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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还原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历史场景9

日前，“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湖北十堰学

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

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

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

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10个项

目从32个参评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

作为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这些入选项目年代分

布均衡、内涵价值丰富，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百万年的

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从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到晋

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从二里头、殷墟遗址的

考古新进展到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

现……这些新发现为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

发展，回应相关学术热点问题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物证据，刷新

了历史认知。

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上，做过多次评委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用“煎熬”

来描述本次评委工作，原因在于“项目都很优秀，竞争激烈”，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2022年是考古“大年”。

值得关注的是，在“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

上，多学科联合、跨学科研究成了入围项目汇报的“标配”。环境考

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的综合运用，让考古发现呈现了更多的科

学性。正如王巍在总结入选项目的特点时所说：“科技考古发挥了重

要作用。科技手段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可以看

得更远、更细微，这也体现了新时代考古的发展趋势。”

让王巍更为感慨的是，“终评会上，不少项目汇报人是身在考古

一线的年轻学者。年轻一代考古工作者的知识面和视野都很宽广，

这让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考古发展会迎来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走近这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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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实证中华文明
发展历程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
堰市郧阳区，因为曾发现两具约
100 万 年 前 的 直 立 人 头 骨 化 石

（俗称“郧县人”） 而闻名，是
一处集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
和石制品三位一体的旧石器时代
遗址。

2022 年 5 月，“郧县人”3 号
头骨面世，这是迄今欧亚内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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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及文化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考 古 研 究 所 所 长 陈 星 灿 表 示 ，
这 是 一 个 “ 世 界 级 的 发 现 ”。

“ 该 发 现 为 我 们 了 解 东 亚 地 区
100 万年前的人类演化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材料。”

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
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
部，距今1.1万年至1.5万年。

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
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
区乃至国内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
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
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项目负责人赵益超介绍，

遗址发现了一处距今 1.31 万年至
1.33 万年的临时性活动营地。营
地保存完整，至少有火塘 3 处，
围 绕 火 塘 发 现 1000 余 件 遗 物 。
遗 物 以 动 物 骨 骼 最 多 ， 陶 片 、
陶塑次之，其中陶片数量超过
250 件。新发现加深了人们对该
时期陶器的认识，为国际上更
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
材料。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
兴县碧村村北，是一座具有内外
双重城垣的石城聚落，城内残存
面积 75 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
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及二里头时代
早期。

目前，针对碧村遗址已实施
了遗址年代、古环境、生业、手
工技术等方面 17 个专题的科技
探索。研究表明，因其便利交通
等原因，4000多年前古先民在此
聚集，形成了粟为主黍为次、大

量养殖猪羊牛的农业经济，为其
扩土建城打下了良好基础。该遗
址目前所见遗存，以其鼎盛阶段
建造和保存下来的一批石构建筑
为主。

碧村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
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史前石
城，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
遥相呼应。该遗址占据河套石城
文化圈向中原过渡的前沿要地，
是展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
一体文明形成轨迹的重要窗口。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
东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
规划的大型都城。

2019 年以来，考古人员展开新一
轮发掘，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
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多
网格式布局。

据项目负责人赵海涛介绍，二里
头都城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
局，显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当时的
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
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

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
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都城规划
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同
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制
度一起，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
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
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
上 划 时 代 的 开 创 、 引 领 作 用 。 同
时，二里头都城的这种布局，也为
先秦时期其他都城遗址探索布局、
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11 月，考古
工作者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
探，发现有围沟、祭祀坑、墓葬、灰坑
等。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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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项目负责人牛世山介绍，以
往的考古中发现，陕西凤翔秦雍城
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

大墓周围都有隍壕。此次殷墟王陵
区陵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
到了商代晚期。

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
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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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
新区马场镇。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1 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单位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
发掘，共清理墓葬 2192 座，出土
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

据项目负责人周必素介绍，
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
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表现出
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
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
代文化进程。

该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

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
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
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
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反
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
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
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此外，文
化面貌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
长久延续，同时有中原地区、长江
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
化因素，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
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
族乡古城村东侧。

古城村 1 号寺庙址是我国境
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
是我国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佛
寺遗址。出土的“壬子年六月
作”铭瓦当为研究三燕佛教东渐
高句丽提供了重要证据；所获大
量北朝晚期风格造像为探讨中原
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
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

古城村 2 号寺庙址是首次全

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为
研究我国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
局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古城村寺
庙址考古发掘对完善我国南北朝
隋唐时期佛教物质文化全貌具有
重要意义。

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
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
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
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
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
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
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
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
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 （汴河
段） 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

据项目汇报人介绍，州桥始
建于唐代，至明末崇祯十五年被
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
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
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其考古发
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
的宏大历史场景，为我国古代
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
的重要资料。州桥石壁是目前
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
的 石 刻 壁 画 ， 从 规 模 、 题 材 、
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
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
的最高水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

院长霍巍表示，遗址为中国城市
建筑史、大运河及其变迁史的研
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
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
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
江，东靠海坛山，与世界古航标
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

据项目负责人梁岩华介绍，
遗址的遗迹种类丰富，保存状况
较好；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商贸
特征尤为突出。遗址主要遗迹有
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存、
码头、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
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并出土
沉船、宋元瓷片以及漆木器、琉

璃、砖雕等大量遗物，各类遗存
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
以宋元为主。

朔门古港遗址是迄今国内外
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
的考古发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具
有突出价值，是海丝申遗工程的
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系列
遗迹重现了宋元温州港的繁华景
象，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
的重大收获，为温州坐实龙泉瓷
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节点城市提供了关键物证。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为人类演化史再添实证1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2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3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为探索“豳”地提供重要线索6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贵州已发掘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7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5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依据8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二里头都城布局考古中的重大突破4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重现宋元温州港的繁华景象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穿孔陶片。

“郧县人”3号头骨。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瓮城内出土的陶器 （东城门)。

（本文配图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
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 1 千米西头
村，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发
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
各时期遗存，出土陶器、铜器、骨
器、石器千余件。

据项目负责人豆海锋介绍，通过
区域性系统调查及考古勘探工作，确
认西头遗址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

是目前泾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
周时期遗址。

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泾河
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周
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西周王朝的
统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
术意义，为寻找文献所载“豳”（古
地名） 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
钥匙。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与陶文。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铜串饰 （明）。

吉林珲春古城村2号寺庙址台基夯土出土遗物。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
址出土的明晚期景德镇窑青花花
卉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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