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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身标本里嵌着贝类生物的
壳体

据志书记载，吴淞江以南有沙冈、
竹冈、紫冈等三条冈身，其中位于今闵
行区马桥到今金山区漕泾镇一带的沙
冈年代最为久远，也是几条冈身中最西
面的一条。这条冈身遗址为南北走向，
长约40米，宽约20米，面积约800平方
米，经14C同位素测定，形成时间为距
今6400年。2005年10月26日公布为
金山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6月8日的中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位于金山区漕泾镇的冈身遗
址展示馆正式开馆，通过实物资料、图
片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方式，分别从冈身
的简介、分布、形成等方面生动地展现
了冈身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发展之路。

冈身事实上就是海岸线，一侧是陆
地，一侧是海水。走进漕泾镇沙积村的
冈身遗址展示馆，耳畔传来影音播放的
海浪声，海浪拍打着岸边，似乎在用独
特的语言将千百年前的故事娓娓道
来。行走在贝壳铺就的地面上，展示馆
序厅就能看到展馆主题：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陆地。“展示馆很直观地让人看
到上海如何从海变成陆，其实在追根溯
源梳理上海的文明发展过程中，自然环
境也是一个角度。”金山区博物馆馆长
余思彦表示。

序厅C位展示的是一块漕泾镇冈
身标本，仔细看能在标本上找到远古贝
类生物的壳体。余思彦介绍，标本采集
于漕泾镇沙积村，仔细看，岩石中夹杂
镶嵌着相当多的已经钙化的贝壳类踪
迹，“冈身里除了淤泥和砂石外，还藏着
很多贝类生物的遗骸。冈身中的贝壳
属种有兰蛤、毛蛤、蛏、近江牡蛎、织纹
螺等近二十种，其中以兰蛤最占优势，
个体数量一般占比超过50%。”

展示馆这一部分还设置了“冈身里
藏了什么？”互动按钮，按下牡蛎、蛏等
按键，就会跳出相应的图片。一些参观
完的市民笑着感叹，蛤蜊炖蛋、爆炒蛤
蜊、炒海瓜子、牡蛎煎蛋、葱油蛏子，这
些大家现在喜欢吃的贝类美食，原来早
在6400年前就已经有了。

高宅基，上海地面上仅存的
冈身遗址

由于长期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冈
身几乎荡然无存，只有位于金山区漕泾

镇沙积村高宅基处的冈身有幸被保存
下来，它是上海地面上仅存的冈身遗
址，是上海唯一一处保留的古生物沙冈
遗址，也是长江下游地区古海岸线历史
变迁的实物见证。

记者跟随余思彦走出了冈身遗址
展示馆，拐入沙积村的川沙港，沿着小
河边的栈道一路前行就能到达沙积村
高宅基处。竹篱笆围成的院子里，这栋
小楼目前已经无人居住，小楼边竖立的
石碑写有醒目的“冈身遗址”，这是金山
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10月 26日公布
的金山区古文化遗址保护地点。石碑
上还贴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能跳转至
金山博物馆的科普页面，页面罗列了冈
身遗址所属街镇、地址和简介。

“你们来看，这里一带就是冈身。”
余思彦从院子的平地缓步走到靠小河
边的斜坡上，他捡起一根树枝轻轻扒拉
了斜坡上的泥土，俯身仔细一看，发现
除了砂砾，还有点点白色，就是各种贝
类的壳体。

在金山区不靠近海边的村落泥土
里，还能看到海洋贝类的壳体，很是神
奇。那冈身形成需要哪些条件？余思

彦介绍，冈身的形成需要具备泥质海
岸、丰富的贝壳来源、海水侵蚀潮滩三
个必要条件。“上海的海岸就是淤泥，俗
称铁板沙，满足泥质海岸的条件。”淤积
物纵向推移形成陆地，并使沙咀不断向
南延伸，横向推移则堵住了入海口使河
流沉积作用相对减弱。与此同时，海浪
和潮汐作用相对增强并不断侵蚀陆
地。海浪带来了贝壳和因为拍击而形
成的贝壳碎片，在岸边堆积下来，于是
在沙咀前缘形成了与海岸线平行的由
沙和贝壳残骸组成的沿岸堤，这就是冈
身形成的过程。

2000年时间长河，人类活动
东移20公里

“冈身遗址对我们了解上海先民的
生活和居住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余思彦说，沙积村的古冈身遗址是上海
可考证的最早海岸线，见证了长江下游
地区古海岸线历史的变迁。通过冈身，
建立了上海现代文明与6400年前时空
的联系，更是承载着深厚的自然与人文
历史。

他表示，古人择高而居，冈身成为
早期人类活动分布的界限，从当下考古
学来看，冈身以西分布有人类早期的考
古学文化遗址，在冈身以东的地区则比
较少，这也可以理解为冈身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东缘线。冈身以西既是上海最
早的人类生活之地，又是上海最久的人

类常驻之地。特别是淞南冈身以西地
区是上海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
遗址的富集区，按照时间的先后序列，
发现包括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
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
化诸遗存。按所属时间的早晚，这些古
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出逐渐东扩的趋
势，验证了先民从冈身以西地区逐渐向
冈身地带乃至冈身以东平原地区迁徙
的文明发展之路。

也有学者在论文中提到，在距今
6000年前至4000年前，2000年的时间跨
度里，人类的活动向东移动了20公里，

“2000年20公里，人类的活动范围在扩
大，通过冈身能了解到上海先民是如何
一步步从西面走向东面的，这是人类发
展的脚步。同时通过冈身的成陆还能测
算出上海成陆的速度。”余思彦说。

整个冈身遗址展示馆展陈设计新
颖，文字介绍深入浅出，目前已经成为
青少年科普基地。随着冈身遗址展示
馆的开馆，金山区漕泾镇还发布了
Country walk 自然与人文历史研学线
路，以“冈身遗址展示馆-漕泾中草药科
普馆-漕泾郊野公园-沧海盐田盐文化
博物馆”为行走线路，从见证上海6400
年的历史文脉和自然变迁史的冈身遗
址展示馆到沧海盐田盐文化博物馆，沿
途全方位体验文化研学路线，为青少年
科普展示，也唤起更多人守护冈身的责
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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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冈身见证上海沧海变桑田

冈身是什么？冈身是上海等沿
海地区特有的地理现象，在海浪作
用下，死亡的海洋贝类生物的壳体
和泥沙积聚形成沙脊。位于金山区漕泾镇沙积村
的高宅基冈身，是上海地面上仅存的冈身遗址，是上海唯一一处保留古生
物的沙冈遗址，也是长江下游地区古海岸线历史变迁的实物见证。冈身是上海
远古文明的摇篮和“孵化器”，金山区也在今年向市民开放了冈身遗址展示馆。“我
们不能忽略上海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了解冈身，考证上海最早海岸线，就是了解上
海成陆过程，知晓冈身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金山区博物馆馆长余思彦感叹。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位于漕泾镇沙积村的高宅基冈身是上海唯一一处保留的古生物、沙冈遗址。 青年报记者 郭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