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中國」重大發現：良渚從哪來 答案更清晰
距今5500年前氣候事件 推動長江下游先民從狩獵走向平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錢江晚報及央視網報道，「良渚從哪裏來」是許多人關心

的問題。在第二屆「良渚論壇」召開前夕，國家文物局22日下午在浙江杭州召開「考古

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介紹了「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項目的最新考古

發現，這些發現為解決「何以良渚」提供了更為清晰的答案。

「考古中國」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項目組組長王寧遠介紹，「我們現在逐漸認識

到長江下游區域為什麼會在距今6,000年到距今4,000年之間逐漸走向文明化，可能和距

今5,500年的一次氣候事件是相關的。因為這次氣候事件，原來在山裏面從事採集狩獵為

主的人，他們開始走向平原，開始以種植水稻作為主要的產業部門。」當時，長江泥沙快

速沉積，太湖平原已經基本形成，且經過了長期的淡化，已經成為稻作適宜區，吸引了周

邊人口快速向這裏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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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中國首次
對外完整公布236名蘇聯籍抗日航空英烈名錄。11
月22日上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舉行《英雄
並肩 共鑄不朽—蘇聯援華抗日航空歷史專題展》
開展儀式暨徵集蘇聯籍抗日航空英烈信息發布儀
式，通過中山陵園管理局官方網站和中國官方媒體
首次完整公布這份名錄，相關信息包括英烈姓名、
職務、生卒時間。
「感謝我們先烈們的英勇奮戰，感謝他們在蘇聯

和中國土地上共同反對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
的鬥爭，才有我們國家的今天繁榮與幸福。」白俄
羅斯駐滬總領事安德烈夫致辭表示，「這就是為什
麼今天我們國家的領導人特別關注保存歷史記憶和
對年輕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原因。」

補充缺漏信息 共緬英烈事跡
據中山陵園管理局副局長廖錦漢介紹，在抗日
戰爭期間，蘇聯志願航空隊有200多名國際主義戰
士在中國大地上英勇犧牲，目前鐫刻在南京抗日
航空烈士紀念館英烈碑上的共有236名。這份名單
為1995年建碑時由相關部門收集和確認，因資料
有限，這些英烈大部分只有簡單的身份和生卒信
息，缺少照片、援華作戰情況，犧牲、安葬地等
資料。隨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名錄中的部分
錯誤也被陸續發現並勘誤。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
念館表示，希望通過此次名錄的公布，聚合國內
外的社會力量，進一步開展蘇聯籍抗日航空英烈
信息徵集工作，發現和補充現有名錄中的錯誤、
缺漏信息，尋找蘇聯籍援華抗日航空英烈親屬以
及可能遺漏的英烈名單，共同緬懷英烈事跡，弘
揚國際主義精神以及和平正義的全人類共同價
值。
與名錄一起公布的，還有蘇聯援華航空隊員斯
米爾諾夫．謝爾蓋．德米特里耶維奇上尉的照
片。1938年，他在南昌空戰中犧牲，葬於南昌。
這名航空隊員的照片為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
尋訪團隊於今年9月前往俄羅斯、白俄羅斯開展史

料徵集工作時拜訪英烈親屬所得。英烈親屬還糾正
了名錄中他姓名縮寫的錯誤。這也是該館啟動蘇聯
籍抗日航空英烈信息徵集工作以來取得的首項成
果。

中蘇飛行員並肩抗戰 相互援助
據斯米爾諾夫親屬回憶，斯米爾諾夫上尉1908年

出生於莫斯科，1926年入伍。1938年2月25日，在
南昌空戰中犧牲，葬於南昌。1938年獲紅星勳章。
蘇聯空軍援華作戰分為兩個階段。中國全民族抗戰
爆發後，蘇聯率先支援中國空中戰場。據史料考
證，1937年11月22日，蘇聯志願航空隊在南京上
空打響援華首戰。飛行員涅日丹諾夫在戰鬥中不幸
犧牲，成為中蘇並肩抗擊日本法西斯戰鬥中陣亡的
第一人。至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分批撤離
前，蘇聯志願航空隊先後有2,000多人以輪換形式
來華參戰。他們同中國空軍並肩戰鬥，有效保衛了
武漢、南昌、蘭州、成都、重慶等地，還多次襲擊

了日本陸、海軍的機場、碼頭和陣地，取得了重大
戰果，打破了日軍飛機一度壟斷制空權的局面。
1945年8月，蘇聯空軍參與對日本關東軍的殲滅作
戰，為最後擊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貢獻。中蘇
飛行員並肩抗戰、相互援助，結下深厚的戰鬥友
誼，中國人民也曾在危難之際營救來華助戰的蘇聯
飛行員們。
在蘇聯援華抗日航空英烈中，已有5名英烈被列

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退役軍人事務部公布的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
紀念館位於江蘇南京紫金山北麓，館內英烈碑目前
鐫刻4,297位中、蘇、美等國抗日航空英烈姓名。
為促進抗日航空史研究和抗日航空英烈信息徵集工
作，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於今年4月起，以分
批形式，首次完整公布中國、美國和蘇聯籍抗日航
空英烈名單，引發海內外極大關注，截至目前已新
徵集到數十位英烈資料，英烈建檔數量突破300
位。

中國首次公布236蘇聯籍抗日航空英烈名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退役軍
人事務部獲悉，日前，退役軍人事務部與韓國國
防部就第十一批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交
接工作達成一致，韓方將於11月 28日向中方移

交 43位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及相關遺
物。
中韓雙方遵循國際法和人道主義原則，從2014
年至2023年已連續十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韓中國

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及相關遺物。今年是按照中
韓雙方達成的共識實施的第十一次交接，中韓雙
方將為交接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繼續合
作。

中韓將交接第十一批在韓志願軍烈士遺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據「國家網
絡安全通報中心」微信號22日消息，近日，針
對快手公司短視頻中存在違法信息等問題，公
安機關依據《網絡安全法》規定，依法給予快
手公司警告處罰。
經查，快手公司存在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
發布或者傳輸的信息未及時處置，以及落實青
少年模式不到位等情況，導致違法信息擴散，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違反了《網絡安全
法》相關規定。公安機關依法對快手公司給予
行政處罰，責令其全面落實青少年模式，全面
排查清理違法信息，並依法依規處置違法違規
賬號。
國家網絡安全通報中心要求各互聯網平台引
以為鑒，舉一反三，切實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
理主體責任，嚴格落實網絡實名制，加強源頭
治理、綜合治理，有效防止違法信息傳播，堅
決防範違法信息對未成年人造成侵蝕危害。

快手公司被警告：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當局勞
動事務主管部門1名公務員疑因遭職場霸凌而
自殺的事件持續發酵，台當局行政機構22日通
報，勞動部門負責人何佩珊請辭獲准。島內輿
論認為，該事件揭開民進黨「裙帶政治」黑
幕，暴露執政者用人唯親唯私、官官相護的醜
陋行狀。
11月4日，台勞動部門下轄單位1名吳姓公
務員被發現在辦公室自殺身亡。其家屬發文表
示，感到萬分哀痛、震驚，想知道其在工作上
發生了什麼事、受到什麼巨大壓力。據島內媒
體報道，死者母親得知愛子生前慘遭霸凌，痛
哭要求還以清白。
事發半月後的19日，台勞動部門才召開記者

會公布調查結果稱，死者生前長期超時工作，
處於高壓、挫折感狀態，確認其所在單位時任
負責人謝宜容確有職場霸凌情況，且情節重
大，但無法證明直接對死者進行了霸凌。此表
態隨即引發島內社會譁然，輿論痛批調查避重
就輕。

台當局職場霸凌案發酵
勞動部門負責人請辭獲准

良渚古城遺址位於現浙江省杭州市，良渚文化
的年代為距今5,300—4,300年，持續發展約

1,000年，被譽為「中華第一城」，2019年7月6
日，良渚古城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寧遠介紹，
在距今6,000年前後，長江下游地區社會複雜化進
程加速，出現了凌家灘、東山村等中心聚落，邁
入了「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在距今5,300年左
右，良渚文明興起後，長江下游地區進入了「古
國時代」的第二階段。

稻作農業發展 促進江南深度開發
本次發布會聚焦長江下游區域在中華文明起源
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考古發現和最新科研成
果。項目組通過對凌家灘、寺墩、福泉山、玉架
山、良渚等中心聚落和中初鳴、磨盤墩、柘林、
大榭等遺址的系統發掘和多學科綜合研究，對長
江下游區域文明整體進程的認識得到顯著提升。
對從崧澤到良渚的演進發展的動因、過程有了較
深認識，對各中心聚落的結構和演變有了進一步
了解，豐富了對良渚晚期社會多元性的認識，形
成區域文明模式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為：稻作
農業發展，促進了江南地區的深度開發，促進了
私有制的產生，形成了明顯貧富差異。
「良渚古城的各類資源和人口皆由外部匯入，
其影響力和發達程度超乎想像。」王寧遠說，近
年來的考古發現，不但良渚古城裏的居民來自多
地，同時，它的物資也來自多地。它周邊的聚落

分工精細，有從事石器生產，也有從事玉器生
產。發達的稻作農業促進了社會分工和手工業的
專業化。

資源八方匯聚 人口跨文化區匯集
「我們過去一直覺得良渚古城很大，裏面住着

很多人，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可能跟我們想像的不
太一樣。」比如，古城裏的池中寺遺址發現了兩
大片碳化稻穀堆積，經過測算超過了39萬斤，但
考古隊員在古城遺址內外做過專門的良渚文化稻
田的鑽探和調查，至今沒有發現任何水稻田的跡
象。這說明住在城內的良渚人，不種水稻，「城
裏人」並不從事農業生產。那糧食從哪裏來？
這幾年，考古隊員對池中寺糧倉碳化稻米專門

做了DNA分析，發現可以分為6組，說明稻米來
源於不同的產地。古城出土的豬骨，也開展了鍶
同位素分析，顯示有3處來源，其中一處可能遠到
嘉興地區。
以上研究顯示，良渚古城是一個糧食、肉食等

資源完全依賴外部輸入，人口跨文化區匯集的超
大型城市。「幾乎所有的資源都從四面八方匯聚
而來，城裏有貴族、高端手工業者，就像我們現
在一樣，這個人是做芯片的，但是沒有基層的生
產者，說明整個社會的糧食生產已經很豐富，足
夠養活這些從事專業的人，所以手工業專業化程
度很高，也促進了社會發展。」

大聚落變成小聚落 小集體裏開展大生產

王寧遠說，通過對各地區工作的總結，我們對
從崧澤到良渚的演進發展的動因、過程，以及各
階段中心聚落的結構和演變有了較深認識，豐富
了對良渚文明社會多元性的理解。

北京大學趙輝教授表示，長江下游遺址從大聚落
變成了小聚落，說明生產力水平在提高，人們可以
在更小的集體裏開展大生產，同時社會共識增強
了，否則就不會凝聚起文明程度更高的良渚。

●白俄羅斯駐滬總領事安德烈夫與（左二）與俄羅
斯駐滬副總領事日日金（左一）在參觀14名蘇聯援
華航空志願隊隊員榮獲蘇聯政府授予「蘇聯英雄」
稱號展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白俄羅斯駐滬總領事安德烈夫（右一）與俄羅斯
駐滬副總領事日日金（前排右三）在航空烈士公墓
區了解蘇聯籍英烈信息徵集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凌家灘出土
最大石鉞。

網上圖片

◀寺墩遺址
發掘現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