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2 年 11 月 1 日发 现研 究专 题·考古专刊 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张怡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wwbkaogu@wwbkaogu@163163.com.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

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科学回答了事关文物事业

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做

好新形势下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在此期间，江苏考古发掘、研究

和保护事业迅速发展，以“探索地域文明、保护文

化遗产、服务社会民生”为宗旨，高质量地完成了一系

列重要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特别是围绕

重大学术课题研究、大遗址保护工程及

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等取得了

一批重要成果，为江苏文物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十年来，

江苏省共有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

代遗址、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

墓）、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张家

港黄泗浦遗址、徐州土山二号墓等

五项重要考古发现

入选“新时代百项考

古新发现”。

十年来发掘的商周时期遗址主要包括镇江
孙家村、句容城上村、无锡吴家浜、南京西街、徐
州庙台子、沭阳万北、高邮佛前墩等。土墩墓是江
南地区商周时期极具地域特色的墓葬埋葬形式，
也始终是江苏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重点发
掘了金坛旅游大道、立夫路、沈家村、溧阳上兴、
句容小东岗、鹅毛岗、江阴砂山等土墩墓遗存，
并对秦淮河流域、溧水、高淳等区域开展了专题
调查。

佛前墩遗址 位于高邮湖东侧高邮市马棚街道
兴旺庄，面积近2.5万平方米，因京沪高速扩建工程，

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表明，佛
前墩遗址主体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环壕聚落
遗址，遗址四周有壕沟环绕，南部有一近东西走向的
大型长土台。佛前墩遗址中商时期已有较多的商文
化因素，如炊器以分裆袋足鬲为主，以及一定数量的
假腹豆、大口尊等。在早期受到二里岗上层文化向外
扩张的影响，商文化因素到晚商时期仍占较大比重，
佛前墩遗址在中晚商时期可能一直为商王朝直接或
间接控制。此外，出土陶器中还有一定的湖熟文化和
马桥文化因素，表明遗址所在的高邮湖东岸为商、夷
文化交汇区域。

孙家村遗址 位于镇江市新区丁岗镇孙家村西
侧，2015 至 2017 年由镇江博物馆主持发掘。遗址北
距吴国贵族土墩墓群所在的长江南岸山脉约 10 公
里，为宁镇地区典型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台形遗址，
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孙家村遗址由中心台地和环
壕组成，遗迹主要包括环壕、土垄、土台、灰坑、窑、
道路及水沟等。出土了坩埚片、陶范、石范、铜渣等
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出土较多锛、斧、戈、镰、刀、削、
箭镞等小铜器。孙家村遗址整体布局独特，结合发
现的遗迹、遗物判断，可能是当时吴国的青铜兵器
冶铸“工厂”。

十年来江苏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为解决特
定学术问题或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包括泗洪顺山集、韩井、雪南、兴
化蒋庄、东台开庄、常州寺墩、青城墩、象墩、淮安青莲岗、黄岗、新沂
花厅、沭阳万北、高邮龙虬庄、溧阳秦堂山、东滩头、宜兴青龙山、下
湾、句容孔塘、苏州草鞋山等在内的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取得重
大收获。

顺山集遗址 为探索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学
文化面貌，南京博物院于2010至2013年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
发掘，确认其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顺山集遗
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遗迹可见房址、灰
坑、灶址和兽坑。第二期遗存，遗迹可见环壕、房址、灰坑、墓地和烧土
堆积。顺山集遗址第一、二期文化遗存在环壕聚落、圆形地面式房址、
使用磨盘和磨球等生产工具、种植水稻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根据其
固定的陶器组合、自身独特的文化面貌、明确的时代分期和一定的分
布范围，可以将第一、二期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顺山集文化。它距今
约8500至8000年，主要分布于淮河支流古濉河水系，与后李文化、裴
李岗文化、彭头山文化有持续、广泛的联系。顺山集遗址第三期遗存
具有大量的跨湖桥文化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本地传统与外来因素相
融合的特征，绝对年代在距今 8000至 7500年。顺山集文化是主要分
布于洪泽湖以东淮河下游地区青莲岗文化的前身，同时也是淮河中
游双墩文化的源头之一，塑造了淮河中下游乃至中国东部地区史前
文化格局。顺山集遗址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东滩头遗址 2018至2020年南京博物院联合常州博物馆、淮安
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南京大学、溧阳市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对遗址
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约12500平方米，主要发现了骆驼
墩文化的居住区和公共墓地，出土各类文物逾 2000件。东滩头遗址
是太湖西部近年来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史前遗址。遗址早期地层出
土器物以平底器为多，晚期地层圈足器、三足器数量大增，平底器渐
居次席。器物群中平底腰檐陶釜和与之配套使用的陶灶、平底盉、平
底鼎等极具特色。东滩头墓地具有自身特点：一是墓葬头向多数为北
偏东，不见本地区盛行的东向；二是随葬物品中陶容器数量极少，玉、
石、角器占比极高，璜、玦、锛、鹿角靴形器大量使用。从东滩头遗址的
发掘成果来看，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骆驼墩文化，并不是一个遗址
或两个遗址具有这种内涵，包括此前发掘的宜兴骆驼墩遗址、西溪遗
址、溧阳神墩遗址，新近发掘的溧阳秦堂山遗址、东滩头遗址以及新
发现的溧阳高坂遗址、玕西遗址、观山遗址等，是以遗址群的状态广
泛分布在骆驼墩文化的核心区——宜溧山地，并由此中心分别向东
北和东南方向进行扩散和影响。

蒋庄遗址 位于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遗址所在的江淮东部里
下河平原地势低洼、水网密布。2011至2016年间，南京博物院主持先
后两次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良渚文化时期墓葬284座，葬式葬
俗丰富多样，既有一次葬也有大量的二次葬，并见有一定数量的火
葬，大量人骨保存状况理想。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并
经大规模发掘的良渚文化聚落，并首次在长江以北发现随葬琮、璧
等玉礼器且文化面貌单纯的等级较高的良渚文化墓地。这一发现
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
点，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聚落考古的空白。江淮东部滨海
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蒋庄遗
址以各式陶鼎为代表的陶器组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是良渚文化
北上与当地文化因素融合后的产物。蒋庄遗址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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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汉家故里 展六朝风采
——两汉六朝考古新成果

觅淮夷诸嬴 追吴越至迹
——商周考古新发现

该时期考古工作内容丰富多样，主要发掘了张
家港黄泗浦、盱眙泗州城、太仓樊村泾等遗址，扬州
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句容空青山宋代墓园等墓
葬（墓地），南京官窑村明代窑厂、苏州陆慕元和塘古
窑址等窑址，以及淮安板闸等水利工程遗址。

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 2013年由南京博
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
成联合考古队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葬为隋炀帝与
萧后的同茔异穴墓葬，隋炀帝墓（M1）位于土墩中
心，萧后墓（M2）下葬时间晚于隋炀帝墓，偏于土墩
东南隅。隋炀帝墓中出土了墓志、玉器、铜器、陶器、
漆器等珍贵文物近200件（套），其中“隨故煬帝墓誌”
铭墓志、十三环碟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是墓主人身
份最直接的证据，甲骑具装俑是迄今扬州地区乃至
南方地区首次发现。萧后墓随葬文物丰富，出土陶
器、瓷器、铜器、漆木器、铁器、玉器等 600余件（套）。
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
炀帝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印证
了历史文献的记载，解开了千年来隋炀帝终葬之谜。
隋炀帝墓葬的发掘为综合评价这位历史上开凿大运
河、实现南北水路畅通的帝王的功过是非，提供了极
其宝贵的实物资料。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入选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黄泗浦遗址 自 2008 至 2018 年，由南京博物

院、苏州
市 考 古 研
究 所 和 张
家 港 博 物
馆 联 合 组
成考古队伍
先后对遗址
进行了六次

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 8000 多平方
米。在遗址西区主要清理了南朝至唐宋时期的道路、
灰坑、水井、水沟等遗迹，在遗址东区主要发现了唐
代和宋代的河道、木桥、房址、水井、仓廒类等诸多遗
迹。遗址东部揭示的唐代大型院落具有寺院类建筑
的中轴线结构布局，在唐代和宋代河道内出土的石
雕佛像，以及具有宋代风格的文字砖，均显示存在唐
宋时期寺院，与文献中的记载相吻合。黄泗浦遗址诸
多唐代时期遗迹的揭露和大量遗物的出土，为实证
鉴真从黄泗浦东渡启航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提
供了无可替代的考古学证据。遗址内出土诸多窑口
瓷器见证了黄泗浦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贸易集散地，
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节点，为推进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提供了新的重要的
实物资料。黄泗浦遗址入选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黄泗浦古河道和石构件、木地钉等清理情况

承江南文脉 示文明互鉴
——隋唐宋元明清考古新突破

先后开展了全省水文化资源调查、大运河考古
调查、石窟寺资源调查和长江文物资源调查等文物
保护课题。2015至 2017年，组建 11支水文化遗产调
查组，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工程建筑类水文化遗
产的调查。2018至2021年，开展了大运河沿线考古调
查工作，编制《江苏省大运河考古工作计划》，先后实

地勘察省内外遗址点30余处，实地勘探6处。2020年
底至2021年，为配合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江苏
省文物局组织相关单位对全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
开展了专项调查。经调查，全省共计石窟寺（含摩崖造
像）22处，包括石窟寺10处、摩崖造像12处，其中5处
属于新发现。对 22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的基本情

况、保护管理机构调查、安全防范情况、各类病害等均
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2022年5月开始，开展江苏境
内长江文物资源考古调查（地下），已完成前期全省地
下文物资料的梳理和筛选，下一步将遴选典型遗址，
凝炼和突出长江文物文化主题，构建具有江苏特质的
长江文化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

察资源禀赋 立文化标识
——专题资源调查新收获

—
—

南
京
博
物
院

东滩头遗址出土部分器物

顺山集遗址出土陶釜

孙
家
村
遗
址
春
秋
时
期
土
台
遗
迹

佛前墩遗址
出土商代
卜甲卜骨

筚路蓝缕，考古百年践初心；栉风沐雨，赓续奋斗忠使命。新时代的江苏考古人将继续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参与“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等重大课题，

加快考古成果出版、阐释和活化利用；有效整合全省考古机构力量，全面梳理既有考古工作成果，全力推进江苏地域文明探源研究，重点开展淮河下游、太湖

北部、太湖西部、宁镇地区等区域史前文化发展进程研究，深入推动吴文化吴国形成与发展、汉代郡国城址和陵墓、六朝城市与文明、唐宋元明港口与对外交

流、盐业考古等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工作，实证江苏地域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展现江苏地域文明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和独特地位。立

足于高质量发展的江苏考古，将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挥地域特色优势，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江苏智慧和力量。

土山二号墓墓室清理后

江苏省在汉至六朝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
城市考古与墓葬发掘两大方面。城市考古是历史时
期考古重要内容，核心是明确其布局和历史沿革，近
十年来主要发掘了睢宁下邳故城、南京石头城、镇江
铁瓮城、溧阳古县等城址。墓葬主要发掘了土山二号
汉墓、仪征联营汉墓、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南京狮
子冲南朝大墓、伍佰村孙吴丁奉家族墓、苏州虎丘路
新村土墩孙吴墓。此外，还发掘了南京西营村南朝佛
寺遗址，丰富了汉至六朝时期考古的内容。

土山二号墓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南部云龙山
北麓，现徐州博物馆院内，由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
馆先后主持发掘。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
墓上有高大的近圆形封土，封土高约16米，底部直径
近百米。墓葬选址在地势高亢的云龙山北麓山脊上，
墓坑为开凿的石坑。整个墓葬南北长 36米，方向 165
度，由墓道、耳室、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黄肠石墙
及封石组成。共出土文物4800余件。土山二号墓是目
前已发现东汉时期保存相对完整、获取信息最丰富
的大型诸侯王墓葬，是东汉诸侯王陵墓考古的重大
发现。墓葬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楚王（楚厉侯）
刘英（公元 41～70年）及第一代彭城靖王刘恭（公元
88～117年）的可能性最大。土山二号墓入选 2020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煎药庙西晋墓地 位于邳州市新河煎药庙，由
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该墓地规模较大、保存完整，
是江苏近年来魏晋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填补了苏
北地区西晋考古的空白。墓葬继承了东汉以来的墓
葬形制，具有中原地区墓葬形制特点。墓葬填土多
次开挖、墓室的二次扩建、增建现象清楚，特别是出
土随葬品组合的完整性与随葬品的摆放模式，对于
西晋时期墓葬的葬制、葬俗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的
学术研究价值。随葬品中的玻璃碗、鹦鹉螺杯及贝

类耳杯的出土是西晋时期对外交流和贸易的反映，
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多青瓷器、少
釉陶器的现象，具有南方墓葬随葬品的特点，对西
晋时期国内南北贸易、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下邳国”刻铭砖的发现，说明了该墓地
归属于西晋时期的下邳国，为下邳国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资料。

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 2019至 2021年，由南京
市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佛寺基址坐北朝南，方向
230 度，以佛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始建年代不早于
南朝刘宋，毁弃于梁代的侯景之乱或隋平陈之际，
是迄今为止南方地区发现的布局最为典型、保存完
整、时代最为明确的一处南朝佛寺遗址。佛塔中心
开挖带台阶的长方形竖穴土圹“地宫”和夯土分层
封护结构的瘗埋方式，对研究舍利的早期瘗埋方式
和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琉璃珠、玛瑙珠、
玻璃器、琥珀器等遗存体现出南亚风格，反映出南
朝时期建康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密切的贸易
联系和文化交流。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为探索南朝
佛寺形制布局、建筑规制、营造技术等提供了珍贵
的实物资料。

土山二号墓墓室
清理前的三维影像图

黄泗浦遗址唐代河道出土遗物

煎药庙墓地出土玻璃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