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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被誉为“上山文化考古第一
人”。从上月28日开始，作为老考古工作者，他的心绪就一直久
久不能平静。

上月 28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如期举行。围着圆
桌，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讲课的，正是蒋乐平的同学、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蒋乐平说，在这堂特殊的“课堂”上，陈星灿提到了上山文化。
上山文化是我市刚刚公布的十张文旅体金名片之一。从

2000 年以来，全省已发现 18 处上山文化遗址，其中我市占了 6
处，是全省遗址分布最多的县市。

上山文化不仅是发现了历史久远的万年人类活动遗址这么
简单，重点在于它正在回答世界三大考古主题之一农业文明的
起源问题——稻作起源问题。

昨日，蒋乐平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曾对上山
文化作出重要批示。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我的同学陈星
灿又专门说到上山文化。这或许是一种巧合吧。”

陈星灿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著有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

青铜时代》(合著)等。

1985 年，他和蒋乐平一起，从中

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毕业，由于

共同的研究方向都是中国新石器时

代考古研究，两人交往甚密，尤其是

蒋乐平着手研究上山文化之后，他曾

多次来到我市和浦江等地考察上山

文化遗址。

2007 年，位于经济开发区苏溪村

旁的庙山出土了陶器、石器。

这个发现自然引起考古人的兴

趣。这其中，有一个人来得格外勤：他

就是蒋乐平，是带队试掘庙山遗址的

考古专员。近些年，上山文化成了他

的科研重心之一。

自我市陆续发现上山文化遗址

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带领团队前来

我市，组织了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

长田遗址等的试掘工作。经由蒋乐平

一行人的努力，这颗“养在深闺人不

识”的文化明珠，逐渐走向更多考古人

的视野，陈星灿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为了进一步确定庙山遗址

的年代问题，在蒋乐平亲自陪同之下，

陈星灿特意陪着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

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来到永康。

华人刘莉和陈星灿可说是老搭

档，都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

学生，考古畅销书《中国考古学：旧石

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就是两

人一起合著的。

庙山遗址坐落在我市铁岭路边上，

在它的北边酥溪缓缓流淌。刚踏上永

康的土地，陈星灿就带着刘莉直奔庙

山。

试掘的地方虽不大，但陈星灿和

刘莉已能看到7条清晰的文化层，从中

他们看到了上山文化特有的光泽，不

禁微笑了起来。

带着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样

本，陈星灿回到北京，而刘莉则飞回建

在海外的实验室。

经实验室检测，庙山遗址年代为

11000多年，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中年代

最早的遗址之一。

在差不多时间，蒋乐平又委托相

关机构测定了我市境内其他几处遗

址的年代。他把此事告之陈星灿后，

陈星灿说这真的难能可贵，永康同时

拥有早期、中期、晚期的上山文化遗

址，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令人刮目

相看。

有人曾把上山文化称为“衡量浙

中史前文化的一杆标尺”，那么永康的

一定是其中典型的研究范本。

实际上，早在更早之前，上山文化

就走到了世界考古界的话题中心。

去年年底，第四届“世界考古论

坛·上海”隆重举行。在这场世界考古

的学术盛宴上，跟陈星灿一起，蒋乐平

应邀作题为《上山文化与稻作起源》的

演讲。在介绍上山文化研究情况的过

程中，从上山文化的时代分期、水稻驯

化、定居情况向与会学者展现一个成

熟、复杂的早期人类聚落生活图景，引

发了海内外专家的热议。

在上山文化遗址的首次发掘中，

出土了许多石球、石磨盘，而且在出土

的夹炭陶片表面，还发现了大量稻壳

印痕，胎土中也夹杂着大量的稻壳。

令人惊喜的是，包括我市的遗址在内，

在上山遗址群的中晚期文化地层里发

现了丰富的炭化稻米。

蒋乐平在合作论文《稻谷遗存落

粒性变化与长江下游水稻起源和驯

化》中写道：“（永康）湖西遗址出土植

物种实遗存和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表

明稻谷是该遗址先民食物的主要来

源，生产稻米是先民经济活动的主要

内容，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深化对新石

器时代早期稻谷的认识以及思考地区

的稻作农业起源和古环境问题提供重

要的实证数据。”

在演讲的尾声，蒋乐平总结道：

“上山的稻谷遗存提供了目前为止世

界上最早驯化初始证据；上山文化遗

址群作为长江流域最早旷野遗址群，

从一开始就出现密集的稻作证据，对

探索人类走出洞穴和稻作农业起源问

题提供了一个实证模式。”

“我们过去在浙江发现了河姆渡文

化、跨湖桥文化等，那么它的来源在

哪？显然是在上山文化。所以，它对我

们了解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

的起源和农业起源都至关重要。”在这

场世界级的考古论坛上，陈星灿也说。

上山文化不仅得到了国内著名专

家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海外知名学

者的强烈兴趣。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人

类学系教授沃特·威尔斯称：“水稻是

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

农作物之一，能够将这方面的发现向

前推到九千年甚至一万年以前，这实

在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发现, 也是非常

重要的发现。”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人类学系研究

教授、查尔斯·海厄姆博士站在人类历

史角度这样分析：“对新石器时代革命

而言，稻和华北的粟的驯化是人类历史

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使我们现在能够

了解长江流域以及毗邻地区一些更为

复杂的社会发展。“长江流域的农民开

始向多个方向扩展，这是中国早期历史

中的关键点之一。”

“研究稻作文明起源看上山”，不

知从何时起，这已经成了全球考古界

的共识。而上山文化遗址的挖掘动

态，也牵扯着学者们的心⋯⋯

2006 年 11 月，中国第四纪

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

会联合浙江省文物局，在浦江召

开了“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

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

会上，“上山文化”得到与会

代表的普遍认同并被正式命

名。半个月后，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亲笔批示：“要加强对

‘上山文化’的研究与宣传。”

在采访中，蒋乐平回忆说，

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十

分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他的亲

笔批示，确实极大地鼓舞了他

们。

习近平批示后，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当即着手进行具体

部署，上山文化遗址的保护、研

究与宣传列入省文化厅、省文物

局、省考古研究所等部门的年度

工作任务和计划。

目前，作为“重要窗口”，在

省委宣传部牵头之下，全省还

建立了上山文化遗址联盟，进

一步确定了上山文化的保护、

宣传等工作举措，并提出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

考古学家陈星灿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讲考古

他曾在我市考察上山文化遗址

上山文化引起中外考古学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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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康，陈星灿不禁微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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