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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

帷幕正在拉开。

“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

遗 产 资 源 资 产 管 理 制 度 ，

建 设 国 家 文 物 资 源 大 数 据

库 ，加 强 相 关 领 域 文 物 资

源 普 查 、名 录 公 布 的 统 筹

指 导 ，强 化 技 术 支 撑 ，引 导

社 会 参 与 。”2020 年 9 月 28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主 持

十 九 届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二 十

三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对 文 物 资

源普查提出明确要求。

一个国家应该定期更新

自己的文物地图，经常查看

自己的文物保护状况，摸清

自己的文物家底。我们的文

物保护正在从重点保护向全

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

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首

先要做到的就是全面掌握文

物资源状况。

文 物 普 查 是 国 情 调 查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我 国 第

一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从 1956
年 开 始 。 那 时 ，普 查 规 模

小，仅覆盖 24 个省份，但依

然 对 全 国 的 文 物 状 况 有 了

最 基 本 的 了 解 。 在 此 基 础

上 ，1961 年 国 务 院 颁 布 了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公布了第一批 180 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 二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自 1981 年 秋 开 始 ，规 模 大 、

时 间 长 、调 查 内 容 广 泛 ，几

乎 持 续 到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 。 为 了 系 统 整 理 和 科 学

总结历年的文物普查成果，

国 家 文 物 局 决 定 编 辑 出 版

一 套 中 国 文 物 地 图 集 。 这

项出版工程从上世纪 90 年

代初最早完成广东分册，陆

陆 续 续 直 到 2021 年 出 版 广

西 分 册 ，才 全 部 完 成 ，时 间

跨度二三十年，堪称世纪工

程 。 同 时 在 此 次 普 查 基 础

上，国务院核定公布了第二批至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各地也公布了多批次省级、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文物档案，文物保护管

理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 2007 年 6 月持续至 2011
年 12 月，与前两次普查相比，规模大、涵盖内容丰富、

投入人力多，信息网络、数码相机、GPS 卫星定位等现

代科技手段运用其中，共制作电子数据包 2868 个、各

类图纸 156.8 万幅、照片 228.1 万张，全国共登记地上、

地下、水下不可移动文物 766722 处，基本查清了全国

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家底，掌握了文物资源的大量基础

信息和翔实数据，为后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依循。在

此次普查的基础上，国务院核定公布了第七批、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总量达到 5058 处。

很多文物工作者都有参加文物普查的经历。在普

查中可以了解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真实保护状况，保

护状况较差的占到什么比例，城市化过程中有没有导

致一些不可移动文物的消失？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每个省份都有一本《三普消失不可移动文物汇总名

录》，在其中的“总名录”登记表里，有一栏专门记载文

物消失的原因。这些年，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生产生

活等人为因素导致文物消失的状况越来越少，现在又

有哪些新的因素会决定、影响文物的命运？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已过去了 16 年，不可移动文

物资源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低级别文物保护状况引

发全社会关注。可以想象，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是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调查。不但要对

前次普查的文物进行复核，还要依法核定新的发现。

对象之多，范围之广，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

纳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的不可移动文物涉

及六个类别，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主要以县为单位

开展调查，目前相关的培训和队伍集结正在有序展

开。在历次普查中，已经总结出很多接地气、有成效的

工作方法。比如走群众路线，边宣传、边访问、边检查、

边登记。比如“靠山找石窟、靠河找遗址”，以及春耕或

夏收时节不便于古遗址、古墓葬调查，等等。配合文物

普查项目，有的省市会同步开展一些常态化的专项调

查，比如革命文物普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可

移动文物的调查。每一次普查，都可以实现一举多得。

通过全面的文物普查，可以精准掌握各级各类不

可移动文物信息数据，为精细化、科学化制定文物保护

利用政策制度，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将更多文物依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才能

实现文物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促进城乡建

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在这张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

源分布地图上，我们源远流长的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

可感可见。以此为基础，可以真正让文物活起来，提供

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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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包括“江

海文化”“江淮文化”和“江南文化”三个区域。

南通海安青墩遗址及其所代表的 6000 多年以

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长江与海洋交汇之地

的典型文化“江海文化”的“开篇之作”。

1973 年 8 月，海安沙岗公社青墩大队的村

民在开挖青墩新河时，发现许多的坛坛罐罐和

兽骨，引起了南通博物苑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1977 年 10 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

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青墩遗址的考古发现

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 1977 年 11—12 月，南

通博物苑在青墩遗址东部和北部边缘试掘了

两个考古小探方，面积共 25 平方米。这是第一

次对青墩遗址的主动发掘，初步确定了遗址的

年代。

青墩遗址的发现，改变了考古界普遍认为

江 淮 东 部 地 区 无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的 说 法 。

2020 年 10 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

所考古队员在海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支

持下，在青墩遗址、吉家墩遗址开展了包括勘

探、记录、照相、测绘、遗物采集等在内的一系

列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探明了青墩遗址、吉

家墩遗址的大致情况。

青墩遗址面积约 2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3
米左右，其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厚 2—2.5 米。

文化年代为距今 6300—5000 年。已发现的文

化遗存主要有居住遗迹、灰坑、墓葬，遗物主要

有陶器、骨角器、玉石器等。青墩遗址发现了

不少保存尚好的建筑木构件和柱洞遗迹。其

中建筑木构件有木桩、圆木条和木板等。木桩

一般都竖直地插入最下层的青沙生土内。圆

木条和木板也是当时人们加工了的建筑构件，

有些圆木条端部还有砍凿出来的卯榫。在长

江北岸发现的这些五六千年前的干栏式建筑，

可以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

一件有柄穿孔陶斧引发关注。它由泥质

红陶制成，分柄和穿孔斧两部分，柄为椭圆形

棒状，前粗后细，前端翘起，有浅槽可嵌入穿孔

斧。槽后有三孔，可穿绳缚住穿孔斧，使其固

定在槽内。柄后端作半月形，并有三角形穿

孔。这件有柄陶斧虽非实用工具，但为当时穿

孔石斧的装柄方法提供了实物证据，让我们能

想象它的功能。陶器基本是素色，器类齐备、

器形多样，鼎、鬶、钵、杯、盆、瓶、壶、豆等应有

尽有。有的夹砂陶中掺杂有蚌壳粉末，体现水

乡地域特点。青墩陶器造型稳重、优美，线条

简练而充满动感，显示出史前青墩人对于生活

的感受。

青墩遗址的玉器有玉琮、玉璧、玉璜、玉环

等，已经有祭祀等礼仪用玉和装饰用玉的区

别。这里既不产石，亦不生玉，却出土了丰富、

精美的石器、玉器，其石料、玉料从何而来？专

家认为可能与本地经历的“崧泽化”过程相关，

远古时代青墩就是开放、包容的。

2002 年 10 月，青墩遗址被江苏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5 月，青

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9 年 5 月 18 日，青墩遗址博物馆

建成开放，通过图文、实物、多媒体与场景相结

合的展陈方式，展示青墩遗址的文化价值。

襟江负海，聚沙成陆，独特的地理环境是

“江海文化”的自然基础。新石器时代，海安青

墩先民拓荒开地、勤奋农耕，江海文化初露曙

光。现在的“江海文化”融合了吴、楚、维扬文

化之精华，又深受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化影

响。近年来，海安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海

安设立青墩文学艺术奖，发行《青墩遗址》专

刊，组织开展青墩题材文艺创作，通过多种形

式宣传青墩遗址所代表的青墩文化，使其成为

海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从青墩遗址到“江海文化”
李仁霞

日前，2023 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

发现评选结果发布。这 10 个项目是 2023
年田野考古的突出代表。终评会现场，专家感

叹：近几年“十大”评选总是难分伯仲，今年是

“最难评选”的一次。

参加终评的 22 个项目涵盖的时空跨度之

广前所未有，既有 10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遗

址，又有八九十年前的东北抗联革命遗迹，既

有海拔 4700 米的青藏高原洞穴遗址，又有水下

1500 米的南海沉船。重大发现密集扎堆，展现

我国考古事业加速发展的景象。跟过去相比，

近年的考古呈现哪些新趋势？

“填补空白”“改写认知”
背后是科学布局和长期规划

从人类演化、农业起源到考古学文化类型，

重要的考古发现不断“填补空白”“改写认知”。

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和最早

记录一直在改写。人类如何一步步登上世界

屋脊青藏高原？如何适应高原？这个学术课

题一直很吸引人，西藏革吉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的考古发现，提供了部分答案。

6 年，10 个探方，2 万余件出土遗物，分属 3
个不同时期，其中，最早的人类生存遗迹为约

10 万年前。“近年来，青藏高原考古不断取得突

破，如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遗址、四川稻城皮

洛遗址，已经把古人类登上高原的时间推至距

今十几万年前，但这些遗址多在高原东部边

缘，海拔在 4000 米以下，而梅龙达普位于高原

腹地，海拔 4700 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凌介绍，这是目前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大型洞穴遗址，人类在这

里有过长时间的大规模活动。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距今 10 万—1 万年

的连续文化堆积和文化序列，展现出本地区人

类的连续发展历史进程。特别是距今 7 万—6
万年的第二期旧石器文化发展态势，直接否定

了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展

示出本地区乃至中国与东亚早期人类与文化

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

学界一般认为，定居的生活方式始自农业

起源阶段。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的发现却表明，

狩猎采集经济模式支撑下也会出现定居，尤其

是在农业资源相对贫瘠的边远地区。尚义四

台 遗 址 包 含 距 今 10400—6400 年 间 的 文 化 遗

存，旧、新石器时代在这里无缝衔接。遗址发

现了北方地区最早的定居村落，距今约万年

前，有数量丰富、一定布局和完善功能的房屋

群建筑遗迹。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高星看来，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最

基础最漫长的阶段，涉及人类共同的兴趣，具

有高度的国际性，中国在关键区域、关键时段

的发现一直被世界关注。

崧泽文化圈是如何形成、发展至良渚文明

的？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玉器制作可能受到凌

家滩文化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路线传

播的？夏商文化南下的路径在哪儿？解答这

些问题的关键，就在皖东南地区。安徽郎溪磨

盘山遗址的发掘，补上了这块空白，证明了太

湖西部延续近 4000 年的文明传播走廊的价值。

公元前 1500—1000 年的青海都兰夏尔雅

玛可布遗址首次揭露柴达木盆地面积最大、既

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聚落，冶铸遗存

堆积的发现，对于了解西北地区青铜冶铸手工

业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方辉所言，填

补空白、链接缺环、改写认知的很多考古新发

现其实都有着长期的学术积累，是认真谋划、

科学布局、厚积薄发的结果。

打开封存的“时间胶囊”
提升历史画面的“分辨率”

在有着大量倒伏古树的河畔森林，先民采

集橡果、李等 30 余科若干种植物的种子和果

实，狩猎从大型的熊、象、犀牛到鱼、鸟等囊括

海陆空的几十种动物，喜欢用硅化木这种特殊

的石器，会用火，也会在骨头、石头、橡果上刻

划平行线、十字等神秘图案……四川资阳濛溪

河遗址的发掘，还原了一幕 5 万—7 万年前的

大型自然景观和人类生活现场。

他的名字叫“昌”，出生于战国末期的乌江

下游腹地，响应汉高祖招募参与伐秦，官至御

史，死于任上，归葬家乡……重庆武隆关口一

号墓出土的遣策、干支木牍等遗存，勾勒出西

汉初年一名官吏的一生。

得益于饱水埋藏环境，历史的片段被完好

封存起来。宛如一颗时间胶囊，静静等候几千

年、几万年，直到考古工作者将其打开。这两

个遗址发掘成果之丰硕，并非特例。随着考古

发掘的日益精细化，考古发现能揭示出更多细

节，为我们复现古人生活的“高清”画面。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出土的双辕车备受关

注，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双辕车实

物。“双辕车的历史，以往我们都认为是从秦汉

开始的，现在看来，商代晚期就有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指出，这辆双辕

车，可能跟文献中记载的“大车”“牛车”有关。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 C 区 1 号墓出土的四轮独

辀车，是目前考古所见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

四轮车实物；出土的六羊独辀车，六羊并列成

一排，身上有类似驾马的铜环铜带扣，可以看

出正处于驾车状。这些新发现，为我们了解古

人出行、古代车制演变提供了鲜活资料。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内蒙古清水河后城

咀石城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建筑群等的发

现，刷新了我们对古代建筑形制和工艺的认

知。屈家岭遗址的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

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是目前已知的构成要素

最为完备的史前水利系统；数量众多的大型“磉

墩”，工艺复杂考究，需要经过挖走软基层、填黄

土堆筑台基、挖坑、烧烤坑壁等五六道工序。

后城咀石城址具有目前考古发现的龙山时

代最为复杂的城防体系，包含由三重城垣及附

属建筑构成的三重防线，以及由壕沟、四通八达

的地下通道构成的“明沟暗道”地下交通网络。

这套立体城防系统，显示出防御对当时先民的

重要性，为城防体系的考古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四角坪遗址建筑群建造于秦代，规划严

谨，主次分明，呈中心对称格局。与人们熟知

的后世礼制建筑不同，建筑群中心位置为一个

天井，铺有地砖并用高超的填缝技术形成密封

地面，其下还有陶排水管穿过。《史记·秦始皇

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礼县

作为秦人的发祥之地，亦在巡视范围之内，四

角坪礼制建筑群很可能与始皇帝西巡所准备

的祭祀场所有关。

多学科考古持续深化
人文与科技深度融合

南海深处，水下 1500 米。一艘满载货物奔

赴远方的明代木船躺在海床上，散落出的青花

碗、珐华梅瓶、素三彩鹤形壶、铜盘、灯台……

琳琅满目。离它东北约 12 海里处，另一艘满载

乌木回航的船只同样遭遇不幸，再也不能抵达

家乡的港湾。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

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完善了

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更重

要的是，它以深海科技和水下考古的融合，成

为我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里程碑。考古调查使

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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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我国首次开展水下千米级深度的沉船考古，

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不仅仅是深海技术赋能深海考古，在项目

领队、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

看来，这是一种互相促进。“比如布放长基线信

标来进行定位，在水下考古中是首次使用，考

古对精度的高要求，对于深海技术发展也是一

种推动。”

近年来，多学科研究在考古中的应用不断

深化，几乎成为“标配”。“不仅是旧石器时代的

遗址，非常晚近的历史时期的遗址也采用了多

学科的研究方式。我们对遗址有这么多的认

识，与多学科合作分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

在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发掘中，古

DNA显示平潭史前人群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族

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南岛

语族早期人群的大陆来源；植物考古研究表明，

水稻和粟在距今 4800—4600 年间传入台湾地

区，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扩散提供了新的证据。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开展了环境考

古和玉器、金器、青铜器检测分析等，并进行骨

同位素、骨骼疾病等研究，在青铜玉器矿物原

料来源、墓地人群卫生饮食健康、古族群间的

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

商文明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在这些考古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十种

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可以看到人文与科技

的深度融合，新的研究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

生发出新的课题。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图①：河南宜阳苏羊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时

期彩陶盆。

图②：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墓室葬车。

图③：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出土植物种子。

图④：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出土枝形器。

图⑤：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出土玉琮。

图⑥：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木船模型。

图⑦：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7 号建筑。

本文图片均为国家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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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普查文物，摸清自己的
文物家底，更新文物地图，是文物
实现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
护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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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柄穿孔陶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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