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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填补研究空白
刷新历史认知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哪些研究空白被填补？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添了哪些实证……日前，“2022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湖北十堰
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
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庆
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安阳市殷
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云南昆明市河泊
所青铜时代遗址、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
瓷窑址等6个项目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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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梁子遗址因曾发现两具
古人类头骨化石（‘郧县人’1号和‘郧
县人’2号）而闻名。为解决相关学术
问题，也为活化历史场景等，2021
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

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新一轮
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陆成秋对学堂
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介

绍从该遗址的发掘缘起切入。
从地理位置看，学堂梁子 （郧

县人） 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坐
落于汉江北岸、曲远河口西边。

据陆成秋介绍，遗址保存了 100
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是
一处集古人类、古动物和旧石器遗
存于一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89年
至 2008 年，曾开展过 5 次考古发掘工
作，发现了“郧县人”1号和“郧县人”2
号头骨化石、丰富的动物化石以及
石器遗存。

对陆成秋来说，2022 年 5 月 18
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距“郧县
人”1号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在
相距33米远的考古发掘地层壁面上，

“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时隔半年多，
2022 年 12 月 3 日上午 9 时许，“郧县
人”3号头骨化石被顺利提取出土。

“非常难得的是，3号头骨没有明
显变形，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
的两具头骨更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弥
补了前两具头骨变形带来的缺憾。”
陆成秋说。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王幼平看来，此次新发现有助于推
动对中国境内及东亚直立人来源和
发展方向的认识，对全球人类演化
系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

相关专家表示，新发现的“郧县
人”3 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
同 时 代 最 为 完 好 的 古 人 类 头 骨 化
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
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
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
节 上 ， 为 探 讨 东 亚 古 人 类 演 化 模
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
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
翔实而关键的证据。本次发掘的收
获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演
化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
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
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

“未来，将进一步获取‘郧县人’3
号头骨的形态、结构、遗传及其共
生的文化遗物、遗迹所富含的珍贵
科学信息，揭示其在人类演化阶段
和文化发展地位上的科学价值，为后
期复原古人类行为、解读其生存适应
方式、文化能力等提供材料与依据。”
陆成秋说。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
寨镇南佐村的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1984 到
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
京大学等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两个阶
段6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
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
馆员张小宁介绍，为理清黄土高原尤
其是陇东地区的文明化进程，2021、
2022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
展开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确认
该遗址是一处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
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

“这个阶段的考古收获包括，发
现了由 9 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发现了布局
严整、中轴对称的‘宫城’，发现了大
型宫殿建筑，在‘宫城’内出土了大
量制作水平高超的高规格器物，发
现大量碳化水稻。”张小宁说。

南佐遗址考古工作一开始就将
多学科合作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
分，包括碳十四测年、动植物考
古、陶器残留物分析、陶器科技分
析等诸多方面。

据介绍，植物鉴定显示南佐宫
殿区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其次是粟
黍；陶器残留物分析显示彩陶平底

瓶可能装过谷芽酒，白泥堆纹罐盛
放或烹煮过肉类；陶瓷科技考古分析
显示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
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
离联系。“陶器烧成温度绝大多数高
于 1000℃，最高能达到 1116℃，表明
已达到很高的烧造水平。”张小宁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
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活动上，
张小宁关于南佐遗址的报告结束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在
点评时用“好几个不可思议”来形容
南佐遗址。

相关专家表示，南佐遗址的发
现表明，距今 5000年前后陇东地区
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
段，这对于客观认识黄土高原地区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
键地位，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殷墟考古 90 年来，发现了丰
富的晚商文化遗存，大型宫殿建
筑、商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
和玉器等冠绝当时，实证中国有
文字可靠的历史早到距今 3000 年
前的商代，也见证了中国古代青
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国
家政治形态以及技术水平，在古
代世界中彰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
独特风格。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殷墟
遗址范围内的洹河以南和东面的大
司空地区发现商代晚期干道；从殷
墟西部、今安钢厂区向东贯穿有商
代晚期的干渠及其支渠，两者构成
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牛世山介绍说，“但这样一些重要的
现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区为中
心的区域都没有发现。2021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规划和实施
新一轮殷墟考古工作，期望获得进
一步突破。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
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

此次考古勘探目标有 3 个——
首先是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
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是搞
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搞清洹
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据牛世山介绍，通过新一轮考
古工作，新探明王陵区有两个围沟，
东西并列，各自闭合。综合多重因素

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
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
壕。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了王
陵区的范围。

“以往考古发现所见凤翔秦雍
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
秦公大墓周围有隍壕，殷墟王陵区
陵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
商代晚期。这些发现将推动对商代
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牛世
山说，“新发掘的祭祀坑，为研究商
代社会性质、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
式等提供了新资料。”

此外，还有一些新发现，如王
陵区东南方向半扇形空白区域的
发现；确认王陵区西南部西周遗址
的面积超过 4 万平方米，将推动周
人灭商以及周王朝国家治理方式
的研究。

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位于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
泊所村附近，遗址中心区东北
1公里处便是著名的出土“滇王
之印”的石寨山墓地。

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2014年
以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河泊所遗址开展了考古勘探
与 发 掘 工 作 ， 确 认 了“ 台 地
——河道”相间的遗址分布模
式。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经
过考古发掘的地点有10处，历
次考古发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汉
时期的文化遗存，构建了滇池
盆地商周之际至秦汉时期完整
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2021 年、2022 年，云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
南 1.1 公里处的上蒜镇一小地
点进行考古发掘。“这个阶段最
主要的发现是封泥、简牍等遗
物，道路、疑似大型建筑的遗迹
及相关建筑遗存。”蒋志龙说。

据蒋志龙介绍，封泥集中
出土于北部发掘区东北角的河
道废弃堆积中，共计 837 枚。主
要为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
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

“建伶令印”等，涵盖了汉代益
州郡 24 县中的 20 个县名，私印
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
等。另外还有少量道教封泥。

简 牍 发 现 于 南 部 发 掘 区
的 H18 中，该灰坑现仅发掘
了 1/4。 出 土 带 字 简 牍 残 片
1000 余枚，不带字的简牍残片

逾万枚。其中，带字简牍中释
读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
元四年”（公元前 83 年）等文
字，应是公文文书。

此外，通过开展动物考古
学、植物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
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植物遗
存研究发现了不同时期的稻、
小麦、粟等作物遗存，可复原滇
中湖区整个青铜时代居民的生
业模式变迁及农业生产发展状
况；动物遗存研究发现了鹿等
野生动物，家猪等家养动物，确
认了河泊所遗址先民的动物性
食物来源及可能存在的家畜饲
养；环境考古研究表明整个青
铜时代，滇池的水位处于较低
的状态，在汉代时期，滇池的水
位要比现今低3米左右。

相关专家认为，河泊所遗
址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通
过考古发现的相关遗存，可确
认汉代益州郡治位于上蒜一小
附近，但城墙、城门及城中的
建 筑 布 局 有 待 进 一 步 明 确 ；
其次，相关封泥和简牍等文
书资料的发现，说明西汉时
期中央政府就对边疆云南地
区 开 始 了 有 效 的 行 政 管 辖 ；
第三，多年考古工作成果生
动展现了该区域从多元走向
一体的完整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河泊所
遗址考古新发现是云贵高原地
区考古的突破，是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格局的实证个案。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位于宁
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 10 公里
处，于 2017 年考古调查时发
现，占地面积约 4 万平方米，
有窑炉13处。

2021 年 至 2022 年 10 月 ，
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
的窑业面貌、找寻西夏陵等出
土细白瓷产地等学术问题，宁
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
学进行正式发掘。

“此次发掘面积达 1000 平
方米，揭露了包括两座窑炉在
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出土了
大量全新的精细白瓷产品和
各类窑具，并在窑场周围发
现 了 开 采 瓷 土 、 煤 、 石 英 、
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
坑。”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
员柴平平说。

就 苏 峪 口 西 夏 瓷 窑 址 考
古 发 掘 的 价 值 ，相 关 专 家 表
示，首先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窑
业类型——贺兰窑。该窑主要
生产精细白瓷，胎白质坚，釉
白温润，透光性强；工艺采撷
两宋南、北各窑之菁华，原料
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文化
面貌与审美迥异于当时南、北
各窑。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西

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
对于探索两宋时期中国制瓷
业的交流与发展意义重大。其
次，窑业技术独特而高超。这
是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
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
的 装 烧 技 术 ，也 是 首 次 在 瓷
胎、瓷釉中发现大量使用石英
的制瓷技术。

关于大家关注的苏峪口西
夏瓷窑址是否西夏官窑，柴平
平解释说：“窑址产品主要出土
于西夏陵、贺兰山西夏离宫等
高等级遗址，窑址出土了‘官’
字匣钵，产品在南宋都城临安
亦有发现，综合以上几个因
素，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与西夏
皇室关系密切，初步认定其具
有西夏‘官窑’性质。”

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
作为西夏瓷窑场，在北方传统
窑业技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
南方湖田窑等先进的窑业技
术，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窑业类
型，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
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提供）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
四台蒙古营村南，有一处引发关注的
遗址——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
址地处蒙古高原南缘，是近年冀西北
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
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据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赵战护介绍，2020 年起，河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四台遗址
开展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
40 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
800 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
将其划分为年代不同的五组遗存，其
中尤以第一、二组最为重要。

第一组遗存发现 6 座半地穴式房
址，第二组遗存发现 4 座半地穴房
址。赵战护进一步分析表示，第一、
二组遗存，无论在房址结构还是出土
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体现出了连

续发展的过程。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
剥打制技术都非常成熟；房址中发现的
舌形石核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锥状石
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
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

“细石器技术的发展演变体系，
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
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实现旧—新石
器时代无缝连接。陶器压印的纹饰
有似‘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
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
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遗址出土遗
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为探讨中华
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
角。”赵战护说。

相关专家表示，以压印纹筒形陶
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
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第一、二组遗
存，文化特征鲜明，初步判断为一支

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
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考古所见成组
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
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
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

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细石器工业
继承自泥河湾盆地 1 万余年的楔形细
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
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

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
为人类演化史再添实证①

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实证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②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③

学堂梁子
（郧县人）旧石
器时代遗址出
土的“郧县人”
3号头骨。

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锥形石核。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带盖白陶簋。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④

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出土的青铜尊。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实证

⑤

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

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揭示了全新的窑业类型⑥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出土的瓜棱罐和花口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