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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名专家代表线下参会，一众大咖与各项目发掘者齐聚一堂，考古界顶流
活动“十大考古”终评会精彩纷呈。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场活动背后的故事，作
为“十大考古”活动的主办方，在此用我们的视角讲给大家听。

修订章程细则 更好发挥专业支撑作用

党的二十大系统部署了“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点任务。这
是新时代考古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全社会对考古发现和文化遗产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始于1991年，至今已开展了33届。从最初的筚
路蓝缕，到如今的行业高度认可、公众高度关注，这项活动已被塑造成为一个极具
影响力的品牌。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征求
了多方意见建议，再次对活动章程和细则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参评项目条件、参评资格、评选程序、终评评委产生方
式等内容，将相关管理要求写入章程，进一步规范评选审批流程，并根据实际情况
更新了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细化了专家库管理要求，更好发挥专业支撑作用。

2023年是新修订章程和细则施行的第一年。推介活动办公室严格按照新的要
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2022年的中国考古故事“十大考古”背后的139个日夜

2022年是中国考古事业各项工作可圈可点、亮点纷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就的一年。中华文明探源第五阶段研究、“考古中国”18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54
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实施，1432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高效开展，一系列新
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从2022年11月10日活动启动，到2023年3月28日
发布会结果揭晓，历时整整139天。

活动启动后，推介活动办公室共收到32个项目的申报材料。所涉及申报项目
时间跨度大，上起距今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下至长城考
古重要发现明清时期的陕西靖边清平堡遗址。从遗迹类型上来看，遗址种类多样
且内涵丰富，不仅包括坐落在黄土高原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
址等大型史前聚落，还包括商周、两汉、元代的贵族或家族墓葬，以及城址、冶炼遗
址、窑址、古港遗址、佛寺遗址等。均从考古学视角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形成过程、各民族及地域文明的汇聚滚动与血脉交融。为了及时推介各考古项
目，深入解读考古新成果，“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从2月6日起，连续16天推送32
项参评项目的详细资料。

参评项目名单确定后，推介活动办公室随即制作初评选票。2月3日，226张选
票（91张全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团体票和135张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个人票）
全部寄出。截至2月17日，全部发出选票悉数收回，评委参与率高达100%。2月27
日，初评结果产生，22个项目入围终评。“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从3月15日起，连
续11天推送22项参评项目的详细资料。

用心用情设计 彰显“十大考古”排面

参加此次终评会的代表，都能对会上分装资料的帆布纪念袋印象深刻。据设
计者介绍，这次设计经过不断筛选、打磨和推敲，所有文字的纹样均出自参评项目
的元素，其中“十”字的纹样来自陕西西安太平遗址以及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
址，“大”字纹样来自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左右两
侧底纹来自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古”字纹样选自
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山东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下部的地名堆叠为所有参评
项目所在地。除帆布袋外，终评会手册的封面也别出心裁集合了各种考古工具的
图案，并特意印刷了大号字版本，以方便专家阅读。

入围终评项目单位提交的精美海报也是亮点之一。张张海报突出了遗址最重
要的发现，结合精心设计、完美布局，甚至不少遗址已经拥有了自己的slogan，比如

“中国百万年人类史新的考古实证”“惊现史前结构最复杂城门”，再比如“武陵炉
光”“千年商港、海丝节点”。除了精美海报，还有蓄力于震撼的视频，遗址的千年历
史与内涵浓缩在短短3至5分钟内，特效与干货并存、时空交错、见物见人，充分展
现了遗址的丰富内容，足见考古人为自己加油打call的干劲十足。

媒体联动优势互补 内外宣传持续发力

在本次“十大考古”终评会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提早开启了“十大考古”预热
环节，终评系列和相关报道自3月25日起在新闻频道正式亮相，3月25日至27日
连续推出22个入围终评项目展播，朝闻天下、新闻30分、东方时空、新闻联播、直
播间、4套中国新闻等滚动播出。频道首发25条节目，重播上百次，总时长200分
钟。学习强国文化频道推出“聚焦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题。

推介活动办公室依托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发
挥全媒体优势，通过新技术搭建新平台，实现多种形式的内容产出，并进行融合创
新传播，带来更及时、更精彩、更多样的报道。全媒体时代的报道，采访方式和展现
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充分发挥“一次采集、多次发布，多元呈现、多媒传
播”的功能，全流程紧密协同、高效运转，“报、网、微、端、屏”无缝衔接、互为补充，
视频、长图、图文等融媒体产品各展其长。融媒体矩阵联合发声。国家文物局政府
网站开设“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题，设置“活动动态”“入围项目”“项目视频”
等专栏。

“十大考古”汇报会和发布会在央视新闻，新华网，学习强国，国家文物局视频
号、抖音平台、百度百家号、官方微博，中国文物报社新媒体平台矩阵等几十个平
台上进行直播，让不能来到现场观摩聆听的考古人、考古爱好者能及时分享到“十
大考古”终评会的精彩内容。

微博互动，有声有色。多个微博账号共同建立#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等微博话题，与网友分享互动。带动了以微博话题、头条话题为代表的千万级阅
读量。阅读量超过1000万的有2个，阅读量超过100万的有11个。

“十大考古”结果刚一宣布，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和“文
博中国”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登上当晚《新闻联播》，社会关注度极
高。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普法等公众号发布的推文，突破十万加的阅读
量。此外，160多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十大考古”相关消息。

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登上中国政府网。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
社、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等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
终评会及发布会直播观看量，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话题阅读量超过5亿。

中国文物报社在全力做好本届推介活动各项工作的同时，发挥国家文物局文
物新闻宣传国家队、主力军的优势，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深化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系统性认识，大力拓展推进社内、社外媒体融合，加强内容原创体
系、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系统化建设，有效提升了文物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和公信力。

2022年，是中国考古学新百年的第一个年头。肩
负“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上万年的文化史、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使命的中国史前考古，在田野考古工
作中取得了大量重要收获。考古学的中国道路是由我
国考古新发现引出的考古新认识不断铺就而成的。在
中国考古学新百年的开始，考古工作者们突出“问题
导向”，秉持“课题意识”，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推介活动中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大量精彩纷呈的
新发现，树立了新坐标，显示着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
新起点。

研究百万年人类史的新证据

中国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这一论断再次被
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和文化证据所证明。2022年5月18
日，在汉江北岸的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距“郧县人”
1号头骨发现地点33米远处，紧邻1、2号头骨出土地
点的B发掘区，发现了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的“郧县
人”3号头骨及其伴生的石核、石片和搬入石料等石制
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这一天，恰为“郧县人”1号头骨
发现整33年。

与先前发现的“郧县人”1、2号头骨化石相比，3号
头骨保存得更加完好，直立人形态特点更加明确，是
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成
为古人类演化研究关键环节和重要时间节点上的重
大发现。在学堂梁子遗址C、E区，还发现有晚至旧石
器时代较晚阶段的石器。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年代跨度
长、遗存内涵好、研究价值高，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以来
的人类史提供了重要新证据。

考察上万年文化史的新发现

我国东濒渤海、西至河套的广大区域属苏秉琦先
生概括的面向海洋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区
域。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和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分别
位于“面向海洋”文化区的东部和北边，均揭示出新石
器时代最早期的遗存面貌，呈现出距今一万多年以来
处于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先民们以制造陶器、农业革命
等方式改造自然和创造文化的生动图景。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和农业起源是中
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上万年文化
史研究中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地处海岱地区腹地
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红烧土、石、骨、蚌、陶等遗存
的年代被确认为距今1.1~1.5 万年左右。引人注目的
是，赵家徐姚遗址揭示出了400余平方米的红烧土。
发掘者认为，该遗址至少包括了呈品字形分布的 3
座火塘，周围发现有1000余件遗物。距今万年以前，
先民们用火的行为虽已常见，但遗址出土大量新石
器时代早期陶片的现象引人注目。发掘团队在达“数
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冲积扇加积过程中发现大面
积、多频次红烧土堆积”，并进行了遗址周边的景观重
建、堆积形成、埋藏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或为揭示为我
国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生业方式、手工业生
产提供了参考。

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缘、坝上地区的四台遗址诉说
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地区”距今约1万年左
右至仰韶时代早期的文化变迁。四台遗址第一、二组
遗存流行压印、折线和刻划纹，筒形罐上的“之”字纹
似为“竖压横排”。压印纹和刻划纹在河北易县北福地
一期乙类遗存亦有流行。虽然二者的相对年代和谱系
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但二者存在的密切关系毋庸
置疑。第三组出土的筒形罐、石磨盘、石磨棒等在磁山
文化中也有发现。第四、五组饰“麻点纹”的筒形罐和
尖圜底器不断显示出来自辽阔的北方地区的文化传
统。四台遗址表述了在内蒙古高原南缘附近地区，自
距今万年前后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到面向海洋的磁
山文化产生，及其后的裕民文化等北方文化传入的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复杂历程。

探索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新资料

张忠培先生曾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后，
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文化
交流加速且规模扩大的同时，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安
徽含山凌家滩、甘肃庆阳南佐等遗址的发现，呈现出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精彩瞬间。

凌家滩遗址素以其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闻名。
2020年至2022年出土的“龙首形”玉器、大型玉璜、玉
梳形器、“齿轮形”玉器和数量较多的成套石钺，昭示
着凌家滩文化居民“祀与戎”的意识与行为。在凌家滩
遗址以往的发掘工作中，发现过祭坛、祭祀坑、积石
圈、墓葬、红烧土等类型的遗迹。考古工作把揭示遗址
聚落布局的视角融入研究课题。发掘者在大型红烧土
遗迹底部发现了建筑遗迹，见有内填红烧土的基槽、
柱洞，并初步认为“与其西侧区域共同组成一处大型
高等级公共建筑遗存”。一方面，红烧土、建筑遗迹及

“西侧区域”三者间的关系及其在凌家滩文化中所处
的发展阶段值得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为解决“寻找
与墓地相匹配的生活区遗存”的研究目标提供了重要
资料。还有，祭祀坑西侧外围发现“可能通往墓葬祭祀
区”的半环状石子路，坑内发现大量经过大火高温焚
烧的石钺、玉石器和陶器等现象，为“活化历史场景”
提供了重要依据。凌家滩揭露出“口宽45米、底宽25
米、自深 2 米”的外壕，不仅丰富了对遗址布局的认
识，更使人们对凌家滩文化居民的社会组织、生产能
力、工艺技术等方面留下深刻印象。

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揭示出了仰韶
时代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大型聚落
遗址，发现的“九台”、壕沟和“宫城”等大型建筑遗迹
显示出黄河上游先民们罕见的强大组织能力。南佐遗
址发现的九座大型夯土台基以及环绕台基的环壕区
域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足见其规模巨大。2021、2022
年共发掘了1600平方米，在面积约3600平方米的“宫
城”中揭示出的面积约720平方米的主殿F1，面积大、
保存好、迹象丰富。发掘者指出，F1由前厅和殿堂组
成，东、西两侧各有一侧室，墙体采用版筑而成，使用
了土坯、红砖、白灰等建筑材料。20世纪80年代发掘
的同属陇东南地区的秦安大地湾大型房址F901亦呈

现出“中轴对称”“前堂后殿”的布局风格，但F901的
面积小了不少。还有，南佐遗址出土“数以百万粒”的
炭化稻米的来源问题，F2出土成组的彩陶平底瓶、陶
罐及白陶、黑陶、绿松石珠高等级遗物引发的思考，为
学界进一步深入考察黄河上游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揭
开了冰山一角；更让我们愈发自觉地产生继续深入到
田野中“动手动脚找东西”，上下求索寻证据，讲好黄
河故事，深入考察中华早期文明的渴望。

当前的夏时期考古研究越发地显示出“研究文
明、文化表述”的特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陕西西安
太平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等发现
展现了晋、陕、豫地区与夏时期考古研究相关的最新
成果，体现着考古工作者“以物论史”的艰苦努力。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西隔黄河与陕北石峁遗址相
望，向东隔吕梁山与忻定盆地的游邀遗址相邻。碧村
遗址存在龙山时代，“龙山文化之后二里头文化之前”
的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三个阶段。笔者曾对石
峁与碧村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过比较并指出，碧村遗
址龙山时代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永兴店文化早、中
期；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碧村遗存共见陕北地区与忻
定盆地文化因素。在此背景下碧村遗址发生了一系列
文化变迁：自龙山时代的小玉梁建造土构房址，到夏
代早期在城墙圪垛地点修建包括两道瓮城的双重城
防设施，最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封堵城门，瓮城转变
为生活空间。可见，与石峁遗址成“掎角之势”的碧村
遗址处于山西、陕北和河套地区诸文化交汇的前沿地
带，深入探讨碧村遗址和其所处的吕梁地区的文化构
成、与周边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等问
题，有助于进一步窥探龙山时代至夏时期在苏秉琦先
生所指的“Y”字形地带的西北方向上具有防御功能的
城址呈现出“万国林立”局面的动因。

龙山时代至夏早期，在南流黄河西侧的渭河谷
地是客省庄文化的领地。陕西西安太平遗址展现了
客省庄文化的大型聚落形态。太平遗址出土的高脖
单把鬲显示，遗址的年代下限进入了夏纪年。与石峁
和碧村不同，太平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
成，似存在由环壕围成的两个聚落区域。聚落内发现
的地面式、地穴或半地穴式、窑洞式以及“两居室与
一院落的半地穴式建筑组合”等形态多样的房址，显
示出居民建筑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建造不同类型房址
的居民所能动用人力物力的差异。太平遗址出土了
各类玉器和玉璧芯、玉料和祭祀、卜骨等遗存，暗示
着太平遗址的居民中“匠人”和“巫觋”的存在。太平
遗址小麦等植物遗存的发现，为考察黄河中游小麦
的传播问题提供了距今四千多年的证据。这些发现
都提示我们，要深入获取太平遗址蕴藏的更多信息，
仍需将遗存置于“时、空、物、人”的维度上开展大量
研究工作。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时期考古研究最核心
的遗址之一。二里头遗址都邑多网格式布局的发现，
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式田野考古工作案例。在21世
纪初，据“井”字形道路的发现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基
本布局，发掘者根据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均发现有城
垣围护的现象提出“其他区域外侧是否有围墙、布局

和演变情况”等问题，发现了“井”字形道路上宫西路
与宫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发掘了道路旁的部分宫
城西墙和南墙及其东南角和作坊区的西北角，继而揭
示出二里头遗址自南向北排列于宫西路和宫东路之
间，以宫南路、宫北路为界的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
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且有城垣以及部分相关
道路，从而总结出二里头遗址“宫城居中、显贵拱卫、
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
布局”。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情形逐渐明晰，学界不
禁对二里头遗址具体还有多少“网格”没被发现，各

“网格”区域的形成时序、兴废变迁、相互关系等更多
问题充满了期待。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葬、河南安阳殷墟商
代王陵及周边遗存的年代分属商代早期和晚期，分别
展现了早商时期晋南地区不同等级墓葬的特征和晚
商时期殷墟王陵布局的重要迹象。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
的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
冶铜遗址。2022年，揭露出属于商代早期的大、中、小
三个等级的墓葬，为探索早商时期对铜矿资源的控制
及其与周边文化和人群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从公布的资料来看，大、中型墓葬体现出的商系传统
较浓厚，小型墓似存在土著文化特征。发掘者还指出，
墓葬“另有少量北方文化因素”。由于铜是当时最重要
的资源，西吴壁遗址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战略地位。
对西吴壁遗址墓葬等遗存的全面揭露和综合研究，无
疑将为考察夏、商王朝管理、开发、利用铜矿的各种问
题不断提供重要资料。

2021 年至 2022 年，对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及
周边遗存进行的工作，亦凸显了“问题导向”的田野考
古工作思路。拟解决的问题有“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
陵区之间的干道”，“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等。发掘团
队在洹河北岸勘探出了早于战国的南北向干道的路
沟，发现并解剖了分别围绕东区和西区大墓的两条围
沟，年代均为商代晚期，发掘者称其为围绕陵园的“隍
壕”。从“殷墟王陵总图”上看，在东围沟西部和西围沟
东部似各有一个的缺口，两缺口位置相对，二条围沟
南部还各有一个缺口。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对
商王陵园布局的认识。《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
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论语·为政》载：“子张问：

‘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
知也。’”于是，这两条围沟或可称为“兆沟”；同时，我
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考古学之所以能够“从已知求未
知”，“殷鉴”后世，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
大精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的“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展示的皆是各种精彩，
每年入围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项目负责人尽是不
同的考古工作者。但相同的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身
上都闪耀着中国考古人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工作热
情和求真务实、青灯黄卷的探索精神。向2022年中国
考古的每一项新发现和每一位考古人致敬！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考古工作者坚持在田野
考古第一线踏实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新发现
和新成果。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的22
项考古工作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11项历史时期考
古成果中，唐代以后的项目有6项，既有中原地区的
新成果，也有边疆地区的新发现，为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
重要的实证。

东京开封府城是北宋时期的首都，是中国古代都
城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都城，是开放式街巷布局
的典范。北宋东京城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同时
又地处黄泛区，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因此，北宋东京开
封府城内的任何一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成果都是具
有重要价值的。州桥是北宋东京城的水陆交通枢纽，
是位于东京城南向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本次
入选的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揭
示了东京城及大运河曾经的繁华和壮美。这是继外城
顺天门遗址之后，考古学者第二次对北宋东京城遗址
进行大规模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学术价值重要。一方
面揭露出明代州桥为砖石混筑的单孔拱桥，桥面宽30
米，南北跨度为25.4米，两侧展出雁翅。在此基础上，
发掘者推测北宋州桥为柱梁平桥。这为探讨我国古代
桥梁建筑技术等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清理
了州桥东侧的宽约25~28米的大运河汴河段的河道，
并发现河道南北两岸均有巨幅的祥瑞石雕壁画，长约
23.2、高约3.3米。这为研究北宋雕刻美术史等提供了
重要新资料。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州桥的营造基础是
否还有残存，确实需要精耕细作地考古发掘去探寻，
这毕竟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目标。

本次入选的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考古成果
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若从东晋太宁元年置永嘉郡
（公元323年）算起，今年恰是温州建城1700年。温州
是 5 个宋代市舶务之一，是 7 个元朝市舶司之一，无
疑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考古学者在
几处基建工地揭露了古城瓮城、水陆城门、水门桥、
城外道路、作坊、水井、河驳岸、江堤、码头、木质栈

道、多组干栏式建筑和沉船等遗迹，以及成吨的各类
瓷器等遗物。这些考古遗存保存好，古港遗址设施较
为完备，构成温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
完整体系，确实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从城
市考古视角看，再现了温州古城北城门外“北埠”港
口码头局部的历史场景。虽然是冰山一角，但也算是
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重要发现。从海上丝绸之路考
古视角看，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码头、埠头、干栏式
建筑、沉船等保存状况之好，码头要素之多，是迄今
国内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这些新成果无疑是海丝
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海丝申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
术支撑。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看，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是温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将城市建设经济
发展让位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我们注
意到，朔门古港遗址从北宋到明清，甚至民国时期，
时间跨度很大。其中宋元时期是温州古港的最重要
阶段。但是目前发掘者似乎还没有明确宋元时期温
州古港的遗迹构成，缺少对发掘区域唐宋元明清不
同时期的总平面布局的辨析和确认。这或许是未来
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

汉人世侯是蒙古国和元代初期较为特殊且十分
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张荣是蒙古国时期为数不多的
汉军万户，是地位显赫的汉人世侯，被追封为济南王。
本次入围的山东济南张荣家族墓地是国内迄今发现
的级别最高、陵园结构较清楚、文字资料最丰富的蒙
元时期贵族墓地。墓地已发现32座墓葬，分砖筑或石
筑类屋式墓（14座）和土洞墓（18座）两类。根据出土器
物、张荣神道碑和子孙谱碑等和文献资料推定，墓地
约从蒙古国晚期持续到元代晚期。张荣墓（M83）的规
模之大、结构之复杂、壁画之丰富在已知蒙元墓中首
屈一指。其前后双门楼、八墓室结构，以及其后门楼和
M79门楼设置墨书“堂号”斗形匾等都是重要的新资
料。墓地共出土青花瓷器、铜镜、镇墓石、陶俑等随葬
品500余件（组）；地表有石碑、龙纹碑首、赑屃碑座、石
翁仲、石羊等石刻，是研究蒙元时期丧葬制度的重要
新资料。

西藏、新疆和宁夏三个自治区入围的三项考古新
发现，为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提
供了新实证。

温江多遗址位于西藏拉萨市曲水县，海拔 3600
米。温江多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之一。
遗存集中分布在吾香拉康围墙内，东西约240米，南北
约280米。整体布局为四塔一殿，与桑耶寺相近，即在
吾香拉康的四角，建四座大型佛塔以及大塔之间的小
塔基，西部中段有石龟趺碑座，中部和北部还有石块
遗迹等。在中部吾香拉康南、北、西侧，发现有不同层
位的土石建筑基础及祭祀坑。该区域应为原温江多宫
及“温江多誓愿祖拉康”的核心建筑。四角大塔的始建
年代应不早于公元8世纪后期。西南塔东侧装藏坑内
出土大量11至12世纪的塔形擦擦。西部的花岗岩龟
趺碑座长2.38米，是目前所见吐蕃龟趺座中体量最大
的一件。遗址出土带釉瓦当、板瓦、琉璃砖等遗物带有
明显的唐文化特征；而佛塔、建筑基址周边配置祭祀
性的遗物坑等则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点。这是首
次对吐蕃时期高等级的离宫和佛寺建筑遗址进行考
古调查发掘，为研究公元7至9世纪吐蕃与中原唐王
朝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材料，是“丝绸
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
实证。女考古学者常年坚持在西藏从事考古发掘工作
是值得敬佩的，期待对佛教遗址布局和沿革的认识能
在精细化发掘中更好地体现。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奇台县县城东北，是丝
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者推定唐朝墩
古城是唐朝北庭都护府下辖的蒲类县县治，始建于贞
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历经高昌回鹘和西辽时期，于
元末废弃。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西宽约341米，
南北长约465米，西、南、北三面城墙呈直线修筑，东墙
沿水磨河岸台地自然地势修筑。在城址东墙中部发现
一处斜坡单门道结构的城门址。发掘者指出城内存在
南北向中轴线，佛寺、景教寺院等主要建筑均位于轴
线之上。而我们注意到佛寺和景教寺院都是坐西朝东

的布局，而且目前发现的东门址大体居中。唐朝墩古
城规划是否一度以东向为尊，是值得以后的考古工作
给予关注的。此城内的佛寺和景教寺院南北并列，而
且还有具有罗马风格的公共浴场，体现了唐朝墩古城
在高昌回鹘时期独特的规划理念和城市风貌，是历史
时期考古重要的新发现。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发现，确
实印证了自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
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见证了唐朝政府对于西域的有
效管辖。

西夏的制瓷业发展一直为陶瓷学界所关注。以往
多以灵武窑剔花褐釉或黑釉瓷器作为西夏瓷业的典
型代表。而苏峪口窑址精细白瓷的发现改变了学者的
认知，是陶瓷考古十分重要的新发现。苏峪口瓷窑址
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
窑子。考古学者目前揭露了包括两座马蹄形窑炉在内
的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出土大量精细白瓷产品
和各类窑具，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推定为西夏宫
廷用瓷的烧造地，或为“官窑”。发掘者认为以该窑址
为代表的诸窑场，在承袭北方传统窑业技术菁华的基
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等窑先进的窑业技
术和审美趣向，从而创造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贺
兰窑。在窑场周围发现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
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尤其是瓷土矿、石英矿与
煤矿等资源在窑址区同时发现，在我国陶瓷考古上尚
属首次。苏峪口瓷窑址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
白瓷的空白。其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多元一体中华
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两宋时期南
北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要有考古新发现、新
成果、新认知，而且更应体现在考古发掘水平的高质
量上。固然获奖或入围的22项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
都十分惹人注目，精彩纷呈，但是一些项目在考古发
掘精细化和考古资料科学提取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
空间。期望科学、翔实、精细化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让
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更精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22“十大考古”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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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新实证
董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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