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
岛之间的南海海底，西北距离三亚约 150公里，遗址水深约
1500米。2023年起，对二处沉船遗址进行了深海考古调查，
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
水器，共执行41个潜次调查。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
数量巨大，时代比较明确（明弘治-正德），具有很高的历史、
科学及艺术价值。这一发现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
现，也是世界级的重要考古发现。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填补了我国古代南
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
的历史链条，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
事实，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对中国航海
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及水下考古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
的贡献。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

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
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
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考古调查、记录与研
究的工作。这一发现充分展现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
界融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发掘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宋建忠

跋山遗址群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时空框架，
拓展了山东史前遗存的分布范围，是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
中晚期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

系统完善了海岱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和
旧石器技术发展过程。跋山遗址使用石英简单石核-石片技
术的文化特点，发展到距今约3万年水泉峪遗址出现细石器
技术，经凤凰岭遗址、扁扁洞遗址传承发展，而后开启海岱地
区新石器时代文明化进程。

跋山和水泉峪为代表的跋山遗址群完整揭示出距今
10～2 万年的地层剖面，在时空上完整展现了古人类连续
发展的历史进程，更将散布在周边地区的简单石核-石片
技术的石英旧石器遗存完整连接起来，揭示了晚更新世华
北、华中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一致性，说明中
华文化的多元一体、长期连续发展的特点早在旧石器时代
便已显现。

首次揭示出10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的充分利
用，生动再现为应对冰期、间冰期交替出现带来的环境变迁，

远古祖先不断调整适应策略及维生方式的历史场景。
为建立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提供重要证

据。连续文化堆积，无间断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均展现出
本地区人类的连续发展历史进程，直接否定了末次冰期寒冷
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清楚展示山东地区乃至东亚早期
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罡

书院街墓地是继城垣、宫殿区、铜器窖藏坑之后，郑州商
都又一重要考古新发现，填补了早商王都空间布局的空白。

发现了国内时代最早的兆域，有近乎完整的兆沟，复杂的
通道，高等级的墓葬，类型多样的祭祀遗存，是殷墟西北岗王
陵方形隍壕兆域的前身，将中国兆域的历史提前至早商时期。

发现了郑州商都早商时期等级最高的墓葬M2。这是郑
州商都遗址70年来首次发现青铜器最多、玉器最多、金器最
多、殉狗坑最多的墓葬。墓底多坑是商代高等级墓葬的一个
重要文化特征。

兆域内发现了人牲、猪牲、狗牲以及密集的牛角坑等多
类祭祀遗存，进一步丰富了早商祭祀文化、祭祀礼制的价值
内涵。

出土了类型丰富的成套青铜酒礼器，展现了早商时期最
为完整的酒礼器组合，代表了早商礼仪制度和礼仪文化的最
高规格。目前发现最早用于丧葬礼仪的金覆面，为三星堆黄
金面具文化的来源提供了考古实证。发现的黄金绿松石牌
饰，与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在镶嵌工艺等方面一脉相承，是

二里头文化以来嵌片绿松石高等级礼器的一个巅峰。
发现最早的镶嵌绿松石铜戈，开启了绿松石镶嵌高等级

青铜兵器装饰的新方向。
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的考古新发现，展现了早商时期高

等级贵族丧葬规制的文化面貌，标志着早商文明发展的新高
度，彰显了商代王都丰富的文化内涵。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吴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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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省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
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
遗址。

通过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
距今 7500~3000 年考古学文化序列，各阶段考古遗存的文
化面貌特征明确，发展延续关系明显，存续多个考古学文
化，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时期的居址
空间利用模式揭示了该地区 7000 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
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珍贵的人骨遗骸、丰富的海陆生动物
遗存，以及确凿的农业证据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多样
化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这种特点贯穿
7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

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考古重要发现为代表的南岛语族
考古研究新进展，有力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学文化
序列的构建，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生计模式、迁徙
规律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

中华文明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海洋文明是中华

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
考古进展，深化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人群利用
海洋资源以及史前农业文化向东南亚岛屿地区扩散历
程的认识，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线
索，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重
要实证。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平潭综合实验区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
项目负责人：周振宇

磨盘山遗址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北侧
的郎川河沟通着长江水系和环太湖水系，使得该遗址正处于
重要的地理节点上，以往这一地区并未做过深入的工作，遗
址的发掘填补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地域空白。

遗址保存较好，现存总面积约 60000平方米，是皖东南
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

该遗址于1970年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2015、2016和
2023年进行了三次发掘。三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
区进行，发掘面积共1640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
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
化堆积，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研究的典型范例。

最重要的发现是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的土
台墓地，共清理这一时期的墓葬 330座，其中崧泽文化时期
321座，墓葬数量和密度在同类遗址中非常少见，成为文化
演进、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工和等级分化研究的重要材料。

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多数器形都可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

研究。遗物中自始至终网坠比例都很高，结合采集和浮选的
大量水生动植物，少量的陆上动植物遗存，说明了生计方式
渔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

磨盘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还可成为探讨崧泽文化圈和
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参考。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赵东升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
地，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
为核心，包括殷家岭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
大型遗址。

该遗址先后于 1955、1956~1957、1989 年进行过三次
考古发掘。2015 年至今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
获。考古工作揭露一座屈家岭文化大型礼制性建筑，发现
黄土台基和体量巨大、结构清晰、建造工艺考究的“磉
墩”，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磉墩”，填补了中国建筑史
的空白。

发现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
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要素，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
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
一，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
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
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
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

屈家岭遗址历经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等史前时
期，社会及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大型中心聚落、高
等级建筑和水利工程设施的集中出现，年代明确，结构清
晰，工艺高超，多角度、多维度地展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
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
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关键
样本。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陶洋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
楼村，2023年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并进行全面勘探。

钻探发现遗址以王庄村为中心，东西宽 500米，南北长
1300 米，遗址总面积约 63 万平方米。遗址中部发现一座环
壕：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50米，方
向 10度，总面积近 80000平方米；环壕主要围绕王庄遗址大
汶口文化墓地，初步推断为墓葬区以外带有防御性质的围
沟，两者年代应基本同时。

年度发掘区包括王庄村南（Ⅲ区）与村中（Ⅳ区）两
部分，Ⅲ区主要发现部分东周、唐宋时期小型墓葬，最重
要的是在遗址Ⅳ区揭露一处墓葬密集分布的大汶口文
化墓地，目前在约 1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
墓葬 23 座。这批墓葬级别较高，随葬品数量丰富，目前已
提取各类陶器 400 多件，玉器 150 余件，以及部分石器、骨
器等。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葬俗独特，存在多组墓葬

间的“有意打破”现象，墓葬出土“玉覆面”及成组石圭具
有礼器的性质，是该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直
观反映。遗址陶器群类型多样，文化面貌复杂并具有鲜
明地方风格，代表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豫东地区的一个
新类型。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发掘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朱光华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已
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
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不同山
峁上，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
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其遗存丰富、要
素齐全、规模巨大，初步确定为一处商代方国都邑聚落遗址。

目前已发掘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夯土建筑群，其镶
崖包坡的台基修筑方式、“回”字型的整体布局、下沉式的空间
结构、木地板和纴木等技术的应用在中国早期高等级建筑中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出土的陶范纹饰精细、工艺成熟、类型
多样，显示出当地已具备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能力；大量商
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尤其是11座甲字形大墓的集中发现，填
补了殷商文化圈之外商代带墓道大墓的空白。部分墓葬的开
口面积甚至超过了安阳西北冈王陵，远超学界以往的认知；贵
族墓葬盛行墓室葬车，大量葬车遗存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
马车的起源和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出土了
国内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或为文献记载中的“大车”或“牛

车”，将我国双辕车的出现时间上推了约1000年。
寨沟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与殷墟高层物质文化相

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
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对探讨商代西北方
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
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孙战伟

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是一处秦代大型
礼制性建筑遗址。遗址外围依山势建有夯土围墙，墙内主
体遗存由多处夯土建筑基址组成，现存总面积约 28000 平
方米。

遗址中心为边长 27.8米（合秦尺 120尺）的方形夯土台
基，四边各夯筑两组台阶，上置空心踏步砖。土台中心建造一
边长6.5米（合秦尺28尺）的方形半地穴式空间，地面及四壁
贴附素面砖，砖缝作填缝处理，空间中部地砖下有陶水管道
向北纵穿夯土高台。中心土台四边对应长方形附属建筑，四
角分布曲尺形附属建筑，附属建筑区域以夯土墙分隔出多个
院落，夯土墙连接附属建筑将中心土台围合。各夯土基址边
缘均分布方形柱洞，外围均环绕鹅卵石散水。遗址以建筑遗
存为主，出土大量建筑构件，有瓦当、板瓦、筒瓦、空心砖、地
砖等，各类遗物规格、纹样统一。

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
型建筑群，是继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秦祭祀建

筑形式。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两汉时期德阳庙、王莽九庙
甚至后期天坛、地坛的等祭祀建筑风貌，具有极强的礼仪性，
是秦代国家意志的体现。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

“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
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侯红伟

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2022 年至
2023年，对霍州窑开展了第一次系统考古工作，摸索出一套
古今重叠型窑址的考古工作方法。

8 个地点，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
等各类重要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产品残片和窑具。第
一次从考古学上建立了霍州窑历史分期标尺，掌握了各
期的产品面貌和工艺技术特征，厘清了霍州窑从北宋末
期到清代初年的烧造历史，建立了北方地区瓷业基础研
究标尺。

霍州窑金代成熟，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以“擦涩圈”叠
烧为主要装烧技术，细凸线纹印花为显著装饰特征。元代是
霍州窑的高光时刻，是全国唯一生产高档细白瓷的窑场，其
独有的“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技术”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
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传统的延续与创新。明代生产白
地褐花日用粗白瓷，性质明确的祭器和藩王高档用瓷等三类
产品，呈现出多层次、多面貌的特点，向世人呈现出一个全新
面貌的霍州窑。

霍州窑印证了中国细白瓷生产中心的转移，填补了北方

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
峰，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

霍州窑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印证了山西地区
是北方地区经济中心、手工业生产核心区域，也为瓷业交
流、瓷业格局、人地关系、地方社会等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户，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体现和
生动诠释。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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