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耀七千年，惊世五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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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一处
处贝壳遗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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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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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展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推动我国鸟类学发展

郑光美 1950 年进入北京师范
大学生物学系学习并在毕业后留
校任教。自决心研究鸟类以来，他
不断用脚步丈量高山荒漠、林海雪
原，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珍稀鸟类的
神秘面纱。

1960 年初夏，秦岭，郑光美带
领一行人穿梭在山野密林。他们
计划从秦岭南麓翻越主峰到达北
坡，去考察那里的动植物垂直分布
情况。由于体力消耗非常大，粮食

提前消耗殆尽，他们被困于山野。
直到遇见拉木头的卡车，一行人才
脱困。

虽然艰难的秦岭探险被迫仓促
收官，但考察团队还是抓住机会做
出了扎实的研究——郑光美撰写了

《秦岭南麓鸟类的生态分布》，这是
国内首篇讨论动物生态分布特征
的论文。他们还在考察中偶然发
现了大熊猫的皮毛、碎骨。进一步
研究后，郑光美团队向世界宣布首
次在中国秦岭发现大熊猫，这颠覆
了当时“只有四川和甘肃南部才有

大熊猫分布”的认知。
在郑光美的学术生涯中，这样

的颠覆性工作还有很多。
德国著名鸟类学家斯特利斯曼

曾提出，在非洲过冬的新疆红背伯
劳属于不完全换羽的鸟类。对于
这一权威观点，郑光美没有盲信。

1975 年，他到新疆采集当地特
有鸟类标本时发现，一般情况下，
候鸟在秋季才会换羽，但新疆地区
气候干热，鸟类羽毛磨损严重，因
此新疆红背伯劳的换羽提前到了 7
月份。这些鸟经过去非洲的长途

飞行后，到 9 月份新换的羽毛又变
旧了，所以让人误以为它们一直没
有换羽。通过严谨观察和详细数
据，郑光美指出了斯特利斯曼观点
的片面性。

提出新见解、修正旧观念，郑光
美的研究成果不断刷新人们的认
知：首次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对城
市鸟类群落丰富度和岛屿化效应
进行系统研究，对我国太平鸟科、
伯劳科、黄鹂科等鸟类分类进行了
系统研究和订正；首次报道了牛头
伯劳亚种的形态、巢、卵和分布区
特征；查明了我国北方城乡麻雀的
繁殖生态学以及种群动态规律，提
出了评价麻雀益害的新见解；对中
国鸟类的分类和分布进行了创新
性研究，对世界鸟类分类系统和相
关物种的分类地位进行了修订……

“路远雄心壮，山高志更坚。任
凭风云变，战马不离鞍。”在野外考
察最艰难的岁月里，郑光美写下这
些诗句自勉。凭借这样的决心，他
如精卫填海一般，用一个个创新成
果开辟了我国鸟类研究的新天地。

填补多个学术空白

黄腹角雉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鸟，被称为“鸟中大熊猫”。20 世
纪 80 年代，人们对黄腹角雉所知
甚少。

1984 年春天，为了深入研究黄
腹角雉，郑光美来到浙江乌岩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糟糕的天气持
续多日，他苦苦搜索无果。一天，
他再次冒雨上山考察，无意间撞到
了一棵大树，树上飞起了一只黄腹
角雉。郑光美敏锐地举起望远镜，
惊喜地发现了黄腹角雉的窝，窝里
还有4枚土黄色的卵。一个历史性
的瞬间被定格——郑光美拍下了世
界上第一张野生黄腹角雉巢和卵
的照片。

此后10多年，郑光美通过驯养
繁殖研究，攻克了原产于亚热带高

山的黄腹角雉的受精和繁殖等系
列难题，并在北京建成了可自我维
系的黄腹角雉人工种群。他和学
生们关于黄腹角雉的多篇论文在
权威性巨著《世界鸟类手册》中被
引用，郑光美也享有“黄腹角雉之
父”的美称。受益于郑光美团队的
研究工作，截至目前，乌岩岭的黄
腹角雉野外种群数量从最初的几
十只发展到500多只。

在濒危雉类的研究中，郑光美
不断走出舒适区。他和团队从多
学科领域，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
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植被类型中的
濒危雉类的生态适应机制和生活
史对策，为这些濒危雉类的科学保
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光美将无线电遥测技术和栖
息地选择理论引入研究，为我国鸟
类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
思路。他查明了黄腹角雉、红腹角
雉、褐马鸡、藏马鸡等濒危雉类的
典型栖息地特征，并筛选出影响各
种濒危雉类栖息地利用的关键因
子……

为了推动我国雉类生态学研
究发展，郑光美笔耕不辍。他主编

出版了《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
类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
录·脊椎动物》（第二卷 鸟类）、《世
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 1—2
版）、《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第 1—4 版）、《中国雉类》等一批
专著，发表研究论文 100 余篇。他
的研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多项奖励。

“探索者的跑道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郑光美如是说的，更如是做的。

坚守教学一线六十余载

“黄腹角雉之父”、世界雉类研
究带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众
多头衔中，郑光美更看重的是教师
这个身份。

郑光美爱生乐教，甘为人梯。
他坚持每年随本科生一起开展野
外实习。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他也
不辞辛苦，推掉一切繁杂事务陪着
学生前往北京郊区的小龙门开展
野外实习。学生如先古丽·吐尔孙
还记得，郑光美凌晨 4 点带着学生
一起观鸟，还主动把羽绒服借给学
生穿。中午很晒的时候，郑光美爬
上爬下为学生寻找更合适的观鸟

位置。
“护犊子”的郑光美也有让学生

忌惮的时候。学生张晓辉回忆，有
一次，班里好几个同学在作业中把
哺乳动物的“腮”字写成“鳃”，郑光
美推测可能存在抄袭，严厉训斥了
学生。从具体知识到学习态度再
到学术诚信，郑光美神情严厉地教
导学生，一改往日的和蔼可亲。

学生孙岳也记得郑光美先生的
高标准、严要求。在郑光美门下求
学时，郑光美曾教导他，“引用观点
要引最初提出的出处，或者要说明
最初提出者”“不确定来源或不确
定真实的数据，不要用”。这些道
理成为孙岳日后工作的根本遵循。

郑光美奖掖后学，留下一段佳
话。他曾把赴英国做访问学者的
机会让给一个刚毕业留校的研究
生；后来又把去南极研究企鹅的机
会让给了一个年轻学子，还帮这个
学生制订研究计划。

郑光美为教学倾注了大量心
血。为了备课，他会耐心查阅国外
最新教材和权威杂志发表的相关
文章，将学科前沿内容吸纳到教学
中。他主编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
的教材，其中的《普通动物学》和

《普通动物学实验指导》累计印刷
180 多万册，是国内本领域印量最
大、使用最广泛的教材。

躬耕杏坛的60多年里，郑光美
不断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手
段，长期引领国内动物学教学改革
和发展。生前，郑光美曾获评全国
优秀教师，荣获第三届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奖，两次获国家优秀教学成
果二等奖，其课程还曾获评国家级
精品课程。

凭借学识和人格魅力，郑光美
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老
师之一。而他培养的研究生大多
已成为我国鸟类学事业发展的中
坚力量。

（据《科技日报》）

我国有八大沙漠和四大沙
地，八大沙漠分别是塔克拉玛
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
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库姆
塔格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库
布其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四
大沙地分别是毛乌素沙地、浑
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呼伦
贝尔沙地。那么，沙漠和沙地
有何区别呢？

沙漠即沙质荒漠，分布于
干旱、极干旱的荒漠、半荒漠地
区，植被稀疏、流动沙丘广泛分
布。沙地分布于半干旱草原与
半湿润草原地带，以固定和半
固定沙丘为主，植被较少。

沙 漠 与 沙 地 还 有 一 个 区
别，是二者形成的主导因素不
同。自然因素是沙漠形成的最
根本、最主要原因。我国西北
地区深居内陆，海洋湿润水汽
难以到达，气候干旱、降水稀
少；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山地的
隆起，以及隆起后高原的动力
和热力作用，使西北内陆干旱
气候进一步强化。人为因素对
沙地的形成起主导作用。过度

放牧、滥樵、滥挖、滥采、滥垦、
滥用水资源等不合理的人为活
动，是沙地形成和扩大化的主
要原因。

每个沙漠、沙地，都有自己
的特点。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
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
界上第二大流动沙漠；巴丹吉林
沙漠沙丘最高大、沙山广布，其
中必鲁图沙山是世界上相对高
度最高的沙山；库姆塔格沙漠是
我国最为干旱、自然环境最为严
酷的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是我
国海拔最高的沙漠；库布其沙漠
是我国唯一分布在荒漠草原—
干草原地带，而流动沙丘却占较
大比例的沙漠。毛乌素沙地降
水较多，有利于植物生长，21世
纪初已经有 600 多万亩沙地得
到治理。

人 类 要 更 好 地 生 存 和 发
展 ，就 一 定 要 知 沙 、防 沙 、治
沙。防沙治沙措施主要功能在
于消减风速、固定地表流沙。
常见的阻沙措施有栅栏、沙漠
边缘防沙林带和绿洲内部的护
田林网，一般用于沙源丰富地
区和戈壁风沙流盛行地区。常
见的固沙措施包括机械沙障
（草方格、砂砾石、黏土等），化
学固沙（沥青乳液、聚乳酸纤维
等）和植物固沙（飞播灌草、封
沙育林育草、植树造林等）。目
前，我国沙漠地区比较成功的
治理模式主要有柯柯牙模式、
库布其模式、沙坡头模式等。
比较成功的沙地治理模式主要
有榆林模式、右玉模式、章古台
模式等。

值得一提的是，沙漠是荒
漠的一种类型，荒漠与森林、草
原、湿地一样，是陆地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产生
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仅是
抗逆性植物集中分布的资源
库，也是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
生存地。防治荒漠化，并非意
味着要消灭荒漠。荒漠化是在
气候变化这个“先天不足”的前
提下，加上人为活动导致的干
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
的土地退化，并形成类似荒漠
的景观。

人 们 要 转 变 对 荒 漠 的 认
识，严格遵循不同类型荒漠的
内在机理和规律，科学规划，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宜荒则荒、
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
草，打造多元共生的荒漠生态
系统，确保荒漠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完整性，才能让荒漠这种
特殊资源保值增效。

（作者为中国林业科学院
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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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国鸟类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

1505 种，这是中国鸟类
种数的最新纪录。

今年春天，《中国鸟类
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

“官宣”了这一数字。而这
部书的主编郑光美，一个不
断刷新中国鸟类种数的人，
在这个秋天悄然离世。

据北京师范大学官方网
站发布的消息，10月3日，我
国著名动物学和鸟类生态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
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
世，享年91岁。

读罢郑光美生前同事和
学生的悼文，不难勾勒出这
样一位对鸟“痴情”的学者：
他不辞辛苦翻山越岭研究
鸟类哪怕青丝变白发，他躬
耕杏坛 60 余载只为培养中
国鸟类研究接力人。

中科院院士郑光美中科院院士郑光美

郑光美院士与第郑光美院士与第1515届中国鸟类学大会展示壁报的代表交流届中国鸟类学大会展示壁报的代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