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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祖陵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
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是契丹辽王朝的开
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的陵寝之地。《辽祖陵：
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是中国学者进行科
学考古发掘的关于辽代帝陵的第一部考古学专著。
该书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
工作队于 2003~2004年对辽祖陵遗址考古调查试掘
的资料；重点发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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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联
合组成的辽祖陵考古队于 2007~2010年在辽祖陵遗
址进行考古调查测绘、试掘和发掘的全部资料，并对
相关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本报告为学术界研究辽代
帝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素材，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陵
寝制度的重要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
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文物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辽祖陵：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全五册）
《田野考古学》是有关田野考古学基础理论和

基本方法的教科书，是根据当代考古学学科发展的
新形势、新任务和新需求而编写的基础类教材。

《田野考古学》既有西方田野考古的相关介绍，
更重点论述中国田野考古的传统和特色。在基础理
论方面，强调“田野考古工作现场即考古学研究的
第一现场”，突出以复原遗址堆积过程和人类行为
模式为核心的考古地层学和埋藏学的理论基础，集
中反映了近二十年来我国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应用
到田野考古实践中的系统成果。书中内容力求做到
兼顾科学严谨和通俗易懂，既能满足高等院校考古
文博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学习需求，同
时也对考古研究人员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者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辉、张海、秦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6月出版

田野考古学

金沙遗址祭祀区位于金沙遗址梅苑地点东北
部，该地点以出土大量玉器、青铜器、金器、象牙、卜
甲、石器等特殊质料的遗物和特殊堆积为特征，被誉
为21世纪四川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报
告是对这些历年发掘与采集资料的全面而系统的整
理，将其按单位全面介绍。结合地层学和类型学，将
先秦时期遗存统一分为六期十五段，利用碳-14测
年和结合其他遗址或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在新石
器时代晚期就有宝墩文化的人群在此活动，祭祀活
动至少不晚于距今3500年就已经出现，并延续至春
秋晚期，绵延千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
著，文物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金沙遗址：
祭祀区发掘报告（全五册）

海龙囤，又名龙岩新城、龙岩囤或海龙
屯，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而毁于明万
历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是杨氏治下
的播州最负盛名的羁縻·土司城堡。2015年7
月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一起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 4月～2020
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先后联合汇川区文体广播电视局、海
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
对海龙囤遗址展开连续八年的发掘、整理与
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是海龙囤
2012～2014年度考古发掘研究报告，对海龙
囤相关遗存进行了全面介绍与深入研究。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编著，科学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海龙囤（全四册）

本书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
《反山》发掘报告的英文版。反山位于良渚古
城城内莫角山宫殿的西北部，姜家山的北面，
是一座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墩。1986年，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在土
墩上发现11座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型墓葬，共
出土陶、石、玉、象牙、嵌玉漆器等1200余组。
这是浙江省考古工作者首次发掘到随葬有玉
器而且还是许多高等级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型
墓葬。从一发现开始，到现在良渚古城的发现
与研究，反山墓地的发现为从整体上考察良
渚文化的社会分化与分工、对认识良渚古城
的城内布局、对良渚玉器的解读等，都提供
了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译，文物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反山（全二册）（英文）

本书是一本结合作者近半世纪的考古
工作的思考、系统回答“中国特色考古学是
什么”的文集。该书以介绍考古学的学科分
类、研究对象和手段为开端，叙述了考古学
理论方法与基本原则，重点讲解了考古阐
释与历史重建的方式方法，以及回答了如
何学考古、用考古的问题。本书专为考古初
学者所作，对“考古为何”和“考古何为”发
时代之问都做了回应，对想了解什么是考
古学，以及考古学对史学研究有何助益的
年轻读者来说，本书不失为简要而又富启发
性的读物。

陈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
出版

考古何为

2022年1月中下旬，故宫文华殿举办了“何以中
国”展览，本书是以图书的形式将展览记录下来，并
更深入地挖掘展览价值，传播中华文明与优秀文化。
聚焦中华文明特质，主题是“何以中国”，述说最中国
的故事；主线是中华文明的“源”“流”“汇”，大致分别
对应“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本书旨在
讲清楚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
取得的灿烂成就、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使公众更好认识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本书不仅收录了参
展的 130余件（套）文物，同时有别于常规图录的做
法，将展览中作为补充信息和扩展知识的展板内容
活化入书中，将图录变为了一本讲述中国古代文化
和中华文明的科普读物。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何以中国

本书是一部由中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通过文物
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的大众读物。

中国文物众多，类型丰富，它们凝结着中国历
史的智慧，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厚度，展现着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透过文物能够认识历史
中国，能够感悟文明中国，同时也能够体会中国考
古走过的峥嵘岁月。本书遴选了十件代表性文物，
通过专家学者们娓娓道来的叙述，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逐一呈现文物的发现、文物的内涵，以及文物所
蕴含的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力求使文物
活起来，使中华文明更加立体地加以展示。

《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图文并茂，装帧精
良，语言朴实，集专业性和普及性为一体，是广大读
者走近文物，打开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扇窗口。

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巩文等撰稿，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

本书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丝绸之路简史，中国敦煌吐
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史学家荣新江作品。全
书综合运用中外稀见历史文献、最新考古资料
和权威科研成果，通过对丝绸之路的走向、城
镇、战事、物质交流、人口流动、政权与聚落、考
古发掘与文化遗存等 18 个问题的深度分析，阐
述了丝绸之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辉煌历
史，呈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挖掘了丝绸之
路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博雅而厚重，对理解

“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积
极作用。全书思想精深、内容精湛、学术性、前沿
性、权威性兼具，是一部可读性很好的丝绸之路
通俗历史读物。

荣新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从张骞到马可·波罗：
丝绸之路十八讲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
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
报社联合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
活动。这本大型学术画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就是在遴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基础上，
由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编辑的。

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灿若星辰，闪烁着
中华文明的耀眼光芒。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考古发现，反映了中
国考古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
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
方面的重要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记录、印证、丰富了悠久灿烂的中国历史。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编，文物出版
社2022年11月出版

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