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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发现的狩猎、采

集、用火、刻划等行为反映了
怎样的早期人类社会图景？南
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研
究有哪些新进展？史前单体聚
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是怎样
的面貌……”日前，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
中国考古新发现”上，四川资阳
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
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
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
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
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
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
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
筑遗址等 6 个项目入选“2023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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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
●揭示约5万至7万年前人

类的远古生活图景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
市，主体年代距今约 5至 7万年。经
初步综合研究和专家论证，遗址是
一处世界罕见的保留大量石器、动
物与植物遗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
遗址，也是现代人出现和扩散阶段
具有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
所长、项目领队郑喆轩的汇报从濛
溪河遗址的地理位置开始。

时间回到2021年9月，一场洪水
冲垮遗址附近的堤坝及河岸，暴露
出一些乌木和化石。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2022 年、2023 年连续开展抢
救性考古发掘。

“目前，遗址已出土石器、动物
化石及碎屑10.5万余件。石器原料以
非常特殊的硅化木为主，工具主要
为小型的刮削器、尖状器，另有少
量骨器和木器，是世界罕见的旧石
器时代对骨、木等有机质材料加工
利用的实证材料。动物化石丰富全
面，包括 象 、 犀 牛 、 牛 、 鹿 、 猕
猴、鱼等数十种，大中小型、水生
陆生、食草类食肉类都有，初步显
示出古人类对自然环境中动物资源
的 深 刻 认 识 和 广 谱 化 的 狩 猎 能
力。”郑喆轩说，“尤为重要的是发
现 了 极 为 丰 富 且 罕 见 的 植 物 性 遗
存，包括大型树木及橡果、核桃、
桃、李等。”

在郑喆轩看来，饱水环境下保
留的系统、丰富的遗存蕴含着详实
的古环境背景、完善的生产 （石、
骨、木器） 及生活 （广谱的动物、
植物性资源） 资料、多样的行为模
式 （狩猎、采集、用火、切割等行

为），以及早期古人类对精神世界的
初步探索 （刻划痕迹），全面立体地
反映了特定时段的早期人类社会图
景，为深入探讨早期人类对特殊石
料及有机材料的加工利用方式，对
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广谱化，艺术萌
芽和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
的出现和扩散等重大问题，提供了
重要材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
幼平表示，这些丰富的新发现，生
动展示了一个远古时代古人生产生
活的历史场景，让公众对远古时代
的生活场景不再只靠想象，而是触
手可及，“尤其是濛溪河遗址除石器
外，还保留了非常多的植物遗存，
比如橡果、核桃、桃等，为研究旧
石器时代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推动中国东南沿海史前

考古学文化序列构建

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
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
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
丘 头 、 西 营 、 东 花 丘 、 龟 山 等 遗
址。2017 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
取得重大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
类起源与演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
员周振宇介绍，这些收获包括建立
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 7500 年至
3000 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全面揭
露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7000 年以来的
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多学科研究支撑下的南岛语族早期
人群体质特征和生计模式探索、南
岛语族早期人群的特征逐渐清晰等。

“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现
为代表的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新进展，
推动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学文
化序列的构建，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
人群特征、生计模式、迁徙规律提供
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周振宇说。

在他看来，中华文明兼具大陆
性和海洋性的特征，海洋文明是中
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考古进展，以
及 对 南 岛 语 族 早 期 人 群 的 深 入 认
识，有助于我们了解海洋文明的起
源、发展、扩散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李新伟指出，壳丘头新石器时代
遗址群的考古新发现，让我们加深了
对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认识，“同时，未
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因势而建、规模庞

大的史前水利系统

从地理位置上看，屈家岭遗址
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

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
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
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 10 余处
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说到遗址的考古新进展，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
介绍：“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
剖，发现多组因势而建、规模庞大
的史前水利系统，并对熊家岭和郑
畈两处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
工作。”其中，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
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
构成要素，可分为早晚两期，晚期
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
而成。早期坝的年代为距今 5100 年
至 4900 年，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
的水利设施。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
向明认为，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是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聚落人口发
展到一定规模的结果，“长江流域多
处遗址均发现了水利系统，比如良
渚水坝，它的发现揭开了对良渚文
化的新认识”。

陶洋表示，屈家岭遗址发现的
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
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
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

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从学术
意义上看，屈家岭遗址治水范式的
探索，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
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屈家岭遗
址的考古工作，展示了长江中游地区
大型中心聚落的规划理念、布局演变
和社会结构传统，为考察史前水利社
会的形成和发展、长江中游文明的起
源和演进提供了研究样本。

寨沟商代遗址：
●为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

国政治地理结构提供珍贵材料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商
王朝周边几乎是方国林立。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陕北地区发现大量商
代青铜器，清涧李家崖、辛庄等商
代遗址的诸多考古发现，显示出陕
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
之一。为进一步探索黄土丘陵地区
商代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复杂化进
程，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联合相关单位以寨沟遗址为中心，
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和
发掘工作。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战伟介绍，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
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是
陕 北 规 模 最 大 的 商 代 中 心 聚 落 遗
址。目前，已发现大面积夯土建筑
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
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
迹，密集分布在相邻山峁上。其遗存
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
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
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在田野考古中总结出的这一区
域所特有的‘多峁一体’的聚落分
布形态，丰富了学界对于商文明的
形成、模式与特质的认知，也让我
们开阔了眼界。”北京联合大学校长
雷兴山教授说。

孙战伟表示，清涧寨沟遗址商
代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商代方国考
古的重大突破，为黄土丘陵地区不
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
背景，大量车马遗存的发现为探索
我国马车的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的
形成提供了重要证据。出土的大量
青铜车马器、兵器和玉器、骨器、
漆器、龟甲与殷墟高等级墓葬物质
文化相同，金耳环、铜蛇首匕、陶
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
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
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
边地区的强烈影响。“总之，清涧商
代考古的最新发现，为探讨陕北地
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等提供了
非常珍贵的资料。”

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
●出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的多语种文献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
街道达甫散盖社区以北的火焰山南
麓，遗址年代约为唐至宋代，是国
内外罕见的现存景教遗址之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教授刘文锁介绍，2021 年 9 月至 12
月，中山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
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岗顶建筑遗迹，
2023 年 2 月至 4 月开展了第二次发
掘，清理山岗东坡、北坡上层及岗
顶南侧、西侧的遗迹与堆积。

“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种类丰富
且数量众多的文物，包括文书、壁
画以及木器、陶器、纸张、织物与
皮革制品、金属器、钱币、石器、
玻 璃 器 等 ， 还 包 括 壁 画 残 块 、 陶
片、瓷片以及农作物、植物、动物
骨骼等。”刘文锁说。

刘文锁表示，发掘结果显示出

寺院（修道院）建筑保存较为完好，
结构完整，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
尤其是多语种文献，其数量达到 876
件 （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郭物表示，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保存如
此完整的遗迹和丰富的文物，为研
究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
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
●为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建

筑性质提供重要基础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巴 林 左 旗 林 东 镇 东 南 。 2011 年 以
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
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
古队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已确定
了辽上京宫城的形制规模，明确了
皇城和宫城的东向轴线，

“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遗址的
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
有效保护，辽上京考古队于2022年5
月至 10 月、2023 年 5 月至 10 月对辽
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
考古勘探与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了辽
上京遗址的最新考古进展。

据汪盈介绍，以往发掘所见的
辽代大型宫殿建筑均为东向，金代
都城废弃后才改建为体量缩减的南
向建筑。“本次发掘的‘院落一’是首
次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辽代始建的
大型南向建置，值得关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
大树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多年来持续在都城考古的理念
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为城市考古提
供了参照。

据介绍，本次发掘是在遗址保
护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积的精细化
发掘和关键性解剖方法，在单体建
筑方面，确认了几座大型建筑基址
在 多 次 营 建 中 保 存 下 来 的 夯 土 台
基、柱网磉墩结构和相应的地面关
系；在建筑群组方面，确认了两组
院落的平面布局及其营建、使用的
时代关系。可以说，本次发掘是在
城市考古、建筑考古发掘理念和方
法上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

汪盈表示，结合文献记载，本
次发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规
模 庞 大 、 位 置 显 赫 ， 可 能 与 《辽
史》 所载的皇家寺院、孔庙、国子
监 、 衙 署 等 重 要 辽 代 早 期 建 筑 相
关，为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建筑性质
与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基础。

“博高利亚湖遗址位于肯尼亚巴
林戈郡马里加特镇，地处东非大裂
谷，遗址周边河流密布。”日前，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中肯联
合考古队中方现场负责人、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副主任、副
研究馆员赵清坡介绍了刚入选 2023 年
国外考古新发现的肯尼亚共和国博高
利亚湖旧石器时代遗址。

据他介绍，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
项目由河南省文物局组织实施，2017
年到2019年已连续进行3年。时间回到
2019 年，博高利亚湖遗址在这一年首
次进行发掘。去年，联合考古队又完

成博高利亚湖遗址两个地点的发掘工
作。“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利用无人
机、地理信息系统、多视角三维重建
技术等多种科技手段，采集用于孢粉
分析、磁化率、粒度、光释光测年等
土样100余份。在遗址周边10平方千米
范围内发现 22 处地点，石制品超 2000
件，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砍砸器、手
斧、手镐，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勒瓦娄哇
技术制作的石核、尖状器、石叶，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细石叶、细石核、刮削器、琢
背小刀。”赵清坡说。

中肯联合考古队整理的具体数据
显示，去年在第 2 地点发现石制品 407

件，原料以安山岩、玄武岩为主，类
型以石片和小于2厘米的碎屑为主，也
有少量石核和勒瓦娄哇尖状器。结合
2019 年对该地点的发掘情况，可判断
第2地点为一处小型石器制造场，石制
品为原地埋藏。

博高利亚湖遗址第3地点于2019年
由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经雨水冲
刷，大量石制品暴露在地表。去年，
在该地点发现石制品 1300 多件，类型
主要为勒瓦娄哇技术制作的石核、石
片、尖状器以及预制石核过程中产生
的碎屑，同时还发现1件砍砸器。勒瓦
娄哇技术产品在该地点石制品工业类

型中占主导地位。中肯联合考古队分
析认为，该地点应属旧石器时代中
期。其地层中碎屑的发现，也表明石
制品为原地埋藏，并非由水流等外力
带至此地。

据赵清坡介绍，勒瓦娄哇技术是
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制作技术的典型
代表，是人类演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种发明。

“非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大致从距
今约 30 万年开始，至 5 万年前结束，而
距今 30万年至 20万年是现代人出现的
关键时期。在非洲，勒瓦娄哇技术可能
与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博高利亚湖遗
址距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具有明确勒瓦
娄哇技术特征的卡普苏林组遗址群约6
公里，第 3 地点发掘出土的石制品具有
明确的地层信息和确切的勒瓦娄哇技
术特征，对研究勒瓦娄哇技术的起源与
传播、探讨现代人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赵清坡说。

肯尼亚共和国博高利亚湖旧石器时代遗址：

为探讨现代人起源提供线索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肯尼亚共和国博高利亚湖旧石器时代遗址：

为探讨现代人起源提供线索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中肯联合考古队中方现场负责人赵清坡 （左） 与肯方负责人 Job
Kibii （右） 展示新发现的典型勒瓦娄哇石核 （左） 和勒瓦娄哇尖状
器 （右）。 赵清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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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橡果。

龟山遗址
出土的陶器。

熊 家 岭
水坝发掘区。

寨
沟
商
代
遗
址
出
土
的
镶
绿
松
石
铜
燕
。

西 旁 唐
宋时期景教
寺院遗址出
土文献。

辽上京皇城
南部建筑遗址出
土的银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