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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

代遗址

勾勒长白山远古人

类之家面貌
残雪还在，体型不同的动物正在活

动……这是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廷在汇报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掘成果

时展示的一张图，将大家的目光拉回至

数万年前。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坐落在

长白山东麓，图们江与红旗河交汇的玄

武岩熔岩台地之上，是目前东北亚地区

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

年代距今 5 万至 1.5 万年，文化层分为 3

个阶段。

“经过连续 4 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目前为止，出土石制品及动物化石 2 万

余件。”徐廷说，“其中，出土了东北亚最

早的压制细石叶技术产品和刃部磨光石

器，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带刻划痕迹骨

片和石雕塑，发现了可能与古人类居住

相关的石圈遗迹以及对于动物骨骼的利

用行为。”

距今 5 万年至 3 万年，这里就开始使

用黑曜岩原料制作石制品，是目前世界

范围内最早开发利用黑曜岩原料的遗址

之一。“黑曜岩原料的来源主要是长白

山，但也有少量外来原料。”徐廷说，“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发现了大量哺乳

动物化石，保存状况较好，可鉴定种属

包括鹿、野牛、野马等。另外在 1 件长骨

碎片表面清晰可见浅线条刻划痕迹，将

骨片分为上下两部分，是目前东北亚地

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线雕骨器。”

距今 2.8 万年至 2.4 万年，已经采用

压制法进行剥片，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发

现年代最早的采用压制法剥制细石叶的

遗址之一。“2024 年，我们还发现了一组

人工石圈遗迹，初步分析应为古人类简

易棚屋遗存。”徐廷说。

时间来到距今 1.7 万年至 1.5 万年，

包括楔形、船形等多种类型的细石核和

压制剥片的石叶石核等，预制精细，形

态稳定，工具以雕刻器、端刮器为主，标

准化程度高。此外，该阶段发现的赤铁

矿材质的石雕塑以及疑似石容器残片，

均是同时期东北亚地区同类遗存中最

早的。

徐廷表示，和龙大洞遗址拥有中国

长白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年代最早、

最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

“石制品形态规整、制作精美、技术成

熟，是开展石器技术、功能研究的绝佳

载体。此外，线雕骨制品、疑似棚屋、局

部磨光石器石质雕刻品等遗迹遗物的发

现也是古人类技术革新、文化发展的重

要见证。”

专家表示，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现

不断刷新学界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

亚古代人群生产生活方式的既有认识，

对于探讨东北亚史前文化演化与互动、

人群扩散与环境适应以及细石叶技术的

起源等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

代遗址

初步呈现万年下汤

远古村落的图景
“作为稻作文明摇篮的长江流域，从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到湖南彭头山、八

十垱等遗址的发掘，再到 21 世纪初上山

文化的石破天惊，不断刷新人们对长江

流域史前历史的认知。”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仲召兵的汇报从下汤

遗址开展考古发掘的学术背景说起，

“上山文化的发现，明确展示了万年之

际，人类定居与水稻栽培的紧密结合和

同步跨越。”

近年，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溯源演

进，衢州皇朝墩、澧县李家岗在早期水

稻田体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

是，早期稻作文化遗址面临的一个关键

问题是：因发掘面积小、保存状况差等

原因，其聚落形态成为我们深入认识其

社会结构的制约，需要选择典型遗址进

行‘解剖麻雀’的探索。下汤遗址就是

在这一背景下开展工作的。”仲召兵说。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

县，是目前上山文化中分布最南端的遗

址。遗址四面环山，东西临水，发现于

1984 年，面积约 3 万平方米，目前已累计

考古发掘面积达 2250 平方米，发现了壕

沟、人工土台、器物坑、房址、食物加工

场所、红烧土“广场”、沟渠等遗迹，出土

上山文化时期遗物 400 余件，初步呈现

了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

点评表示，这一遗址全景式地展现了早

期稻作农业社会的丰富场景。

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 2.5 米，包括上

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

文化四大阶段，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

终。

考古发掘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揭示

出更多的细节。据介绍，下汤遗址植物

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下汤遗址整个新

石器时代利用的主要植物资源为水稻，

果实是重要的补充性资源。在杂草组合

方面，莎草科在上山至河姆渡阶段占据

着主导地位，到了好川时期藜属的大量

出现才改变这一格局。“这或许暗示了

作物种植策略的某种变化。而相关分析

则显示，上山阶段就已达到了较高的驯

化率。”仲召兵说。

专家表示，下汤遗址是我国万年文

化史的重要实证，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

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

料；它展示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

全新聚落格局和社会组织结构，是中国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

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为

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

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样本。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

窑文化聚落

展现 5000 年前黄土

高原西部早期社会发展

水平
从地理位置上看，寺洼遗址位于甘

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遗址西靠

九龙山，面向洮河，遗存主要分布在山

前平缓坡地上，发现有马家窑文化、齐

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辛店文化遗存，

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

“1924 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

1945 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

说，“2018 年至 202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对寺洼遗址进行了 7 次发掘，揭露面

积近 4000 平方米，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

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郭志委介绍，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

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以高水平专业化

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重视商

业和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

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

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它作

为黄河上游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涉及

地域广、影响范围大，距今约 5000 年至

4000 年。“寺洼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确

认了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

该聚落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

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

从考古收获来说，寺洼遗址马家窑

文化聚落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

布局的大型“围壕（沟）”，其始建和主要

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

5000 年，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多重近方形

“围壕（沟）”结构。“此外，还发现近百座

房址、大量灰坑和窖穴、十余座陶窑及

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

‘人工堆土’的线索，体现出寺洼遗址马

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丰富内涵。”郭志

委说，“‘围壕’内侧发现多处手工业生

产生活区，凸显出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

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制陶区布局新颖，

很可能是区域性制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

表示，马家窑文化被发现距今已有百

年，但人们对马家窑文化仅知大概时空

框架，其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

模糊不清。寺洼遗址的发掘，对于完善

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分期谱系、深入了解

其手工业状况和对外扩散动因有重要价

值。它展现了 5000 年前黄土高原西部

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

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

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极大丰富了中华

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

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

为判断其为灭商前

周 人 都 邑 提 供 了 关 键

证据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

于岐下。”《诗经·大雅》记录了周人迁岐的

故事，此处“岐下”即为岐山之南的周原地

区。自此，周人在岐下生产生活，步步壮

大，为周的兴盛与伐商，奠定了基础。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

北部交接处，是从先周时期开始一直延

续整个西周时期的一处大型都邑聚落，

是周王朝崛起和建立后最重要的遗址。

从 1942 年起，几代考古人接续探索，逐

步揭开该遗址的神秘面纱，让历史记载

得到了考古的呼应。1982 年，周原遗址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介

绍，为进一步揭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

落结构，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周原遗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以寻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

型建筑为重点，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

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实现了

聚落考古的重要突破，取得了一系列考

古成果——发现了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

筑群以及西周时期宫城、小城、大城三

重城墙，出土了 200 余片卜甲、卜骨，初

步辨识出刻辞 180 字，这些甲骨文涉及

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方面，对解开相

关历史谜题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建筑遗址是记录文明的载体，也是

认识文明的维度。“先周文化大型夯土

建筑的发现，填补了以往周原遗址先周

时期高等级遗迹的空白。通过一系列考

古证据可以判定，周原遗址就是古公亶

父迁岐之地。”种建荣说，“三座城垣的

发现，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

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

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这

是周原遗址和西周都邑结构与形态的重

大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出土的甲骨中，卜

甲、卜骨共存，背甲多、腹甲少，文字方

向多样。“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周王‘呼

令’诸侯等。首次发现月相名‘朏’，这

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对于研

究早期月相与历日、复原西周年代等问

题有重要价值。此外，首次在甲骨文发

现的‘秦人’刻辞，是迄今对秦的最早记

载。”种建荣说。

专家表示，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

群的发现，为判断周原遗址为灭商前周

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周原大城、小

城、宫城三重城墙的发现，特别是宫城

南门与大城东门的发掘，不仅促进了对

周原聚落形态与性质的认识，更提供了

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

期一号墓

墓主人初步确定为

战国晚期的楚考烈王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

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

型墓地。“2020 年，武王

墩 考 古 工 作 启 动 。 前

期 勘 探 100 万 平 方 米 ，

基本摸清陵园布局……

2024 年 11 月 至 12 月 ，

拆 解 提 取 木 椁 室 椁 墙

及 底 板 ，清 理 墓 坑 底

部 。”安 徽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馆 员 方 玲 介 绍

了 从 2020 年 至 今 的 考

古发掘工作。

这期间，安徽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协调国家

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

考古机构、高校参与，开

展武王墩主墓（一号墓）

的考古工作，对其进行

了发掘，确认该墓为一

座大型的“甲”字形竖穴

土坑墓，由封土、墓道、

墓圹、椁室（棺室、边室）

组成。

据方玲介绍，武王

墩 一 号 墓 的 木 椁 室 ，

是 考 古 发 掘 首 见 的 结

构 完 整 的 九 室 多 重 棺

椁 ，是 讨 论 战 国 时 期

楚 王 棺 椁 分 室 制 度 和

多重棺椁的重要样本；一号墓的棺椁

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格式大

体 一 致 ，内 容 存 在 差 异 ，是 目 前 发 现

数 量 最 多 、等 级 最 高 、内 容 最 丰 富 的

楚国墨书文字；一号墓还出土了基本

完 整 的 礼 容 器 、礼 乐 器 组 合 ，是 讨 论

楚 王 丧 葬 礼 制 中“ 器 用 制 度 ”的 重 要

资料。

“其中，出土的九件束腰平底升鼎与

八件铜方座簋搭配，构成了九鼎八簋最

高等级的器用组合。此外，目前已在礼

容器的内容物中鉴定出动物遗存 17 种、

植物遗存 13 种，动植物遗存保存状况良

好，为了解楚国丧葬祭祀活动中的鼎实

制度、楚国生业经济、饮食情况提供了

重要资料。”方玲说，“乐器面貌与战国

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

型组合编钟被数量庞大的丝竹类乐器取

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代楚国礼乐文化

的发展演变。”

数据 显 示 ，经 过 近 五 年 的 考 古 发

掘与近半年的资料整理工作，武王墩

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 1 万件，数量十分

庞大，种类包罗万象。其中，武王墩一

号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非楚国

文化因素的器物，比如以铜豆、铜圆壶

为代表的三晋文化器物，以漆木耳杯

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等。这些文物生

动地反映出了战国时代各区域文化间

的密切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生动体现。

武王墩一号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

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

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墓主人是谁？据方

玲介绍，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出土

器物风格与组合、古文字资料、人骨初

步鉴定结果、历史文献等资料，初步确

定一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晚期迁都寿春的

楚考烈王熊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良高表示，武王墩墓的考古发现为研

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

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

的考古资料。

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

业遗址群

揭示了明清两代御

窑厂的历史变迁
位于江西的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

而名。其域内分布有大量瓷窑址遗存，

这些遗存描绘了当时的瓷业发展面貌。

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馆员李兆云介绍，景德镇市元明清制

瓷业遗址群 2024 年度考古发掘涉及 14

个遗址点，分别关注镇区瓷业发展、原

料来源产区、燃料来源产区、道路交通

网络、多元宗教信仰等方面，具体包括

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高岭瓷土矿

遗 址 、东 埠 明 清 码 头 和 古 街 、建 溪 码

头、刘家下弄、泗王庙等，发掘面积超

过 2000 平方米，遗存时代从南宋晚期

到近现代。

目前为止，各发掘点均取得重要收

获——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和观音

阁窑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明清两代御

窑厂的历史变迁和南宋至近代镇区民窑

的发展脉络；原料产区和燃料产区是景

德镇地区此类遗存首次进行的科学考古

发掘。其中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发掘，发

现了 3 期与瓷土开采加工相关的实物遗

存；刘家下弄、詹家下弄、狮子下弄道路

交通网络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景德镇因

瓷业发展导致的城市变迁；泗王庙、天

后宫和清真寺的发掘，说明因瓷业发

展，区域间的文化交互加强，因而产生

了多元的宗教信仰。

值得 一 提 的 是 ，建 溪 河 是 景 德 镇

窑柴的重要产区，通过对建溪码头和

樟村坞码头的发掘，揭示了码头的建

筑 结 构 。“ 窑 柴 供 应 地 的 扩 大 实 证 明

清 以 来 景 德 镇 瓷 业 的 持 续 兴 盛 。”李

兆云说。

李兆云表示，通过此次考古发掘，

首次考古证实了景德镇的城市布局；

证实了宋朝景德镇全镇区已经存在广

泛瓷器生产，同时从宋代至清初因瓷

器生产和窑业垃圾填埋导致前街（中山

路）以西江滩的地貌变化情况；厘清了

从宋到清的瓷业手工业发展不同阶段在

景德镇的变化情况，尤其是明代中期到

晚期和清代前期的两次社会大分工，实

现了瓷器生产内部的分工和原料加工外

迁以及产品销售的分工；进一步证实御

窑技术对景德镇瓷器生产在明代晚期后

的深刻影响：带动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技

术的整体提高，为景德镇成为“瓷都”奠

定了技术基础。

专家表示，上述发现可为研究 600

余年间景德镇瓷业面貌、聚落扩展、城

市结构与管理、人群组成和信仰、原料

开采与加工运输、景德镇市内手工业分

工与形态的变化、御窑和民窑的关系、

市场需求对景德镇产品的影响等内容提

供第一手资料。

赵晓霞/文 新华社/图

它们何以入选“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是怎样的”“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谁”……日前，
“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上
揭晓，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临洮县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
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6个项目入选。这些项目时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
明清时期，展现了我国考古工作发掘与研究并重等特点，刷新了相关历史认知。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盖板上的墨书文字。

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第三阶段出土的细石叶技术产品。

浙江仙居县下汤遗址北区人工土台及器物坑。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南段东侧“围壕”解剖沟西壁

剖面（上为外圈，下为中圈）。

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王家嘴一号建筑遗址。

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樟村坞清代晚期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