头山遗址出土遗存。宁波人爱吃的
泥蚶、蛏子等海产品赫然在列；贝壳、鱼
骨、龟甲等丰富的海洋文化遗存，是先民
开发海洋资源的直接证据；一件8000年

前的木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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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
主任，田螺山、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孙国
平在展厅接受采访时表示，河姆渡是中
国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摇篮，它为重建
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历史打开了清
晰的窗口，是连接浙江万年文化史与五
千年文明史的关键。

“这次展览是河姆渡文化在公众面
前、在家乡人民面前一次完整的亮相，
也把‘河姆渡’带上新的发展征程。”孙
国平说。

宁波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展览不仅是对河姆渡考古工作的梳理与
总结，更是在讲述中国一代代考古人的
精神传承、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壮大。
以50年为节点，名为“河姆渡”的启明星，
也将继续在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中，熠
熠生辉。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项聪颖

古林“七彩龙舟”
交付下水

昨日，古林镇向宁波百福古木家具
订制的7条“七彩龙舟”在海曙区婚俗博
物馆交付，这个有着千年龙舟文化的古
镇已提前进入“端午龙舟时间”。

记者来到海曙区婚俗博物馆时，
十多名工人正忙得热火朝天：有人调
度，有人拆卸，更多人则小心翼翼地抬
着龙舟缓慢挪动……他们将龙舟转移
到了十多米长的大型货车上。“一次只
能放两到三只龙舟，需要运三趟。”制作
龙舟的百福古木家具负责人钱国林介
绍，这7条“七彩龙舟”整体风格较为一
致，但在具体的用色和雕刻上，又有不
同形态的表现。每条龙舟上分别刻着
不同的村名。记者注意到，这批龙舟长
都在10米左右，设有20个划手座位。

“交付后，这批龙舟就可以下水，
供当地村民用来练习和比赛。”钱国林
透露，今年是龙年，因此他们接到的龙
舟订单比往年多了不少。

海曙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谢国
旗介绍，古家具漆器彩绘是海曙区区级
非遗项目，现正在申报市级非遗，“七彩
龙舟”集中展示的是古林7个行政村仲
一、前虞、蜃蛟、三星、茂新、龙三、西洋
港的“色彩故事”；龙舟上的“芦家桥”
（包括横港岸）则代表了古林镇三星村
5000年前的人类遗址，“芦家桥文化”同
属于河姆渡文化。 记者 施代伟

1973 年 ，河
姆渡文化在姚江
之滨横空出世。
丰富的稻作农业
遗存改变了过往
“中原地区一元
论”的认知，实证
长江流域与黄河
流域一样，都是中
华文明的摇篮。

半 个 世 纪 过
去，河姆渡文化发
现的意义并未消
减。它所带来的
文明“史观”的改
变，培育、锻炼新
中国考古人才的
深远意义，正被越
来越多地提及。

2023年11月，
为纪念河姆渡文
化发现 50 周年，
以“远古江南·海
陆山河”为名的一
场特展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开幕，河
姆渡文化相关文
物前所未有地汇
集到一起，向世人
展示浙东远古文
明的华彩。

昨天，这场展
览移师宁波博物
院（宁波博物馆院
区）。324件（套）
文物，涵盖丰富的
稻作遗存、成熟的
干栏式木构建筑
遗迹、独特的夹炭
陶器和精美的手
工艺品，将河姆
渡、田螺山、塔山、
井头山等遗址出
土的陶器、石器、
骨器、贝器、木器、
编织物等各种文
物类型汇聚一堂，
让观众“一展看尽
河姆渡”。

此次展览分为“古渡新声”“潮起东
南”“探海溯源”三大部分。故事从1973
年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的历程讲起，继
而深入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衣、食、住、
行、思的方方面面，最后延展到近年井头
山遗址考古最新成果的展示。

展品包含河姆渡文化标志性的文物遗
存，如炭化稻谷、鸟形象牙匕、龟形陶盉、鹰
形陶豆、木鸟形器、独木舟模型等，其中猪
纹陶钵和双鸟朝阳蝶形器为复制品。

从展品中可以看出鲜明的“日”“鸟”
崇拜特征。鸟形象牙匕上的刻划花纹抽
象工巧；木鸟形器略显稚态；新近获评一
级文物的宁波博物院藏鹰形陶豆，鹰首昂
立，鹰眼圆睁，两侧翅膀半展，颈部、翅膀
和尾部都阴刻细长的羽毛纹，造型生动。

先民“饭稻羹鱼”的生活则通过炭化

稻谷、炭化米粒以及层层堆积的稻谷壳
来体现。以骨耜为代表的大量农具，包
括骨镰、木杵、点种棒等，反映了当时先
进的水稻种植水平；木桨、舟形器等与水
相关的器物，折射出村落水网纵横、舟楫
往来的生态面貌。

陶器，在展览中体量最大。河姆渡
文化时期的陶器独具特色，如夹炭黑陶，
陶胎中布满大量炭的晶粒，从外观到制
作工艺都独树一帜；其涵盖丰富的器型，
敛口釜、敞口釜、陶鼎、陶甑、陶豆、鸟形
盉，以及陶灶和釜、甑的组合，让人惊叹
先民的生活智慧。

河姆渡最典型的干栏式建筑也被复
原到了展厅。不同种类的木构件，梁、
柱、板、桩，经石斧砍劈，以企口和榫卯接
合，让人看清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源流。

““七彩龙舟七彩龙舟””正式交付正式交付。。记者记者 杨辉杨辉 摄摄

还原“远古江南”的生活图景

展示“海陆山河”的地理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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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模型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模型。。

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7星彩第24048期 5 5 6 7 0 2 5
6+1第24048期 0 9 1 2 4 6 6
20选5第24111期 02 04 09 16 19
排列5第24111期 3 3 6 7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双色球第2024048期
02 09 15 19 26 28 02
3D第2024111期 2 0 6
15选5第2024111期
01 02 07 12 15
快乐8第2024111期
04 07 08 12 15 18 26 28 31 35
36 37 40 50 58 61 64 67 71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