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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浙江一万年”系统展示了浙江最新的考古成果，包

括长兴七里亭遗址、长兴太傅庙遗址、浦江上山遗址、义乌桥头遗

址、余姚井头山遗址、余姚田螺山遗址、余姚施岙遗址、安吉古城

遗址、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等。

看展厅面积，“浙江一万年”有5000平方米，比“越地长歌”增

加了一倍，分为3个展厅，占据了一二楼。以前一个展厅搞定。

展品的总数，算组数，有 1991 组。如果以单件计，比如 100

多件箭镞，300枚铜钱，实际文物总数有2300多件。

8月26日，最后到家的三位住客，住进了“史前单元”。

陶双耳壶、太阳纹彩陶片等，来自上山文化义乌桥头遗址，从

义乌到达杭州，下午4点入住。

第一单元史前部分的面积，有1400平方米，也是整个通史馆

面积最大的单元。

桥头遗址首次进入浙博的通史展。可以说，上山文化的文

物，大部分都是首次展出。比如，你可以看到万年上山的各种最

早——最早的彩陶、最早的曲酒证明⋯⋯还有一件最新考古发

现：2023年永康长城里遗址出土的陶折肩壶，属于上山文化。它

也“新鲜”展出了。

“海鲜带货第一村”——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的文物，是

2020年完成第一期发掘、2021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

的首次正式展出。井头山遗址发掘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孙国平告诉我，这次精心挑选了不少动植物标本和 10 多

件骨器、贝器、石器等代表性文物。比如一件修复完整的带支脚

陶釜，它是我国沿海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组炊器。

为了展示古人消耗掉贝类海鲜的巨大数量，展厅地上还设置

三个大框框，里面装满了从井头山遗址运来的数十筐贝壳。这就

是 8000 年前的大型吃货现场，井头山人每天的海鲜大餐——出

土遗物中最多的一大类，就是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

海生贝类。排行榜前五名：蚶、螺、牡蛎、蛏、蛤。

本来我们只能在考古现场才能看得到这么久远的海产品，这

一次在展厅，你可以直接“走”在贝壳上，近距离体会。

孙国平说，这次从工地拉了 20 筐贝壳标本布展，“中国人吃

海鲜的时间，通过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后才敢相信，至少也已有八

九千年的历史。而且，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海鲜遗存中还有很多螃

蟹壳和螃蟹钳，所以常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无疑是宁波

人。”

展厅里，还有一块新鲜切下来的“夹心蛋糕”。

这是一块来自于浙江最早也是唯一的8000多年前的古海岸

贝丘遗址——井头山遗址的贝壳堆积剖面。

井头山遗址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地层里多到快要满出来的各

种被古人吃掉贝类海鲜后留下的贝壳组成的堆积——由这样特

殊的生活遗存堆积而成的遗址，考古学上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

“贝丘遗址”。贝丘遗址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形态，专业说

法，就是地层里大量堆积古代人类吃剩下的贝壳。

若把井头山遗址放在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来观察，它也是埋藏

最深、年代最早、保存遗物最丰富的贝丘遗址，距今8000多年。

这块剖面是怎么来到浙博的？

孙国平说，2020 年下半年，井头山遗址一期基坑拆除之前，

把发掘区中的一条显示贝丘剖面的隔梁（考古发掘中用于发掘人

员走路和观察地层而人为保留的 1 米宽的土层）整体打包，分成

三段送进安吉文物保护中心休眠了两年。这一次为了浙博之江

馆万年大家庭的团聚，其中一段停止休眠，切割修整后，用大车子

装运，搬进了浙博的豪华新家。

但是，这块剖面本来有 2 米宽，1 米厚，约 15 吨重，整块放进

展厅，楼板承重吃不消，所以，它又做

了一次修整，重新切割、清理、打包，

切薄到40厘米，搬进展厅。

商周单元和武林馆最大的不

同，也是新增了两大考古新发现：

八亩墩，也就是安吉龙山 107 号

墓，以及衢州衢江孟姜村西周高

等级土墩墓，都是这几年浙江商

周考古的重要发现——此处可以

用最字。

尤其是孟姜村土墩墓，出

土了大量青铜车马器、玉石

器、原始瓷器、陶器等随葬

品。这次在浙博之江馆首

次展出了 5 枚玉玦和 20

件陶纺轮，虽然数量不

多，只有一个展柜，也是

“新鲜出炉”，先睹为快。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

渚。

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可以说是浙江史前文化三巨头，在这

次通史馆的史前单元，也是分量最重的三部分。

今年，河姆渡遗址发现 50 周年，自然是展览的突出部分。虽然没有新的

考古发现，文物也是“老”的——从武林馆搬家过来的，但因为“家”变大了，文

物终于不用挤在一个柜子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展开，有6件文物甚至有了独立

柜。

比如镇馆之宝“猪猪”——猪纹陶钵，上世纪 70 年代在河姆渡遗址出土，

进入浙博后，和一堆河姆渡陶器住在一个通柜里十多年了。如今，它终于有

了私人空间。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看过这只陶钵上的猪猪图案，尤其是它的腹部，阴刻

重圈和草叶纹的混搭装饰，这个纹饰很有名，可以说是河姆渡的logo。

但，你看过它的背面吗？

没有——连馆长也没见过，因为它一直放在通柜里。这次住进独立柜，

也是文物背面的首次展出。

原来，背面也是一只阴刻的猪，但朝向不同，体型小一点，纹样也不完全

一样，纹饰更简单。这种对称动物纹略有繁简的现象，也常见于河姆渡文化

的各类器物上。

另一只住进独立房间的稻穗纹陶钵，也看得更清楚了。以前大家看到这

一株稻穗纹，黑乎乎的，而且和其他陶器挤在一起，没有存在感。这次下面特

意放了镜子，灯光一打，突然发现旁边还有半只猪屁股，和猪纹陶钵那只几乎

一样的手法，也是正背面对称分布。

还有另一个著名的 logo“双鸟朝阳”——双鸟纹象牙蝶形器，大家都见

过，但是背面啥样？这次一“独立”就暴露了，背面是“截里沟咯”的（杭州话：

凹凸不平），中间还做出了纵向凹槽，用来捆绑器柄的。

包括蚕纹象牙端饰，这次椭圆形器身上围绕的6只蚕纹，都可以看全了。

史前单元的策展人之一吴丝禾说，良渚的玉管串，又小又精致，还是玉，

这次要上墙，要美观，又要保证质量。比如良渚人头上一根根的锥形器，最高

等级有9根，以前都是摆在展柜里摊开展示，现在一根根都要上墙。这算得上

是此次布展中的难点之一。

之前，武林馆对这类展品的展陈方式，大部分是一个斜面，或者是一个简

单的支撑，或者用鱼线捆绑，这次布展，用到了很多爪件，也就是金属支架。

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器物，比如史前的玉器、小的石器，基本上都用上了爪

件，观众的观感更好。

最典型的就是通史馆的第二单元，展出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青铜

剑、矛、箭镞⋯⋯两三百件文物都用上了爪件，光是箭镞就有150多件，每一件

都要单独“爪”起来，配上暗红色的背景，视觉冲击力很强，电影画面既视感。

策展人说，原来的展品，只是用简单的亚克力支架或者是木头支架，现在

用上爪件，观众的观感更好，但布展也最费时间。

以150多个箭镞为例，每一件都要配上一个支架，首先需要测量展品的具

体尺寸。爪件不是布展的时候当场做的，武林馆闭馆之前，展品还没有搬家

的时候，馆里请了广州的爪件老师来馆里一个个测量、定制，在武林馆做了10

天测量工作。历史文物部布展团队的老师说，在定制中，万一有一件尺寸有

出入，得再寄回广州，重新寄一个新的过来，再重新布展上墙。

再看这件瑶山 11 号女王墓中出土的玉纺轮，出土时，青玉圆杆穿在其

中。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玉质带杆纺轮，仅此一例。以前展出时，它是平放的，

这一次按照出土时的“原状陈列”，首次立起来展出。

“20 年前的展陈方式和现在已经完全不同。”吴丝禾说，通史展是固定陈

列，像“越地长歌”那样一展展了十多年，不像临时展览几个月就会撤展，所以

对于上墙文物的质量，无论是光照亮度，还是文物的牢固度，要求都更高了。

良渚文化依然是史前单元占比最大的部分，面积占到一半。和以往最大

的不同，就是聚焦良渚国王和女王——反山12号墓和瑶山11号墓的玉器，首

次整墓展出。这是武林馆没有的。

以前反山12号墓展出了一些重点玉器，但是管啊串啊这些并没有全部展

出，这次全部都有。

而瑶山 11 号本来就是良渚女王的墓，身上戴的管珠串就更多了，还有玉

粒、玉瓣形饰这样的小件，这次，“有条件展的都展了。”有一个展柜的布置，感

觉就像打开了女王的首饰柜。

浙博之江馆的所有展柜，都用上了低反射玻璃，玻璃几乎没有存在感。

但是有了好的展柜，还需要好的布光。一个好的灯光师，可以是灯光诗人；打

得不好，只能考验观众的眼力了。

比如目前国内最大的良渚文化刻纹玉璧，原来展的时候很暗，双面刻符

体现不出，其中一面的刻符“鸟立高台”完全看不清，这次灯光师到位，看得很

清楚。

还有玉器的加工痕迹。一束光柔柔地照在玉璧表面的“月牙形”上——

玉器的线切割痕迹，清楚可见，你就能体会到良渚人加工玉器的黑科技了。

坚硬的玉料怎么切割？用植物纤维或者动物皮毛搓成软性线绳，配合石英和

解玉砂等加水后，吭哧吭哧拉。

从浙博武林馆的“越地长歌”

到浙博之江馆的“浙江一万年”

“老朋友”搬“新家”
为什么看上去不一样

新开放的之江文化中心迎来首个周末，热闹程度在意料之中，浙江省博物馆

之江馆自然也是约满了。新馆最引人的，当属全新策划推出的“浙江一万年——

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

经常拍摄良渚文物的摄影师李慧力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起自己刚去浙博之

江馆拍良渚玉琮王的新体会。“策展人很罕见地给玉琮王打了个侧光，凸显纹

理。观众从侧面路过的时候，就可以拍出‘良渚神人凝视’的效果⋯⋯”

前几天，也有一位文博爱好者在一个文博古迹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浙博镇

馆之宝之一北宋泥塑彩绘菩萨立像，“新馆灯光真的不错，和在武林馆看到的完

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差点以为不是同一个了。”

此前浙博武林馆的基本陈列“越地长歌”，是2009年底开幕的，也就是说，我

们看到的能体现浙江历史文化的文物，尤其是考古发现，都来自2009年之前。

这15年，浙江考古的重大发现，可以说是颠覆式的。浙江一万年，就是一个

完全用考古实证的标题。15年前，还是“浙江七千年”。

但正如观众们感受到的那样，“老朋友”搬进了“新家”，为什么样子不一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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