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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 5 月 以 来 ，我 市 文
物部门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先后在湖西遗址进行了 4 次试
掘，共打了 6 个探沟，发现了大量
的 夹 炭 红 衣 陶、少 量 的 夹 沙 红 衣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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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文物（植物
遗存、动物遗存、稻米、骨器、木器
等）也十分丰富，具有无可替代的
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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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文物保护专家应军为众人
揭晓了谜底：原来，永康大多数地
方都是“红壤”土质，酸性较重，而
湖西却是肥沃丰厚的“黑壤”，有机
质含量很高。应军说，正是这种特
殊的土壤结构，使得该遗址出土的
陶器、石器，及有机质文物得到了
很 好 的 保 存 ，由 此 成 就 了 独 一 无
二、无可替代的湖西遗址。

近年来，湖西遗址考古挖掘和
保护工作持续推进。2017 年，湖西

遗址被列入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今年 7 月，我市加入了上山文

化遗址群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联盟，共同发力，将上山文化

推向世界。此外，今年 5 月，我市举

办了“回首一万年——上山遗址发

现二十周年考古成果图片展”，并

拟于今年 11 月下旬，携上山文化遗

址出土的 14 件文物（其中湖西遗址

出土文物 7 件），与捆绑申遗的各市

县一道前往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特

展。

上山文化“申遗之火”在永康大

地上蔓延。

湖西遗址人居文明探源研讨会在山水新城望辰府举行

对话永康人文渊薮 演绎上山文脉新生
日前，上山文化申遗工作

已经提上日程。我市湖西遗址
被列为上山文化联合申遗的六
个遗址之一，如何进一步提升
湖西遗址在全国的影响力，让
万年古遗址焕发新活力，这是
目前亟待破解的命题。

19 日，由市融媒体中心策
划、国深地产望辰府主办的湖
西遗址人居文明探源研讨会在
我市举行。浙江考古研究所、
上山文化考古第一人蒋乐平应
邀来到现场，与市文广旅体局、
国深地产望辰府、市融媒体中
心等代表，和本土资深考古学
者共同研讨，寻根万年上山文
化，聆听历史悠久回响。

万年稻作起源在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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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共发现 18

处上山文化遗址，我市占 6 处，且具

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特点，既有

早期遗址，也有中期遗址，还有晚期

遗址，在全省绝无仅有。

“永康上山文化遗址质量普遍

高，而湖西遗址更是其中保留最完整、

研究价值最高的一处。”蒋乐平说。

早在 2012 年，蒋乐平就带队对

湖西遗址进行了试掘。2013 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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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8600 年-8400 年。这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

将长江下游稻作文明和浙江的史前

文明足足前推了 2000 年，同时也证

明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

最早起源地之一。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上山

文化遗址题词：万年上山文化，世界

稻作起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题

词：远古中华第一村。

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考古

界 ，吸 引 国 内 外 专 家 学 者 慕 名 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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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福德到

湖西遗址考察研究⋯⋯有关湖西遗

址的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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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专家专门申请科研基金，

多次到湖西遗址现场做探沟，这是

所有上山文化遗址中唯一一例。”蒋

乐平说，上山文化湖西遗址从此名

声大噪，全球的考古人达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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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调查分析，湖西遗址出土的

稻谷小穗轴呈现野生稻、栽培稻和

过渡形态稻并存的现象，出现了明

确的驯化特征，说明稻米已成为先

民的固定食物之一。原始农业产生

必然伴随着定居生活。而长江下游

一带没有发现同时期的洞穴遗址，

这证明了上山人已经在盆陵地区实

现了完全的定居。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

近一万年前，人类的脚印曾落在这

里 ，落 在 我 们 正 站 着 的 这 块 土 地

上。”蒋乐平感慨道，先民从狭窄的

洞穴迈向平坦、灿烂的旷野，开始尝

试着构筑房屋，从吃野生作物到吃

驯化稻米，这是当时的一小步，却是

人类走向文明的一大步。

每一段过去的历史，也是当下的连

接。现如今，毗邻湖西遗址，万丈高楼拔

地而起，一座“山水新城”呼之欲出。

我市考古学爱好者徐立斌用“沧海桑

田”形容对江南山水新城的印象。“立足当

下，我们回溯一万年，有幸见证了这片土

地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的巨大变迁。过

去，这里是上山人认定的宜居地；而现在，

山水新城是我们永康城市建设的主战场、

现代人宜居地标。”徐立斌说，人类对生存

环境的喜好是刻在基因里的。

市文联原主席周跃忠与徐立斌观点

一致。“古时人民‘逐水而居’，家园周边有

山有水，有赖以生存的农耕和畜牧资源。

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他说，在当地传

说中，永康是一片藏风聚气、四面环水的

宜居地。这一说法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汲取自然山水的天地灵气，脉承湖

西文明的厚重底蕴，国深地产望辰府秉

持国际化的前沿视角，将万年历史、五金

文化与现代永康优雅生活相融合。在传

承历史文化的同时，贴合优雅的城市气

质，以同频国际都会的生活逻辑，为我市

给出了山水人文皆相宜的答案——

望辰府 14 幢现代美学建筑，以通透

挺拔的姿态，屹立在山水之间。对称布

局，社区中轴与景观横轴交叉重叠，形成

“一轴四心”的恢弘生活大境，成就居者

生活礼序的尊贵感与仪式感。层层叠叠

的花园景观集群，与湖西遗址公园交相

辉映，营造内外皆公园的独特体验。景

观会客厅、镜面泳池、阳光草坪、球场、健

身跑道、儿童乐园⋯⋯丰富多彩的公共

空间共同构成未来园区生活的美好情

境，让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在小区里找到

自己的快乐天地。精心甄选西门子、汉

斯格雅、杜拉维特等国内外一线品牌，配

备全屋地暖、中央空调、新风系统，为房

子注入家的质感与温暖，呈现舒适安定

的居住体验。建筑面积约 118㎡-169㎡
山水公园著品，凝聚国深地产户型设计

之大成，以超大南向面宽、全封闭玻璃阳

台、多重阳台飘窗、一体化餐客厅等设

计，为当代永康家庭度身定制，让山水生

活更加舒适从容。

人类居住演变史起承转合，却也有

迹可循。万年历史在山水新城望辰府找

到了新的承接点，一段关于文明起源的

传奇就此续写。

沧海桑田,上山文脉今又生

“申遗之火”在永康蔓延

蒋乐平在研讨会上蒋乐平在研讨会上讲述上山文化讲述上山文化

与会专家学者展望江南山水新城望辰府与会专家学者展望江南山水新城望辰府

□融媒记者 高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