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文化的

“ 力量”硬核

今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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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涌动，万象更新。在繁荣发展港城文化、高水平建设文化强市的道路上，宁波始终步履坚
定：余姚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基坑，近日加盖了一个造型特别的“顶棚”；河姆渡考古遗址公园，新铺
的草皮在阳光下肆意生长；位于海曙鄞江镇的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建设工地，主体建筑基本完工，将
进行内部“软装”；作为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组成部分的庆安会馆，正在推进一场“大修”……

烂漫春光下，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现场，看一看宁波文化的“硬核力量”。

自 2020 年面世以来，宁

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深受国内

外关注。在一期考古发掘完

成不久后，国家文物局即批

准实施井头山遗址的二期发

掘。2022年上半年，二期发

掘基坑建设完成，从初步发

掘情况看，保存完好的有机

质文物非常丰富。

为保护未被揭露的文物，

并为将来的展示利用创造条

件，近日，井头山遗址二期基

坑上方加盖了一个风雨顶

棚，设计灵感源自该遗址出

土的牡蛎壳，高度、造型均与

周围环境相协调。目前该工

程已基本完工。

考古工作偏向人文学科，看似与
钢筋水泥不甚相关，但井头山遗址特
殊的埋藏环境，注定它与“基建”工程
难舍难分。

根据一期发掘经验，井头山遗址
的埋深达地下10米，其上覆盖的均
是海相沉积，可理解为软质淤泥。在
滨海地带，在这样的深度提取文物，
对中国考古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一期发掘时，解决方案是建设一
个大型临时性的钢结构围护基坑，那
是当时此类工程第一次应用于田野
考古实践。

二期基坑建设时，有了经验，基
坑“挖”得更加坚实牢固，并有了长期
展示方面的考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
古室主任、研究员，井头山遗址考古

领队孙国平介绍：“在我们建设二期
发掘基坑的过程中，已经察觉到，这
一片的地下有非常丰富的有机质文
物，跟人类生活遗迹密切相关。国
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的专家关
注到后建议我们，在正式启动文化
层的发掘之前，在发掘坑上先建一
个风雨棚，可以对下面的文物起到
保护作用。”

2023年底，余姚文物部门决定
建设保护棚，并于2024年初开始相
关设计与招标工作。

井头山遗址已被证明是中国迄
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最
有标志性的出土物便是各色各样的
贝壳。

蚶、螺、牡蛎，还有大量贝器，耜、

铲、刀、勺形器具，有些时隔8000年，
依然光彩流动。

在孙国平的建议下，设计方从遗
址出土的大片牡蛎壳中获得灵感，采
用4片圆角长边的“贝壳”造型，呈长梯
形错落层叠结构，搭建顶棚。

2024年底至2025年初，进行了
两个月的施工，目前工程基本完工。

“等于为二期发掘又提供了一个硬件
条件。”孙国平说。

从现场航拍镜头看，顶棚层次错
落，中间高两边低，远看线条跟附近
山形相近，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整个工程没有完全结束，还在
陆续做一些场地清理和绿化的补
充。”孙国平介绍。

除了保护现场遗迹，井头山目前
所有基建工程，也在兼顾将来展示利
用的远期目标。

“顶棚建好后，意味着将来的考
古工作将更多转成室内考古，有效减
少风雨影响，既有利于有机质文物的
清理保护和现场展示，也将给考古工
作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孙国平有
感而发，这次建设的顶棚条件显然优
于田螺山遗址，用的是不生锈、更加
坚固的钢梁，意味着将来井头山遗址
如果达到对外开放的条件，这个顶棚
也可能成为井头山的某种“标识”。

“目前井头山遗址的相关工作，主
要是进行第一期发掘材料的全面整理
和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我们会先把现
有材料好好消化，把二期考古发掘的
计划方案等准备工作做细，在适当时
候再把发掘提上日程。”孙国平介绍。

“我们也在考虑，在二期发掘之
前，采取有限度的内部预约方式，适
当向特别关心我们工作的市民进行
开放，以此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孙
国平说。

作为中国沿海发现时间最早、埋
藏最深的贝丘遗址，井头山遗址的重
要性已被反复证明。

“井头山遗址对研究世界上距今1
万年前后的环境变迁、人类早期海洋
开发利用，都是宝贵的案例，将来也会
越来越被重视。”孙国平表示，近日又
有日本专家团跟他“预约”要来参观，

“随着国内外同行、参观游客越来越多
地关注到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他们
也会对中国悠久灿烂的发展历程有进
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记者 顾嘉懿

造型仿牡蛎壳

为适当开放创造条件

为保护有机质文物而建

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基坑

有了有了““牡蛎壳牡蛎壳””顶棚顶棚

井头山遗址的“牡蛎壳”顶棚。 记者 蒋晗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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