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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浙江绍兴地区越文化遗址
调查，验证水利遗迹快速调查法，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河
海大学组织多学科团队，于 2022 年 9
月至 2024 年 7 月对绍兴地区开展古代
水利专项调查，取得重大进展。调查
确认古代水坝遗迹 25处，其中测年确
认越国水坝 11处，揭示了越国都邑外
围大型水利系统的概貌。

水利遗址专项调查历时两年取得
重要成果

中国是世界水利大国，水利开发
历史悠久。2011年以来，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确认良渚古城外围存在大
型水利系统。长江中游屈家岭、城
河、石家河等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也
有水利系统遗迹重要发现，证实古代
水利建设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

2020 年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良渚遗址群周边开展水利遗址专
项调查，逐步总结和完善一套融合遥
感、地理信息技术、水利和考古等学
科的古代水坝快速调查法，新发现古
水坝 20余条，几乎遍及良渚周边每个
山口。其中7条已完成测年，皆属于距
今 5000年左右，与之前公布的 11条水
坝一致，当属统一建设的水利设施，
这些水坝中不少今天仍作为山塘水库
发挥作用。2020年开始，采用快速调
查方式，赶在良渚遗址保护规划修编
之前完成全域水坝调查，证实这一套
方法高效、准确。

为验证调查法的科学性和普适
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申报浙江
省科技保护项目“古代山塘水坝调查
的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课题，并得
到国家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支持，对浙
江省全域的古代山塘水坝开展专项调
查，其成果可纳入目前开展的“四
普”工作。

浙江绍兴曾为越国都城所在。其
地势南高北低，南为会稽山系，北为
山会平原。近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在北部山会平原地区发现了亭
山、南山、大湖头等重要越国遗址，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稽中遗址发
现战国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发现为越
国都城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线索。文献
记载，越国曾在山麓冲积扇、沼泽平
原和沿海地区，兴建了山塘、运河、
海塘等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为兴越
灭吴提供了后勤保障。目前，绍兴地
方的文史和水利部门对越国水利的文
献史学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但并未开
展系统考古调查，普遍缺少年代学依
据。因此，项目首先选择在绍兴开展
工作。

本次调查主要以山塘水坝为对
象。工作范围以绍兴地区的会稽山北
麓及北侧山会平原为核心，东西略涉
萧山和余姚，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

通过两年工作，取得了重大进
展。确认古代水坝遗迹 25处，其中越
国水坝 11处，揭示了越国都邑外围大
型水利系统的概貌。

古代水坝快速调查法指示效果
显著

项目采取的快速调查法分内业和
外业两部分，目标着眼于水坝坝体及
其年代的确认，不涉及发掘工作。

内业步骤：
资料收集 全面收集工作区1940—

1970年代的历史遥感影像、数字地形
图 、 SRTM 和 ALOS 的 高 程 数 据 等
资料。

影像处理 对遥感影像进行配准作
业，使影像具备真实的经纬度坐标。

重点区划定 根据水利学原理和良
渚等已知古水坝的分布规律，在影像
上划出古水坝可能分布的区域。

图形解译 由遥感技术人员在划定
的区域内进行目视解译，标注古水坝
疑似点。

坝体校验 通过遥感影像的立体化
处理、高程模型制作、三维地貌分析
等手段，确认水坝位置，划分可信度
等级。

移动端适配 将影像和疑似水坝坐
标点导入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方
便地面调查的精准定位。

外业步骤：
现场勘探 对疑似点展开实地考古

调查和勘探，通过钻芯和断面判定堆
积状况。

年代判定 采集坝体的测年样本，
开展C14年代学测定。

系统分析 对调查发现的水坝开展
水利和工程分析。

调查工作自 2022 年 9 月开始，通
过影像解译在目标区共标注 98处疑似
点，其中高度疑似点 66处，一般疑似
点 32 处。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1 月
进行实地调查和勘探验证。调查过程
中，根据现场地貌分析，临时增加调
查点，此类地点累计 100 处。到 2024
年 7月，完成最后的查漏和测年工作。
因调查工作是利用发掘间隙断续开展
的，若以实际工作日计，内业的影像
配准、处理及解译耗时约 30天，外业
的勘探、调查、验证耗时约 40天，累
计约70工作日。

调查共确定古水坝 25处，其中已
获得 C14 测年数据的 21 处古水坝中，
早于越国时期的水坝共3条，里木栅距

今 4700 年左右，大坞、马交山距今
3300 年左右。属于越国水坝的 11 条，
包括横塘、长塘、塘城、裘家岭、秦
望、坡塘、云松、黄庙、董坞、兰
亭、古城，C14 年代均在距今 2500 年
左右，其余7处水坝属于历史时期。另
外4处确认的水坝暂未获得测年样本。

从方法验证结果看，确认的 25条
古水坝中，有 20条来自先期标记的 66
处高度疑似点，占比 30%；另有 15 个
高度疑似点目前仍为水库，已被水泥
硬化，暂时无法测年，占比 23%；另
外 14条或地貌破坏严重，或遇石无法
勘探，需要进一步调查。真正被排除
的高度疑似点只有 13处，系对水渠和
山地的误判，占比 20%；从预判方法
的角度，准确率为 80%。影像未标注
而现场调查根据目视临时增加的100处
疑似点中，仅有5处确认为古水坝，准
确率 5%。调查结果表明，基于影像遥
感的快速调查法对古代水坝具有显著
的指示效果。

经推测山塘水坝具有防洪等综合
功能

从位置来看，11 条水坝分布在会
稽山北麓，1条位于曹娥江以东的四明
山山麓。在东西相距 50多公里的范围
内，呈半环状围护着北部的水网平原。

根据库区类型区分，可分单级水
库和多级水库两大类。

单级水库包括横塘、长塘、塘
城、裘家岭、秦望、古城等6条，系在
山谷谷口建造一条坝，形成单级水库
结构。如长塘水坝位于上虞区长塘
镇，坝原长约 320 米，现存长约 270
米，宽约60米，残高约2—12米。C14
为 2460 ± 30BP， 校 正 数 据 为 2620

(60.5%) 2401 cal BP。裘家岭水坝位
于柯桥区平水镇旗峰村，长约 120米，
宽约 40米，现存残高约 6—9米。C14
年代为 2410±30BP，校正数据为 2466
(68.2%) 2358 cal BP。

多级水库是同一山谷中由两个以
上的水库构成的梯级水管理系统。其
中董坞和兰亭构成上下两级水库；坡
塘、云松、黄庙则构成三级水库结
构。从位置来看，三条水坝自上而下
呈阶梯状建在同一山谷，黄庙和云松
均在山谷间建造，相距仅500余米，而
坡塘在北侧约 1700 米处的谷口地带，
符合梯级水库的一般选址原则。从体
量来看，三条水坝现存的长度、坝底
宽和高度自上而下逐渐增大，符合梯
级水库的设计特点。从现存的坝顶高
程来看，黄庙水坝坝顶高程为 42.99
米，云松水坝坝顶高程为35.86米，坡
塘水坝坝顶高程为15.21米，符合梯级
水库的设计要求。从 C14 测年结果来
看，三条水坝的测年结果均在距今
2500年左右，属同时期建造。

堆筑工艺方面，根据坝体钻芯分
析，11条水坝堆筑结构和营建工艺与
良渚时期水坝相似。即坝芯采用青灰
淤土堆筑，外部包裹黄色黏土；坝体
两面为斜坡，顶平，横截面呈梯形。
这种坝型结构和堆筑方式能有效抵挡
山洪冲击，同时也能保证水坝自身的
稳定性，因此在良渚时期兴起后一直
沿用。

推测山塘水坝具有防洪、蓄淡、
灌溉、运输等综合功能。绍兴地势南
高北低，降水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分
布，且夏季短时降水量较大，洪涝灾
害易发。北部平原濒临杭州湾，容易
受到咸潮入侵。在山谷地带建山塘水
坝，有助于阻挡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
害，保护下游平原城市不受洪水侵
袭。当干旱或咸潮时，库内蓄水能保
证下游人口的生活和生产所需。从运
输角度分析，水坝库区在山谷内形成
运输通道，方便木材矿产等山地资源
外运，并通过平原地区的密集水网通
达各处，起到运输功能。

确认绍兴越国水利系统推进水利
考古研究

绍兴越国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
认，是继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之后，浙
江境内所发现的又一处都邑外围的大
型水利设施，是越文化研究的重大突
破，也为研究中国水利技术史、城市
规划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次
确认的越国水坝群沿会稽山口呈半环
状分布，守护着北侧平原的亭山、南
山、稽中、大湖头等遗址构成的聚落
群，构筑了越国核心区的结构框架，
为考古确认越国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本次调查结果也证实水利遗迹快
速调查法的普适性和准确性。中国是
水利大国，水利建设应该是聚落规划
的普遍现象。但是因为早期水坝常用
生土堆筑，几乎没有任何包含物，普
通考古调查勘探极易误判，所以迄今
为止发现的水利遗迹还很少。目前长
江中下游良渚、屈家岭、城河、石家
河等水利遗址的发现，主要是通过遥
感、地信等手段提供线索，并进行专
项调查得到结论。而常规考古单位一
般不具备这样的人员条件，难以独立
高效完成水利系统调查。因此，总结
完善一套专门的古代水利调查方法体
系，对于我国水利考古研究将产生重
要推进作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宁远 范畴
赵容舟 徐新民 张依欣 张涛 张鑫）

本报讯 记者杨亚鹏报道 日
前，皮洛遗址暨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
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会议在四川甘
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举办。会议由四
川省考古学会和中国考古学会旧石
器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承办。

近年来，四川及青藏高原其他
地区的旧石器考古不断取得重大新
成果，为重新审视和思考早期人类
征服高海拔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
程、探索远古人类如何在极端环境
下生存繁衍的演进提供了可能。尤
其在 2021 年，超大型旧石器时代皮
洛遗址公布考古成果，其特殊的地
貌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多样的
石器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

人群交流提供了关键证据，也为认
识人类征服高海拔地区的历史进程
提供了新材料。

会上，来自国内外旧石器考古、
古环境研究、年代学、冰川地貌研究
等领域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分享近年
来最新考古及研究成果，深入探讨高
海拔地区人类活动历史、莫维斯线与
手斧研究、亚欧大陆人群迁徙互动和
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课题。主办方希
望通过会议的举办，进一步推动学术
界及公众加深对更新世期间亚欧大
陆人群演化历史以及文化发展演进
过程的理解，为相关旧石器遗址的保
护展示和利用提供坚实学术支撑。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还实地考察皮
洛、资阳濛溪河、遂宁桃花河等遗址。

本报讯 8月14日，“博物馆与新
质生产力——博物馆展览绩效”学术
研讨会在贵州省博物馆召开。来自博
物馆、美术馆与高等院校的20余位馆
长专家和青年学者，就新质生产力背
景下，推进建立博物馆展览绩效考核
标准，促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进行
交流与研讨。

研讨会聚焦“博物馆热”持续升
温，响应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
门《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指导意
见》中提出的“建立健全绩效考评、专
业评价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博物

馆考评监督机制”工作要求，探讨在
新质生产力赋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建立多元陈列展览评价体
系。会议认为，陈列展览绩效评估是
一个复杂问题，科学设定绩效评估指
标，做到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
合十分必要。与会专家建议以“观众
人数、展览面积、展期时长、展览成
本”4个变量为基础指标，结合展览定
位、展览目标、展览传播力等因素建
立综合性评价标准，在展览实践中进
行检验并不断完善，推动构建科学的
陈列展览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子木）

本报讯 2024 年是圆应塔完成
建筑修缮和考古发现30周年，由上海
博物馆举办的“宝塔乾坤：上海圆应
塔遗珍展”8月14日在上博开幕，为观
众呈现古代上海的历史风貌和江南
文化的独特魅力。

圆应塔又名西林塔、崇恩塔，始
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是上
海现存最高的古塔，也是上海清理发
现文物最多的古塔。先后发现佛教造
像、法器、玉器、铜器、钱币等千余件
文物，年代跨度从南朝至清代中晚
期，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在全国罕见。

此次展览展出上博馆藏 300件文
物，通过“古塔西林 重大发现”“恩泽
延绵 祥瑞齐集”“大千世相 凡尘意
趣”3个单元，向观众呈现中国传统文
化兼容并蓄、和谐圆融的智慧，表达
中国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圆应塔塔刹顶部宝瓶和天
宫、地宫内的代表性文物等在展厅中
集中呈现，众多表现古代江南和上海
地区世俗生活、风土人情的精美器物
展现了当时工匠的设计美学和高超
的技艺水平。

展览将持续至11月11日。（上博）

本报讯 日前，中非人文交流
合作论坛暨“东方之韵遇上色彩非
洲”中非文化交流展在湖南长沙举
办。该活动作为第七届中非民间论
坛、第七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中共湖南省委的指导下，由中国
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办，旨在深化
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

中非人文交流论坛围绕“加强
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主题，
聚焦文化、旅游、教育及科技等领域
交流与合作。现场内容包括高校嘉宾
围绕中非留学人才培养、文化科技融
合、语言文化互鉴进行的主题演讲，

“乒乓球成就梦想”中非体育交流，
“美美与共 各美其美”中非人文沙发
论坛，湖南省醴陵市与非洲陶瓷文化
交流等案例分享，湖南文旅特色推
介，以及中非双方在媒体传播、跨境
产教融合等领域的展示与探讨等，
为中非双方搭建了文化交流平台，

推动了中非民间友好往来，增进了
双方相互了解和友谊。

“东方之韵遇上色彩非洲”中非
文化交流展，以书画、摄影等艺术
形式为载体，促进了中非文化在艺
术层面的深入交流。展区以“中”
和“非”为核心主题，分为“中非
书画展示区”“中非摄影展示区”，
运用经典蓝红配色，营造国风之
美。50 幅书画作品出自名家之手，
50 幅摄影佳作捕捉中非城市风貌、
社会风情与自然景观，展现了非洲
的发展成就。交流展彰显了主办方
传承与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决心，
以及守护世界及中国文化遗产、唤
醒公众保护意识的使命。

据了解，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
金会打造的“东方之韵”文化品牌
成果显著，近年来成功举办了多场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加深了中外文
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了民心
相通。 （华文）

皮洛遗址暨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类
迁徙扩散国际学术会议在四川举办

贵州省博物馆召开
“博物馆展览绩效”学术研讨会

上海圆应塔遗珍展在上博展出

中非人文交流合作论坛
暨中非文化交流展在长沙举办

确认越国水坝11条 揭示越国都邑外围大型水利系统

浙江绍兴越国水利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古城水坝坝体钻芯显示的淤泥坝芯和黄土外壳

浙江绍兴地区古水坝分布情况（1969年影像）

（上接1版）二是以机制建设强化世界
遗产整体保护。完善保护性法律法
规，加强执法监督体系建设，筑牢世
界遗产安全防线。开展文物保护单位

“两线勘定”，严格落实空间管控措
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三
是以活态利用提升世界遗产保护传承
水平。提高世界遗产展示利用水平，
让文物活起来，提高游客体验感。实
施世界遗产全媒体传播，增强山东文
化遗产传播力，提升中华文明国际影
响力。

目前，四川有1处世界文化和自然
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1处世界
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3处世界
自然遗产：九寨沟风景名胜区、黄龙
风景名胜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我们将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贯穿到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传承工作各方面，结合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为指导，理顺
体制机制，大力优化人、财、物等要
素保障，加快构建大保护格局，扎实
做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
作。”四川省文物局干部职工表示。

针对下一步重点工作，四川省文
物局局长唐飞介绍，四川将大力推进

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
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全面提升
世界文化遗产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进一步加强世界遗产地专业机构队伍
建设，配齐配强文博、考古专业人
才，建好建强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
院、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等专业机
构。进一步落实世界遗产旅游景区经
营性收入优先用于文物保护等资金配
套相关政策，同步推进做好遗产保护
利用的规划审批、项目立项、技术指
导等要素保障。在国家文物局指导
下，充分借鉴兄弟省份申遗成功经
验，加快推进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
申遗保护工作；持续推进青藏高原—
皮洛遗址考古研究，追溯人类命运共
同体远古根系。切实做好四川已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遗址地
的保护传承利用，持续推动古蜀文明
走出去，依托世界遗产推介好国家及
四川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局长曲珍表
示，西藏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拉萨八廓古城
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中的文物保
护工作，保护好拉萨八廓古城各类文
物资源，推动古城传统民居与历史建
筑、文化生态等整体性保护，保护传

承拉萨八廓古城历史文脉。注重以科
技力量推进文物保护管理和展示利
用，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建筑结构
监测、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安防
消防智能化等一批科技项目，实现精
细化管理科学化保护。积极推进拉萨
八廓古城、芒康盐井古盐田、唐蕃古
道、茶马古道、神山圣湖等申遗，推
动申遗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享文物
保护经验，举办对外文物展览，向世
界展示西藏文物保护利用取得的成
效。落实好文物保护规划，推动“先
考古、后出让”制度出台，推进古格
国家文化遗址公园建设，将不可移动
文物法定空间信息及管控要求纳入自
治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
督信息系统。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
发祥地之一，文物和文化遗产是陕西
的战略性资源、标志性名片，书写了
中华民族悠长壮阔的历史，孕育了中
华儿女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着中华
文明自信包容的基因。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贾强表示，陕
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更好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以战略性目光、系统性思

维、整体性统筹，纵深推进文物领域
改革，按照“机制创新为动力、重大
项目为牵引、活化利用为重点、融合
发展为突破”工作思路，建立完善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和督察
制度，加快推进重要文物保护立法，
深入开展陕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加强文物考古科技统筹，以创建

“世界一流考古机构”为契机，深入实
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化配合建
设文勘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大
遗址保护利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
式，建好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
区，推进黄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优化省市县社区四级博物馆体系，加
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改扩建，扎实
开展秦蜀古道考古调查、价值阐释和
保护展示，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以高品质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治
理，加强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与中华文
化国际推广传播，积极发挥丝绸之路
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平台作用，加快推
进石峁遗址申遗工作，以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的实干实绩，为开创新时
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不断作
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