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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
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考
古工作对文化遗产本体进行揭露与复原、对
其中非物质文化因素进行阐释，是文化遗产
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考古工作是
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
展、保护与开发等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重
大关系的关键保障。

吉林考古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引，深刻
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立足于本省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文化遗产特
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发挥考古工作的基
础性作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吉林
实践”。

一

“十三五”以来，吉林省考古工作基本
形成了以夫余、高句丽、渤海考古为核心，
加强长白山旧石器考古、辽金考古、革命文
物考古力度，大力发展科技考古的总体格
局。吉林考古人作为吉林文化遗产发掘、保
护、继承和弘扬的中坚力量，在考古工作实
践中始终坚持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
的原则。

一是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坚持保护第一不动摇。

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
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打开了吉林省
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篇章。随着大
遗址保护工程的实施，吉林省将文化遗产保
护与考古研究相结合，首创性的将大遗址的
保护、考古、测绘、展示和利用实现了有机
结合，创造吉林省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充
分发挥了考古研究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基
础作用，将考古研究贯穿于大遗址保护利用
全过程。

十四五期间，吉林省的高句丽遗址、渤
海遗址、辽金捺钵遗址、长白山神庙遗址纳
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
专项规划》。吉林省以大遗址考古工作为重
点，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契机，全面推动
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领域的
重点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为正确处理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和技术支持。

二是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依存、共
生共赢，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为可持续开发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十三五以来，吉林省以
解决重要学术问题为目标开展了龙潭山城、
城四家子城址、春捺钵遗址、长白山神庙遗
址、磨盘村山城等一系列主动性考古工作。
以配合文物本体保护工程为目标，开展了山
城下墓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红石砬子遗
址等一系列考古工作。以上工作体现了重要
遗址考古、保护与展示措施的有效衔接，重

要考古遗址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中之
重，对其进行保护利用在传承中华文明、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吉
林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内
生动力和文化支撑。

吉林省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充分贯彻“既
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基本建设”原
则，保护、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源，极
大推动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为
吉林省经济稳步快速发展提供了助力。十四
五以来，吉林省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按照“先
考古、后出让”政策要求开展工作，随着制
度的不断完善和工作体制机制的愈加顺畅，
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的实施质量进一步提
升，开展的东兴遗址、太王陵南遗址、獐项
古城与獐项墓葬、东山头遗址考古项目均获
得重要学术收获，在促进基本建设工程顺利
进行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抢救出了涉建区域
地下文化遗存，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建
设的协调发展。

三是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展览展示
的关系。

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文物
局的正确领导下，近年来，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先后发掘了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
掠夺我国资源的“老黑河遗址”、杨靖宇将
军领导东北抗联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红石
砬子遗址”，两处遗址均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2023年，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
发掘项目入选第四届（2022）全国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十佳案例。该项目通过考古调查构
建东北抗联遗址数据库；通过考古发掘深挖
遗址文化内涵；通过MR数字化技术创新遗
址展示手段；通过建立考古工作站为遗址的
保护提供科学指导，建立了以考古为支撑的
抗联遗址文物保护与展示体系。

二

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赓续中华文
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吉林考古不断提
升自身工作水平，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
业保驾护航。

一是着力构建保护体系，推动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构建大保护格局。“十四
五”期间，吉林省开展“重要遗址保护区
划地形测绘项目”，借助现代化地理信息技
术，精准划定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实现文化遗产
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为文化遗产
的系统性保护以及保护格局的建立提供数
据支持。同时，通过申报实施“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
传承，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以及保护格
局的建立提供学术支撑。

二是着力健全保护机构，推进文化遗产
保护体制改革，形成工作合力。吉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注重多学科、多渠道、多领域、
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分别与吉林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浙江大学等
高校签订校所合作协议，建立考古、文保、
科研、实践的合作关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
产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等多家机构合作，积极开展古
代遗物的科学分析研究工作。与北京科技大
学合作建立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
研究重点科研基地 （吉林工作站）。在不断
提高自身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同时，凝聚高
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形成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的工作合力。

三是着力完善保护机制，保留历史原
貌，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的整
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吉林省配合基本建设考
古项目，由吉林省省级文化遗产保护补助资
金支持，建立了合理的资金保障机制。吉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全省配合基本建设的
考古项目，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并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夯实基础。

四是着力筑牢法治保障，加大督察力
度，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文化遗
产。吉林省考古工作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实施细则》及国家文物局、吉林省文物
局相关法规开展，接受上级部门及社会监
督，杜绝任何危害文化遗产的情况发生。

五是着力推动文明互鉴，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加强文化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吉
林省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区域，吉林考古不仅
是我国东北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
东北亚地区考古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吉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
东民族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合作编著了

《19~20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主要
作者生平及著作目录索引》《12～13世纪俄
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人的房屋建筑》等学术
著作，为开展文化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夯
实学术基础。

为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吉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制定《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
地临时党小组管理办法》，依托工地临时党
小组，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工作，
同时不断加强宣传，向公众普及文物保护常
识、传播文物历史考古知识。

吉林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任重
道远。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决担负起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责任，扎实推进考古工作
开展，谱写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篇章。

（作者系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焦溪古镇历史上为江苏常州东部重要市镇，
古镇环山抱水、格局完整、风貌传统。2018年，焦溪
古镇作为常州区域代表纳入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
遗项目；2019年，“焦溪古镇保护利用项目”启动。
按照“保护优先，适度利用”原则，通过保护修缮、
风貌提升、业态活化、基础设施改造等措施，还原
江南古镇历史风貌。4月 21日，“文化中国行”走进
常州，切身感受焦溪古镇保护利用成效。

走进焦溪古镇，大家第一感觉是：这里与印象
中的江南古镇不一样。虽有古建民居，但非粉墙黛
瓦，虽有小桥流水，却无乌篷摇橹。

随行的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组组长
邵志强为我们解答心中的疑惑：“大家印象中的江
南其实是‘意向江南’，就是你们心中、脑海中浮现
出的江南水乡的样子，总体表现为以苏州乡镇及
建筑为范本的统一模式，如此，就把江南水乡变得
狭隘了，也把江南水乡丰富的内涵和样式简单化
了。我们所处的江南，涵盖整个太湖流域及江南平
原，由于地域不同，居民定居点地理小环境也不相
同，必然造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建造房屋的材
料、样式、特点的区别，绝不可能千篇一律。江南水
乡不应是一张素描画，而应是一组色彩丰富、特色
多样的系列画，而焦溪古镇，在我看来，就是这组
系列画中最为独特的存在。”

邵志强指着一排排民居说：“请大家仔细观
察，这些民居有什么特点？”顺着手指的方向，我们
发现，大部分民居建筑的墙体基底，是用大块黄石
垒砌而成的，大约占整个墙体的二分之一到三分
之二处，墙体上部则用砖砌筑，施以粉墙，顶部黛
瓦。俯瞰，依然粉墙黛瓦，而身处其中，仿佛置身黄
石林中，视觉冲击感强烈。

邵志强介绍，这种“黄石半墙”，是焦溪房屋的
典型特征。“我们做古镇保护，在这里已经是第6个
年头了，修得很慢，为什么慢？因为我们要搞清楚
很多事情。比如修一座房屋，我们不仅要搞清楚现
在这个房屋由谁居住，做什么用途，还要了解之前
是谁居住，往前追溯很多年，做大量调查、研究、走
访，通过老居民的口述历史、遗留的老照片等等，
提取信息线索，做规划、出方案……最后才是动手
修缮，用绣花功夫，一点点地做，让居民看到变化、
看到希望。”

行至南下塘 113 号，这是一处修缮完毕的民
宅，民国时期就已存在。房屋主人姚小松夫妇在这
里经营非遗老字号“姚记豆腐坊”，至今已是第七
代。见客人来访，店主人热情地将热腾腾的现磨豆
浆装杯，招呼大家：“尝尝我们的豆浆，亲手做的，

不要客气！”品尝一口，香浓醇厚，不禁竖起大拇
指。邵志强介绍，焦溪古镇的保护，始终坚持“修旧
如旧”的原则，其中蕴含的概念不仅仅是房屋的结
构、外观、材质等的“如旧”，还包括民居的用途、居
民使用方式的“如旧”。

位于南下塘26-29、31、32号的承越故居，是焦
溪古镇中具有代表性的晚清遗构，现存前三进院
落格局清晰，内部木构雕花、小木门窗、砖细墀头
等细部遗存较多，对研究焦溪古镇文化性装饰做
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这里成了“焦溪记
忆馆”，介绍焦溪古镇的人文历史、地理风貌、乡土
特产等，陈列有居民自发捐献的老物件，并配置了
触摸式电子屏，可点击观看老镇居民的访谈视频。
邵志强说，这个记忆馆的视频资料十分珍贵，许多
古镇保护修缮的线索依据，都是从老镇居民口述
历史中得到的，当时接受采访的许多老人都已离
世，这些影像资料，成了古镇后辈怀念先辈的一种
方式。

到目前为止，焦溪古镇仍然保留着 600 多座
明、清、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记录着古镇几百年来
的风雨沧桑，是古镇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如今，
一大批民居建筑得到了活化利用，植入了主题文
创商店、音乐美学中心等文化新业态。伴随古镇保
护工作的持续开展，许多古镇民众也能够认识到
这些历史集镇保护延续的价值与意义，并积极参
与到古镇保护更新的活动中来。

71岁的徐凤英是老新街 1号——全镇最大的
饭店瑞云楼的老板娘，她经营瑞云楼已有 45个年
头了。2017年，在徐凤英翻建自家酒楼时，邵志强
找到了她，动员她按照旧屋原样复原。徐凤英得知
要多花一大笔钱，十分犹豫，邵志强就做她的思想
工作：饭店改造好，有了特色，才能吸引游客，眼光
要放长远些。果然，瑞云楼改建好了以后，古色古
香的建筑外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就餐，生意十分
红火。徐凤英说：“我现在想通了，花钱要花对地
方。我是古镇人，现在古镇越变越好，也有我一份
功劳，我们的古镇保护好了，是要走向世界的！”

古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凝结，拥有浓
厚的场景认同和情感归属，其自身就是传统文化
对建筑与人内在精气神的现实解答。对古镇进行
保护与更新的探索实践，不仅是时代本身赋予我
们的责任与追
求 ，更 是 新 时
代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的
使命与担当。

余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盐都街
道余庄村，遗址东西长约 1600米，南北最宽 900
米，面积约 125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龙山文化遗
存为主体的遗址。2020年 8月至 12月，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平顶山市文物局、叶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龙
山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墓葬（M10）规模大，
等级高，随葬成套陶礼器。2021年开始，余庄遗址
被纳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成为
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截至2023年底，共
发掘面积4000余平方米，发掘墓葬、房基、灰坑、
水井等各类遗迹500余处，出土红铜制品、玉器、
石器、陶器、骨器等 1300余件。其中一批随葬有
固定组合关系、具有鲜明礼制色彩陶器的高等级
龙山文化墓葬为首次发现。余庄遗址考古发现，
不仅对于研究史前时期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礼
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余庄遗址环壕以内面积达 125万平方米，是
已知河南境内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从文化
内涵及周边同时期遗址的分布态势看，龙山时期
余庄遗址应是沙汝河流域的中心聚落。根据测年
结果可知，余庄遗址沿用了较长时间，遗址的年
代在公元前 2400～2000 年之间，属于考古学上
的龙山早中期阶段，下限已进入文献中记载的夏
代纪年。余庄遗址北面100公里处为禹州瓦店遗
址，面积100万平方米，其年代稍晚于余庄遗址。
在瓦店遗址也发现有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包括
房基、灰坑、墓葬、环壕及大型祭祀区等，出土有
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等高等级遗物。从遗址
的规模和文化内涵可知，瓦店遗址是一处文明程
度较高的龙山文化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学界一般
认为该遗址为禹都阳翟。余庄遗址与瓦店遗址同
属于中原龙山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其兴
起年代前后相继，二者一脉相承。余庄遗址是目前
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文明程度最高的龙
山文化遗址，与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及新密新
砦等遗址描绘了龙山时期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
图景。余庄遗址贵族墓葬中随葬成组的陶礼器，
其中酒器为大项，是当时礼制的主要载体。这种
把酒器作为主要礼制载体的做法被二里头文化
继承并发展，而且一直沿用到商代。余庄遗址考
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中原文明并未中断或衰
落，而是延续发展。

余庄遗址发现的墓葬已清理 90 座，是目前
在河南发现的墓葬数量最多的龙山文化墓地。包

括高等级墓葬 18座，另外还发现 6座尚未清理。
高等级墓葬面积多在3平方米左右，方向为110°
左右，均出土成套的陶礼器（明器），此外，部分墓
葬还有玉石钺和獐牙，玉石钺均出自男性墓葬
中。陶器主要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外侧熟土二层台
上，包括鼎、豆、觚、杯、高柄杯、壶、双腹盆、罐等。
这些陶器摆放位置固定，组合形式相同，其中，豆、
觚出现 9件、7件、5件成组的形式（个别有 3或 4
件），杯、高柄杯也是主要以9、7件成组为主，这是
最早以特定数量的列器作为墓主人身份地位象征
的实例。其中随葬9件豆、觚的M75和M59，周边
均分布有多座高等级龙山墓葬，其面积也最大，均
有两个殉人；其他的则有1个殉人或不见殉人。

随葬数量丰富的陶器作为墓葬人身份地位
象征的做法在海岱地区较为流行。海岱地区高等
级大汶口文化墓葬和龙山文化墓葬均采用了这
种做法，但器物组合相对不固定，也无明确的相
互数量关系。DNA检测分析表明，余庄遗址人群
母系遗传具有较高的多样性，其中母系单倍型和
山东龙山文化人群以及中原龙山文化的人群有
较多的遗传共享，余庄遗址高等级龙山文化墓葬
墓主与海岱地区有密切的关系。其墓中随葬陶器
中以酒器为主，应是受到了海岱地区的影响，但
随葬陶器有明确、规范的组合形式，且以数量的
差异来显明墓主人的身份在海岱地区未见，当属
于余庄贵族阶层的创新。此外，所随葬陶器均系
明器，其制作较为粗糙，烧成温度较低，有的仅仅

简单经过火烧，入水即化成泥。用明器来作为身
份地位象征亦属于创新。

余庄遗址高等级墓葬均随葬具有固定组合
形式和数量搭配的陶礼器，部分还有玉石钺，这
种葬俗在煤山遗址也曾有发现。煤山遗址位于汝
州县城北约 0.5 公里的北刘庄村西的一处土岗
上，东临洗耳河，南面约2公里为汝河。遗址中部
较四周高，南北长约 500、东西宽约 400米，面积
20 万平方米。1995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单位在此发掘多座龙山文化墓葬，其中3座出土
有随葬品。M1出土随葬品9件，包括豆4、壶3、杯
1、碗 1。M5 出土随葬品 15 件，包括陶豆 5、壶 5
件、碗1、罐1，另外还有獐牙1件以及2件陷入井
中的陶器。M7出土随葬品 14件，包括陶豆 5、壶
5、碗1、玉钺1、獐牙2。墓葬年代与余庄龙山墓葬
基本相同。上述墓葬出土陶器均系明器，也有明
确的组合关系，相互数量关系也比较固定。在装
饰手法上，出土的豆、壶、杯上饰有彩绘，成分为
三氧化二铁。煤山遗址龙山墓葬随葬陶器的上述
特征与余庄遗址完全相同，另外随葬玉钺和獐牙
的葬俗也与余庄遗址相同。煤山遗址中地层和墓
葬之外遗迹中出土的陶器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
陶色以灰色为主，有少量红褐陶，主要器型有鼎、
甗、豆、罐、盆、瓮、器盖等，形制与纹饰也同于余
庄遗址。由此可见，两地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存
在密切关系。煤山遗址与余庄遗址同属沙汝河流
域，两者相距约90公里，这说明至少沙汝河中上

游地区被同一个政治实体或族群所统领。贵族阶
层遵循共同的礼制，礼制的载体也完全相同；下
层社会的生活也具有一致性。

余庄遗址所在的叶县地处中原腹地，扼守中
原地区与南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水系上，余庄
遗址属于淮河上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余庄
遗址文化面貌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从已有的考
古发现来看，余庄遗址主体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
因素。遗址中的小型墓葬，墓室面积小，无随葬品
或有少量的随葬品，与中原地区其他遗址中的龙
山墓葬相同。此外，在余庄遗址中还可见到部分
外来因素。如遗址中出土蛋壳陶及墓葬中随葬獐
牙的葬俗，应是受海岱地区影响所致；遗址中出
土的陶鸟、红陶喇叭杯及平口鬶等陶器则属于石
家河文化因素，此外，墓葬中随葬的部分陶器表
面饰彩绘，也属于南方的做法。这些外来文化因
素传入余庄后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原地
区与海岱地区、江汉平原文化互动交流的见证。
文化的交流密切了中原地区与东方和南方之间
的关系。余庄遗址的发现表明在龙山早中期区域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渐加强，广域而统一的中华
早期文化互动圈初步形成。

余庄遗址作为一个大型遗址，其成员构成并
不单一，除了本地人口之外，也有部分外来人口。
2022至 2023年，对遗址中出土人骨开展了锶氧
碳氮多种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个体绝大部
分生前最后若干年都在本地生活，骨骼的锶氧同

位素特征符合嵩山及附近地区的特征。M6 和
M88墓主在去世之前较短时间内从其他地方迁
入本地，锶同位素值符合嵩山及附近地区特征，
但是氧同位素值表明可能来自海拔更高或者更
靠近陆地深处的地区。牙齿的锶氧同位素比值表
明，至少 15个个体是在其他地方出生并度过幼
年时期。其中包括M59、M75和M90的殉人共计
5个（大部分为未成年），M86、M88、M46、M71等
4个男性墓主，M11、M28、M38、M67等 4名女性
墓主，另外还有未成年个体M68墓主。这些数值
符合嵩山地区之外的北方大部分地区特征，难以
确定具体地区，但是分布较为分散，说明来源地
较为广泛。同时M10北殉人、M72墓主等个别个
体的氧同位素值偏高，可能来自靠近海洋的区
域。4名外地出生的男性中，有3人的数值接近嵩
山地区边缘数值，可能实际距离并不太远。其余
个体（绝大部分为女性和未成年人）数值与本地
差异明显，可能距离相对较远。由上可知，余庄遗
址文化具有多元因素，人员构成多元化，呈现出
较强的包容性，也正是这种包容性促进了余庄遗
址社会的繁盛，为龙山晚期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余庄遗址周边有环壕作为遗址的防御设施，
但环壕浅，防御功能较弱。遗址中出土的小件器
物数量多，目前总计 1300 余件，可分为生活工
具、生产工具和武器等，其中兵器骨镞、石镞及石
钺等仅有60余件，约占全部出土器物的5%，所占
比重较低。这都表明龙山早中期余庄遗址族群与
中原地区族群之间关系较为平和，而非处于军事
对抗的状态。因此，前面提及的余庄遗址出土的
外来文化因素，应是与其他区域和平交流的结
果；余庄遗址来自不同地方的外来人口也应是自
由迁徙至此，而非被掳掠而来。

综上所述，叶县余庄遗址是一处规模大、等
级高的龙山文化遗址，是龙山时期沙汝河流域的
核心聚落，也是目前所见龙山早中期中原地区的
文明中心。余庄遗址考古工作实证了影响后世深
远的礼制在龙山文化早中期已经产生，中华文明
的主根主脉在中原地区业已形成。

龙山文化早中期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
——叶县余庄遗址考古成果

吴伟华

扎实开展考古工作
担当吉林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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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南古镇增添别样画卷为江南古镇增添别样画卷
——焦溪古镇保护利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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