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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考古研究》（第四辑）收录了“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学术
报告中的近50篇论文。
　　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
和浙江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于2006年11
月5日至7日在浙江省浦江县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
大学、吉林大学等50多家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的1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严文明教授，我
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大会并发表学术演讲。
领导和多位著名学者的演讲高屋建瓴，既为大会增添了光彩，也为我国的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研究以
及文物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家文物局、浙江省、金华市和浦江县各级领导数十人参加了会议。
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文汇报社、中国文物报社等30
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到会采访。
参加本届大会开幕式的各方面人员达250人以上，使得这次会议成为我国环境考古大会历史上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和大会学术演讲。
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莫多闻教授代表专业委员会致大会开幕词。
浦江县委书记蔡健代表主办和承办单位致欢迎词。
郑欣淼副部长、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金华市委副书记陈昆忠等领导在大会开
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大会开幕式上还宣读了浙江省副省长盛昌黎和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为会议发来的贺信。
各级领导的讲话和祝贺使全体与会代表深受鼓舞。
在张忠培、严文明、吴新智等先生的学术演讲之后，上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领队、浙江考古所蒋乐平
研究员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上山遗址的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特别报告。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研究员和山东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佟佩华研究员先后主持了全体大会
学术报告，周昆叔、孔昭宸等10位学者做了大会报告。
会议期间设立了3个分会场，其中一个分会场举行了上山遗址研讨会和上山文化新闻发布会。
有近70名学者做了分会报告，有10余名学者在上山遗址讨论会上报告或发言。
曹锦炎所长主持了上山遗址研讨会和上山文化新闻发布会，严文明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关于上山
遗址研究与上山文化命名的主题发言。
陈发虎、朱诚、李长安、祝一志、许清海等教授主持了分会报告会。
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曹兵武先生主持了大会闭幕式，朱乃诚、朱诚和许清海3位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
分别就各分会的报告和学术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性发言，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豫秦教授代表专
业委员会向大会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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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考古研究》(第四辑)收录了“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中
的近50篇论文。
作者都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50多家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的160余名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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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综合研究　　加强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在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　　上山
遗址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代表：　　很高兴
出席今天的我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环境考古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环境考古是研究人类文化形成规律的科学，侧重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历史关系，既研究人对自然界的依
赖，也研究人对自然界的影响。
因此，它虽然着重研究的是过去的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但我想在当前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整体性研究，对于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这次会议在浦江县召开，是因为上山遗址的发现。
昨天晚上我看《浦江县志》，了解了一些情况。
这个县很了不起，历史悠久，特别是上山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浦江县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上山遗址是我们新发现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址，学术意义很大，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进一
步发掘它的文化内涵。
　　这些年浦江县在整个文化建设方面，成绩也很显著，刚才县委书记作了全面介绍，特别是民俗文
化有好几项列入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县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相当重视文化的建设、重视文物的保护，重视民间艺术的发展，这几年有的项
目已经走出国门，在国外也引起了轰动。
我也希望浦江县利用这么一个好机会，利用这次专家学者的会议的成果，来发掘浦江县的历史文化遗
产，同时也希望继续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继续重视民俗民间文化的保护，活跃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真正把文化当做一个重要的方面去抓，这是党中央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也祝愿浦江县的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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