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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能率先迈入国家文明水平 跟支持它的发达农业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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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水稻是中国土生土
长、历史最悠远的
粮食作物。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稻
米给华夏先民带来
赖以生存的食物，
为维系生命和文明
发展提供了扎实的
物质基础。

在众多考古项
目中，史前时代的
古稻田考古或许不
会像古代帝王墓葬
群或祭祀遗址考古
发掘发现“国之重
器”，一出土就震惊
天下，但它在中华
文明探源方面的意
义之重大，为考古
界所公认。

2020年1月，浙
江省余姚市施岙遗
址发现了良渚时期
的水稻田。有人猜
测，这里可能是良
渚王国的“国营农
场”。“目前为止，这
是中国乃至世界上
发现的面积最大、
年代最早的大规模
古稻田，也是文化
系列最完整、证据
最充分的稻作农耕
遗迹，是史前考古
的重大发现，专家
普遍认为是世界级
的发现。”日前，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馆员、施岙遗址
考古发掘现场负责
人王永磊在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考古中国”报道
组记者采访时回忆
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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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岙古稻田与良渚文化同期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四大中心
性遗址之一）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入选理由是：它展示了一
个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存
在明显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
系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形态。这
标志着2004年正式启动的国家
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
判断标准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良渚古
城遗址也成为中华文明可追溯
五千多年的一个实证。

2020年1月，在离良渚古城
遗址直线距离大约140公里的浙
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一个名叫
施岙的地方，继2009年杭州余杭
茅山发现良渚时期水稻田之后，
这里再次发现良渚时期的水稻
田，并且大面积、自带道路设施
和灌溉设施，呈“井”字形，展现
出相当高的稻作水平。这里距
田螺山遗址约400米，距河姆渡
遗址约7.5公里。有人猜测，这
里可能是良渚王国的“国营农
场”。

“打洛阳铲时，我们在距地
表1-3米的深度发现了两层没
有人工遗物但包含很多腐殖物
的淤泥层，根据经验判断，这两
层应该是稻田层。”2022年3月
28日，王永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随后，王永磊请本单位做植
物考古的郑云飞对挖出来的土
壤进行大植物遗存和植硅体分
析，确认这两层堆积是稻田层。

勘探发现，这块史前古稻田
堆积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发
掘区周围古稻田总面积达90万
平方米左右。为探索长江下游
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农耕方
式的演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
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
遗址博物馆联合进行了考古发
掘，发掘总面积近8000平方米。

专家认为是世界级发现

经考古分析确认，这是一块
具有明确叠压关系的三期大规
模稻田，清晰展现出河姆渡文化
早 期（绝 对 年 代 为 公 元 前
4800-4500年）、河姆渡文化晚
期（ 绝 对 年 代 为 公 元 前

3700-3300年）和良渚文化时期
（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300-2600
年）的田块形态和稻田结构。发
掘区完整剖面显示，三期古稻田
之间和上下普遍有泥炭层和海
相淤积层间隔。

古稻田堆积与自然淤积层
的间隔，说明距今7000年以来，
这里出现了多次波动比较大的
环境事件，其中包括类似沧海桑
田的变迁。

时间来到2021年，先民在这
块地执着耕作稻田的故事得以
被讲述。

“以往考古很少发现古稻
田，就算有，要么面积不大，要么
证据不充分，施岙遗址古稻田是
大面积规整块状的，最早可追溯
到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6500
年前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的确
定，是本次发掘的最大突破。”王
永磊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
乃至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
代最早的大规模古稻田，也是文
化系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稻
作农耕遗迹，是史前考古的重大
发现，专家普遍认为是世界级的
发现。”

2022年2月底，浙江余姚施

岙遗址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终评（20大），并被列
为“考古中国”重要成果。

有“井”字形路网和灌溉系统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
块古稻田的更多细节被发现，面
貌更加清晰。

施岙遗址古稻田还发现了
史前3个时期的田埂：第1期（河
姆渡文化早期）稻田发现了1条
田埂，第2期（河姆渡文化晚期）
稻田发现了12条田埂，第3期（良
渚文化）稻田则明确发现了22条
田埂。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
成了宽大的路网，田埂不能相连
的部分区域组成了灌溉系统。

2020年12月12日，由浙江
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
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联合举办的“余姚施岙遗址古稻
田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余姚
市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
大学等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
此次论证会。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林
留根所长表示，施岙遗址古稻田
发掘现场非常震撼，刷新了大家

对史前稻作农业的认知，“没有
想到崧泽时期乃至河姆渡时期
就有大面积的古稻田。稻田系
统由‘井’字形路网和灌溉系统
组成，一方面体现的是技术管
理，另一方面体现的是行政管
理。”

先民使用什么工具耕作？

耕作这块史前稻田，先民使
用了什么工具？可以想象到的
是石器。据王永磊介绍，在施岙
遗址古稻田考古发掘现场，在河
姆渡文化早期的稻田边缘发现
少量夹炭黑陶片，可辨有陶釜的
口沿。在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
边缘和古河道堆积中出土了少
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釜、鼎、豆、
澄滤器、罐等。在良渚文化时期
的稻田边缘和古河道堆积中发
现较多陶片、石器等，陶器有鼎、
罐、盆等，鱼鳍形鼎足、红陶罐数
量较多；石器有石刀、斧、锛、砺
石等。12号路东端出土一条用
作田埂中垫木的残独木舟，船
头、船尾均残缺，残长5.6米、最
宽0.8米、厚3厘米左右。

谈起这块可追溯到距今
6700年以前的古稻田发现的重
大意义，王永磊说：“首先它表明
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时期到
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
经济支撑，是养活众多人口的主
要食物增长点，这为全面深入研
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
展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
资料。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
经济和生产技术，催生和促进了
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
进程，并对这一地区独特的观念
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施岙遗址的考古发掘
已经结束。据王永磊透露，施
岙古稻田遗址公园正在规划
中。

浙江施岙遗址是良渚王国的“国营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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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浙江余姚施岙遗址
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磊接受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记者：目前施岙遗址考古挖
掘和研究有哪些进展和新发现？

王永磊：2021年，我们主要
在施岙遗址古稻田西区进行了
较大面积发掘，揭露出一片河姆
渡文化早期稻田与河姆渡文化
晚期稻田，确认1条良渚文化时
期河道，清理一批河姆渡文化到
明清时期灰坑。最重要的发现

是，确定了河姆渡文化早期稻
田，这个时期的稻田已经有人工
铺设的田埂；揭露的河姆渡文化
晚期稻田结构已比较清晰，由河
道、灌排水口、田埂、田块组成稻
田系统；另外，在良渚文化时期
稻田西侧靠山区域，确认1条南
北向古河道，河道边缘发现1处
木构排水设施。

记者：你曾参加过良渚古城
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你看来，
施岙古稻田与良渚古城之间的
关系是怎样的？

王永磊：施岙虽然在良渚时
期有发达的稻田，但它不是良渚
文明的核心区。良渚古城在杭
州，是当时良渚古国的首都，施
岙在偏远的农村。之前我们在
良渚古城遗址宫殿区附近发现
了大量的炭化稻谷，推测它是
良渚的一个粮仓，可能藏有20
万公斤稻谷，但不知道什么原
因失火被烧掉了。当时良渚，
粮仓储存的这么多粮食从何而
来？良渚古城里没有稻田，并
且附近稻田也不太多。当然再

远一点会有稻田，像茅山到良
渚古城大概直线距离十几公
里。关于茅山遗址的稻田，著
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说茅山稻
田是良渚的“国营农场”。从这
个意义上来看，施岙虽然远离
良渚古城，但已发展出很高水
平的稻田，说明良渚时期这一
地区的高度发达。也就是说，
之所以良渚能率先在中国大地
上迈入国家文明的水平，跟支
持它的发达农业分不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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