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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
在线发表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与四川
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成果《5500年前中国东
部居住于干栏式建筑的先民及他们的墓地：杭
州湾南岸顾家庄遗址的发掘》。文章对宁波奉
化顾家庄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存进行
了简介和研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宁绍平原北部的
姚江谷地先后发现了大量早期稻作农业定居
点和相关遗迹，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然而，对于早期稻作农业定居点建设过程、
建筑材料选择和空间利用模式的研究不足。

近年，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通过主
动性考古调查和勘探，在奉化江流域新发现几
十处史前定居点，大多分布在平原地区，呈现
分散化、小型化特征，扩展了人们对河姆渡文
化定居点特征的认识。论文重点研究的顾家庄
遗址即为其中一处。

顾家庄遗址发现了河姆渡文化晚期土台、
建造在土台之上的干栏式建筑、周边墓地等，
是2022年浙江省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结合其他相关发现及科技考古成果，该研
究认为，人们选择遗址西北部地势稍高的区域
进行居住，在土质较软的海相沉积层上铺设黄
土以加固日常活动表面；土台向西延伸，可能
是与外界沟通的通道。

在土台基础上，先民采用朴属、南酸枣属、
化香树属等坚硬耐用的树种作为木柱，利用朴
属、樟属、安息香属等木材加工木板建造干栏
式建筑。姚江谷地田螺山遗址在建筑板材选材
上，偏爱樟属，占比超过一半，而顾家庄遗址却
是朴属占比较高，说明两处聚落选材在主观上
存在一定差异。

12座形制、随葬品数量差异不大的墓葬
分布在建筑周围。保存最好的墓葬M12位于
墓地北部，棺具由两个樟属木材制成U形木板
（盖板和底板），仰卧埋葬，脚端随葬陶釜、豆
等。包含有大量陶片的生活垃圾堆积在干栏式
建筑和土台周边。

综合来看，该研究认为，顾家庄遗址在距
今5500年～5100年，是一个总人口大约10-
15人的小型定居点，可能对应一个史前家庭
规模。

遗址显示出将生活和埋葬空间整合在一
起的空间布局特征，对研究宁绍平原南部，以
家庭为单位的人群，如何适应中国东部新石器
时代晚期沿海低洼环境有重要意义。

记者 顾嘉懿

“1944年，中国著名建筑学
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书
中，首度公开使用‘中轴线’一
词。”刘正南说，中轴线是北京老
城的核心区域，是750余年历史
留下来的时间折痕。

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
北起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
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
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
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南
至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
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侧
……这15处建筑及遗存是中轴
线遗产构成要素。“北京中轴线
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理念的璀

璨结晶，更是古都北京的灵魂与
脊梁。”刘正南表示。

今年 7 月，“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
条中轴线，串联起了北京城的文
化精髓和历史脉络。

“最近这段时间，我与孙平
老师创作的《穿越北京中轴线》
水彩画原件，正在宁波少儿图书
馆展出。今天，我是代表恩师孙
平先生来与大家讲讲这本绘本
创作背后的故事。”分享会上，刘
正南详细讲述了创作过程中从
灵感获取到画作完成的点滴。

刘正南表示，北京中轴线不

仅是一条连接南北的城市主轴，
更是一条承载无数人文故事与
历史记忆的文化轴线。“中轴线
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沉淀，它不仅
是北京的，更是中国的。”他还回
忆起与家人漫步北京城墙遗址
公园的经历，正是这段难忘的旅
程点燃了他用画笔记录中轴线
的热情，也让这条贯穿千年的文
化脊梁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2024年以来，《穿越北京中
轴线》先后参加了英国伦敦书
展、西班牙书展、伦敦世界旅游
交易会、法国巴黎图书节、德国
法兰克福书展等国际展会，广受
好评。

重要文章发表
河姆渡文化研究有新进展

宁波画家刘正南带你——

分享会现场分享会现场。。

北京中轴线概念是
谁提出的？中轴线上共有
多少个遗产点？

12 月 15 日，浙江省
水彩画家协会会员刘正
南带着他与老师孙平联
合创作的绘本《穿越北京
中轴线》走进宁波少年儿
童图书馆，揭晓这本中国
童书榜“最佳童书奖”作
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这本书全精装，总共24张
大跨页，百余幅手绘水彩画为读
者展现了如“清明上河图”一般
壮美恢宏、鲜活生动的历史画
面，帮助大家了解了北京中轴线
的“前世今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绘本涉
及到建筑、人文、民俗、礼仪等方
面100多个知识点。分享会中，
刘老师特别设计了一场“中轴线
知识大考验”，用趣味问答的形
式与现场的小读者们互动。

刘正南说，此次展览走进少
儿图书馆，起初很多家长以为是

北京画家的展览，“大家没想到
我与孙老师都是宁波人。”

“作为宁波人，能完成北京
中轴线的绘画创作，也是我一直
在追求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
实现，刘正南也非常开心。

刘正南透露，在创作《穿越
北京中轴线》中画到故宫长卷
时，他发现雄伟壮美的紫禁城与
书香久远的南国书城之间的一
丝微妙联系与渊源——“南观书
香天一阁，北望故宫文渊阁。”刘
正南感慨，在描绘紫禁城一图中，
他得知故宫中的文渊阁规制，仿

效的就是宁波天一阁的规制。
“当时画的时候非常激动，

我小时候就住在月湖旁边，感受
到了天一阁的书香，画着画着，
也感觉到必须用心去画好文渊
阁这个场景。”刘正南回忆。

刘正南说，在这本绘本创作
中，孙平老师主攻画中人物，自
己主攻建筑，这本绘本历时两年
多，在宁波创作完成。

据悉，本次画展由宁波少年
儿童图书馆、宁波市海曙区美术
家协会联合举办，展览将持续至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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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让历史触手可及

刘正南，1962年生于宁波，浙江省水彩画协会会员、宁波市美术家协会会员。近20多年来潜心研究
儿童美术教育及创作，已出版十余本少儿图书。其中《幼儿彩图家庭教程》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当代幼
儿成才画库》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穿越北京中轴线》荣获中国童书榜最佳童书奖、“十四五”国家重
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陈莹 文/摄

天一阁与文渊阁的渊源很深

●新闻多一点

“穿越北京中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