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考 古 走 过 百 年 ，2021 年 成 为 考 古 人 心 目 中 的 一 个

“考古大年”。各地经过审批的考古发掘有 1700 多项，许多做

了多年的项目也有重要突破，这些新发现有的延伸了历史轴

线，有的增强了历史信度，有的丰富了历史内涵，有的活化了

历史场景。

日前，“2021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

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

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

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

浑王族墓葬群 6 个项目入选，另有浙江施岙古稻田、甘肃张家

川县圪垯川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陕西西安江村

大墓、江苏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和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

故城遗址 6 个项目入围。

13 万年前的先民如何征服青藏高原？长江中游持续 3000
多年的玉石器“中心工厂”是什么样？古蜀文明还有哪些我们

不知道的辉煌？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经上演怎样的纵横

捭阖历史？秦统一过程中留下了哪些基层治理经验？唐代吐

谷浑人怎样模仿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听，这些遗址正在讲

述……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2021 年 中 国 考 古 新 发 现 中 ，有 多 项 成 果 填 补 了 过 去 的

研究空白或刷新了既有认知。最典型的就是皮洛遗址。作

为所有项目中唯一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皮洛遗址的发现意

义重大。

高 寒 缺 氧 的 气 候 条 件 对 古 人 类 生 存 构 成 严 峻 挑 战 ，对

青 藏 高 原 的 征 服 及 适 应 过 程 ，一 直 是 国 际 学 术 的 热 点 课

题 。 但 相 关 研 究 困 难 重 重 。 高 原 多 风 ，加 上 冰 川 侵 蚀 ，导

致 地 表 剥 蚀 严 重 ，土 很 难 堆 积 起 来 。“ 过 去 发 现 的 遗 址 ，一

般只有一两个文化层，能获得的信息有限。”皮洛遗址发掘

执 行 领 队 郑 喆 轩 说 。 而 皮 洛 遗 址 有 保 存 完 好 的 7 个 文 化

层 ，可 分 为 3 期 ，构 成 了 一 个 罕 见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文 化“ 三 叠

层 ”。 从 简 单 的 砍 砸 器 ，到 精 致 的 手 斧 、薄 刃 斧 ，再 到 加 工

程序更为复杂的石英小石核，清晰呈现出石器技术的演变

序 列 。 其 中 ，手 斧 和 薄 刃 斧 是 目 前 世 界 上 海 拔 最 高 的 ，同

时 也 是 东 亚 地 区 制 作 最 精 美 、组 合 最 完 备 、技 术 最 成 熟 的

阿 舍 利 组 合 的 遗 存 。 阿舍利技术是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的

一个代表阶段。

学界曾经认为，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才

能在青藏高原生活。皮洛遗址经初步测定，上部地层的形成

时间不晚于 13 万年前。在 7 个文化层中，黄色土壤层代表冷

期，红色土壤层代表暖期，环境恶劣的冷期同样有人类活动

面存在。这表明十几万年甚至 20 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频繁

登上高原。“其生存和适应的能力，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

石头，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黄山遗址，同样是关键词。以独

山玉石资源为依托，黄山遗址成为中原和长江中游玉石器“中

心工厂”，持续了 3000 年。从房址遗存可以看出，“工厂”还经

历过“进阶”——从仰韶文化晚期的“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

时期“团体式”集中生产模式转变。仰韶文化时期的“前坊后

居式”建筑群保存非常完好，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生动

再现了古人生产生活的场景。在黄山遗址，还首次发现了中

原地区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未停止

国字山墓葬是继海昏侯墓之后，江西考古的又一重大发

现。其中的一号大墓，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

东周墓葬。该墓葬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葬具规格高，随葬

品种类齐全，表明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墓内出土两件

铭鸟虫书的铜戈，从铭文看应属于越王翳和翳的太子，据此推

测，墓主人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

“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是多种文化交融共存之地。社

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等专家指出，国字山墓葬的椁

板覆盖木皮、使用船形棺是典型的越文化象征，而墓葬群周围

设有围沟则与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近似。大量的随葬品

中，青铜人形镦以往多见于长江下游的绍兴、德清、镇江，提梁

盉和曲柄盉以往多见于江淮地区，而漆木器又具有显著的楚

文化特点，漆器上的一些纹样则属于本地传统。实际上，东周

时期各地文化都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

郑家湖墓地最重要的发现当属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

最长的木觚。觚文记载着一篇全新的、未见于史书的策问类

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

贵文本。

郑家湖墓地出土器物则体现出秦楚文化的融合。14 座罕

见的饱水墓葬，保存极好，楚式器与秦式器共存其中。精美的

漆乐器纹样独特，年代集中，为研究当时的生产流通提供了关

键资料。一批葬具上的木板画，填补了战国秦汉绘画材质与

类型的空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发现。

甘肃武威的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体现出以唐代葬制为主的

混合制度。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如目前国内最早的木

质胡床、六曲屏风实物，国内唯一的唐代毛笔，国内保存最完

好的唐代成套武器装备，其中的铁甲胄也是目前唯一。

2019 至 2021 年发现的 3 座墓葬，与以往发现的武威唐代

吐谷浑王族墓非常一致，墓主应是 663 年以后陆续迁入武威地

区。至此，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布局初步廓清。

国字山墓葬为“吴头楚尾”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

探索提供了直接证据。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

睡虎地、龙岗等墓地，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这些

墓主是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生动展示了秦

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

程。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则揭示了吐谷浑归唐后近百年间逐渐

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史实。

多学科研究全程介入

在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中，多学科研究全程介入。科技

考古对一些重要结论的得出起到了关键作用。

黄山遗址的砂石浆成分分析显示，它们大部分为独山玉

石和砂岩磨石粉的混合物。黄山遗址考古领队马俊才认为，

这些分析为遗址玉石作坊性质的确定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植

物考古研究发现大量的粟和一些稻、黍种子，但整个遗址中杂

草种子较少，表明该遗址可能不进行农业生产，食物资源由外

部供给或通过贸易而来。这同样为遗址是“工业园区”的假设

提供了侧面证明。

“网红”遗址三星堆，堪称“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

合、多单位合作”考古新理念的典范。直播中穿着防护服的考

古队员、恒温恒湿的透明方舱，改变了人们对考古的传统印

象。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主导统筹，另有 39 家单位参

与了三星堆项目考古。

地质、降水、食物种类……精准的同位素对比可以透露

一群人生存环境的秘密。在郑家湖墓地，考古学家通过多种

同位素分析，重建了墓主人的迁徙行为和生活史，证实多数

墓主确实来自关中及其周邻地区。秦人占领云梦后，与当地

楚人如何相处？如何进行基层社会治理？考古学家白云翔

建议，将来可将郑家湖墓地与周围其他遗址结合起来进行研

究，深入探讨秦汉大一统时期南北人群的密切互动和人群融

合情况。

团队作战、多学科研究，基本上已成为重要遗址发掘的

“标配”。“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成为新常态。即使像郑家

湖墓地这样的基建考古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来不及预设课

题，也仍然做到了前沿科技手段下的高质量发掘和保护。

除了 6 个入选项目之外，6 个

入围项目也都令人关注。施岙古

稻田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面积

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稻

田 遗 址 ，距 今 6500 年 ，面 积 达 90
万平方米，呈“井”字形，由阡陌和

水利系统组成。圪垯川遗址是陇

西黄土高原继大地湾遗址之后又

一重要考古发现，也是黄河流域

目前发现的保存完整、内涵丰富

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

关于这些遗址的研究仍在进

行，部分遗址还将开启下一阶段

的 发 掘 ，许 多 谜 题 尚 未 揭 晓 答

案。期待它们讲述的故事早日续

出新篇。

题图为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山顶台探方区航拍全景。

图片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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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文 物 承 载 党

和 人 民 英 勇 奋 斗 的 光

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

的 伟 大 历 程 和 丰 功 伟

绩，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 富 。 加 强 革 命 文 物

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

化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我

们责无旁贷。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革 命 文 物 工 作 的 顶 层

设 计 日 益 健 全 ，事 业

发 展 整 体 向 上 向 好 ，

全 国 革 命 文 物 工 作 成

果斐然、令人瞩目。

保 护 是 革 命 文 物

工 作 的 前 提 和 基 础 。

现有 3.6 万多处不可移

动 革 命 文 物 ，在 我 国

960 多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广 袤 大 地 上 星 罗 棋

布 。 超 百 万 件（套）国

有 馆 藏 革 命 文 物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团 结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进 行 百 年 奋

斗 的 历 史 见 证 。 31 个

省 区 市 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陆 续 公 布 第 一

批革命文物名录，分两

批 公 布 37 个 革 命 文 物

保护利用片区名单，23
个 省 级 文 物 部 门 设 立

革命文物处，革命文物

家底丰厚，革命文物保

护 工 作 队 伍 壮 大 。 每

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

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

精 神 、每 一 件 革 命 文

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

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

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

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

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每一处革命圣地、红色

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

所，都是一座没有围墙

的 红 色 博 物 馆 。 更 好

的保护，才有更好的传

承，而保护的成果最终

要 惠 及 人 民 。 2021 年

围 绕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和 党 史

学习教育，北大红楼旧

址 、中 共 一 大 会 址 、遵

义会址旧址、西柏坡中

共 中 央 旧 址 等 一 批 革

命遗址重新修缮开放，

成 为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感

悟初心使命，人民群众

崇敬英雄、体验感怀的“大学校”。革命文物在服

务党史学习教育中，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增强弘扬

革命传统的自觉性、主动性。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应当在守正创新中讲好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全面展示党的百

年奋斗和伟大精神，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只有树立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用心用情讲好革命

文物背后的故事，才能让红色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许多革命旧址通过实施活化利用提升工程，使珍存

的旧址会说话、陈列的文物会发声，让红色资源真正

活起来、动起来、潮起来。

激 发 新 时 代 革 命 文 物 工 作 的 动 力 和 活 力 ，应

注重促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建设、旅游提

质相结合，与乡村振兴、老区发展相结合，与惠及

民生、增进福祉相结合。湘鄂赣、鄂豫皖、闽西等

革命老区整合红色资源，激发内生动力与活力，推

动红色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红色旅游的

带 动 下 ，越 来 越 多 珍 贵 的 革 命 文 物 与 游 客“ 面 对

面”。去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 52 条“重温红色历

史 、传 承 奋 斗 精 神 ”主 题 线 路 ，20 条“ 走 近 大 国 重

器 、感 受 中 国 力 量 ”主 题 线 路 ，28 条“ 体 验 脱 贫 成

就、助力乡村振兴”主题线路，成为红色旅游的重

要“导览图”。

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以互联网的手段降

低公众参与的门槛，以有利于被公众特别是青少年

接受的形式对革命历史进行展示，使其实现更为广

泛的传播。比如，红军强渡大渡河长征文化线路数

字化展示体验及教育传播试点项目，通过 5G、AR
（增强现实）、大数据和 4K 直播等新技术实现沉浸式

体验和线上研学移动化需求，增强公众对长征文物

保护和利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作为“互联网+中

华文明”重点示范项目中唯一的革命文物示范，该展

示被列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工程。网络视听节

目《红色文物 100》等一批党史类文艺作品引发社会

热议、全民共鸣，为拓展革命文物教育功能、创新革

命文物传播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弘扬

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在新征程上的我们将

不断汲取精神营养，也将满怀信心、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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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砾石石器：

砍砸器、重型刮削器）。

第二期（阿舍利技

术体系）。

第三期（两面加工

的 小 型 工 具 及 小 尖 状

器、小石片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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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人物画扁壶。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三个阶段的石器文化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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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奋进在新征程上的我们将不断汲取
精神营养，也将满怀信心、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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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出土鎏金银马具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