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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杭 大 运 河 、中 国 丹 霞 地 貌

⋯⋯我国已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

不乏捆绑申遗的成功案例。

从本身价值来说，上山文化是

早期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在

金衢盆地周围的山脉中，也发育有

石灰岩溶洞，但没有发现与上山文

化同时期的洞穴遗址，这说明上山

人告别了祖辈的洞穴，搬到了盆陵

地区，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定居。

上山文化遗址属于旷野遗址。

从洞穴迈向旷野，这是人类走向文

明的重要一步。

蒋乐平认为：“浙江中部能够发

现如此密集的早期新石器遗址，非

常难得，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都是唯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现

有的发现，上山本身就已经具备了

申遗的基本条件。

良渚遗址从发现到申遗成功耗

费了 83 年时间，与之相比，2000 年

才现世的上山文化遗址申遗还处在

起步阶段。截至目前，仍不断有新

的遗址、新的遗物在被陆续发现。

以我市为例，受限于各种因素，目前

考古队只是对所发现的六处遗址进

行了初步的试掘，挖掘面积共100多

平方米。对比偌大的上山文化遗

址，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就像肉

眼看到的冰山——仅仅只是一个小

角罢了。

颜天华告诉记者，目前，各遗址

所在地县市正在成立“上山文化遗

址联盟”，遗址的整体价值又是由众

多考古发现支撑起来的，所以需要

各遗址所在地形成合力，把上山文

化推向世界。

“相信在各方团结合作下，上山

离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了。”应军和颜天华满怀期待。

上山离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多远？

□记者 蒋中意 高婷婷

应军是我市的一位资深考古工作者。连日来，他的心中像燃着一团火，这都是不久前的两个会议惹的。
9 月 8 日，金华文化繁荣提升工程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推进“上山文化”申遗基础工作；紧接着的 9 月 29 日，全省 18 处上

山文化遗址相关负责人出席“上山文化遗址联盟”预备会议。
在此会议上，“上山文化”申遗工作直接摆上今后的日程。也就是说，包括我市遗址在内，全省上山文化遗址已走在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之路上。

问题一：

上山文化具备申遗资格吗？

在探讨上山文化遗址是否具备

申遗资格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比较

性质接近的良渚古城遗址进行分析。

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列出了 6

条价值标准，必须符合其中之一才可

能获得通过。2019年，良渚之所以能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依据就

是世遗标准的第三条，即能为一种已

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

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在业内人

士看来，良渚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

信仰中心，可为长江流域出现的区域

性早期国家提供特殊的见证，符合世

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价值。

而上山文化遗址也具备同样的

先天条件。

在“上山文化考古第一人”蒋乐

平口中，应军知道上山文化遗址可谓

是一座文化宝藏。作为全人类共有

的文化遗产，上山文化遗址是距今

11400 年-8600 年、长江下游及东南

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

在全省目前发现的 18 处上山文

化遗址里，陆续发掘出了石球、陶片、

建筑遗迹等新石器时代产物，这些遗

产的发掘标示着这一带拥有丰富的

史前文化资料。

而更重要的是，在遗址群内更是

普遍发现了稻作遗存。

在此以前，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

姆渡遗址，为“稻作起源是中国”提供

了强有力的证据，而距今8000年的萧

山跨湖桥遗址发掘，把稻作历史上溯

近千年。

蒋乐平说，如今，上山遗址稻作

遗存的发现，不仅将长江下游稻作文

明 和 浙 江 的 史 前 文 明 足 足 提 前 了

2000年，同时也证明上山文化遗址所

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

的最早起源地之一。

问题二：

永康能为上山申遗贡献什么文化力量？

在江南街道湖西村的一幢简陋

的楼房内，蒋乐平从去年底开始已待

了好几个月，在屋子的角落里堆放着

一些陶陶罐罐的碎片和留着人类文

化痕迹的石片。

隔着几幢楼房、公路和绿化带，

几名工人正在湖西遗址内紧张地试

掘着。

“这个遗址内乌黑的有机质完整

而丰富，我们相信在这里会发现世界

最早的一片稻田遗存。”蒋乐平坐在

一张绿色的旧皮沙发上，双眼在厚实

的玻璃镜片内透出阵阵光亮。

在他的眼里，永康除了遗址众

多、史前文化资料丰富之外，更重要

的是它为世界展现了最古老而又丰

富的稻作文化。

10 月 27 日，记者特意来到永康

博物馆，在陈列厅和储藏室里看到了

大量上山文化庙山遗址、湖西遗址出

土的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炭红衣

陶为主，夹砂陶少量。器型有大口

盆、双耳罐、卷沿罐、圈足盆等，其中

还包括一些保存较为完好的彩陶器

皿等，颜色艳丽，外观完整，令人称

奇；石器包括石磨盘、石磨棒、石球、

砍砸器、石片、石核等。永康文物专

家、博物馆工作人员颜天华向记者解

释，在繁多的出土遗物中，其中一些

陶器的表面有明显的稻壳痕迹。

早在2012年，蒋乐平带队对湖西

遗址进行了试掘。2013年，他和队友

们对湖西遗址的土样进行浮选，发现

了大量的稻谷小穗轴，以及少量的炭

化米。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湖西遗址发

现的稻谷遗存属于比较原始的栽培

稻，约距今 8400年—8600 年，这是目

前世界上证据确凿的最早栽培稻。

在我市出土的 6 处遗址中，缘何

只有湖西遗址保存最为完好呢？

应军和颜天华为记者揭晓了谜

底：原来，永康大多数地方的土地都

是“红壤”，酸性较重，而湖西却是肥

沃丰厚的“黑壤”，有机质含量很高。

颜天华说，正是这种特殊的土壤结

构，使得湖西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

及有机质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存，由

此成就了湖西遗址独一无二、无可替

代的资料价值。

完 整 稻 谷 小 穗 轴 被 发 现 的 消

息在考古界里传开后，很快，好几批

国内外考古学者慕名来到我市，在湖

西遗址进行了实地勘察。2012年，著

名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一行参观考

察湖西遗址；2015 年，世界著名植物

考古学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

里·克劳福德来湖西遗址考察研究

⋯⋯有关湖西遗址的学术论文更是

相继发表在《南方文物》《美国科学院

院刊》等权威杂志。

其中，郑云飞、蒋乐平、加里·克

劳福德在合作论文《稻谷遗存落粒性

变化与长江下游水稻起源和驯化》中

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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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思考该地区的稻

作农业起源和古环境问题提供重要

的实证数据。”

这篇论文的发表令国际考古界、

尤其是植物考古领域为之一震。“上

山文化湖西遗址”从此名声大噪，所

有考古人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要

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绕不开中国浙

江永康的湖西遗址。

也许对永康来说，申遗的发力就

在此。

问题三：

以良渚为鉴，上山离世
界文化遗产还有多远？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湖西遗址

②湖西遗址文化层底层剖面

③湖西遗址出土的石片

④湖西遗址出土的红衣陶尊形器

湖西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湖西遗址出土的彩陶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