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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高庙》作为高庙文化考古的一大重头报告，
全面收录了高庙遗址的发掘收获，为考古学研究、中华
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和新的研究路径。
高庙遗址的发掘是湖南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遗址出
土的文物非常丰富，其主体遗存分别属于高庙文化、大
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下层遗存中出土了我国现知年
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和各类人工
制品。部分陶器上装饰有太阳、八角星、獠牙兽面、凤鸟
等大量的宗教艺术图案，无论其主题内容还是艺术表
现形式堪称中国史前人类的艺术经典和思想宝库，对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22年
1月出版

洪江高庙

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界之巨擘，一生为考古学的发
展繁荣呕心沥血。宿白先生著作等身，学术成果不但解
决了考古学中的许多难点，也为考古学的前进指明了
道路和方向。宿白先生教书育人，为考古学界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人才。为纪念逝世的宿白先生，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特编《宿白纪念文集》，分上下编，上编为学术
论文，下编为纪念文字。

《宿白纪念文集》中收录的数十篇学术文章，内容
涵盖考古学的许多方面，汇聚了当下的学术热点和争
议问题，展示了考古学的新成果。《宿白纪念文集》汇聚
的纪念文字也展示出宿白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侧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文物出版社2022年1
月出版

宿白纪念文集

本书所收录的60项重要考古新发现，是从2011～
2020年全国数千项考古发掘项目中精选出来的，最早可
到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最晚可到清代末期
的沉船遗迹；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及
其以后各个历史时代的遗址、墓葬和其他遗迹；范围则
从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西藏，到黄海、东海之滨的山
东、江苏和浙江，从辽阔草原的内蒙古到热带雨林的海
南岛。在这60项考古新发现中，有不少具有填补历史空
白的价值，还有一些则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涵。

考古杂志社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
月出版

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
（2011～2020）

《中华文明五千年》以创新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
以开阔的人文科学视野、博大精深的内容、浓郁的家国
情怀、严谨优美的文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波澜壮阔
的发展道路。《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传承中华文明传统、
借鉴中国智慧、弘扬中华精神的优秀学术普及著作，它
重理论、成系统而又多有史料的佐证，有描述、配百余
幅彩色插图而又不乏精辟的警语。它是一部展示中华
五千年文明整体形象的国民素养书，它让读者知晓中
华文明以独特的命运，延续至今的原因所在；同时启示
读者唯有通过中华文明的道路，才能贴切理解现代的
中国。

冯天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中华文明五千年

殊像寺是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疆，促进民族融合
和国家统一而敕建的一座皇家寺庙。本书详细梳理了
殊像寺的历史背景及沿革，将文献资料与实地勘察的
发现相结合，建立了殊像寺建筑的信史，对其中的每座
建筑和历史文物进行勘察、实测，并记录在案，分析并
阐述了它们的文物价值，着重涉及建筑本体的保护与
修缮，包括建筑遗址、彩画、石质文物等多方面，将文物
保护理念落实到工程技术的选择与实施的全过程中。
本书图文混排，图片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凝结了本次
殊像寺修缮工程的丰富成果，将工程档案、勘察记录、
测绘图纸集辑成册，形成殊像寺修缮实录专档。

承德市文物局、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指挥部工作办公室编著，陈东、李林俐主
编，文物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承德殊像寺文物保护工程实录

《从考古看中国》是一部全面总结百年考古成就、
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的普及性读物。全书分多元一体篇
和史料传承篇两部分。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
室邀请众多著名考古专家和著名学者联手打造，简明
扼要、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星堆、金沙、良渚古城、海
昏侯墓等考古热点以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清华简、
睡虎地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全面
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
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
贡献。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书局2022
年4月出版

从考古看中国

《秦汉栎阳城：1980～1981年考古报告》全面整理、
公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考古队1980～
1981年开展秦汉栎阳城考古所得的所有发掘资料。通
过集中整理，在《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已发表资料
基础上，对1980～1981年秦汉栎阳城考古所得栎阳城
遗址、东南墓区、太上皇陵的全部考古资料，在新的资
料整理要求下开展全面梳理，在科学编排后，提供给考
古学、历史学等学者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秦汉栎阳城：
1980～1981年考古报告（全三册）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楚国先民最初生活在黄河流域
的中原地区（河南新郑），南迁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
华夏文明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
基础向前发展楚文化。本图录精选九连墩战国古墓群、
荆门包山二号墓、纪南城、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等重要遗
址出土的重要文物224件（套），分为“开疆拓土”“礼俗
百业”“惊采绝艳”“上下求索”四个部分，打破以材质为
主要门类的叙述脉络，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增加楚国历
史知识，突出楚人“筚路蓝缕”“一鸣惊人”的精神内涵，
从物质到精神、从文献到文物，全面展示楚国的历史和
文化。

湖北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楚国八百年

本书是一部记录霍巍教授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开
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
记。作为一本带领大众走进考古现场的通俗读物，本书
收录了霍巍教授多年来在第三极考古工作中写下的数
十篇随笔，以在青藏高原开展的重要考古工作和一手
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生动记录了作者在发掘、调查以
卡若、曲贡、藏王陵等为代表的西藏古文化遗址过程中
的发现、感受和思考，是认识第三极文明的生动文本，
展现了青藏高原繁盛多彩的古代文化，以及青藏高原
诸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图景。

霍巍著，天地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探寻第三极：西藏考古手记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
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全书分为上
中下三卷18章，并附有121幅插图，是一部关于农业和
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技
著作，其特点是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被欧洲
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古代的
各项技术进行了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
系。本书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
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
用到近代，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此次原大
仿真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十年刻本。

[明]宋应星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 5月
出版

天工开物（一函六册）

一个普通人的一生，能否被称作历史？本书透过北
魏宫女的一生去探究身处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普通
人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罗新教授利用墓志等史料讲
述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眼睛
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
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
喜悦、疑惧、张狂、绝望……随着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
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八十年
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
多多人。

罗新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漫长的余生：
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本书是一部关于玉石玦生命史的研究专著。玦的造
型源于古人的生活实践，主要作为耳部装饰品而非专门
制作的明器或祭礼器使用，大部分也非“神器”或“神
物”。玦可用来表达人类爱美意识，传递祈福祛灾、保佑
平安等原始观念，也可作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齐家制玦作坊是我国历史时期唯一一处经过大规
模考古发掘的生产石玦的专门性遗址。本书从齐家制
玦作坊出土的实物资料及相关生产遗迹出发，见微知
著，探讨了生产技术、产品标准化与专业化、评估了生
产组织与生产规模，追溯了生产者、消费者的族属与身
份，进而从客观描述转向归纳阐释，从感性认知转向理
性认识。

孙周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

本书收录了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重要书信300余封，
时间跨越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包括夏鼐求学期间
向李济、傅斯年、胡适等著名学者请教学术问题和学业
规划的信件，西北考察时期向郑振铎、梁思永汇报考察
工作情况的信件，新中国成立后指导各地考古工作的
信件，与韩儒林、谭其骧等著名学者商榷学术问题的信
件，与张光直等海外学者互通访问安排的信件。书中收
录信件多数为首次刊布，集中反映夏鼐先生的个人生
活、工作中的人际交往情况，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新中
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著，王世民、汤超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夏鼐书信集

《中国金银器》是我国完整展示金银器在工艺美术
领域流变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纸上的人类生活史，囊
括了先秦至清的金银器皿与金银首饰，着眼于造型与
纹饰，究心于美术和工艺、审美与生活的关系。全书依
历史朝代和器物功用，于两千页篇幅内，将金银器这一
西风东渐之物在华夏之邦的落地、嬗变、融合直至自生
光华的过程，以真实可见的图像影写一一作注。作者多
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金银器的系统性研究，图文互见，
可说是其一贯追求的研究方法与呈现形式，将沉睡于
书典中的名目与往昔埋于地下而今重见天日的器物或
重建联结，或直观再现，这也是名物研究的要义所在。

扬之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8月
出版

中国金银器（共五卷）

本书由“史前遗址博物馆”和“历史时期遗址博物
馆”两卷组成，集中介绍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56座考古
遗址博物馆，展示了新时期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整
体形象，是中国博物馆界对考古遗址博物馆这一重要
组成部分的首次系统梳理。全书内容涵盖遗址本体、发
现过程、学术研究、博物馆特色展览、核心展品和社教
服务等，充分展示出遗址博物馆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博物馆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促进考古学与
博物馆学交叉融合、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

中国博物馆协会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
8月出版

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全二册）

本书围绕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和古代人地关系等
重大问题，开展地学考古研究从而获得了许多重要成
果。本书包括有18篇论文，其中，不仅有论述地学考古
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文章，而且也有在丁公、大汶口和
城子崖等重要遗址进行地学考古的研究论文，内容涉
及聚落形态和演变的地貌背景，灰堆的形成过程和人
类活动，壕沟内堆积过程与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关
系等。内容新颖，充分体现出地学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
的重要作用。

靳桂云、宿凯编著，文物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地学考古——方法与实践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新石器时
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
朝夏朝（二里头）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
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
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
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
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
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用来记录周文王亲历和
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
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
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
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
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李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本书是浙江古代青瓷的首部通史类专著。青瓷是
最早的瓷器品种，浙江是青瓷的故乡，也是古代世界主
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青瓷，不仅历史久远，遗存丰
富，海内外的发现既多且广，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甚为丰
硕，但囿于各种条件，通史类专著阙如既久。本书以浙
江古代青瓷发展历史为主线，划分出滥觞期、成长期、
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等五大历史时期；以官民两系
中的“官”为辅线，还原贡瓷、官窑和哥窑的演化历程；
以产品输出和工艺传播为次辅线，介绍青瓷流布与技
术辐射范围。

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年10月出版

浙江古代青瓷（全二册）

中国古代带钩与带扣，是文物中形体虽小却比较
重要的物件。虽然个体很小，但它们的出现曾经关系到
古代王朝国体安危，关系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文化
交流，更影响到现代人的生活。过去学者较少对这类文
物进行研究，本书作者积40年之功，对带钩和带扣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对两类文物的文化内涵也
有所发掘，论物论史论人，对于考古与文物工作者开展
研究拓展思路具有积极意义。本书对文物收藏与鉴赏
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可供广大文物收藏爱好
者阅读。

王仁湘著，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束带矜庄：古代带钩与带扣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礁盘内
侧，1996年发现，1998～1999年做过一次初步调查和试
掘。2007年3～5月、2008年11~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
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先后两次组队进行水下考
古发掘，分别完成了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的全面揭露
和船载遗物发掘、船体表层测绘，船体遗迹的发掘和船
体构件的测绘、拆解并提取出水。本书是2007年和2008
年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的学术报告，是
两个年度工作成果的全面、客观、系统的总结，是中国
水下考古的一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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