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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历史学系开学典礼

一生中有若干年在大学度过
文明对话，是值得珍视的机
吧，历史系的四年时光，你

正直的先生走了，精湛的

美国撤离喀布尔是新版的

朱雷先生讣告

献身学术 垂范千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这些从浙江划来的史前独木舟
作者：王永磊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09.08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是在荷兰格罗宁根（Graningen）的庇斯（Pesse）发现的，距今一万

年左右。因为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浙江已发现3条保存比较好的史前独木舟，分别是萧山跨湖桥独

木舟、余杭茅山独木舟和余姚施岙独木舟，是我国考古发现明确的史前独木舟的唯一省份。

　　我国最早的独木舟是跨湖桥独木舟，属于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000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独木

舟之一。跨湖桥独木舟发现于遗址所处的湖相堆积中，因取土破坏，该独木舟仅残存一部分；残长

5.6米、最宽0.52米、内深约0.15米；船头保存较好，呈上翘状态，材质为松木；其周围散布一些平

行的长木和编织物，发掘者和一些研究者认为此舟可能是一条边架艇，能够用于大湖和近海航行。

　　茅山独木舟，发现于茅山遗址良渚文化中期古稻田里的一条河沟岸边，整体保存较完好，距今

约5000年；全长7.35米、最宽0.45米、内深约0.23米，材质为马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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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岙独木舟，发现于施岙遗址古稻田良渚文化晚期田埂中，可能是残损后被用作了田埂的垫

木，因埋藏较浅，整体开裂较严重，仅保存船身部分，船头、船尾均不存，一端略上翘，可能已接

近端部；残长5.6米、最宽0.8米、内深约0.1米，材质为枹栎。

　　另外，田螺山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7000年左右的独木舟模型器，尖头方尾，

中间是方形的船舱，已非常接近后世的木板船，长35.5厘米、宽10厘米、高6厘米。

　　除独木舟外，各地史前遗址也出土过一些舟形陶器。浙江余姚井头山、河姆渡、田螺山、萧山

跨湖桥、余杭卞家山、杭州水田畈、江苏常州圩墩、吴江龙南等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木桨。余杭

南湖遗址还曾出土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竹筏。独木舟和竹木筏为代表的舟船构成了史前时期主要的

水上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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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公路、铁路交通发达以前，南方地区因水网密布，出行的主要方式是靠舟船，因此有“南

船北马”的说法。《越绝书》记载越人“以船为车，以辑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史前时

期，在马、车出现以前，独木舟、筏为代表的船，在水上捕捞、交通运输、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更

重要作用，尤其水上的交通运输、交流比陆上更便捷、作用更大。

　　东部沿海的许多遗址中出土有较多的淡水鱼和海鱼。河姆渡文化的河姆渡、田螺山遗址中均发

现了大量鱼类骨骼，包括乌鳢、鲤鱼、鲶鱼、鲫鱼、鲈鱼、鲻鱼、真鲨等，以淡水鱼类为主，也有

少量海鱼，这些渔捞活动的进行必然依靠舟楫，独木舟在其中应该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汶口文化的

三里河遗址282号墓葬随葬有蓝点马鲛的头骨，说明当时人已有一定的方式获得外海鱼类。

　　施岙独木舟，发现于良渚文化时期稻田垫土中，稻田附近最近的同时期聚落距稻田约300米，稻

米成熟时，很可能利用独木舟或筏来运输粮食。田螺山与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约7公里，现在中间

有慈江相阻隔，在河姆渡文化时期也有广阔的水域间隔，舟船航行促进了这两个古村落的往来，发

展出统一的信仰，共享了同类的日用器具，也产生了同类的生计方式。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田螺山遗

址出土的部分石斧、锛的原料，来自50公里之外的地方，反映了较远距离的活动；聚落内没有发现

制作斧、锛的石料，却有少量的毛坯，说明运来的是石器毛坯，精细化的磨制要在村落内进行。距

今6000年左右的时候，嘉兴马家浜遗址与余姚田螺山遗址，有同类的外红内黑的陶豆、侈口扁腹

釜，而与同时期杭州地区的马家浜文化遗址略有不同，稍晚的崧泽文化南河浜遗址有很多与宁波地

区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同类的器物，杭州湾两岸的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频繁。

　　目前考古发现，舟山群岛从距今6000年左右就开始有人类居住，出土的器物与宁波地区最为近

似，那里的先民很可能就是从古代宁波地区跨海迁徙过去。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与福建的壳丘头文化

有很多共同特征，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显然是建立在跨海航行基础上的。山东胶东半岛的栖霞杨家

圈遗址出土有典型的良渚文化“T”形鼎足、贯耳壶等，很可能有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从海上过去。

　　中国的史前玉器最早出现在东北地区，距今7000年左右的环太湖地区突然出现了同类的玉器，

玉器制作观念也可能沿海路传播。稻作农业东传日本，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从山东到辽东再到朝鲜

半岛，再传到日本九州地区的路线，无论如何，必须要跨过海洋。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

海，首先扩散到台湾，再到东南亚，然后到西太平洋诸岛，同时携带过去的有狗、猪、陶器制作技

术、干栏式建筑技术和独木舟制造技术，独木舟直到近代仍是南岛语族跨海航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近距离的内河、内湖交通，可以利用独木舟或筏进行，在大江大河和沿海航行中，带边架艇的独木

舟或帆筏应是先民们的交通工具。

　　我国东南地区，水网密集，水域广阔，水上捕捞活动发达；海岸线长，海域广大，是一个海洋

大国。东部沿海地区史前时期的海上捕捞、跨海的文化交流、迁徙，反映出这一区域的史前先民，

是开发、利用、探索海洋的先行者，有勇立潮头、乘风破浪、探索海洋的精神，先民们所凭借的工

具就是独木舟为代表的舟船。新的时代要求我们要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强国，也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先

民们构筑舟船、勇于探索海洋的文化基因。

　　（原题：看！这些从浙江划来的史前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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