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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远古社会“百科全书式”遗址
东亚现代人从哪里走来？四川省资

阳市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为解开这个谜

题提供了系统性的全新证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

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濛溪河遗址群

第一地点（即濛溪河遗址）距今 8 万至 6

万年，是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遗址

饱水的埋藏环境如同时光胶囊，将远古

人类的生活画卷完整定格，是国际罕见

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物与植物遗

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

在这里，肉、菜、果、药俱全，早期现

代人的完整“食谱”惊艳世界。石器、骨

器及木器上多样的刻画和穿孔是东亚首

次集中性、系统性出现的象征性行为证

据，结合动植物等其他发现和利用证

据，展现了东亚早期现代人意识及社会

行为的复杂性。

浙江仙居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

万年稻作农业的实证
下汤遗址贯穿新石器时代的始终，

2.5 米厚的文化层堆积浓缩了人类五千

多年的生活图景：从下往上，依次留下

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

好川文化四个阶段古人类的生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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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年前的浙江古村落什么样？考

古发现为人们还原了上山文化土台林

立、环绕中心台地的聚落形态及其动

态发展的过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馆员仲召兵介绍，在下汤遗址

的北部和东部发现 10 多座上山文化时

期的人工堆筑土台，基本呈南北向排

列，构成上山文化时期最为醒目的聚

落景观。“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

会组织单元，是上山文化及早期稻作

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重

要突破。”

“遗址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

的聚落形态和结构，为我们研究南方地

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标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点评道。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马家窑
文化聚落：

彩陶巅峰的创造者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寺洼山村，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在这里

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

大型墓地。

“黄河上游地区在文明探源的很多

重要问题中模糊不清，马家窑是一个切

入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

研究员郭志委说。

“遗址为我们展现了距今 4800 年前

后黄土高原西部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

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

起 源 和 早 期 发 展 的 新 高 度 。”陈 星 灿

说。郭志委介绍，聚落中首次发现史前

时期近方形的三重“围壕（沟）”，其始建

和主要使用年代为距今 5000 年前后，应

是经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马家窑文

化“国家工程”。

马家窑文化为何能成为史前彩陶

生产和使用巅峰的创造者？本次考古

发 现 为 回 答 这 一 问 题 提 供 了 更 多 线

索。“围壕”内侧存在多处制陶区，可能

是区域性制陶中心。郭志委认为，这极

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

的内容及模式。马家窑文化所处的黄

河上游地区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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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

其他方面的不足，同样达到了较高的文

明化程度。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青藏高原发现全新的考
古学文化类型

玛不错遗址位于中印、中不边境的

西藏中南部，具体位置在康马县嘎拉乡

政府驻地东北面的玛不错湖岸，地处喜

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 4410 至

4430 米，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

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

序列最清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

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夏格旺堆介绍，在这里惊喜地发现了一

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玛不错

文化”。这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

的又一座里程碑。

高原环境对人类生存不太友好，但

玛不错先民进化出较高的适应性——相

对发达的上肢肌肉、高度的牙齿磨耗、

极低的龋齿率，以及那些与营养相关的

常见骨骼病症的缺失，表明他们可能通

过渔猎的方式获得了稳定的肉食资源，

并维持了较高的营养水平，展现玛不错

先民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玛 不 错 遗 址 位 于 高 原 与 南 亚 交

界，处在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在这里

发现了一批具有明确出土层位的外来

遗存，包括稻、粟、黍、海贝、象牙、羊、

青铜器、滑石珠、红玉髓等。这些发现

填补了高原地区跨大陆文化交流的诸

多空白，映照着雪域先民与其他文明

的对话，表明高原上存在畅通的“物流

网络”。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中原与长江的青铜交流枢纽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北

郊，为商代早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

文化面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是探索长

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考古人员揭示出以盘龙城为中心

的商代长江中游“青铜交流网”。考古

项目负责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孙卓介绍，城址区西侧发现铸铜手工业

作坊遗存，展现出从制范、浇铸、冶炼到

修整铜器的整个生产流程，表明早商时

期地方城市能够获得青铜资源、铸造青

铜器。多学科研究表明，这里铸铜手工

业的金属物料可能来自赣北的瑞昌地

区，而且原料和技术上与中原郑州存在

高度的一致性，首次以实物资料证明了

长江以南铜矿资源带、盘龙城商城和郑

州商城在青铜资源上的交流互动，勾勒

出一条连接中原与长江中游的“青铜走

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进

一步指出：“商王朝制造青铜容器的技

术很可能是从这里传向了三星堆。”

围绕以青铜为代表的资源，长江中

游以盘龙城为中心，形成了地区资源和

产品的流通网络，并且这种物料流通受

到中原商王朝的影响和控制。“这表明

盘龙城城市应是中原王朝向南经略的政

治中心，深刻展现出长江流域早期文明

的发展以及长江、黄河流域文明的统一

进程。”孙卓说。

安徽淮南武王墩战国晚期

一号墓：

末代楚王大墓现世
武王墩一号墓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

的高等级大型墓地，拥有占地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的独立陵园，四周由周长

近 5000 米的围壕围合而成。豪华陵园

之外，主墓西侧分布有大型车马坑、大

型陪葬墓，陵园南部还有大量祭祀坑。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将其概

括为“江淮遗珍，楚风绝唱”，认为其为

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

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

一号墓是墓主人长眠的主墓，十分

豪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宫希成介绍，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的“甲”

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土坑近正方形，

边长约 23 米，中部由长条形枋木垒砌

“亞”字形木椁室，呈十字形的“九宫格”

状。墓主人就安眠在中部的方形棺室。

一号墓棺室东西南北分列 8 个边室，北

室是乐器库，南室是兵器库，东室是礼

器库，西室出土大量木俑，应是模拟墓

主人生前出行仪仗和乐舞队。

如此高规格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何

身份？东Ⅰ室出土的部分铜器上有铭

文，其中包括“楚王酓前”各类自作器，为

确认墓主身份提供了宝贵线索。考古学

者结合文献史料、出土文字材料等综合

分析，初步判断该墓主人是《史记·楚世

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成语“毛遂

自荐”中，毛遂出面游说的楚王便是他。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确认先周都邑所在
以往，学界多认为周原遗址应是古

公亶父迁岐之地，但缺乏明确的先周文

化高等级遗迹来实证。近年来，周原考

古以寻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型建筑

为重点，发现了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

土建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

介绍，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之一的一

号建筑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

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为确证周原为

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

近年考古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城、

小城和宫城的三重城墙，这些发现揭示

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宫城南

墙外的壕沟里，发现卜甲、卜骨残片 213

片，初步辨识出刻辞 295 字，种建荣说，

这是继周原、周公庙遗址之后，发现西

周甲骨文字数最多的一批，意义重大。

“这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周王朝和各个

诸侯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王

巍评价道。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
河泊所遗址还原了中原王朝在云南

设置的益州郡的面貌，也是统一多民族

国家形成的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可能上演了一部“双城

记”——考古在这里发现了古滇国都邑

与汉益州郡治的线索。云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目前在

河泊所遗址西部已发现居住区、祭祀

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该区域

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

所遗址东部，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郡治

的线索。

在这里发现了两汉时期的封泥 1900

余枚，简牍 5 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 5000

余枚，是云南目前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出

土文献，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

十四县”等历史史实，为人们描绘出西

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

格局的历史过程。四川大学教授霍巍指

出，西汉中央王朝一边实行郡县制的管

理，一边继续对滇王册封，实施了较为

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

略，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和平

性的生动注脚。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佛教中国化的见证
莫尔寺遗址是我国古代西域的重

要佛教寺院遗址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我

国发现位置最西、年代最早的大型地面

土建筑佛寺遗址，提供了我国早期大型

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的典

型样本。

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

处，是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中央民

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

教授肖小勇介绍，遗址最早建筑年代早

到 1 世纪，说明此时佛教已传入我国。

由于位于丝路枢纽地带，寺院建筑

和出土遗物中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

亚、新疆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宛

如“文明调色盘”。遗址出土的一件面

相丰满的石膏佛像融合了犍陀罗和中原

佛像特征。另一件六趾佛足木雕，使人

联想到《隋书》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

的记载。结合寺院的规模、等级，推断

其为疏勒王室寺院。

莫尔寺的发现实证了新疆地区多种

宗教并存，见证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

效管治和宗教管理。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的
开端

琉璃河遗址分布范围约 5.25 平方公

里。80 年来，考古人接续努力，为人们

勾勒出三千年前北京城的样貌。遗址是

西周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是北京地区

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也是目前国

内发掘时间最长、发掘规模最大、发掘

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

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

近年来，琉璃河遗址外城墙和外城壕的

发现，明确了西周燕国两重城垣结构，

将城址规模由以往认为的约 60 万平方

米，扩大至百万平方米以上。王晶特别

谈道，周原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

等规划特征与琉璃河遗址相同，反映了

分封制下西周王朝有力的国家统治和边

疆治理。

在琉璃河遗址作册奂的墓中出土

了一些青铜器，上有铭文“太保墉燕”，

记载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亲自主持

燕都营建，这是关于北京建城史的最早

记载。

本次发掘还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

原了古代家族树。“这是研究古代家族

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开启了一

个研究新范式、新领域。”雷兴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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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亮点扫描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外城墙和外城

壕北段航拍照片。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 M17 出土的金片绿松

石镶嵌饰。

考古人员在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现场进行发掘和采样。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出土的第二期遗物（石质、骨质、金属装饰品，骨针、

滑石珠、红玉髓、玻璃珠等）。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出土的陶器。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王家嘴一

号建筑遗址。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

大佛脸。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

址出土的纪年简牍。

安徽淮南武王墩

一 号 墓 木 椁 室 布 局

（周边盖板揭取后）。

在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的一处探方里，可以看到它经历了

4 个新石器文化阶段。

日前，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内容丰富多样，

从史前聚落遗址到都城遗址，从中原到边疆，从新发现的遗址到持续发掘研究半个世纪以上、“老树开新花”的遗址，涵盖甚广，

是中华文明博大气象的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