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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60多位国内顶级考古学、历史学

大腕云集凌家滩遗址，用他们的话来说，“凌

家滩是考古学家心中的圣地，我们是来朝圣

的！”在他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故宫博物

院原院长张忠培和现任院长单霁翔。

“凌家滩出土了如此多的珍贵文物真是

令人惊叹。尤其一个玉版上的孔，在那个年

代（新石器时代）究竟是如何钻出来的，真可

谓是千古之谜，我记得有人曾经试图还原过

程，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单霁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我觉

得凌家滩遗址的新一轮挖掘，更应该注重对

前几次发掘加强研究，把第四期、第五期的

报告写出来，以及列出详细的考古计划，这

样心里就更有底了。”

张忠培说：“凌家滩的玉器，有别于良渚

文化，异于红山文化，彰显出强烈的自身个

性，其显现的文化进程，领先于同期的其他

文化。回溯到其所处年代，可谓中国只此一

家，世界别无分店。凌家滩的总体文化面貌

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可看作是一支独立的

考古学文化，可称为凌家滩文化。”

对于新一轮发掘的期待，张忠培表示，

首先应进行全面勘探，把遗址全面搞清楚。

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掘，就很有可能找到房

屋、建筑物。

“本次论坛应该研究如何进一步搞好凌

家滩文化遗址保护 ，进一步有系统地做好考

古工作，保护与考古要良性循环，做到考古持

续发展。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这次

论坛学习来阐明价值。对于考古的利用，业

界有许多见解和理由，最基础的利用就是学

习理由，只有学习理由才能阐明价值。”

个大：新“菜篮子”长了近13倍

在合肥和肥东过渡地带的瑶海区大兴

镇，总投资34亿元、占地1262亩的新周谷堆

就坐落于此。新“菜篮子”距离合肥老城区

中心10km，距合宁公路下道口3km。

“新周谷堆全面建成后，建筑面积将达

到96万平方米，是现在周谷堆市场的13倍

多，是20年前周谷堆市场的近百倍。”周谷堆

市场总经理助理席贻勇告诉记者。

据其介绍，2010年5月新周谷堆市场在

大兴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二

期工程也将于本月22日开建。2013年6月

底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将全面竣工，明年8

月份，合肥大“菜篮子”铁定要搬进大兴镇。

能储：保鲜菜都够合肥人吃20天

受制于交易市场体量的限制，很多蔬菜

批发大户被迫在产地租用冷库，而在新周谷

堆市场，大户们则可以直接把蔬菜、瓜果存

放在“家门口”。

“为了扩大新鲜蔬菜和肉类食品存储

量，新市场A区将建成2万吨低温冷库和2

万吨高温冷库。”席贻勇说，高温冷库相当于

冰箱冷藏室，用于存放蔬菜、水果，低温冷库

相当于冷冻室，用于冷藏肉类及水产品。除

了两个巨型冷库，该区还将建成几百个小冷

库，为经营户提供冷藏保鲜服务。

周谷堆市场副总经理宋延军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这4万吨的存储量，最少可满足合

肥人吃20天，从某种意义上，也给雨雪极端

天气下，市民“菜篮子”多了一层保障。

创新：“农产品特色街”亮相场内

农产品批发市场只能买“吃食”吗？你

OUT了！宋延军向记者透露，搬迁后，周谷

堆市场将加大对周边农产品和海外农产品

的引进力度，积极培育核心客户，计划打造

安徽名优特色农产品一条街、花卉一条街、

茶文化一条街、海鲜一条街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周谷堆还将设立

庐江、舒城、金寨、霍山、定远等合肥经济圈

蔬菜基地产菜专销区。与此同时，引进巴西

牛肉、进口精品水果，进一步丰富百姓餐桌。

另外，也比老市场先进，新仓库全部接通宽

带网，经营户坐在家里即可发布和收集农产

品信息，查询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农产品

生产基地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

便捷：4条公交线直达新“菜篮子”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明年到新周谷堆

“打年货”也很便捷。据介绍，为了促进“大

菜篮”的内外连接，新周谷堆市场内开通了

和平路、月亮湾路、钟油坊路、水东路4条市

政公路。目前，和平路和钟油坊路已经铺上

沥青。明年，场内四条市政道路将开通4条

公交线路，设立公交站牌和公交底站，满足

市民购物需要。在新市场内，市民还可以坐

上休闲购物车，进行一站式购物。

另外，新市场地下、地上预留了近7000

个外来采购车停车位，而现在老市场仅能容

纳300辆外来车。经营户运货车全部到仓内

卸货，卸完货后即开到经营户专有停车位，

不额外占用市场停车位。

安全：咸鱼腊肉都能追溯到产地

据了解，在农产品安全质量保障上，周

谷堆市场作为全国首家建立肉菜追溯体系

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年底前可完成肉菜追溯

系统。而搬到新市场后，质量追溯体系将覆

盖所有农产品，咸鱼、腊肉的产地、来源等所

有信息都将在一张信息卡上呈现，从源头保

障食品安全。

此外，新周谷堆周边建成银行、餐饮、娱

乐、休闲、购物等生活功能区，可满足外来客

商及消费者一站式购物及生活消费需求。

李涛 记者 董艳芬

60多位专家凌家滩遗址“朝圣”
商讨凌家滩文化遗址保护大计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

占卜文明居然比商周还先进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表示，凌家

滩文明跨度时间很长，就相当于公元前

5800年左右到公元前4500年前之间，这个

阶段凌家滩文明始终在发展，延续了1000

多年，但中间有间断，中断一直是个“谜”。

“比如，古凌家滩部落在乌龟壳上方有

很多小石子，加上一个小玉板，这说明当时

就有巫师，就有居民分层结构，也说明当时

初步出现了专业的社会分工。”

“还有，战国时期的占卜术是用火爆，出

现普照，而凌家滩的占卜术不用火。另外，中

原战国在方向是东南西北四方观念，而凌家滩

是八方观念，其文明发展比商周还先进。”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宋建：

穿越5000年，观远古“职场风云”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宋建通过研究认为，凌家滩古国的社会分

化已经十分明显，完全不属于分化的初级

阶段，而是相当剧烈。

“从职业分化来看，以往有专家认为凌

家滩出现了木工、石工等。但我认为当时

比较清晰的职业划分有：神职人员、玉工以

及从事军事性质的群体。在这其中，以祭

司、巫师为主的神职人员地位是最高的，这

些从他们的拥有居中、且较大的墓葬，以及

陪葬物品就可以看出。我们可以想象得

出，那时候的神职人员可以通过玉器预测

未来，解释现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专家观点

周谷堆明年8月份搬到大兴镇
长了近13倍的“菜篮子”啥样子？记者带你提前看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卫红：

未来钻探计划已设定，5米一“岗”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乃诚：

对我国三大文明起源地区有重要影响

备受关注的周谷堆搬迁工作
有了最新进展。记者昨日从周谷
堆批发市场获悉，本月22日，位
于大兴的新周谷堆市场二期工程
将全面开建，2013年6月底主体
工程及附属设施将全面竣工，明
年8月份，合肥大“菜篮子”铁定
要搬进新家。“个头”增长近13倍
的新周谷堆市场有哪些新变化？
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特派记者 张发平 祝亮 文/图

凌家滩到底是不是5000多年前人类

群居的地方？吴卫红表示，目前已经发现

大量红烧土，以及带有木棍镶嵌痕迹的红

烧土，这些信息都向我们透露这里可能有

房屋等建筑物存在。如果在日后的发掘

中，能发现红烧土多数是房址，就可以确定

这里曾是人类的生活区。

吴卫红透露，目前对凌家滩下一步发

掘已经制订好了钻探计划，将采用50米间

距的网格式钻探，并以5米为最小间距进行

布点。“至于时间表，我当然希望越快发掘越

好，但今后我们对凌家滩的发掘和保护将会

按照规划和步骤，长期性、规律性的进行。”

凌家滩发现大量玉器使其文化内涵表

现很高，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其

中，对我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地区长江中上游

地区、苏浙等环太湖地区，在文化上有着重

要影响，甚至对北方1000多公里外的辽西

地区也有影响。因此，现在凌家滩的文化成

就促使我们对5000年中华文明形成模式要

重新思考。

从玉器角度来看，凌家滩玉器发现比较

早，是中国第一个玉礼器中心。凌家滩文明

的发现，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模式需要

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