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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宁波，面大海，枕群山，连江河，通天下。物华天宝，冠一方之

秀色；人杰地灵，领时代之风华。七千年文明史从河姆渡开源，两千年“海丝”路自三江口起航。

源远流长的文明脉络，积淀深厚的历史蕴藏，通江达海的交通贸易，博大精深的思想宝藏，无不

汇集于宁波这座国家级名城与国际化港城，令其持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绚丽的光芒。

漫漫时光，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宁波地域考古，在进

入新的世纪后，再次焕发了新的生机。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各级

考古机构共在宁波地域开展考古（试）发掘项目110余项（含重要水下考古调查项目），主要涉及

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窑址考古、墓葬考古和水下考古五大门类。精彩的考古发现与丰硕的研究

成果，重新诠释着宁波文化的特色独具，不断彰显出宁波历史的灿烂辉煌。

聚落考古，是以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等场所为发掘及研究对象，全面获取各种实物资料，进

而全方位研究古代社会。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地域共开展聚落考古（试）发

掘项目10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田螺山遗址发掘（2004—2013）；傅家山遗址发掘

（2004）；卢家山遗址发掘（2004—2005）；慈城新区后洋村地块发掘（2007）；塔山遗址第三次

发掘（2007—2008）；童家岙遗址试掘（2009—2010）；姚家山遗址发掘（2012）；鱼山遗址Ⅰ、Ⅱ

期发掘（2013—2015，合为1项）；乌龟山遗址试掘（2014—2015）；大榭遗址试掘（2015）。以遗址

时代论，史前文化遗址4处（田螺山遗址、傅家山遗址、童家岙遗址、乌龟山遗址）；史前至商周时

期遗址1处（姚家山遗址）；史前至唐宋或宋元时期遗址3处（塔山遗址、鱼山遗址、大榭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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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榭遗址）；余姚市1项（田螺山遗址）；慈溪市1项（童家岙遗址）；象山县2项（塔山遗址、姚家

山遗址）。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项之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1项（田螺山遗址）；浙江省文

物局批准之主动性考古试掘项目1项（童家岙遗址）；其他8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救性考古项

目。以主持单位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3项（田螺山遗址、塔山遗址第三次发掘、姚家山

遗址）；其他7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处（田螺山遗址、塔山遗址）、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处（童家岙遗址）、县（市）区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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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宁波，面大海，枕群山，连江河，通天下。物华天宝，冠一方之

秀色；人杰地灵，领时代之风华。七千年文明史从河姆渡开源，两千年“海丝”路自三江口起航。

源远流长的文明脉络，积淀深厚的历史蕴藏，通江达海的交通贸易，博大精深的思想宝藏，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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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的世纪后，再次焕发了新的生机。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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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窑址考古、墓葬考古和水下考古五大门类。精彩的考古发现与丰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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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方位研究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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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项目10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田螺山遗址发掘（2004—2013）；傅家山遗址发掘

（2004）；卢家山遗址发掘（2004—2005）；慈城新区后洋村地块发掘（2007）；塔山遗址第三次

发掘（2007—2008）；童家岙遗址试掘（2009—2010）；姚家山遗址发掘（2012）；鱼山遗址Ⅰ、Ⅱ

期发掘（2013—2015，合为1项）；乌龟山遗址试掘（2014—2015）；大榭遗址试掘（2015）。以遗址

时代论，史前文化遗址4处（田螺山遗址、傅家山遗址、童家岙遗址、乌龟山遗址）；史前至商周时

期遗址1处（姚家山遗址）；史前至唐宋或宋元时期遗址3处（塔山遗址、鱼山遗址、大榭遗址）；

商周时期遗址1处（卢家山遗址）；非原生性聚落遗址1处（后洋村地块）。以行政区域论，江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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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榭遗址）；余姚市1项（田螺山遗址）；慈溪市1项（童家岙遗址）；象山县2项（塔山遗址、姚家

山遗址）。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项之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1项（田螺山遗址）；浙江省文

物局批准之主动性考古试掘项目1项（童家岙遗址）；其他8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救性考古项

目。以主持单位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3项（田螺山遗址、塔山遗址第三次发掘、姚家山

遗址）；其他7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处（田螺山遗址、塔山遗址）、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处（童家岙遗址）、县（市）区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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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单位1处（姚家山遗址，其保护范围与建控地带已划入塔山遗址）；原址填埋保护3处（傅家

山遗址、鱼山遗址、乌龟山遗址）；计划开展进一步发掘保护1处（大榭遗址）；其他2处经抢救发

掘后已开发建设。

以上聚落考古项目的实施，不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生产、生活、居住、丧葬类遗迹现象，同

时也出土了大量陶、瓷、玉、石、青铜、骨、木、角、牙和其他植物制品等人工遗物，以及与古人

类活动相关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试）发掘总面积9000多平方米，出土遗物标本总量13000余件

（套）。特别是通过田螺山遗址、童家岙遗址的主动性（试）发掘和傅家山遗址、塔山遗址、鱼山

遗址、乌龟山遗址、大榭遗址的抢救性（试）发掘，极大增进了人们对于宁波地域史前与商周文明

的认知，为研究宁绍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人地关系、稻作农业、生业模式和文明

起源等重大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市考古，是通过对古代城市的发掘与研究，全面揭示其时代、布局、结构、功能等各种核

心要素，进而深入研究古代社会面貌及其文明发达程度。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地域共开展城市（城址）考古（试）

发掘项目30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天一广场CBD建设地块发掘（2001）；永丰库遗址

发掘（2001—2002）；慈城古县城衙署遗址发掘（2002）；奉化宋代酒坊堆场遗址发掘（2002）；

天宁寺遗址发掘（2003）；和义门瓮城遗址发掘（2003）；句章故城试掘（2004；2007—2012）；

渔浦码头遗址发掘（2006）；慈城古县城小东门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城沿路发掘（2007）；天一

阁新书库建设地块发掘（2008）；郁家巷建设地块发掘（2008）；慈城古县城小东门城门遗址

发掘（2009）；莲桥街建设地块发掘（2010）；崇教寺遗址发掘（2010）；永丰路建设地块发掘

（2010）；慈城古县城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发掘（2010—2011）；月湖西区Ⅱ期天一阁以西建设

地块发掘（2011）；长春塘遗址发掘（2011）；永丰路恒威地产建设地块发掘（2011）；慈城古县城

东南段城墙发掘（2011—2012）；孝闻街建设地块发掘（2011）；尚书街建设地块发掘（2011）；市

青少年宫西侧建设地块发掘（2012）；南塘河Ⅱ期北段建设地块发掘（2012）；鄞奉片区3-06建

设地块试掘（2013—2014）；小溪（鄞江）考古（试）发掘（2011—2015，含古城畈地块发掘及高尚

宅、悬磁村地块试掘）；鄞奉片区HS17-01-08/HS2-20/HS17-03-01建设地块试掘（2014）；月湖

西区Ⅱ期建设地块发掘（2014）；奉化惠政东路1号建设地块发掘（2015—2016）；月湖西区Ⅱ期2

号建设地块发掘（2015—2016）。以涉及城址论，除句章故城、小溪（鄞江）各为1个整体项目外，

慈城古县城5项（古衙署遗址、小东门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城沿路、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

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奉化古县城2项（宋代酒坊堆场遗址、惠政东路1号地块）；其他21项

均与明州（宁波）古城相关。以行政区域论，江北区6项（句章故城、慈城古县城衙署遗址、小东门

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城沿路、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鄞州区1

项（小溪）；奉化市2项（宋代酒坊堆场遗址、惠政东路1号地块）；其他21项均在海曙区范围内。

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项之主动性考古项目2项（句章故城、小溪）；其他28项均为配合旧

城改造之抢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所有30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实施。以保

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永丰库遗址、天宁寺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

处（和义门瓮城遗址）、区级文物保护点1项2处（小溪、高尚宅地块）；原址填埋保护或保护展示

8处（句章故城、渔浦码头遗址、长春塘遗址与慈城古县城衙署遗址、小东门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

城沿路、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其他18处经抢救发掘后已开

发建设。

以上城市（城址）考古项目的实施，涉及到句章故城、明州（宁波）古城、慈城古县城、奉化

古县城等四座不同时期的城址和地方文献虽有记载但争议颇多的“小溪（鄞江）古城”问题。考古

（试）发掘过程中，不仅发现了宁波地域历史上最早的城邑——句章故城，以及永丰库遗址、天

宁寺遗址、和义门瓮城遗址、渔浦码头遗址、崇教寺遗址、长春塘遗址等与明州（宁波）古城密切

相关，古衙署遗址、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等与慈城古县城密切

相关的重要遗迹，同时还出土了大量与城市建设及市民生活有关的珍贵遗物。（试）发掘总面积

约2万平方米，出土遗物标本总量超过万件（套）。通过野外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从句章故城走

向明州古城乃至现代港城的宁波城市发展脉络得以逐步清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得以丰

富夯实，曾经繁华的城市面貌与市民生活图景得以部分再现。

窑址考古，是通过对古代窑炉遗存、附属设施及其产品的发掘和研究，来探索古代社会的手

工业生产水平和生活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地域共开展窑址考古（试）发

掘项目18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石马弄窑址第二次发掘（2002）；马岭山窑址发掘

（2002）；于家山窑址第一次发掘（2006）；奉化中心粮库工地窑址发掘（2006—2007）；郭童岙

窑址发掘（2007）；绕城高速公路东段窑址发掘（2008）；溪口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地块窑址发掘

（2008）；于家山窑址第二次发掘（2009）；老虎岩窑址发掘（2009）；长汀山窑址发掘（2009）；

全佳桥窑址试掘（2009）；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窑址发掘（2009—2010）；莼湖沿海快速通道

窑址发掘（2011）；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窑址发掘（2012）；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窑址发掘

（2012）；璎珞村窑址发掘（2013）；康亭村窑址废弃堆积试掘（2014—2015）；荷花芯窑址第二

次发掘（2014—2015）。其中，马岭山窑址、奉化中心粮库工地窑址、绕城高速公路东段窑址、溪口

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地块窑址、老虎岩窑址、长汀山窑址、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窑址、莼湖沿海

快速通道窑址、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窑址、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窑址和璎珞村窑址这11个

项目在本次统计时系与同时同地开展的墓葬考古项目重复计算。以窑址类型论，涉及越窑青瓷窑

址7项6处（石马弄窑址、于家山窑址、郭童岙窑址、全佳桥窑址、康亭村窑址废弃堆积、荷花芯窑

址）；其他11项均为陶窑、砖瓦窑或木炭窑窑址。以行政区域论，鄞州区2项（马岭山窑址、老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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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单位1处（姚家山遗址，其保护范围与建控地带已划入塔山遗址）；原址填埋保护3处（傅家

山遗址、鱼山遗址、乌龟山遗址）；计划开展进一步发掘保护1处（大榭遗址）；其他2处经抢救发

掘后已开发建设。

以上聚落考古项目的实施，不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生产、生活、居住、丧葬类遗迹现象，同

时也出土了大量陶、瓷、玉、石、青铜、骨、木、角、牙和其他植物制品等人工遗物，以及与古人

类活动相关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试）发掘总面积9000多平方米，出土遗物标本总量13000余件

（套）。特别是通过田螺山遗址、童家岙遗址的主动性（试）发掘和傅家山遗址、塔山遗址、鱼山

遗址、乌龟山遗址、大榭遗址的抢救性（试）发掘，极大增进了人们对于宁波地域史前与商周文明

的认知，为研究宁绍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人地关系、稻作农业、生业模式和文明

起源等重大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市考古，是通过对古代城市的发掘与研究，全面揭示其时代、布局、结构、功能等各种核

心要素，进而深入研究古代社会面貌及其文明发达程度。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地域共开展城市（城址）考古（试）

发掘项目30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天一广场CBD建设地块发掘（2001）；永丰库遗址

发掘（2001—2002）；慈城古县城衙署遗址发掘（2002）；奉化宋代酒坊堆场遗址发掘（2002）；

天宁寺遗址发掘（2003）；和义门瓮城遗址发掘（2003）；句章故城试掘（2004；2007—2012）；

渔浦码头遗址发掘（2006）；慈城古县城小东门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城沿路发掘（2007）；天一

阁新书库建设地块发掘（2008）；郁家巷建设地块发掘（2008）；慈城古县城小东门城门遗址

发掘（2009）；莲桥街建设地块发掘（2010）；崇教寺遗址发掘（2010）；永丰路建设地块发掘

（2010）；慈城古县城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发掘（2010—2011）；月湖西区Ⅱ期天一阁以西建设

地块发掘（2011）；长春塘遗址发掘（2011）；永丰路恒威地产建设地块发掘（2011）；慈城古县城

东南段城墙发掘（2011—2012）；孝闻街建设地块发掘（2011）；尚书街建设地块发掘（2011）；市

青少年宫西侧建设地块发掘（2012）；南塘河Ⅱ期北段建设地块发掘（2012）；鄞奉片区3-06建

设地块试掘（2013—2014）；小溪（鄞江）考古（试）发掘（2011—2015，含古城畈地块发掘及高尚

宅、悬磁村地块试掘）；鄞奉片区HS17-01-08/HS2-20/HS17-03-01建设地块试掘（2014）；月湖

西区Ⅱ期建设地块发掘（2014）；奉化惠政东路1号建设地块发掘（2015—2016）；月湖西区Ⅱ期2

号建设地块发掘（2015—2016）。以涉及城址论，除句章故城、小溪（鄞江）各为1个整体项目外，

慈城古县城5项（古衙署遗址、小东门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城沿路、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

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奉化古县城2项（宋代酒坊堆场遗址、惠政东路1号地块）；其他21项

均与明州（宁波）古城相关。以行政区域论，江北区6项（句章故城、慈城古县城衙署遗址、小东门

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城沿路、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鄞州区1

项（小溪）；奉化市2项（宋代酒坊堆场遗址、惠政东路1号地块）；其他21项均在海曙区范围内。

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项之主动性考古项目2项（句章故城、小溪）；其他28项均为配合旧

城改造之抢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所有30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实施。以保

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永丰库遗址、天宁寺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

处（和义门瓮城遗址）、区级文物保护点1项2处（小溪、高尚宅地块）；原址填埋保护或保护展示

8处（句章故城、渔浦码头遗址、长春塘遗址与慈城古县城衙署遗址、小东门地块与太阳殿路暨东

城沿路、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其他18处经抢救发掘后已开

发建设。

以上城市（城址）考古项目的实施，涉及到句章故城、明州（宁波）古城、慈城古县城、奉化

古县城等四座不同时期的城址和地方文献虽有记载但争议颇多的“小溪（鄞江）古城”问题。考古

（试）发掘过程中，不仅发现了宁波地域历史上最早的城邑——句章故城，以及永丰库遗址、天

宁寺遗址、和义门瓮城遗址、渔浦码头遗址、崇教寺遗址、长春塘遗址等与明州（宁波）古城密切

相关，古衙署遗址、小东门城门遗址、大东门城门与瓮城遗址、东南段城墙等与慈城古县城密切

相关的重要遗迹，同时还出土了大量与城市建设及市民生活有关的珍贵遗物。（试）发掘总面积

约2万平方米，出土遗物标本总量超过万件（套）。通过野外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从句章故城走

向明州古城乃至现代港城的宁波城市发展脉络得以逐步清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得以丰

富夯实，曾经繁华的城市面貌与市民生活图景得以部分再现。

窑址考古，是通过对古代窑炉遗存、附属设施及其产品的发掘和研究，来探索古代社会的手

工业生产水平和生活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地域共开展窑址考古（试）发

掘项目18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石马弄窑址第二次发掘（2002）；马岭山窑址发掘

（2002）；于家山窑址第一次发掘（2006）；奉化中心粮库工地窑址发掘（2006—2007）；郭童岙

窑址发掘（2007）；绕城高速公路东段窑址发掘（2008）；溪口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地块窑址发掘

（2008）；于家山窑址第二次发掘（2009）；老虎岩窑址发掘（2009）；长汀山窑址发掘（2009）；

全佳桥窑址试掘（2009）；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窑址发掘（2009—2010）；莼湖沿海快速通道

窑址发掘（2011）；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窑址发掘（2012）；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窑址发掘

（2012）；璎珞村窑址发掘（2013）；康亭村窑址废弃堆积试掘（2014—2015）；荷花芯窑址第二

次发掘（2014—2015）。其中，马岭山窑址、奉化中心粮库工地窑址、绕城高速公路东段窑址、溪口

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地块窑址、老虎岩窑址、长汀山窑址、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窑址、莼湖沿海

快速通道窑址、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窑址、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窑址和璎珞村窑址这11个

项目在本次统计时系与同时同地开展的墓葬考古项目重复计算。以窑址类型论，涉及越窑青瓷窑

址7项6处（石马弄窑址、于家山窑址、郭童岙窑址、全佳桥窑址、康亭村窑址废弃堆积、荷花芯窑

址）；其他11项均为陶窑、砖瓦窑或木炭窑窑址。以行政区域论，鄞州区2项（马岭山窑址、老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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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址）；北仑区3项（绕城高速公路东段窑址、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窑址、璎珞村窑址）；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1项（郭童岙窑址）；余姚市1项（全佳桥窑址）；慈溪市2项（石马弄窑址第二次发掘、

荷花芯窑址第二次发掘）；奉化市9项8处（于家山窑址、中心粮库工地窑址、溪口旅游集散中心建

设地块窑址、长汀山窑址、莼湖沿海快速通道窑址、公交总站建设地块窑址、尚桥物流中心建设

地块窑址、康亭村窑址废弃堆积）。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项之主动性考古项目1项（荷花

芯窑址第二次发掘）；其他17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由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3项（石马弄窑址与荷花芯窑址第二次发掘、于家山窑址第一次发掘）；其他

15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

（石马弄窑址、荷花芯窑址）；区级文物保护点1处（郭童岙窑址）；迁移保护展示1处（璎珞村窑址

1号窑）；其他14处经抢救发掘后已开发建设。

以上窑址考古项目的实施，共清理越窑青瓷龙窑17条、制陶龙窑3条、砖瓦窑和木炭窑37座。

窑址时代上起东汉，下迄明清；出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青瓷器物与制瓷窑具标本近万件（套），

陶器、砖瓦、土坯等遗物及制陶窑具标本100多件（套）。特别是石马弄窑址、荷花芯窑址、郭童岙

窑址群、于家山窑址群等越窑青瓷窑址和璎珞村砖瓦窑址的清理发掘与保护展示，不仅出土了大

量精美的青瓷器物（其中不乏外销瓷产品），还揭露出作坊、贮泥池、辘轳坑、釉料缸、道路、挡

墙等一批重要制瓷遗迹，为研究当时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烧窑技术、制作工艺、窑业制度和我国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墓葬考古，是通过对古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为恢复古代社会面貌特别是丧葬制度等提供

实物佐证和科学依据。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地域共开展墓葬考古发掘项目48

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马岭山古墓发掘（2002）；祖关山古墓第四次发掘（2003）；上

庄山古墓发掘（2003）；缸窑山古墓发掘（2004）；卢家山古墓发掘（2004—2005）；南岙黄泥岭

古墓发掘（2005—2006）；蜈蚣岭古墓发掘（2005）；上虞村古墓发掘（2006）；南岙石菊花地古

墓发掘（2006）；小溪坑古墓发掘（2006）；蔡沟塘古墓发掘（2006）；陆角山古墓发掘（2006）；

溪下水库明墓发掘（2006）；奉化110KV建设项目古墓发掘（2006—2007）；奉化中心粮库工地古

墓发掘（2006—2007）；萧王庙古墓发掘（2007）；甬台温铁路奉化站通站道路古墓发掘（2007—

2008）；姚墅钱家坟山古墓发掘（2008）；千金湖村古墓发掘（2008）；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古墓

发掘（2008）；梅墟龙山古墓发掘（2008）；溪口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08）；汪大

猷夫妇合葬墓发掘（2009）；老虎岩古墓发掘（2009）；长汀山古墓发掘（2009）；穿山疏港高速

公路沿线北仑段（陈华古墓）发掘（2009—2010）；东钱湖砖瓦场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09—

2010）；王家村古墓发掘（2010）；铁路宁波南站扩建工程古墓发掘（2010—2011）；莼湖沿海快

速通道古墓发掘（2011）；魏豹文夫妇合葬墓发掘（2011）；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发掘

（2011—2012）；铁路宁波南站周边配套工程古墓发掘（2012）；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古墓发

掘（2012）；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2）；姚墅凤凰山古墓发掘（2013）；奉化西环

线公路一期建设地块（乌鸦山古墓）发掘（2013；2015）；璎珞村古墓发掘（2013）；竹山古墓发掘

（2013）；南岙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3）；南岙宁波滕头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外通道路古墓发掘（2014）；慈城妙山农场4#、5#、6#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4）；南岙

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原料堆场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4）；南岙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原料堆场扩建工程古墓发掘（2014）；鄞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5）；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海段古墓发掘（2015）；乌玉桥古墓发掘（2015）；姚墅鲍家洋村古墓

发掘（2015）。其中，马岭山古墓、奉化中心粮库工地古墓、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古墓、溪口旅游集

散中心建设地块古墓、老虎岩古墓、长汀山古墓、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北仑段（陈华古墓）、莼

湖沿海快速通道古墓、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古墓、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古墓和璎珞村古墓

这11个项目在本次统计时系与同时同地开展的窑址考古项目重复计算。另在月湖西区、南塘河片

区等城市考古项目中也曾发现古代墓葬，但此处不作单列统计。以墓地属性论，涉及历史文献有

据可查之名人墓葬3项（汪大猷夫妇合葬墓、魏豹文夫妇合葬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

墓）；兼具名人墓葬和无主墓葬者1项（乌玉桥古墓，其中发现有明代弘治年间都察院右都御史史

琳墓）；其他44项所见均为乏据可查之无主墓葬。以行政区域论，海曙区3项（祖关山古墓、铁路

宁波南站扩建工程古墓、铁路宁波南站周边配套工程古墓）；江北区2项（卢家山古墓、妙山农场

古墓）；鄞州区9项（马岭山古墓、上庄山古墓、蜈蚣岭古墓、上虞村古墓、小溪坑古墓、蔡沟塘古

墓、溪下水库明墓、老虎岩古墓、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建设地块古墓）；北仑区6项（钱家坟山

古墓、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古墓、陈华古墓、凤凰山古墓、璎珞村古墓、鲍家洋村古墓）；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1项（砖瓦场建设地块古墓）；宁波国家高新区1项（梅墟龙山古墓）；余姚市5项（千金湖

村古墓、汪大猷夫妇合葬墓、魏豹文夫妇合葬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竹山古墓）；

慈溪市2项（缸窑山古墓、乌玉桥古墓）；宁海县2项（王家村古墓、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海段

古墓）；其他17项均在奉化市范围内。以项目性质论，因人为盗掘或村民建房经批准之抢救性考

古项目4项（上虞村古墓、凤凰山古墓、王家村古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其他44

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上述48个项目多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涉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项（祖关山古墓、铁路宁波南站扩建工程古

墓）、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项（南岙黄泥岭古墓、石菊花地古墓与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建设地块古墓、外通道路古墓、原料堆场建设地块古墓、原料堆场扩建工程古墓）、市级文

物保护点1项（梅墟龙山古墓）、县（市）区级文物保护点5项（上虞村古墓、小溪坑古墓、陈华古

墓、钱家坟山古墓、凤凰山古墓），但除蜈蚣岭1座东吴纪年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

2处采取了拆迁保护展示或原址填埋保护措施外，其他46处（含以上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与文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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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址）；北仑区3项（绕城高速公路东段窑址、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窑址、璎珞村窑址）；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1项（郭童岙窑址）；余姚市1项（全佳桥窑址）；慈溪市2项（石马弄窑址第二次发掘、

荷花芯窑址第二次发掘）；奉化市9项8处（于家山窑址、中心粮库工地窑址、溪口旅游集散中心建

设地块窑址、长汀山窑址、莼湖沿海快速通道窑址、公交总站建设地块窑址、尚桥物流中心建设

地块窑址、康亭村窑址废弃堆积）。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项之主动性考古项目1项（荷花

芯窑址第二次发掘）；其他17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由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3项（石马弄窑址与荷花芯窑址第二次发掘、于家山窑址第一次发掘）；其他

15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

（石马弄窑址、荷花芯窑址）；区级文物保护点1处（郭童岙窑址）；迁移保护展示1处（璎珞村窑址

1号窑）；其他14处经抢救发掘后已开发建设。

以上窑址考古项目的实施，共清理越窑青瓷龙窑17条、制陶龙窑3条、砖瓦窑和木炭窑37座。

窑址时代上起东汉，下迄明清；出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青瓷器物与制瓷窑具标本近万件（套），

陶器、砖瓦、土坯等遗物及制陶窑具标本100多件（套）。特别是石马弄窑址、荷花芯窑址、郭童岙

窑址群、于家山窑址群等越窑青瓷窑址和璎珞村砖瓦窑址的清理发掘与保护展示，不仅出土了大

量精美的青瓷器物（其中不乏外销瓷产品），还揭露出作坊、贮泥池、辘轳坑、釉料缸、道路、挡

墙等一批重要制瓷遗迹，为研究当时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烧窑技术、制作工艺、窑业制度和我国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墓葬考古，是通过对古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为恢复古代社会面貌特别是丧葬制度等提供

实物佐证和科学依据。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地域共开展墓葬考古发掘项目48

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马岭山古墓发掘（2002）；祖关山古墓第四次发掘（2003）；上

庄山古墓发掘（2003）；缸窑山古墓发掘（2004）；卢家山古墓发掘（2004—2005）；南岙黄泥岭

古墓发掘（2005—2006）；蜈蚣岭古墓发掘（2005）；上虞村古墓发掘（2006）；南岙石菊花地古

墓发掘（2006）；小溪坑古墓发掘（2006）；蔡沟塘古墓发掘（2006）；陆角山古墓发掘（2006）；

溪下水库明墓发掘（2006）；奉化110KV建设项目古墓发掘（2006—2007）；奉化中心粮库工地古

墓发掘（2006—2007）；萧王庙古墓发掘（2007）；甬台温铁路奉化站通站道路古墓发掘（2007—

2008）；姚墅钱家坟山古墓发掘（2008）；千金湖村古墓发掘（2008）；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古墓

发掘（2008）；梅墟龙山古墓发掘（2008）；溪口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08）；汪大

猷夫妇合葬墓发掘（2009）；老虎岩古墓发掘（2009）；长汀山古墓发掘（2009）；穿山疏港高速

公路沿线北仑段（陈华古墓）发掘（2009—2010）；东钱湖砖瓦场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09—

2010）；王家村古墓发掘（2010）；铁路宁波南站扩建工程古墓发掘（2010—2011）；莼湖沿海快

速通道古墓发掘（2011）；魏豹文夫妇合葬墓发掘（2011）；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发掘

（2011—2012）；铁路宁波南站周边配套工程古墓发掘（2012）；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古墓发

掘（2012）；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2）；姚墅凤凰山古墓发掘（2013）；奉化西环

线公路一期建设地块（乌鸦山古墓）发掘（2013；2015）；璎珞村古墓发掘（2013）；竹山古墓发掘

（2013）；南岙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3）；南岙宁波滕头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外通道路古墓发掘（2014）；慈城妙山农场4#、5#、6#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4）；南岙

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原料堆场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4）；南岙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原料堆场扩建工程古墓发掘（2014）；鄞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建设地块古墓发掘（2015）；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海段古墓发掘（2015）；乌玉桥古墓发掘（2015）；姚墅鲍家洋村古墓

发掘（2015）。其中，马岭山古墓、奉化中心粮库工地古墓、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古墓、溪口旅游集

散中心建设地块古墓、老虎岩古墓、长汀山古墓、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沿线北仑段（陈华古墓）、莼

湖沿海快速通道古墓、奉化公交总站建设地块古墓、尚桥物流中心建设地块古墓和璎珞村古墓

这11个项目在本次统计时系与同时同地开展的窑址考古项目重复计算。另在月湖西区、南塘河片

区等城市考古项目中也曾发现古代墓葬，但此处不作单列统计。以墓地属性论，涉及历史文献有

据可查之名人墓葬3项（汪大猷夫妇合葬墓、魏豹文夫妇合葬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

墓）；兼具名人墓葬和无主墓葬者1项（乌玉桥古墓，其中发现有明代弘治年间都察院右都御史史

琳墓）；其他44项所见均为乏据可查之无主墓葬。以行政区域论，海曙区3项（祖关山古墓、铁路

宁波南站扩建工程古墓、铁路宁波南站周边配套工程古墓）；江北区2项（卢家山古墓、妙山农场

古墓）；鄞州区9项（马岭山古墓、上庄山古墓、蜈蚣岭古墓、上虞村古墓、小溪坑古墓、蔡沟塘古

墓、溪下水库明墓、老虎岩古墓、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建设地块古墓）；北仑区6项（钱家坟山

古墓、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古墓、陈华古墓、凤凰山古墓、璎珞村古墓、鲍家洋村古墓）；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1项（砖瓦场建设地块古墓）；宁波国家高新区1项（梅墟龙山古墓）；余姚市5项（千金湖

村古墓、汪大猷夫妇合葬墓、魏豹文夫妇合葬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竹山古墓）；

慈溪市2项（缸窑山古墓、乌玉桥古墓）；宁海县2项（王家村古墓、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海段

古墓）；其他17项均在奉化市范围内。以项目性质论，因人为盗掘或村民建房经批准之抢救性考

古项目4项（上虞村古墓、凤凰山古墓、王家村古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其他44

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上述48个项目多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涉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项（祖关山古墓、铁路宁波南站扩建工程古

墓）、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项（南岙黄泥岭古墓、石菊花地古墓与宁波滕头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建设地块古墓、外通道路古墓、原料堆场建设地块古墓、原料堆场扩建工程古墓）、市级文

物保护点1项（梅墟龙山古墓）、县（市）区级文物保护点5项（上虞村古墓、小溪坑古墓、陈华古

墓、钱家坟山古墓、凤凰山古墓），但除蜈蚣岭1座东吴纪年墓、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

2处采取了拆迁保护展示或原址填埋保护措施外，其他46处（含以上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与文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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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点的项目）经抢救发掘后已开发建设。

以上墓葬考古项目的实施，共计抢救发掘商周至明清时期土墩墓、土墩石室墓、土坑墓、

砖室墓、砖椁墓、砖石墓等各种类型墓葬近千座，出土不同时期、不同质地、制作精美的遗物标

本数千件（套），其中不乏如南宋权吏部尚书汪大猷夫妇合葬墓、南宋中奉大夫魏豹文夫妇合葬

墓、南宋右丞相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明代弘治年间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墓这样年

代、等级序列齐全，形制、结构相对完整，规格、规模较高较大的墓葬。这些古代墓葬，尤其是名

人墓葬和大量纪年墓葬的发现与发掘，为探讨宁波地区古代墓葬的分期断代、形制等级、丧葬习

俗和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水平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水下考古，是以沉埋在江河湖海等水体之下的文化遗产为调查、探测、发掘和研究对象，运

用传统考古学的观点和方法，并使其发挥应有作用的新兴学科。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共开展水下（沉船）考古发掘和

重要水下考古调查项目5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和义路南宋沉船遗址发掘（2003）；

浙东沿海（宁波、舟山、台州、温州）水下文物普查（2006—2010）；“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遗

址发掘（2008—2014）；潮塘江元代沉船遗址发掘（2014）；三门湾大桥建设工程象山水域调查

（2015）。以工作对象论，古代沉船发掘项目3项（和义路沉船、小白礁Ⅰ号、潮塘江沉船）；区域性

调查项目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线性调查项目1项（三门湾大桥象山水域调查）。以行政

区域论，海曙区1项（和义路沉船）；慈溪市1项（潮塘江沉船）；象山县2项（小白礁Ⅰ号、三门湾大

桥建设工程象山水域调查）；跨市域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

项之主动性考古项目2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小白礁Ⅰ号）；其他3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

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基地）

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合作组织实施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

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合

作组织实施1项（小白礁Ⅰ号）；其他3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

基地）独立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点1处（“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

国家文物局立项保护展示者2项（小白礁Ⅰ号、潮塘江沉船）；宁波市本级立项保护展示者1项（和

义路沉船）；发现之水下文化遗存原址保护者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经调查探测后已开

发建设者1项（三门湾大桥建设工程象山水域调查）。

以上水下（沉船）考古项目的实施，共计发现南宋至近现代沉船遗址7处、水下文物点7处，其

他类型水下文化遗存2处；发掘保护南宋、元代和清代木质沉船各1艘，出水陶瓷、紫砂、玉石、金

属、竹木等各类遗物标本近1200件。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宁波古代交通贸易史、文化交流史与中

外造船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海洋战略的深化和

综合实力的增强，宁波水下考古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上述重点项目的成功实施，

还是工作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基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的相继设

立、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技术装备的添置改进、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保护交流的持续推进，

宁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被誉为“水下考古的宁波力量”“水下考古的宁波帮”。

新世纪，新成就。新世纪以来累累考古硕果的取得，既得益于宁波地域丰富的文物资源和坚

实的物质支撑，也得益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既离不开新

考古领域的积极开辟和新考古空间的不断拓展，也离不开考古工作质量的持续改善和学术研究

水平的切实提高。

新世纪，新征程。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宁波地域的辉煌历史进行更

加深入的挖掘，也要对诸多仍然“藏在深闺人不识”的未知领域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更要对宁

波先民馈赠的厚重文化遗产进行更加妥善的保护。

新世纪，新梦想。前方依旧任重而道远，我们愿与所有人一起，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切实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共同守护好宁波地上、地下、水下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珍贵文

化遗产，并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惠及桑梓，造福后世。

时值宁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布30周年之际（1986—2016），我们将隆重推出“发现——新

世纪宁波考古成果展”，并出版发行《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其

旨，在于通过新世纪宁波地域考古成果的系统展示，再现宁波古代文明的丰姿华彩，让公众共享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以期唤起世人更加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同时，也借此机会，特别致谢：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人民政府及各相关职

能部门；宁波各县（市）区文物机构及其主管部门；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大榭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其他各合作单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10月宁波行政区划正式调整，因行文在前，本书仍采用的是调

整前的行政区划，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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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点的项目）经抢救发掘后已开发建设。

以上墓葬考古项目的实施，共计抢救发掘商周至明清时期土墩墓、土墩石室墓、土坑墓、

砖室墓、砖椁墓、砖石墓等各种类型墓葬近千座，出土不同时期、不同质地、制作精美的遗物标

本数千件（套），其中不乏如南宋权吏部尚书汪大猷夫妇合葬墓、南宋中奉大夫魏豹文夫妇合葬

墓、南宋右丞相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夫人合葬墓、明代弘治年间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墓这样年

代、等级序列齐全，形制、结构相对完整，规格、规模较高较大的墓葬。这些古代墓葬，尤其是名

人墓葬和大量纪年墓葬的发现与发掘，为探讨宁波地区古代墓葬的分期断代、形制等级、丧葬习

俗和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水平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水下考古，是以沉埋在江河湖海等水体之下的文化遗产为调查、探测、发掘和研究对象，运

用传统考古学的观点和方法，并使其发挥应有作用的新兴学科。

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的15年间（2001—2015），宁波共开展水下（沉船）考古发掘和

重要水下考古调查项目5项。按考古工作时间排序，分别为：和义路南宋沉船遗址发掘（2003）；

浙东沿海（宁波、舟山、台州、温州）水下文物普查（2006—2010）；“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遗

址发掘（2008—2014）；潮塘江元代沉船遗址发掘（2014）；三门湾大桥建设工程象山水域调查

（2015）。以工作对象论，古代沉船发掘项目3项（和义路沉船、小白礁Ⅰ号、潮塘江沉船）；区域性

调查项目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线性调查项目1项（三门湾大桥象山水域调查）。以行政

区域论，海曙区1项（和义路沉船）；慈溪市1项（潮塘江沉船）；象山县2项（小白礁Ⅰ号、三门湾大

桥建设工程象山水域调查）；跨市域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以项目性质论，国家文物局立

项之主动性考古项目2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小白礁Ⅰ号）；其他3项均为配合工程建设之抢

救性考古项目。以主持单位论，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基地）

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合作组织实施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

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合

作组织实施1项（小白礁Ⅰ号）；其他3项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

基地）独立主持实施。以保护情况论，已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点1处（“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

国家文物局立项保护展示者2项（小白礁Ⅰ号、潮塘江沉船）；宁波市本级立项保护展示者1项（和

义路沉船）；发现之水下文化遗存原址保护者1项（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经调查探测后已开

发建设者1项（三门湾大桥建设工程象山水域调查）。

以上水下（沉船）考古项目的实施，共计发现南宋至近现代沉船遗址7处、水下文物点7处，其

他类型水下文化遗存2处；发掘保护南宋、元代和清代木质沉船各1艘，出水陶瓷、紫砂、玉石、金

属、竹木等各类遗物标本近1200件。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宁波古代交通贸易史、文化交流史与中

外造船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海洋战略的深化和

综合实力的增强，宁波水下考古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上述重点项目的成功实施，

还是工作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基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的相继设

立、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技术装备的添置改进、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保护交流的持续推进，

宁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被誉为“水下考古的宁波力量”“水下考古的宁波帮”。

新世纪，新成就。新世纪以来累累考古硕果的取得，既得益于宁波地域丰富的文物资源和坚

实的物质支撑，也得益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既离不开新

考古领域的积极开辟和新考古空间的不断拓展，也离不开考古工作质量的持续改善和学术研究

水平的切实提高。

新世纪，新征程。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宁波地域的辉煌历史进行更

加深入的挖掘，也要对诸多仍然“藏在深闺人不识”的未知领域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更要对宁

波先民馈赠的厚重文化遗产进行更加妥善的保护。

新世纪，新梦想。前方依旧任重而道远，我们愿与所有人一起，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切实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共同守护好宁波地上、地下、水下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珍贵文

化遗产，并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惠及桑梓，造福后世。

时值宁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布30周年之际（1986—2016），我们将隆重推出“发现——新

世纪宁波考古成果展”，并出版发行《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其

旨，在于通过新世纪宁波地域考古成果的系统展示，再现宁波古代文明的丰姿华彩，让公众共享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以期唤起世人更加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同时，也借此机会，特别致谢：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人民政府及各相关职

能部门；宁波各县（市）区文物机构及其主管部门；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大榭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其他各合作单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10月宁波行政区划正式调整，因行文在前，本书仍采用的是调

整前的行政区划，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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