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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
评会日前在京召开，通过层层选
拔，进入终评的 20 个考古项目经
过综合评议，评委会最终投票遴
选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包含洞穴遗址、贝丘遗址、
原 始 城 址 、 粮 仓 聚 落 、 铸 铜 遗
址、墓葬、祭祀遗址、烽燧遗址
等 多 种 遗 址 类 型 在 内 的 考 古 遗
址，这些项目涵盖了现代人类起
源、文明起源、夏文化研究、统
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丝绸
之路考古等重要学术领域，讲述
了从自距今 4.5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
到唐宋元时期的古老故事。

“洞”见四万年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
镇岩孔村招果组。2016-2020年，贵州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
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5个年度的考
古发掘，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
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
依据，取得了重要收获。

招果洞遗址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
期和新石器时代，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发
现51处用火遗迹、2座墓葬和大量石制品、
磨制骨角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
物遗存。在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考
古工作者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
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
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
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在距今3万多年地层
中发现的磨制骨器，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
最早的磨制骨器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
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
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
材料。

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整合了包括洞
穴沉积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体质
人类学、古环境学、石器分析、年代学等学
科，考古科研院所与高校强强联合，是区
域考古协作和多学科团队攻关的优秀案
例。

河姆渡寻源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
镇，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2013年在遗
址所在原厂区地质勘探中被发现，总面积2
万平方米，是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以来
在浙江沿海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2020年，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发
掘。

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
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和长三
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
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
系提供了独特案例。井头山遗址具有浓厚
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是中国先民适应
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
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
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
重大发现。从遗址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上
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闻
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
源，是余姚和宁波的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

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超大埋深的史
前贝丘遗址，首次因地制宜地把钢结构基
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
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

探秘河洛故事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
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
2013-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本
体及其相邻区域先后数次展开文物调查勘
探与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
勘探及发掘，确认遗址现存面积约117万平
方米。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的
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出
土遗物丰富。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
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
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
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
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
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

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双槐树遗址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

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
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两处院落建立在
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芦山峁大营盘梁
一号院落、古城寨廊庑基址、二里头遗址
一、二号宫殿等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
与其一脉相承。

双槐树遗址“一门三道”门道遗迹与二
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偃师商城三号、五号宫
殿建筑门道遗迹基本一致，凸显了双槐树
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大型中心居址建
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
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可能
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墓葬区内发
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
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
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
度方面的比较研究。

最早的粮仓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
通镇时庄村，北临太康县。遗址总面积约10
万平方米，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
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时庄遗址布局清
晰、功能专一的围垣聚落，是夏代早期中原
地区新出现的小型化、专门化聚落，是一种
崭新的聚落形态。

系统的考古工作探明，遗址经历了从
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
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从出土
陶器反映的时代特征看，大致相当于嵩山
地区的“新砦期”阶段。系列碳十四样品测
年数据显示，上述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
2000-公元前1700年左右，已进入夏代早期
纪年。

在时庄遗址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还存在至少13处同时期的聚落，共同构
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是时庄遗址单
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重新
认识夏代早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
和国家治理能力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
值。

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
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
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证实“戎人内迁伊洛”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执徐阳墓地位于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
伊河支流顺阳河自西向东穿过墓地。其西、
北分别为陆浑西山、鹿蹄山，东、南为伊河
西岸开阔谷地，已发现墓葬500余座。

在墓地西部还发现城址1座。城址位于
墓地西约1公里，隶属宜阳县白杨镇南留
村，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时期陆
浑县县治所在。考古发掘表明，残存城墙始
建年代不早于汉武帝时期，约在东汉末年
废弃，城墙之下发现东周时期灰坑、窖穴等
遗存。

徐阳墓地东周时期葬制、墓葬排列、器
物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体
现出陆浑戎对周礼的高度认同，等级差别
十分明显，大中型贵族墓中随葬品丰富，且
普遍陪葬有车马坑，而平民墓中随葬品相
对单一。此外，在徐阳墓地大中型贵族墓陪
葬车马坑或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置
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这种葬俗与春秋
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反映徐
阳墓地族群与西北地区戎人存在渊源。从
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

“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
合，因此，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徐阳
墓地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
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

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

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
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
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
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
现，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有容乃大、兼收并
蓄、民族融合的实证。

最系统呈现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
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
西段北麓，海拔3700米。该墓地于2017年
12月被首次发现，因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
体现出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被国家
文物局纳入“考古中国”项目，得到了重点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经过西藏自治区
文物保护研究所、札达县文物局 2017-
2020年的考古发掘，现已取得阶段性重要
成果。

桑达隆果墓地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
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
出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
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
的习俗。体现了以札达县为中心，来自西
部、东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区考古学
文化传播至此的痕迹。

墓地出土的木俑是青藏高原的首次发
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
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征
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类似。
三座墓中出土了6件金、银面饰，其形制与
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
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
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这类
金、银面具发现数量稀少，集中分布在喜马
拉雅山脉西段南、北两麓。

桑达隆果墓地墓葬分布密集、关系复
杂，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大量的出土器物，呈
现出西藏西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为
探讨当时社会结构、生产模式，以及其与喜
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
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土山二号墓是位于徐州博物馆内的
土山三座汉墓的主墓，是全国唯一身在市
级综合性博物馆内的考古项目。一号墓和
三号墓先后于 1970 年和 2002 年发掘，二
号墓于 1977年发现后，经过 43年的考古
接力，于2020年收官，是全国单座墓葬发
掘时间最长的考古项目。土山二号墓被认
定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东汉时期保存最
完整、获取信息最丰富的大型诸侯王陵
墓，考古发现丰富，考古理念先进。

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上
有高约16米、底部直径近百米的圆形封土。
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特别是东汉墓
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
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封泥全部出
土于封土中，共4500余枚，主要是西汉楚国
官印封泥，这是继齐国封泥后的又一次重
大发现，其中“内史省印”“盖溉”等为首次
发现。官印封泥信息量巨大，对于研究职官
制度、疆域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
义。封泥上留存的痕迹也为解决汉代公文
传递及封缄方法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

土山二号墓证实了东汉诸侯王与王
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
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
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墓道壁上的浅槽
痕迹证实了墓葬有二次打开的现象。墓主人
的彩绘漆木棺并列放置于后室棺床上，内棺
为梓木，外棺为樟木，这是东汉诸侯王墓合
葬形制的首次确认。王的葬服为银缕玉衣，
王后为鎏金铜缕玉衣。葬具、葬服与史载基
本相符。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
期，墓主以刘英可能性最大。

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

原型的实例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
南郊少陵原之上，考古发掘三座十六国时期
高等级墓葬，出土共计278件随葬器物以及
土雕建筑、壁画。

此次考古发现的三座墓葬，规模巨大、
形制特殊、结构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筑模
型、巨幅壁画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应是
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对研究十六国时期
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
墓制度考古具有重大价值。

三座墓葬中，尤其是焦村M25与中兆村
M100，不论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
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
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
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
资料，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
演变过程。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考古发现的
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
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发现吐谷浑王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热水墓群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
兰县热水乡境内，1982 年考古发现并得
名，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
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开始发掘，2020年
结束田野工作。

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是多单
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通过区域调查
为热水地区的聚落形态探索提供新视野。通
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
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
级墓葬，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
现。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积极开展多学
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
以及树木年轮、三维建模、动植物考古、
DNA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翔实、准确地
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

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
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还有出土
的大量精美遗物等，为研究唐（吐蕃）时期
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
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
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根据出土银印章

“外甥阿柴王之印”可知，墓主人为阿柴王
（即吐谷浑王），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
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
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东夏国南京城故址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根据城
内采集到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等带
文字遗物，学界普遍认为该城应为东夏国
时期城址。

该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被列入

“十三五”时期大遗址名单，2017年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13-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
作，累计发掘面积6405平方米，共清理城门
3座，角楼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
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排水沟渠、灰坑
等遗迹近80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

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
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早
期或与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
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
之城有关。

揭秘历史深处的古老故事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集中展示考古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 付 裕

“旭日东方照耀红，烟迷
雨蒙尽消空；燎原火自星星
始，革命洪流起涌中。”1964
年，著名画家颜文樑完成油
画 《南湖》 的创作后，情难
自已，抒写下这首题为 《南
湖旭日》 的诗作，热情礼赞
中共一大，并赞颂中国共产
党从此扬帆起航的光辉前程。

《南湖》 纵 35 厘米，横
69 厘米，是颜文樑反映建党
题材的一件重要作品，也是
新 中 国 红 色 题 材 的 经 典 之
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其
内 容 由 南 湖 、 画 舫 、 烟 雨
楼、旭日等组成。画面右侧
是南湖地标性建筑烟雨楼，
上半部分以地平线为分水岭，
水天一线处较为空旷，仅有模
糊的房屋、寥寥的树木，上方
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橘
红 色 暖 光 从 云 层 中 穿 透 而
出，初升的朝阳预示希望和
光明，象征充满蓬勃生机的
新生事物。地平线下面是数
艘摇行中的船只，较大的一
艘正从画面的右下角斜逸而
上……画面左侧是南湖著名
的“红船”，水面，波光粼
粼，涟漪微漾；天空，霞光
倾泻，暖意融融，给人目酣神
醉、心胸开阔的审美愉悦。

颜 文 樑 （1893—1988），
江苏苏州人，幼承家学 （其
父颜元师从任伯年，与吴昌
硕交好，是清末民初吴中画
苑耆宿）。1928年，远赴法国
巴 黎 高 等 美 术 专 科 学 校 求
学，深得印象派绘画崇尚光
色 表 现 的 精 髓 ， 粉 画 作 品
《厨房》入选1929年巴黎秋季

沙龙展，并斩获评选委员会
荣誉奖，是当年华人获此殊
荣的第一人。学成回国后，
长期从事绘画和美术教育，
坚持中西并举，倾力构建中
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与徐
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并称
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四大校
长”，培养了董希文、莫朴、
杨之光、卢沉、罗尔纯、陈
钧德等一大批优秀画家。

《南湖》构图饱满，层次
丰 富 ， 笔 触 细 腻 ， 意 象 深
远。画家匠心独运，将印象
派注重的光色变化同中国传
统绘画推崇的深邃意境巧妙
地熔于一炉，利用色阶的多
样性，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旭
日 东 升 时 大 自 然 的 光 影 景
象，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清新
质朴、细腻淳厚的颜氏绘画
风 格 。 画 面 上 ， 白 、 黄 、
红、蓝、紫各种色块，在薄
涂、厚贴、揉腻下，再现了
晨曦初露时南湖天水一色、
长波十里的旖旎风光，给人
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其中，
光色处理明快绚丽，尤其是
画面上部天空所表现的明媚
色彩，与稍下位置深暗色的
建筑物形成的明暗对比，显
示出画家收放自如的表现技
巧，富于唯美、纯粹的东方
意蕴，凸显出色彩的生命力
和画家内心的激动。

《南湖》以形写神，气韵
连 贯 ， 境 界 开 阔 ， 风 格 独
具，堪称颜文樑同一时期的
扛鼎之作，被公认为中国美
术史上的经典油画，有“中
国版的日出印象”之誉。

著名画家颜文樑与油画《南湖》的故事

旭日东方照耀红
周惠斌

总长135米、高3米，其中，人物篇43米，山水篇64米，书
法题跋 28米……日前，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首次全卷在国家博
物馆展出。据了解，长卷创作于 2018年启动，以江苏书画家为
主创成员，邀请大运河沿线7省 （市） 15位书画家参与。

此长卷记录大运河开凿、发展、西进、完成的 2500年来的
历史。其中，上卷为人物篇，以描绘与大运河有密切关系的历史
人物为主，通过“春秋争霸，吴凿邗沟”“雄才大略，沟通江
浙”“汴河畅通，繁荣京华”“一统天下，南北交融”四个篇章，
着重表现了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发展、西进、通航等历史进程。
下卷为山水篇，以描绘大运河两岸的山川新貌为主。通过“北国
瑞雪”“中原秋色”“江淮绿野”“吴越花雨”四个篇章，表现中
国大运河沿线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致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风貌、新
气象。 （付裕）

颜文樑 《南湖》 油画 35×69cm 1964年 中国美术馆藏

百米长卷讲述大运河史诗

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局部

河
南
伊
川
徐
阳
墓
地
出
土
镈
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