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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了 一
定的物质基
础，人们开始
有了更多精

神上的追求。下汤遗址的先
民很有“仪式感”，各处台地
上已发现了50多座器物坑，
使得下汤遗址成为上山遗址
群中器物坑最多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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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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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

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科技考古副主任仲召兵

说，这些器物坑可能都和仪

式有关。而外围土台上还

发现了3座高等级墓葬，每

座墓葬都有20多件随葬陶

器，是已发现的上山文化时

期随葬品最多的墓葬。高

等级大墓展现出超前的社

会分化，也展现出早期稻作

农业社会人类的行为、思想

观念及社会发展进程。

而这些“万年陶器”代

表的是当时的“高科技”。

近1万年前，先民已经掌握

了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

条盘筑法等多种制陶工艺，

并在涂饰实践中发展出彩

陶工艺。

陶杯、陶盘、陶壶、陶

缸、大口盆、筒形罐、圈足

罐、平底罐……可谓琳琅满

目。这些“万年陶器”出土

后，就存放在下汤遗址的库

房里。

最大的陶器是一口直

径46厘米的陶缸。缸里塞

进了15件陶器。

15件陶器中最小的，是

一件陶杯，口径只有3厘米，

和人们现在常用的酒盅茶

盅颇为相似，里面盛过何种

饮料，只能引人遐思。

而最受人喜爱的是“筒

形罐”，口微敛、无沿、深腹、

平底，齐沿处有对称的“双

耳”，身披古朴又低调的“红

衣”。这种器型在其他的上

山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是

下汤遗址特有的，被大家称

作“下汤罐”。中国社会科

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李新伟表示，可能是稻作农

业的丰厚产出，让先民有能

力追求更为精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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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汤遗址出土的小陶杯和大陶缸。

造型独特的上山文
化时期筒形罐（“下汤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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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汤遗址以其所在的浙江省

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命

名。而在近1万年前的上山文化

时期，这里同样有一个“村落”。

最早的“下汤村”是什么样

子？考古发现，上山时期的先民

既借助了自然地貌，也对自然环

境进行过一番改造。他们依托

一处自然台地为中心建“村”。

中心台地发现了4座集中分布的

房址，其中有1座圆形房址和3

座长方形房址。

仲召兵介绍，两种房址的建

筑方式还有所区别。先民开挖圆

形地槽，再在地槽里竖起房柱，修

建“圆房子”，留下了一圈柱洞遗

迹，而“方房子”的基础则是基槽

式，槽底没有留下柱洞遗迹。

专家推测，槽里本来埋着木

质的地栿（地梁）或者立着木质

墙板，因为有的基槽两侧有柱洞

遗迹，在这两边立柱，可能是用

来支撑或加固墙板用的。

在中心台地外围，先民会堆

筑起一座座人工土台。考古人

员发现了10余座人工堆筑的土

台遗迹。目前，外围土台上已找

到 2 处房址。先民还开挖了壕

沟，环绕台地。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环壕的出

现，意味着当时人们已经知道

“内外有别”，知道把居住环境与

外界隔离开来。

在“村庄”内部，先民也会划

分区域。仲召兵介绍说，除了台

地外的壕沟，先民还在中心台地开

挖了沟渠，也可能具备隔离功能。

到上山文化晚期，中心台地

上还出现了一座“广场”。目前

已经发现的“广场”遗迹已有100

平方米，且都由红烧土铺垫而

成，这些发现说明，上山文化时

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定居社会，

先民对聚落布局也有了明确的

功能分区。

上山文化遗址群构成了迄

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

聚落，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

头。而在已经发现的24处上山

文化遗址中，下汤遗址是其中聚

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

晰，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让世

人看到远古村落的图景。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

说，下汤遗址的考古成果可以让

学界更好地用中国材料来描述

农业社会的形成。

下汤遗址跨越万年，以层叠

的文化堆积串联起新石器时代

的文明密码。这片土地见证了

中华先民从采集渔猎迈向农耕

定居的历程。它如同埋藏已久

的时光胶囊，让今人得以触摸中

华文明根系深处生生不息的力

量——那是对土地的眷恋、对秩

序的探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是这些基因，生长出华夏文明

绵延不绝的血脉。

文图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