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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中国最早”齐聚国博呈现人类稻作农业起源之初的面貌
《稻 ·源 ·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示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

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 国家起源一道构成
考古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大课题。 水稻至今
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稻作农业的发展，

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眼下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 《稻·源·启
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 展示了三个
“中国最早”：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
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因而备受学界关注。

事实上， 上山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
和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
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
生一百周年，也是“上山文化”命名 15 周年。 考
古学界泰斗严文明认为， 此次展览的举办十分
有意义， 有利于向全社会展示稻作文明对中华
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有利于加深世界
对中国悠久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最早的炭化稻米，刷新了
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2000 年 11 月， 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
发现上山遗址。 此后在以上山遗址为命名地的
“上山文化”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万年前
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 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遗
迹和大量彩陶遗存。 上山文化考古发现成果举
世瞩目， 充分证明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
源地， 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
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和考古
学界泰斗严文明题词“远古中华第一村”，是对
上山文化价值内涵的高度概括。今年，上山遗址
成功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考古
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共同主办，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等单位、相关县市人民政府鼎力支持，共展
出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文物近 200 件，通过
实物遗存与场景复原， 呈现人类稻作农业起源
之初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面貌。

展览现场， 一粒炭化稻米被放置于展厅显
眼处，它粒长 3.732 毫米、粒宽 1.667 毫米、粒厚

1.723 毫米，长宽比值 2.239。这粒稻米在上山遗
址年代属于上山文化早期的灰坑 （H461）中被
发现，其长宽比相对于野生稻要小，经分析研究
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 上山遗址发
现了包括水稻收割、 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

证据链， 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
存。这些发现让稻作栽培历史上溯至 1 万年前，

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此次展出的灰黄色砂岩磨盘、 磨石反映了
上山时期农业加工的发达繁盛。磨盘平面近似圆
角方形，边不规整，整器非常厚重。使用面对角形
成一条隆起的脊线，两侧稍低，使用痕迹明显。

在世界范围内，定居社会
的出现都是古文明发展的起点

彩陶，曾经被当作黄河流域古文明的底色，

是仰韶文化的代名词。其实，在上山文化所处的

时代， 古代先民已经学会了用色彩来创造、 来表
达。 比如，展厅中的一块彩陶陶片，应是一钵碗类
的残片，夹细砂红陶，陶质较细腻，器壁施红陶衣。

口沿处有白色点彩， 器壁残见三个单独的几何形
图案，图形为填涂而成，与顿点连缀的点彩手法有
着本质的差异。可见的两个完整图案，其一为带着
一周辐射短线的圆形，似太阳纹，另一为两个顶角
相对的三角形。 残见图案为填涂白彩的直角。

在一件彩陶壶中， 考古专家发现了酿酒的证
据———壶内的残余物中有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
粉，经检测研究，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 低
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 据此推测，9000 年前
的上山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 而这只陶壶可
能是中国最早的酒器。

研究发现， 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
一， 上山文化彩陶在上山文化早期便与其他地区
的陶器颇有差别，具备更先进的一些特征，亮点在
于其复杂的器型，不仅有碗、小口鼓腹的罐，还有
大口盆，功能丰富多样。 其中，大口盆反映了较大
社会群体的公共活动， 这是脱离了小型家庭经济
活动、构建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

实际上， 上山遗址也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
源头。 截至目前，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两种类型的
房屋基址。一种是柱列式房屋如上山遗址的 1号房
址，以挖洞栽柱的方式构建房屋，遗留下来的柱洞呈
三排西北—东南向的分布，构成长约 14 米、宽约 6

米的建筑空间。 另一种是沟槽式房屋如上山遗址

2 号房址，四段沟槽组合成长方形的墙基，残见一
个 3 米×5 米沟槽转角，其中还发现方形柱坑。

“‘定居 ’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 ‘革
命’，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直接而且
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定居社会的出现都是
古文明发展的起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
授秦岭介绍，同季节性的狩猎采集社会相比，定居
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村落周边，比目皆是
可以管理、控制甚至“拥有”的资源，人的生活半径
变小了，但属于人类的“领地”却变大了。定居迅速
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社会规模的扩大， 也促使这些
早期的定居者重新调整人和人的关系， 逐步产生
复杂的社会组织和亲属制度。在中国，上山文化因
为较早进入这样的定居时代， 因此能迅速发展成
为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多达二十处遗址的聚落群，

跟同时期其他零星发现的定居遗址相比， 遥遥领
先。而从上山文化中期开始，不同聚落之间就已体
现出各自的独特性， 比如义乌桥头遗址和仙居下
汤遗址，都以发达的红衣陶为特征，但从器形到装
饰又有各自鲜明的区域特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
说，上山文化设定了早期中国发展的方向，定义了
中国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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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弄堂浓缩了这座城市温暖而美好的人文记忆， 海派
潮流汇聚于此， 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本周五，“海派今潮艺术
季”将于滨港商业中心“今潮 8 弄”（四川北路武进路路口）开
幕。在修旧如旧的百年建筑前，在评弹与美声跨界对话的优美
旋律里，一场文艺视听盛宴将宣告开启。

在贴近市民生活、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街区中，舞台艺术
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全新面貌。从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2 日，作
为艺术季重要板块之一的 “艺享申城·海派今潮开幕演出季”

将带来 10 场跨界演出。 歌剧、爵士、国乐、现代舞、街舞、评弹
等舞台艺术，打破剧院与户外的边界，在纵贯东西、穿越历史
的老建筑前上演。 据悉， 演出阵容包括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
英、国乐艺术家方锦龙、《这！ 就是街舞》两季总冠军叶音、“肩
上芭蕾”创始人吴正丹和魏葆华等。今年 10 月起，由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中心策划主办的“艺享申城”系列品牌活动在全市
范围内陆续展开，演出场地覆盖各类公共文化空间，首演、首
秀和首发作品集中亮相，营造良好的艺术环境和文化氛围，让
市民享受更便捷、更丰富的艺术体验。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当代艺术则为之注入了最新鲜的血
液、最澎湃的活力。《城市奇遇空间艺术展》《青艺无界·青年艺
术展》也将于 11 月 26 日在“今潮 8 弄”开幕。 《城市奇遇空间
艺术展》集结 20 多位当代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科幻作
家，展现上海石库门弄堂生活的前世今生，营造现代国际化大
都市的奇妙体验。 “城市森林”“烟花迷宫”“折叠未来”等展陈
板块，通过艺术渲染聚焦城市化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凭借空
间重叠并置呈现充满烟火味的日常片段， 引入科幻元素探讨
数字时代的城市综合体。畅游在艺术装点的弄堂里，市民既可
以感受时光流逝，也能够探索未知领域。

“艺享申城·海派今潮开幕演出季”由中共虹口区委宣传
部指导，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虹口区文旅局主办。 以演
出季为契机，“今潮 8 弄”将拥抱生活潮流，延续海派文脉。“今
潮 8 弄” 所在的四川北路区域曾是上海文化出版业最发达的
地区，鲁迅、瞿秋白、丁玲等文学家都曾驻足于此，商务印书馆
虹口分店旧址（今“1925 书局”）就在相距不远处。 1912 年，乌
始光、 刘海粟、 汪亚尘等在乍浦路 8 号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
（后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
上的第一页。 该校几次迁址，1916 年前的初创期校址均在“今
潮 8 弄”辐射的区域内。

值得一提的是，“今潮 8 弄” 所在的四川北路区域还是中国电影业重要的
发祥地之一。 1908 年，在乍浦路中西书院北首 112 号，西班牙商人雷玛斯搭建
可容纳 250 名观众的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 这座当时被称为“铁房子”

的影院，就是中国首家正式电影院。鼎盛时期，虹口的影剧院数量超过半百，是
上海重要的文化集聚地， 特别是四川北路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剧院更是成为了
上海的“半壁江山”。 如今，“今潮 8 弄”寻着历史和创新的步伐，构筑展览、售
卖、活动、公共艺术于一体的、带有烟火气的美学场域。

上海画家为57年前全军大比武留下视觉珍档

央视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揭秘韩敏年画
《解放军野营训练图》背后的故事

昨晚于央视一套播出的 《美术经典
中的党史》，以上海画家韩敏的年画《解
放军野营训练图》 为载体， 讲述上世纪

60 年代一场如火如荼的全军大比武，把
观众带回了那段火一般的激情岁月。

韩敏创作于 1964 年的年画《解放军
野营训练图》一经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 这幅经典美术作品由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成为当时最受欢迎
的年画作品之一， 也为半个多世纪前的
全军大比武的火红岁月留下一份珍贵的
视觉档案。

轰轰烈烈的全军大比
武，极大推动人民解放军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上世纪 60 年代，人民解放军举行大
规模的全军大比武意义何在？节目揭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

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新时期， 军事训

练成为平时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 在中
共党史专家江英的讲述下， 不少生动的
细节浮出水面。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
列着一支枪号为 52739 的步枪。 枪的主
人，是从 1964 年声势浩大的全军大比武
中脱颖而出、名震一时的神枪手宋世哲。

也正是拿起这把枪、 指挥过千军万马的
毛泽东留下过生平唯一一张持枪照，尽
显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大比武活动的关
怀和勉励。

全军大比武的缘起可追溯到 1961

年， 一名普通教练员郭兴福在实际训练
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把练思想、 练作风和
练战术、练技术有机结合的练兵方法，被
命名为郭兴福教学法。 1964 年 1 月，中
央军委发出指示， 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
兴福教学法的运动。 就这样，“一个个都
像小老虎”的全军大练兵、大比武轰轰烈
烈地开展起来。一时间，各军区陆续举行
比武大会，训练场上龙腾虎跃。

战歌响彻练兵场，荣誉写在战旗上。

这场全军大比武极大促进了部队战斗力
的提升， 极大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训练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随着镜头的切
换，节目也让人们看到，今天这支人民的
军队，依然不改初心本色，练兵备战、不
辱使命， 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继续奏
响昂扬奋进的强军战歌。

历时近半年完成的
《解放军野营训练图》，画
出解放军战士敢打必胜的
精神

在美术评论家于洋看来，年画《解放
军野营训练图》 浓缩了全军大比武过程
中形式多样的训练场景， 画出了解放军
战士刻苦训练、敢打必胜的精神。

一队头戴柳条进行伪装伏击训练的
官兵，居于画面前景右侧，人物沿土石台
的边缘分散埋伏， 显示出战士们娴熟的
伪装作战技巧。画面左侧的树下，一排列
队整齐的战士正在认真观摩教官的手榴
弹投掷示范，教官动作舒展有力，一旁的
战士则笔挺站立。画面中央正在进行的，

是单兵对抗训练，只见两名穿戴护具、手
持木枪的战士拉开架势， 你来我往地进
行比拼。 几组持械训练的战士在画面右
下侧形成一个半包围结构。 战士们手中
的武器一致朝向右侧， 给人严阵以待的
感觉， 同时隐喻着解放军是抵御外敌的
牢固防线，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这是韩敏接到的一幅“命题”画作。

当时他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
画创作，以惟妙惟肖的人物造型、富有生
活情韵的精细画风著称。为了更好地完成
创作，韩敏前往“好八连”位于大场镇的
驻地体验生活， 深入了解部队的训练情
况。 今年92岁的画家在节目中回忆道：

“部队战斗准备的各方面都很紧张。他们
出去训练，我就悄悄跟着看，去了十天，

自己也得到很多锻炼。 人民军队不怕苦
不怕死的精神非常感人。” 创作过程中，

韩敏自认为最难画的是武器， 需要了解
它们每一个角度的样子，例如什么地方是
用手抓的， 手把和后面顶着的枪托有着
怎样的比例，“你没办法去动它， 这些尺
寸不能乱来”。最终，韩敏花了将近半年
的时间完成年画《解放军野营训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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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筑前上演的杂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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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图》 浓缩了全

军大比武过程中

形式多样的训练

场景， 画出了解

放军战士刻苦训

练、 敢打必胜的

精神。

▲ 最早的炭化稻米。

荨 最早的彩陶。

制图： 李洁
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展厅现场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