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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3月，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
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
术”，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周旋。3
月25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
旅旅部率一个团进入青化砭地区。西北人
民解放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猛攻，全歼国民
党军 2900余人，俘该旅旅长。4月 14日，国
民党军第一三五旅分两路沿瓦窑堡、蟠龙大
道两侧高地南下，西北人民解放军将其围歼
在羊马河以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 4700余
人。4月底5月初，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动蟠龙
战役，攻占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补给基地
蟠龙镇，全歼国民党军 6700余人。三战三
捷，歼敌1.4万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选自傅瑞珉编《红色印迹》）

撤离延安

1947年 3月 18日晚，在国民党进攻延安
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
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
伟大历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
北野战兵团领导干部说：“我军打仗，不在一
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
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
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
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
国民党军进占延安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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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1943年11月26日—12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
会于 1943年 11月 26日在延安举行，到
会劳动英雄 185名。朱德、贺龙、彭德
怀、高岗、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出席
大会并讲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等接见并宴请了全体劳动英雄代
表，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大
会期间，代表们交流经验，热烈讨论毛泽
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制订了“组织起
来”搞互助合作的计划；提出了 1944年
进一步丰衣足食的生产任务和具体计
划。大会表彰奖励了劳动模范个人和集
体，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
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
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学生响应毛泽东

“组织起来”的号召，进一步发展生产，充
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寇和对付反动
派的袭击，争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曹力如宣布大会开幕。林伯渠在会
上讲话中指出：像这样盛大的劳动英雄大
会和生产展览会，在全边区、全中国都是
空前的。在战争环境和较穷困的地区，人
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
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伟大力量的表现。旧
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
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200多个
劳动英雄以及成百万的边区革命人民。

建设厅副厅长高长久报告了两大盛
会的筹备经过后，朱德总司令发表了讲
话，他强调：第一，不要认为丰衣足食了，
就松懈下来，要知道我们生产不单是为
了吃穿，而且是为了援助前方，为了抗战
建国；第二，要实行节省，朴素勤俭；第
三，要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
我们边区老百姓不但要学会生产，而且
要学会打敌人，学会安地雷、打手榴弹，
个个成为神枪手；第四，要改进饲养牲畜
的方法，减少牲畜的死亡率。

在生产展览会上，展出了全边区工
农兵用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

6596件，表现生产过程的生动照片及图
表1987张。

11月 29日，中共中央宴请劳动英
雄，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并参观了展览
会。会后邀请申长林等 17位劳动英雄
在西北局办公厅座谈生产经验。

12月16日举行闭幕大会，林伯渠致
闭幕词。

大会公布荣获特等奖励的劳动英雄

有：延属分区的吴满有、刘建章、申长林、
陈德发、马海旺；三边分区的贺保元、李
文焕；关中分区的冯云鹏、田荣贵、张清
益、石明德；绥德分区的刘玉厚、阎开增；
陇东分区的张振财；部队的赵占奎、张治
国、武生华、胡青山、冯国玉；机关、工厂
的黄立德、赵占魁、佟玉新、郑洪凯、李太
元、袁光华等共 25位。12月 26日，《解
放日报》发表题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

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的社论。社论指
出，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方针，是我们的
唯一正确的方针，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
民，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历时 20天的小会、大会，总结和交
流了各方面的生产经验15项，对今后农
业、工业、合作事业、畜牧业及部队机关
学校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 1943 年 11 月，延安举办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及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会

稻田丰收，碧水荡漾，姚江平原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7000年前，先民在这里
伐木建房、饭稻羹鱼、划桨行舟、制作器
物，创造了史前文化。

5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余姚县
（现余姚市）河姆渡首次发现了这一史前
文化的丰富遗存，从此河姆渡遗址、河姆
渡文化名扬天下，被公认为我国南方新石
器时代考古的重要里程碑。历经50年，围
绕河姆渡文化的考古仍在持续，一系列重
大发现向世人展现出远古江南的繁荣图
景、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50年来持续获得考古新成果

“稻谷是金灿灿的，稻秆是金灿灿的，
用芦苇编的席子也是金灿灿的，周围老百
姓看了都啧啧称奇。”时隔半个世纪，回想
起考古现场，86岁的余姚市退休文化干部
钱百治仍然激动不已。

河姆渡遗址距今有7000年至5300年历
史。1973年冬和1977年冬，遗址经过两次
发掘，共揭露面积2600多平方米，出土6700
余件文物，以及大量的人工栽培水稻、大片
的木构建筑遗迹和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为研
究农业、畜牧、建筑、编织、艺术和中国文明
的起源、发展进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
料，于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01年，在河姆渡遗址附近，考古工
作者发现了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
址。它历经五轮考古发掘，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最完整的河姆渡文化聚落遗址，出土
了丰富的稻作文化和木构建筑遗存，众多
木器、骨器、陶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遗骨尤
其是鱼类遗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史前考古室主任孙国平说：“当时河姆渡
先民居住的环境依山傍水，气候也比现在
更温暖湿润，周边动植物资源丰富多彩，
又有稻米作为主食，这片区域堪称中国最
早的‘鱼米之乡’，是远古江南的代表。”

蚶壳、螺壳、蛤蜊壳、蛏子壳、牡蛎
壳……在考古工地，出土了一箱箱贝壳遗
存。2013年，在河姆渡和田螺山两大遗址
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井头山遗址。

井头山遗址距今约 8300 年至 7800
年，是我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
岸贝丘遗址，为探寻河姆渡文化的源头提
供了一把“金钥匙”。

孙国平说，从目前出土的各种遗存判
断，它是河姆渡文化的“爷爷”。2019年至
2020年，井头山遗址完成首期考古发掘，入
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2年

6月起，井头山遗址启动二期考古发掘。
2020年到202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不

远处的施岙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
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古稻田，距今有
6700年至4500年的历史。

目前，在浙江东部，以姚江河谷为核
心，河姆渡文化考古已发现 80多处遗址，
实物遗存完整真实。考古专家认为，当地
适合早期人类生活，地下水位高隔绝空
气，有利于保存地下有机质文物。这一区
域是我国沿海地区不可多得的史前遗址

“富矿”，今后仍有可能发现更多重大遗
址，遗址数量有望过百。

追溯中华文明起源与特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说明，在长江流域存
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遗
址首次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
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孙国平说。

稻作农业从何处起源？河姆渡遗址
作出了重大贡献。遗址中发现的稻米残
物和上百件骨耜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
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
统说法，把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推进到
7000年前。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郑云飞说，河姆渡遗址以充分的

考古发现，首次实证了稻作农业“中国起
源说”，“河姆渡是我国稻作农业起源考
古的第一座里程碑，为后续工作提供了
经验方法”。

井头山遗址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源
头，这里既有大量人类食用海产品的遗
存，又出土了木桨、鱼罩等可用于渔业生
产的工具。有专家指出，在这里生活的先
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井头山遗
址的发现，意味着河姆渡文化考古又承担
起了探索中国海洋文化的使命。

“现在的遗址区是海拔仅 2米的宁波
沿海平原的一角，其实在 8000年前，这里
是一座西高东低的小山头的坡地，面朝古
海湾。”孙国平为记者还原沧海桑田的演
变，“‘井头山人’居住的村边每天见证着
东海的潮涨潮落，只是后来经历了快速的
海平面上升和淤泥的沉积，山头被厚厚的
淤泥掩埋了。所以，井头山遗址现在埋在
地面下5米至10米的深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姜波说，井
头山遗址在国内考古遗址中，首次展示了面
向海洋的文明形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
刘曙光表示，井头山遗址是探索中国海洋文
化起源的重要窗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后，认为井头山遗址在世
界范围内特点明显。当时，它地处滨海湿地

环境，引发了人与海洋环境的互动，体现出
中华文明中的海洋特质。

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自发现至今的半个世纪，河姆渡遗址
投射出的远古文化之光，依然照耀着时代
的进程。浙江省通过持续加强优秀文化
的阐释、弘扬、传播，形成考古文化和区域
发展的良好互动，使支持考古、支持文物
保护成为群众共识。

在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文物
保护意识深入人心，为后续若干重大遗址
的发现奠定了基础。在 2007年建成开放
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里，至今保留着一口
水井，并标有“田螺山遗址发现处”。这处
遗址是当时一家企业打井时最先发现的，
得到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井头山遗址同样是当地村民发现基建勘
探取出的土芯中含有陶片，以高度的敏感
性及时向考古队报告。

田螺山遗址和井头山遗址所处的地
块，当时已经用于工业开发，又由政府出
资购回。

据不完全统计，余姚市为河姆渡文化
投入的保护资金已有数亿元。从 1993年
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起，余
姚市相继兴建了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现
场展示区、田螺山遗址现场馆、河姆渡原
始生态园等一系列展示设施。接下来还
将兴建河姆渡博物院、井头山遗址现场陈
列馆、河姆渡考古遗址公园等一系列大遗
址保护利用建设项目。

在浙江，一系列史前重大遗址犹如一
道道阶梯，引导人们拾级而上寻找文明源
头。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斌
教授说，上山、井头山、跨湖桥、河姆渡、马
家浜和良渚等诸多史前重要遗址，可以通
过建设遗址公园，形成一条史前遗址带，
更好地向公众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
统一性。孙国平认为，这些遗址可以与长
江下游的其他重要遗址结合起来，共建

“远古江南”的“遗址圈”。
当前，浙江正以文博强省建设为统领，

深入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星”计划，不断夯实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证据。同时，将深入实施世
界文化遗产之窗建设工程，打造世界文化遗
产群落；深入实施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争取5
年内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5个以上、省级
考古遗址公园30个以上，打造文物主题研学
示范项目50个以上。

新华社兰州11月8日电（记者 郎兵兵）多位国
内考古专家近日在“秦人故里”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实
地调查初步判断，当地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秦代
大型礼制性建筑群。

礼县一带商周时称“西垂”，是早期秦文化发祥
地，也是秦国最早都邑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
堡子山因发现秦公墓而闻名天下。2019年位于礼县
县城东北 2.5公里处、与大堡子山遥相呼应的四格子
山顶发现一座近 9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遗址——
四角坪遗址，再度引发考古学界广泛关注。

经过近 4年考古发掘工作，四角坪遗址“真容”渐
显。记者跟随考古专家来到四角坪遗址，只见整个遗
址坐落在被“削平”的山顶平台之上，呈现出中心对称
的空间分布格局。

四角坪遗址考古队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馆员侯红伟介绍，四角坪遗址已发掘部分主要
由中部大型方形夯土台基、四周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
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整个建筑群层级分明、秩序井
然。整体呈现出以中部大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对称
格局。考古人员通过解剖土层发现，整个台基由34层
夯土夯筑而成，每层厚7至8厘米。

走进遗址，密密麻麻的鹅卵石砌成的散水如同条
条小径，古朴精美的云纹瓦当、绳纹板瓦、回纹地砖满
地散落。

“这些云纹瓦当和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出
土的瓦当基本一致，说明该遗址和秦始皇帝陵园修建
年代相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说，根据这些
出土建筑材料的制作工艺和纹饰，可以初步认定四角
坪遗址为秦代一处高等级礼制性建筑遗迹。

中部夯土台基的中心发现一处神秘的半地穴空
间。它的地面铺素砖，四壁贴壁砖并用铁钉固定，各
砖缝之间还用特殊材料专门做了“美缝”处理。种种
迹象表明此处可能是一个“水池”，但中间被一口竖井
状大坑破坏。

侯红伟认为，秦人尚水德，而这处蓄水装置恰好
坐落于整个建筑遗址的中心，推测此处空间乃至整个
建筑群很可能是秦人祭祀“水德”的场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徐怡涛等人表示，尽管具体祭祀对象尚待进一
步考古发掘揭秘，但多数专家形成一个共识，四角坪
遗址是国内罕见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亚岐说，“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我国古代历来重视祭祀。从红山文化
遗址、四角坪遗址，到汉代明堂辟雍，再到明清太庙、
天坛，许多祭祀建筑的规制、设计一脉相承，生动展现
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光耀七千年，惊世五十载
——河姆渡遗址展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方益波 冯源

贴壁砖、勾“美缝”、瓦当似秦始皇陵……
专 家 揭 秘 甘 肃 礼 县 四 角 坪 遗 址

● 2023年11月3日在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旁拍摄的石碑。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