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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源、顾小立、郑梦雨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介绍完地
名全称，一位镇干部也乐起来了：“这么多市。”

三七市，据地方志记载，因在夏历每月逢三、
五、七、十设立集市而得名。眼下，当地即将迎来
杨梅上市，据说今年是一个大年。

而对于在这里探索了近 7 年的考古工作者
而言，他们也迎来了一个“大年”。

与三七市相距不远，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遗
址。而他们此次发现的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地
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贝丘，按照《辞海》解释，古代在沿海地区或湖
滨居住的人类所遗留的贝壳堆积。其中往往包含
有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

要是这个名词还令许多读者感到陌生的话，
我们还可以揭示另一个事实：它已有 8000 年的历
史，比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还长了1000岁，
是“河姆渡之祖”。

放羊时的意外发现

河姆渡着实有名，有名到“爷爷辈”的井头山
遗址，要靠它的知名度重现人间。也因为有了它的
祖辈“井头山”，河姆渡遗址才从身世不明的“孤
儿”变为血统纯正的“富三代”。

井头山遗址以附近四明山余脉中的一个小山
头——海拔72米的井头山得名，而在井头山下，还
有个井头村。村民王维尧和他的堂哥王维新是7年
前井头山遗址的“第一报料人”。

当时，遗址所在地块已经被征作工业用地，但
是拿到地的老板，还没有动工建厂，因此地面上杂
草丛生。王维尧经常来没有封闭的厂区放牧山羊，
王维新则在地块的东南角搭了几间猪棚。

不过，放羊养猪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里早晚
要开工。老板已经找了一家地质勘探公司，在这里
做了土建地质钻探，提取土壤样本。取出的一截截
土芯，有的就散放在地上，晒干了就像石头一样硬。

2013 年 10 月 17 日，王家两兄弟照常去放羊
割猪草。赶着羊群，他们意外地发现草丛里东一摊
西一摊地散落着奇怪的东西，有贝壳，有动物碎骨
头（后来被专家认出其中有小段鹿角），有小瓦片
（其实是碎小陶片）。这些东西，两人之前从来没看
见过。

后来，专家们明白了，之所以兄弟俩会轻松地
看到这些特殊的物品，应该是此前不久“菲特”台风
带来的洪水，把那些钻出来的土芯泡化了。当年 10
月 7日，“菲特”台风在浙闽交界处登陆，其主体云系
两天内就给余姚带来了近 500 毫米的降水，导致余
姚的母亲河姚江出现了近百年一遇的洪水。

王维尧回忆说：“阿哥和我说，这些东西好像
是地里埋着的古董，应该拿到河姆渡博物馆去，让
他们看看。”

经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河姆渡
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石器、玉器、木器等生
产工具、生活器具，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
建筑木构件和其他动植物遗骸，为“稻作文化起源
于中国”提供了充分丰富的实证。它在余姚可谓家
喻户晓，在全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而王维尧当时有另外一个看法，毕竟井头山
这边离河姆渡博物馆有点远，他觉得拿到距此约
1 . 5 公里，且还有人在做考古的田螺山遗址现场
馆更方便些。

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1年，是迄今为止所发
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
相对完整的一处史前村落遗址。2007 年，田螺山
遗址现场馆建成，由河姆渡博物馆管理。它的主体
是罩在考古发掘区上方的一座形如蚌壳的大型钢
结构保护棚，当地人对它也不陌生。

于是兄弟俩就近捡了一个塑料袋装了这些
“古董”，骑着电瓶车赶到田螺山馆，交给了正在
“蚌”里工作的技工徐志清和考古队员王永磊。王
永磊在其中发现了一件光滑的骨器。

次日，田螺山遗址发掘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从杭州回到工地看到了这堆
“古董”，敏锐地意识到它们非同寻常的价值：因为
考古工作而跑遍了浙江的他，从未见过贝壳与碎
陶片在一起的情况，当即决定一定要跟踪追击，找
到它们的来源。

王家兄弟去“报料”时忘记留下联系方式，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打听和寻找，终于
在田螺山现场馆西边不远处的一条公路边，找到
了这些贝壳类遗物的出处。

“田螺山遗址是企业打井时发现的，井头山遗
址是村民放羊时发现的。”孙国平接受采访时说，

“余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之强，可见一斑”。

筑起一道“钢墙铁壁”

2013 年底，在镇政府的协调下，经过与企业
主的协商，孙国平带领考古队在这处地块上开始
小范围试掘，挖了一个 5 米长、3 米宽的坑。但是
工人挖到 3 米多时，再也没法往下挖了，一方面是
因为下面全是烂泥，另一方面，试掘坑上宽下窄，
越到下面，人越难施展手脚，而且坑壁有坍塌的
风险。

大家从田螺山扛来了他们常用的不锈钢细探
杆。它一头形如“十”字，一头是带有凹槽的尖探
头，可以把地下的东西卡在凹槽里带出来。4 个人
在地面上压住“十”字的四端，1 个人在坑底握紧
探杆，齐心协力往下压。又往下钻了 3 米多深，探
头被硬东西卡住了。

手感告诉孙国平，卡住它的不是石头，而是贝
壳，才知钻头下面触及的贝壳距离地表深度约 7
米。此后，他们又在其他位置，用机械设备钻探出
了贝壳、动物骨头、陶片、残骨器……这些发现立
即引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重视，随后，研究
所又把这一重要发现汇报给浙江省文物局。

2015 年 5 月，浙江省文物局向余姚市人民政
府正式发函，要求当地政府协调和落实井头山遗

址进一步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政策措施。
2016 年 10 月，余姚市政府出资 2500 余万

元回购了这一地块。对此，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
所所长林留根研究员评价说，要解决如此难度
的土地赔偿问题，全国其他大多数地方很难
做到。

2017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大力支持井头
山遗址的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但在发掘之
前，特殊的地质环境是个拦路虎。

“由于井头山遗址埋在地面下 5-10 米深，
上面是厚厚的淤泥，淤泥容易流动坍方。我们决
定在实施考古发掘前，预建钢结构围护的发掘
基坑，这样才能确保考古发掘顺利进行以及人
身和文物的安全。”孙国平回顾说。

2018 年 3 月，杭州东通岩土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了钢结构围护基坑施工项目，并于 2019 年
8 月艰难地完成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基坑工程。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根根钢板桩深扎地下，围
成了一道东西长 50 米、南北宽 15 米的“钢墙铁
壁”，竖直的钢板桩间还有横向的钢梁支撑加
固。在南北之间，有 4 道钢梁连接；而在东西两
头，又各有一组“人”字形的钢梁，“人”的上端分
别顶住东西两端钢墙，“一撇一捺”又牢牢地固
定住南北，而这组钢板墙围出的基坑，其底部最
深处离地面约为 10 米。

“钢板墙每平方米要承受 20 吨的重量，要
打入地下岩层 3 米深。”东通岩土科技公司技术
总监、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胡琦
说，考古基坑不像一般的基坑，为了保护遗址现
场和其中的文物，既不能运用大型机械施工，也
不能灌注水泥或混凝土等有腐蚀性的材料，围
护结构不能封闭，基坑底部也无法封底，基坑暴
露时间较长，对长期稳定性要求更高。

“在国内还没有哪家同行接手过这样的考
古工地项目，我们采用了 H 型钢和 U 型槽钢
作为围护桩，再作了一道预应力型的钢组合支
撑。”胡琦介绍说，整个基坑围护结构均为工厂
化生产的预制钢构件，使用的是他们自主研发
的装配式基坑围护新技术，力求安全可靠、施工
扰动小。与传统围护方式相比，它可以免用水
泥、混凝土等材料，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文物的
影响。

“广东‘南海 1 号’沉船是整体打捞出水后
搬入室内进行考古清理的，四川江口沉银遗址
考古则是在江上建设围堰先把水排干，井头山
遗址则首次在文化层超大埋深的沿海滩涂环境
下，成功建造钢结构围护基坑后实施考古发掘。
它们都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开展特殊对象考古
发掘的经典范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
明研究员回顾这一过程时说。

中国最早的沿海渔民

从 2019 年 9 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会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
物馆，在井头山遗址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在基
坑内，考古队员按照 5×10 平方米的规格布方，
目前已完成主要探方的大部分发掘工作量，发
现了灰坑、橡子储藏坑处理坑、烧土堆、烧土坑、
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
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先民食用后废弃的
海量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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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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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米长的钢板，底端
打到的岩层其实就是当时的山岩。”

孙国平告诉记者，基坑里的地下古村落文
化层堆积，西薄东厚，到最东边的古代滩涂位置
又逐渐变薄直至消失，各类零散遗物夹杂在含
盐度较高的海相淤泥里。“其实你可以把井头山

先民居住的环境想象为一个渔村，他们住在海
边的山脚上。如果海面上涨，他们就往山上退；
如果海面下降，就往山下走。最东边就已经是当
时的海面了。”

井头山地处姚江流域。姚江从南边的四明
山区发源，流到山下后，又被北边的丘陵阻挡，
折而向东，在宁波市区注入甬江，汇入东海。在
余姚境内，姚江流域近似于南北两山夹平原的
地形。孙国平说，井头山先民生活的年代，南北
两山之间不是平原，而是海水。“我之前去挪威，
看过当地的峡湾，其实 8000 年前，井头山的周
边地形，也像一处峡湾。而现在宁波的平原地
带，则是一个海湾，可以叫它‘古宁波湾’。后来
海水后退了，才露出了平地。”

在这样的环境下，先民们显然先得靠海吃
海。在基坑里，记者看到土层里夹杂着一层层的
贝壳。在考古工地工作用房门外的走廊上，一排
排装满各类贝壳的塑料箱摞了两三层高。而在
两大间库房里，各种海生贝类的贝壳摆了“好几
桌”，特别是那些巨大的牡蛎壳，大的足足有餐
桌上的菜盆子那么大，由此想象一下，足以让现
代的老饕们垂涎三尺。

“目前，我们发现的贝类中，牡蛎最多，其次
是蚶、螺、蛏、蛤，都是纯天然的。”孙国平说，这
里是浙江首度发现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
我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
贝丘遗址。

在库房里，考古队员还用有机玻璃罩罩住
了一个小土墩，上面是草编的痕迹，从它的形状
看，很可能是古人盛海贝的篓子、筐子。而在基
坑里，记者也同样看到了这样的带芦苇类编织
材料的小“土墩”。

孙国平推测认为，它可能是用于滩涂浅水
区捕鱼的鱼罩，鱼被渔民罩住后，就容易抓住
了，现在沿海渔民有的还在使用它。“我们还发
现了大量的海鱼耳石，根据动物考古专家研究，
这样的海鱼大多需要划船捕捞。”

“这里生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
民，创造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
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来
源。”在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专家论证会
上，福建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
评价说。

它是“河姆渡的爷爷”

时间回溯到 2013 年 10 月，考古队员们为
什么对王家兄弟带来的一袋泥土如此关注，是
因为它可能是一把解答“河姆渡文化起源”的
钥匙。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后，1990年考古工作者
又在杭州萧山的湘湖岸边发现了跨湖桥遗址。
据碳十四测年法，它距今已有7000-8000年的
历史，比河姆渡遗址也早了1000年。但是从跨湖
桥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工艺特征看，它似乎应
该比河姆渡遗址要晚，难道是测年有误？这个问
题困扰了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而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样品，经北京大学碳
十四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贝塔实
验室、南京大学新建碳十四实验室等进行测年，
得出的结果都是距今 8000 年上下，最早的距今
8300 年左右。

“你看这件陶器，口子边有两个小耳朵（把
手）。这个是‘遗传密码’，不会错的。”孙国平幽
默地说，从各方面判断，井头山是“河姆渡的爷
爷”，而此前考古界关于跨湖桥的疑惑也可以释
然了。

众所周知，河姆渡遗址以稻作农业遗存著
称，而井头山遗址也发现了少量稻作遗存。在考
古工地的一间工作室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郑云飞研究员正在用双筒显
微镜细细观察淘洗出的稻作遗存。

“两升土，两天时间，找到了 2600 个小穗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
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

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
穗轴还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
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
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从本世纪初在金华地区发现上山遗址开始，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考古学家们已经在浙江发现
了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浙江也成为全球研究
稻作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学者重点关注的区域。孙
国平推测，没准浙江沿海的先民早早地种起了稻
子，有稳定的食物来源，所以不需要再采集贝类为
食，这或许是浙江迄今才发现一处贝丘遗址的
原因。

不过，井头山遗址还没有完全解答河姆渡源
头之谜，因为有一个“爸爸去哪里”的缺环。上海博
物馆副馆长陈杰研究员表示，井头山到河姆渡中
间还有个空档，需要进一步研究。孙国平则进一步
框定了这个缺环所处的年代，也就是距今 7000 年
至 7800 年间，而河姆渡文化的直接来源也应当在
余姚和宁波本地已无疑。

“目前，我们基本明确了钱塘江南岸的文化序
列，是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良渚。”良渚古城发
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表
示，后续工作是将这一区域内的文化谱系与其他
区块内的文化谱系，在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上能
够对应起来。

向东是大海

与井头山遗址同时代的跨湖桥遗址曾出土过
距今8000年的独木舟，它是东亚地区最古老的独
木舟。井头山遗址也会有类似发现吗？

孙国平对此有一丝乐观。毕竟，在库房里和基
坑中，记者都看到了先民的木桨，有桨必然有舟，
只是需要机缘凑巧，才能找到。

有桨有舟就可能航海，实地考察过井头山遗
址的多位考古学者，都看出了这处遗址与海洋文
化的关系。

范雪春表示，井头山遗址信息量巨大，将来会
成为距今 8000 年前后时段中国沿海史前文化研
究的一个标尺。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闵锐研究员也认为，这是国内利用海洋资源最早
的遗址。

“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而
井头山是河姆渡的摇篮，也是南岛语族的摇篮，所
以意义非常重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
辉说，如果能找到先民的居址、墓地和人骨，那就
更为完美了。

从余姚向东，是宁波市区，再向东就是当今世
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而在历史上，古称明州的
宁波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节点。井头
山遗址的发现，也使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向前延
伸了 1000 年。

而对于自然史研究，井头山遗址也有重大意
义。陈杰说，它对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我国东部
海平面变化也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则表示，它是迄今为止
所发现的唯一一处全新世海平面上升过程中被海
水淹没、被浅海沉积物掩埋的史前遗址，可遇不
可求。

吕厚远告诉记者，研究某个区域古代海平面
变化，需要寻找典型的海面标志点，进而确定相对
海面变化。海面标志点有沉积类的，如泥炭层、海
滩岩，也有生物类的，如珊瑚礁，而这样的考古遗
址，既能作为海面标志点，也能为古代人类如何感
知并应对海平面变化过程，提供直接证据。

“目前测年证据显示，在约 8000 年前，井头山
遗址开始被海水淹没，一般认为，到约 7000 年前
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海平面相对稳定了。但是海水
准确后退的时间和过程还要进一步研究。目前，我
们还不能提供我国不同岸段、精准的局地性海洋
变化数据，这也是科学工作者正在努力的方向。而
研究古代海平面的变化，对于今天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海洋变化有警示、指导作用。这种中长尺度
的地质环境变化，需要像我们重视土壤污染、大气
污染等中长尺度污染那样，纳入政府研究的议
程。”

井头山遗址还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文化现象。
在库房里，记者看到一件木器上居然有了木插销，
有的木器是明显的榫卯结构。而山东大学教授栾
丰实就表示，像带销钉木器、斧木柄、锛木柄毛坯、
木矛等，说明 8000 年前木作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
不可想象的程度，而陶器也很先进。

挖宝寻宝，不知何时起，外界对于考古工作有
了这样一种偏颇的观感。事实上，了解我们从哪里
来才是考古更为重要的价值。对此，林留根就表
示，井头山发掘向社会展示了，考古不是为了挖
宝、挖墓，而是为了寻根、挖文化。
之所以要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是因为先人的生

活方式往往影响到今人。在库房里，记者还看到了
几件开了孔的木柄，开孔部位居然能嵌入打磨过的
石器。孙国平告诉记者：“别看现在卡得不严，只要石
器上缠上麻布或兽皮，就能紧紧地和木柄卡在一
起，现在农民的锄头和锄柄也还是这样固定的。”

从井头山向东 1 . 5 公里，是田螺山遗址，从
它向南7公里，是河姆渡遗址，从它向西不远，是同
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鲻山遗址，方圆二三
十平方公里内集中了四个重要的考古遗址点，并
不多见。赵辉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的1000年，环
境由咸水变成了淡水，这一沧海桑田式的变化非
常值得继续探索。

在井头山遗址工地现场，一筐筐泥土从基坑
中取出，用传送带送到相邻的工作区进行淘洗。王
维新已经去世了，他的妻子和王维尧还在工地上
工作，他们淘洗出的每一枚贝壳，每一块陶片，每
一枚鹿角，都会向世人展示，8000 年来的沧海桑
田，以及 8000 年前，先民就已迈出了探索海洋、眷
顾海洋、拥抱海洋的坚定脚步，这应该就是中国建
设当代海洋强国的先声。

考考古古

“河姆渡之祖”与中国海洋文化基因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大量贝壳。 本报记者冯源摄

俞燕

我小时候，爷爷常
常说起，浙江诸暨次坞
镇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革
命烈士，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和共青团的创建，
诸暨很多人都是在他的
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
的，他就是俞秀松……
那时候特别崇拜英雄人
物，就对这位英雄前辈
特别好奇，总想知道关
于他更多的故事。

后来知道了俞秀松
的故乡在溪埭村，离镇
上也就七八里路，于是
多次去了先烈故里，也
渐渐对俞秀松有了深入
了解。在溪埭村东口，一
眼就能望见俞秀松纪念
碑所在的，名为柏树山头的小山丘，四周松柏
苍翠。1999 年，在俞秀松 100 周年诞辰之际，
这里扩建成了俞秀松烈士陵园。从村口起，一
条笔直的道路延伸，山脚有之字形门阶，“俞
秀松烈士陵园”七个大字赫然在目，下用白色
大理石镌刻俞秀松烈士生平介绍。拾级而上，
就是陵园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俞秀松烈
士永垂不朽”九个大字。远望纪念碑，静静伫
立于青翠丛中，显得格外庄重肃穆。

一面是谦儒，一面是刚烈，面对马克思主
义真理，俞秀松如烈火般奉献。父亲俞韵琴对
俞秀松的品性塑成有着极大的作用。在以“耕
读传家”闻名的诸暨，受父亲影响，俞秀松和
其兄弟姐妹均为人正直刚毅，富有同情心。五
四运动时，深受先进思想引领的俞秀松成为
杭州青年运动领袖，后与同学宣中华、施存统
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以战斗的姿态对当
时的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抨击，并宣传
马克思主义，成为浙江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
旗帜。俞秀松曾言，“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
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铁骨铮铮由此
可见。

当年，俞秀松怀着“做一个有利于国、有
利于民的东西南北的人”之梦想，离开了家
乡，前往杭州、北京、上海、莫斯科、福建、广
东、新疆等地寻找革命真理。临行前，他对前
来送行的大弟俞寿乔说：我要等到讨饭佬也
有饭吃再回来。可是，他为了毕生理想食言
了 ，经此一别 ，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
家乡。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
动家，五四运动在杭州的组织者，和陈独秀同
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青年团
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国共
产党首次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
共产国际“二大”代表，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
共青团做出过卓越贡献。

他一路高举火把向前走去，走进荒芜，燃
起燎原的星火。

1935 年 6 月，俞秀松受联共（布）中央委
派进入新疆，做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工作，
成为在新疆系统传播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在
新疆，他做了两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第一次
募了 17 架新疆号飞机，送到湖北武汉战地。
第二次募捐了 5 万匹军马送到延安，支援抗
日前线。

俞秀松与张秋人等诸暨籍革命家有着深
厚的革命情谊。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觉
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
辑》记载，女革命家钱希均专门谈到俞秀松、
张秋人的革命情谊，她回忆了当时和张秋人
一起送俞秀松去苏联的情景：“我和秋人送他
上轮船。我记得他穿一套咖啡色中山装，很有
气派。在轮船上，他给秋人再一次交代工作，
有哪几个区要加强团的工作……秋人对秀松
说：你到苏联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和健康，这里
的工作请放心。”

家乡人对俞秀松充满怀念。村里的俞秀
松故居，坐落在一条铺着青石板、两侧白墙黛
瓦的小巷中。这幢建于晚清时期的四合院式
楼房，得到了很好的修缮保护。故居里面，有
俞秀松生平事迹陈列室、俞秀松半身铜像，另
有老宅的旧家具等，陈列室有毛泽东签发的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虽是
复制件，资料内容亦弥足珍贵。

在俞秀松家乡次坞镇，除了烈士陵园、故
居外，还在烈士陵园内修建了俞秀松纪念馆，
使俞秀松烈士陵园成为长三角地区著名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镇里建有俞秀松党性教育
主题公园，公园里有宣誓墙、党建故事墙、红
梅亭、先锋长廊、党史之路、红领巾长廊等，还
把当地初中改名为秀松中学。在诸暨市区陶
朱山上，有一座 8 米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山
腰的诸暨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着俞秀松等革
命烈士的照片及革命活动时的图片和遗物。
诸暨烈士纪念馆也是浙江省内著名的红色旅
游景点之一。在诸暨母亲河浦阳江畔的沿江
公园内，还建有俞秀松、宣侠父、张秋人、宣中
华、汪寿华、郑复他等革命先辈的半身石
雕像。

去年是俞秀松 120 周年诞辰，笔者牵头
策划了两件跟俞秀松有关的事：一件是召开
了全国性的纪念俞秀松 120 周年诞辰研讨
会，除了研讨活动外，现场还举行了《俞秀松
画传》首发赠书仪式。另一件是策划组织大型
电视访谈节目《丰碑永恒》，对俞秀松等 6 位
诸暨籍先烈的事迹进行展示，邀请先烈后人
和专家学者到现场访谈。

一脉赤子之心映照中华大地，生为松柏
化成甘霖。先烈留在家乡的印迹除了保护，更
应该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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