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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一根“线”串起考古新发现
在中国东北

的长白山东麓，

图们江蜿蜒流过

一片开阔的玄武

岩台地，这里隐

藏着一座距今数

万年的远古人类

家园——吉林和

龙市大洞旧石器

时代遗址。

2021年，经国

家文物局批准 ，

“吉林东部长白山

地区古人类遗址

调查与研究”列入

“考古中国”重大

研究项目，是目前

国内旧石器考古

领域唯一、东北地

区第一项入选的

考古中国项目。

和龙大洞遗址考

古发掘是本项目

的核心工作内容

之一。和龙大洞

遗址分布范围超

过4平方公里，核

心区面积约50万

平方米，是目前东

北亚规模最大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

旷野遗址。该遗

址 最 早 发 现 于

2007年，2019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2021—2024年，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

吉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辽宁

大学等多家单位对该遗址开展了连续4年的

主动性考古发掘。

本轮发掘工作集合地质学、沉积学、年

代学、古环境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多团

队协同攻关，最大限度提取了考古遗址的科

学信息，共在遗址核心区累计发掘270平方

米，揭露出9个文化层位，出土石制品及动物

化石2万余件。经过系统的碳-14和光释光

测年，结合地层堆积与石制品特点，可将遗

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至少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次构建起和龙大洞遗址五万年以来的文

化序列，清晰展现长白山地区石器工业的演

化历程。

总之，和龙大洞遗址的考古发现不断刷

新着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古代人群

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也不断丰富着长白山

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内

涵，对于探讨东北亚史前文化演化与互动、人

群扩散与环境适应以及细石叶技术的起源等

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是近年来东亚

旧石器考古世界级的重要发现。未来，随着

更多研究的展开，这座“长白山下的远古家

园”必将揭开更多关于人类起源与文明演进

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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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

距今5万至1.5万年，在长白山地区，
他们击石为用，开辟洪荒，展现东北亚“古
人类之家”的技术革新。

距今万年之际，在江南旷野，他们与水
稻种植同步跨越，定居“古村落”，创造早期
稻作农业社会的丰富场景。

距今 5000 年前，在黄河上游的黄土
高原，他们围壕（沟）制陶，创造了远古彩
陶艺术的巅峰。

西周时期，在陕西岐山之南，他们夯
土筑城，建起大型都邑聚落。

战国末期，在安徽淮南，他们用九鼎
八簋的最高礼制，将去世的楚王熊元送入
九室大墓安眠。

元明清时期，他们用不熄的窑火，烧
制出一座名扬中外的瓷都，铺开海天万里
瓷路。

这是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2024年
中国考古新发现”评出的六项成果。

他们是谁，他们是我们筚路蓝缕、开
拓创新、和平包容、多元一体，追求大一统
的祖先，他们就是我们。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
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
绵延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农业的持续
发展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手工业拓新升级、代代辉煌，支撑
了中华文明。

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坚持
走自己的路，我们进入了工业时代、信息
时代，进入了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社会发展
的历史时期。

如果向 DeepSeek 提问：从大洞遗址
的黑曜石器、下汤遗址的稻粒、马家窑彩
陶，到周原夯土都城、武王墩大鼎、景德镇
瓷器，“心手合一”的创造性劳动，塑造了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今天的制造业
王国，还有以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将塑
造怎样的未来、怎样的我们？

DeepSeek回答：中国文化以“连续性”
为根基，正因其内核始终保持着“动态传
承”的智慧。我们的血脉里，始终奔涌着
马家窑彩陶般的温润、武王墩墓大鼎般的
厚重，以及此刻正与人工智能共鸣的创造
基因……

(吴晓征)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是周王朝

崛起和建立后最重要的遗址。遗址所处区域发现大量商

代晚期的土著遗存和西周时期的城墙、宫殿、墓葬、水网

系统、手工业作坊和青铜器窖藏等遗迹。2024 年 3月至

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周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

掘，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的遗址聚落结构，并取得了一

系列考古成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种建荣介绍，此次发掘首次发现了一片记载着“秦人”二

字的甲骨，这是迄今为止对于秦的最早文字记载。出土

的甲骨，为研究西周甲骨学乃至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

实物材料。

周原遗址考古队成员闫永强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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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通过

“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结合的工

作方法，发现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时

期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垣”。这为周原作为西周都邑

提供了关键证据，不仅增进了人们对周原聚落形态与性质

的认识，也提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

在遗址西南部的王家嘴区域，工作人员钻探出南北

长度超过 150 米的先周文化建筑带，发掘了 2 座大型建

筑。完整揭露的一号建筑南北总长68米，面积逾2500平

方米，由门塾、东西厢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构成。这

是周原遗址第一座被完整揭露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也

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先周文化建筑。此外，宫城南墙外的

壕沟下层出土了206片卜甲与卜骨，其中有字甲骨30片，

初步辨识出刻辞180字。这些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天文

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等多个方面，历史价值重大。

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

““ 三 重 城 垣三 重 城 垣 ””落 笔 中 国 城 市 发 展 史落 笔 中 国 城 市 发 展 史
陕西日报记者陕西日报记者 张琪悦张琪悦

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发现于1984

年，距今约10000—4000年。在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遗址分布区，2.5米的文化层

厚度里，藏着一个“万年文明”。

在这一“文明图景”中，通过发掘研究，2.5米的文化层自下而上分属上山文

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纵贯整个新石器时代。更加难

得的是，它被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堪称我国早期村落的“化石”。

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代表着浙江万

年文化之源，目前已发现24处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下汤遗址考

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仲召兵介绍，下汤遗址是已发掘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

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

目前，在下汤遗址累计考古发掘的2250平方米面积里，发现了壕沟、人工土

台、房址、食物加工场所、红烧土“广场”遗迹等，已初步复原出下汤远古村落的结

构布局，也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勤劳。

从穴居到旷野定居是人类进程中革命性的一步，是一座里程碑。定居往往

与农业相伴，是农业社会开始的一项重要标志。据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

着长江流域一系列稻作遗存的发现，学界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观点，

而其背后的早期社会面貌却知之甚少。

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下汤遗址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仲召兵

说，出土的炭化稻米，证明了下汤先民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栽培水稻。下汤遗址贯

穿新石器时代始终，经历了从稻作农业起源到新石器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历

程，新发现的聚落要素、聚落结构，为研究我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

下汤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盆、罐、杯、盘、碗等，不仅满足

了古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更展现了其独特的审美与工艺水平。下汤遗址不仅实

证了万年浙江的史前文化序列和演进历程，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宏伟篇章

中填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为研究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样本，为

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历史启示。

除了文物发掘与保护，下汤遗址还将不断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开发和建设，

既展示考古成果，还会增设互动体验、研学、文创产品等内容的开发，让文化遗产

活起来，让更广大的群众受益。

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 里 藏 着 一 个这 里 藏 着 一 个 ““ 万 年 文 明万 年 文 明 ””
浙江日报记者浙江日报记者 徐子渊徐子渊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和衙下村，西靠九龙

山，面向洮河，遗存主要分布在山前平缓的坡地上，发现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寺洼文化及辛店文化遗存，以寺洼文化命名，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1924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2018年

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启动“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聚落与社会”项目，以寺洼遗

址作为考古发掘地点，开展了连续7个年度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揭露面积近

4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作为仰韶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马家窑文化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

换和贸易为特色，重视商业和城市发展，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

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

在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发现的三重围壕，是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

心性聚落最关键的证据。三重围壕平行分布、直角转弯，形制布局相当规整。每

条围壕口部宽约9到11米，中外两圈深约3到4米，内圈深约1.3到2.5米；相邻围

壕间距约8到9米。整体看，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50米，与断崖、山沟共同

围成一处面积近30万平方米的空间。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

平和文明化程度，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

聚落。

聚落以近方形“围壕”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围壕”内侧，发现呈“围沟”状和片

状分布的多处生产生活区，发掘出丰富的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和大量遗

物。“围壕”外侧，西、南部发现疑似“道路”、大面积“人工堆土”和其他丰富遗存。

“围壕”内侧发掘出的半山类型房址、灰坑、窖穴、陶窑和墓葬，与这一时期尚存的

“围壕”共同组成了半山类型聚落的重要内容，填补了半山类型聚落发现的空白，

半山类型房址内葬人的现象也是首次发现。

此外，寺洼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

址，大者如朱家坪、格致坪等，寺洼遗址作为其中的引领者，是马家窑文化的中心

性聚落。

甘肃省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甘肃省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

引 领 黄 河 上 游 文 明 的 探 源引 领 黄 河 上 游 文 明 的 探 源
甘肃日报记者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白永萍

历经5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田野发掘工作已全部结束。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

构、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古文字资料、人骨初步鉴定结果、历史文献等资料，专家确定

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末期的楚考烈王。

战国风云际会，楚国在这里落幕。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大型楚国高

等级墓葬“之最”何以佐证？

木椁室，是考古发掘首见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木椁室由枋木、薄板搭建

而成，总体呈“亞”字形。棺椁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格式大体一致，内容存在差

异，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楚国墨书文字。

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是讨论楚王丧葬礼制中“器用制度”的重要资料。礼容器核

心为九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组的卧牛钮子母口盖鼎、三件一组的镬鼎、三件

一组的箍口鼎。与鼎搭配的铜器还有八件铜方座簋、八件铜簠、六件铜瓦楞纹豆、六件

铜敦等。其中，九件正鼎（束腰平底升鼎）为楚墓中正鼎数的最高等级。礼乐器包括两

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瑟、鼓、竽。

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测是一座仪仗

俑室，出土木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竽；西Ⅱ室初步推测是一座歌

舞俑室，出土木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瑟、竽。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

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与庞大木俑队伍相对的是楚王陵园内“排葬坑”的

消失，“以俑代人”，是后世成规模殉葬俑的渊源之一。

包罗万象的文物种类，不断向世人讲述战国时代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脉动。出土漆

木器包括案、俎、耳杯、盒、豆、盘、瑟等。玉器按照功能可分为配饰用玉、丧葬用玉、镶

嵌玉饰，包括玉璧、玉环、玉璜、玉管、玉珩、玉龙、玉带钩、玉韘等，纹饰继承了楚国典型

的龙、凤等动物形象。卜甲主要埋藏于南室，初步缀合背甲7件、腹甲48件，个别腹甲

写有墨书文字。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非楚国文化因素的器物，如以铜豆、铜圆壶为代表

的三晋文化器物，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以鎏金鸟形铜饰牌、鎏金羊形铜饰

牌、穿孔野猪牙饰品为代表的草原风格器物。大量具有楚系文字的典型特征的古文字

资料，载体丰富、内容多样。

从战国到秦汉，历史如何演变？秦汉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及大一统国家文化如何

塑造？处于大一统国家即将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相信这座墓葬的研究成果将不断给

予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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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的探方内，考古人员正专注作业，毛刷轻拂泥土，沙

沙作响。泥层间，一片片瓷片在阳光下泛出微光，依稀可见精美的纹样。这些被历

史封存的残片，在几百年后重见天日，拼凑出一幅景德镇元明清时期瓷业发展的历

史图景。

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景德镇市集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

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6家考古机构展开考古发掘。

本次考古发掘覆盖景德镇14处重要遗址，重点研究瓷业生产体系、原料与燃料

来源、道路交通网络及相关社会文化形态。具体遗址包括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

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明清码头及古街、建溪码头、刘家下弄、泗王庙等，总发掘面积

达2275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明中期的葫芦窑遗址，通过对

窑炉及周边陶瓷残片的分析，考古人员发现其纹饰与南海沉船出水瓷器高度吻合，

进一步佐证了明代晚期景德镇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景德镇御窑博物

院院长翁彦俊介绍，此次考古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景德镇元、明、清时期瓷业生

产的发展及相关城市布局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

御窑厂、落马桥遗址和观音阁窑址，揭示了明清御窑厂的历史变迁及南宋至近

代民窑的发展脉络；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三期瓷土开采和加工的实

物遗存；刘家下弄等道路交通网络的考古，展示了瓷业发展对城市变迁的影响；泗王

庙、天后宫和清真寺遗址的发掘，反映了瓷业繁荣促进的多元宗教信仰格局……14

处遗址点串联起“原料开采—官窑精烧—内河转运—海洋贸易”完整链条，勾勒成一

幅跨越三朝，长达600多年的历史长卷。

回顾考古新发现，景德镇的瓷业盛景跃然眼前：昌江河畔，满载高岭土的竹筏顺

流而下；御窑厂内，精美绝伦的青花瓷仍带着窑火余温；天后宫前，商贾们的祈愿声

回响在耳畔……

穿越千年历史，瓷仍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识。如今，6万多名“景漂”创客将传

统纹样融入现代设计，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的千年窑业遗址和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下

焕发新生，先进陶瓷产业让易碎的瓷器化作“硬核材料”。千年窑火不熄，时光流变

中的景德镇，正融通古今、汇聚创意，用陶瓷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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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在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