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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内容简介：傅家山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八字村，
属于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
为配合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工程建设，2004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
古发掘，揭露出聚落中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骨器、木器和象牙器等生
产工具、生活用具、雕刻艺术品。
傅家山遗址的发现，丰富和发展了河姆渡文化内涵。
《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是傅家山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为宁绍平原的区域文
化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考古资料。

《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可供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者以及从事建筑史、陶瓷史、美术
史研究者和高校师生等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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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况第一节 宁波历史沿革宁波历史悠久。
早在7000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
春秋时为越国地，战国中期以后为楚国辖地。
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句章三县，属会稽郡。
两汉、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除隶属的州、国和郡名时有变动外，其区域范围基本未变。
隋开皇九年（589年），三县同余姚合并，称句章县，县治置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会稽郡。
唐武德四年（621年），改置鄞州，设州治于三江口（现宁波老城区）；武德八年（625年）改称 县，
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明州，辖 县、慈溪、奉化、翁山（今定海）四县，州治设在小溪，从此
明、越分治，明州与越州同隶江南东道。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象山划归明州，至此明州所辖由四县扩为五县。
唐长庆元年（821年）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小溪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为其后一千多年来宁波城市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据记载，宁波最早的城垣为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刘牢之所筑，称筱墙，故址相传在今海曙区西门筱
墙巷一带。
五代称明州望海军。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称明州奉国军。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置沿海制置使，辖温台明越四郡。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升为庆元府。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称庆元路。
大德七年（1303年）设浙东道都元帅府。
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称明州府，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讳，改称宁波府。
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台道，驻宁波。
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城区亦为宁波专署驻地。
1983年撤销专署，实行市管县体制。
随着北仑深水良港的开发建设，宁波逐渐由河口城市向海港城市演进，并形成三江、镇海、北仑三片
滨海临江发展的空间格局。
1986年宁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计划单列市。
宁波以港兴市，是中外闻名的商埠。
唐时已是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通商的主要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与扬
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
宋时又与广州、泉州同时列为对外贸易三大港口重镇。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在近代史上，宁波新兴工商业发展较早，“宁波帮”更是蜚声海内外。
如今的宁波是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是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和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
宁波港是我国著名的深水良港，是上海国际航运枢纽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与世界上216个国家和
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开通了航线。
第二节 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傅家山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余姚江以北的宁绍平原，东经121°25′，
北纬30°01′。
其行政区划隶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八字村，遗址东南距宁波市区20.7千米，西距余姚市27千米，南
距后江4.2千米（图一）。
遗址背靠四明山余脉的慈溪南部山地，面对 湖形成的冲积平原和丘陵山地，姚江由西向东流经山涧谷
地，至余姚长亭三江口分成南北二流，北流靠近萧甬铁路，途经慈城、洪塘、骆驼出镇海口入海，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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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后江。
傅家村以傅姓居住自然村得名，傅家山位于傅家村北面，是一座呈“L”形的小孤山，海拔8米左右，
山体面积约6000平方米。
山地植被很薄，山顶平，裸露山岩，边坡有少许竹林（图二；图版三，1）。
它的西面及西北面是黄泥岭、妙法寺山、虎口山，与傅家山仅一河相隔（图版四）。
黄泥岭下是八字村委会所在地。
东北约1千米是由大南尖山、龙山、长龙山环绕成的英雄水库。
东面约0.5千米是北山下浮上桥村。
乡间的云（湖）慈（城）公路由此而过。
南面约4千米为61省级公路和萧甬铁路，折东3千米为慈城站。
遗址西距余姚三七市镇相岙村田螺山遗址4千米，西南距余姚河姆渡遗址9.5千米（图版五，1）。
遗址所处区域地势很低，海拔2米左右。
北部山地与东西两侧山脉呈喇叭口地形，逢大雨易成涝灾，因此遗址东西两侧山边有排涝河，向南排
入姚江（后江）。
经考古勘探，遗址周围区域发现厚薄不一的泥炭层，说明自古以来这一带为低洼的沼泽地。
第三节 发现与发掘经过20世纪70年代，在进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过程中，曾属妙山乡的八字村、
五星村、妙山村等地相继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片、兽骨等遗物。
1976年3月，妙山乡八字大队在八字村黄泥岭山以南开掘了一条东西向的郭塘河，开河挖渠时发现了大
量陶片，还有石器、木桩、稻谷、红烧土和兽骨等。
宁波市文管会接到当地群众报告后随即派员进行了清理，在遗址附近农耕土下，发现了大面积泥炭层
，有的泥炭层中间夹着淤泥层，并出有陶器、石器，还有炭化了的稻谷、红烧土块、猪的颌骨、牛角
、鹿角、足骨以及残木器和建筑构件等遗物①。
从散落陶片的分布情况看，遗址面积约一万平方米以上，后被命名为八字桥遗址。
此遗址与相邻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第一、第二文化层遗物相比，不仅陶器的陶质陶色相同，而且有许多
器物也一样，属于河姆渡文化类型。
1982年2月，八字桥遗址被公布为宁波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3～1984年文物部门开展文物普查时，又在八字河的河床上以及在傅家山周围盖房、挖井时发现有
类似的遗物出土。
因此，八字村周围区域一直是被文物部门列为史前文化遗址的重点分布区。
2003年，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向文物部门征询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规划设计方案的意
见。
同年6月，为防止建设工程可能对地下遗址造成破坏，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杭州湾跨海大桥南
岸连接线规划设计方案》中涉及文物遗迹情况进行考古调查。
通过对方案一约59千米及方案二约8.2千米路线的实地踏勘，发现工程设计路线经过几处地下文物埋藏
区。
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慈溪市掌起镇东埠头村西侧约100米处的缸窑山墓地，宁波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和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自2004年4月15日至6月30日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
发掘，清理出商周至明清时期墓葬25座①。
另一处则是位于宁波市区以北约27千米的江北区慈城镇八字村傅家山遗址。
根据该规划设计方案，高速公路线路将贯穿傅家村，并在傅家山北面建高速公路慈城服务区。
为此，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4年4月14日至5月13日，在高速公路路基和服务区的工程范围内进
行了地下考古勘探，勘探面积4万余平方米。
经勘探，在傅家山的周围发现了木头、陶片、水生腐殖物和动物遗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遂命名为
傅家山遗址。
为做好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2004年5月，经浙江省文物局同意并上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考函
字〔2004〕第123号），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下，并在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的大力
支持下，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4年5～8月对傅家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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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山遗址考古工作队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褚晓波担任考古领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丁友甫为工地负责人，队员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林国聪、刘志远，山
东省聊城市文管会的孙贵洪、刘文平以及河南省洛阳市考古勘探队的马利强、马国强组成，后勤保障
工作由向江泉、黄大尧负责。
考古发掘地点选择了处于服务区建设工程范围内的傅家山的东北部，呈“L”形山体的内侧（图版五
，2）。
这个地点勘探时发现遗物堆积较为丰富，且能方便发掘工作的开展。
发掘前遗址地表是水稻田，海拔2.02米。
发掘布方采用正向5米×5米探方27个，每个探方的东、北向各留1米宽隔梁，编号以发掘区的西南角为
起点，三位数为探方的基本号，其中百位数代表遗址的发掘区，十位数为纵向号，个位数为横向号。
东西向排列探方5个，编号为T110～T114（发掘区西北部因太靠近山体，少布一方，实际探方为4个）
，南北向6个，编号T111～T161。
后为寻找遗址的墓葬区，解剖山体与遗址地层的堆积关系，又在T130北壁向西扩出一条长10、宽2米探
沟，编号T1。
在T151的北壁向西扩出一条长20、宽1.5米的探沟，编号T2。
此次考古共计发掘面积725平方米（图三；图版三，2）。
第二章 地层堆积与成因第一节 地层堆积遗址地层堆积厚度2.1～2.5米，从上而下除耕土层以外可分为
八层，因受地形环境的影响，每层分布厚薄不同，以纵向T111、T121、T131、T141、T151、T161东壁
地层为例，分别介绍如下（图四；图版六，1）。
耕土层：灰黑色土，质较松软。
厚0.2～0.25米。
包含较多的稻根根系和细小的现代瓷片。
第1层：灰黄色锈斑土，质细腻致密有黏性，上部较硬。
距地表0.2～0.25米，厚0.25～0.3米。
出土遗物极少，偶有印纹硬陶、原始瓷。
第2层：黑色泥炭土，质疏松。
距地表0.48～0.58米，厚0.02～0.1米。
含炭化了的植物枝叶，无遗物出土。
第3层：黑灰色亚黏土，质软细腻，有较多细小气孔，含少量砂粒、青灰色小泥团、石块、芦苇秆和
植物的腐朽物质。
距地表0.55～0.6米，厚0.15～0.25米。
其间，有少量夹砂陶、泥质陶片遗物出土，其中，泥质黑皮陶和表面呈银灰色的泥质陶是此层代表性
陶系。
第4层：灰褐色亚黏土，质稍硬，细腻土中仍见较多细小气孔和局部的青灰色小泥团，含少量黄色颗
粒土、砂粒、石块和植物腐朽残迹。
距地表0.7～0.9米，厚0.25～0.35米。
遗物中陶片的数量有所增加，除陶质陶色基本与上层相同外，增加了少量的夹炭陶。
第5层：青灰色淤泥土，质细腻纯净，为海相淤积土。
距地表1～1.2米，厚0.07～0.4米。
无遗物出土。
第6层：灰黑色亚黏土，质较硬，细密。
距地表1.1～1.5米，厚0.08～0.2米。
含砂粒、石块、木片、木炭灰、红烧土块和陶器等，陶片数量比上层又有明显增加，陶系以夹砂和夹
炭陶为主，泥质陶消失。
本层有冲积沟一条，编号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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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是傅家山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为宁绍平原的区域文
化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考古资料，可供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者以及从事建筑史、陶瓷史、美术
史研究者和高校师生等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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