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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是不同族属建立的不
同政权，在长安建都的有前赵、
前秦、后秦。其历史时期短暂，
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时期的考
古工作是一个难点。”少陵原十六
国大墓项目汇报人宁琰在终评会
上对十六国大墓的介绍从“十六
国”开始。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陕西
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
到 2020 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
设，考古发掘了 3 座十六国时期
高等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
及土雕建筑、壁画。

3 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
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
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
模型、巨幅壁画，经判断，应
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
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
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

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
据宁琰介绍，3座墓葬从整体

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
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
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
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
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
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
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
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此外，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
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
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
例。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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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十大考古
新发现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这本 20 多层的大书，厚约 8 米。
它记录了人类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
器时代的完整历史。他们在这片土地
上敲石成器、磨骨为锥、升起篝火、
驱散野兽，这一切都被装进一个叫作
招果洞的时间胶囊。”2021 年 2 月 26
日，在招果洞遗址入围“2020 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时，项
目负责人张兴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时隔不到两个月，招果洞遗址最
终入选“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
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
约 8 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

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
分罕见。

这本被张兴龙称为“倒叙的历
史书”目前有几个“最”：在距今
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
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

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
石器之一；目前发现火塘 51个，主要
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
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
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
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
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
供了重要材料；在距今 3 万多年的地
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
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目前已发现逾
300件磨制骨角器，是中国目前出土磨
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遗址。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磨制骨
器正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标
志。”张兴龙说。

“2013 年 10 月中旬，在余姚市三
七市镇井头村南侧，村民王维尧和堂
哥王维新像往常一样到一处待建厂区
内放羊、割草。无意间，他们注意到
草丛里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色贝壳和
动物碎骨头等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后
来，他们拣了一塑料袋的样品，送到
了田螺山考古队。”这是井头山遗址
项目负责人孙国平对当年遗址发现过
程的回忆。在 4 月 12 日的“2020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项目汇
报时，孙国平提到了王维尧，因为就在
同一天，王维尧第一次到北京旅游。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
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

河谷的交接地带，目前发掘出土
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处理坑、
生活器具密集区、滩涂区木构围
栏等遗迹。

据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是
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
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

的海洋文化属性。它是中国先民适应
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
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
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
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
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
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
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
材料。

“从遗址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上
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
应是闻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
源或直系祖源，是余姚和宁波历史轴
线的极大延伸。”孙国平说。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
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钻探
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
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据 项 目 负 责 人 曹 艳 朋 介
绍，已发掘的 2850 平方米范围
内发现了 29 座罕见的仓储遗
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
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
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
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根
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可以分为两
类：第一类为地上建筑，第二
类为地面建筑，依据平面形状
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形和近方
形两种。

“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
发 现 的 年 代 最 早 的 粮 仓
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
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
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
等 提 供 了 绝 佳 的 实 物 资

料。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
了 从 早 期 兼 具 仓 储 和 居 住 功
能 ， 到 中 期 功 能 专 一 的 粮 仓
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曹
艳朋说。

“在时庄遗址的发掘过程
中，运用了土壤微结构等科技
手段，推断出其功用。从这个意
义上讲，它具有方法论上的示
范意义。”终评会评委、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
宏评价说，“此外，时庄遗址对
于进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国家甚
至王朝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探究
当时的社会结构乃至相关的管
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
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发现墓
葬 500 余座，包括贵族墓和平民
墓。此外，在墓地西部还发现城址
1 座。城址位于墓地西约 1 公里，
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
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

据项目负责人吴业恒介绍，从
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
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
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因此，徐阳
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它所在的顺
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
居地和核心区域。

“陆浑戎是允姓戎的一支，最

早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四川
三省交界，公元前 638 年，被
秦晋两国强行迁到晋国‘南
鄙’之地 （今河南伊阙以南伊
河流域）。徐阳墓地的发现证
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

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
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
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
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
文 明 的 先 进 与 包 容 性 的 重 要 体
现。”吴业恒说。

值得一提的是，徐阳墓地车马
坑内马牲、狗牲与马牛羊头蹄葬两
种葬俗并存，兼具华夏与西北戎人
葬俗，体现了华夏文明与西北戎人
文化的交融。“陆浑戎内迁伊洛
后，虽仍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习
俗，沿袭马牛羊头蹄葬俗，但因地
处华夏文明的腹地，文化上受到华
夏文化的影响。”吴业恒说。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
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
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
麓，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
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
料。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讨
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生业
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
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
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项目负责人何伟介绍，
墓地出土的木俑是在青藏高原
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
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
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

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
土的铜镜类似；出土的 6 件
金、银面饰，其形制与临近
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
及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
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
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

或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碳十

四测年可知，桑达隆果墓地
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 366 年到
公 元 668 年 ， 时 间 跨 度 长 达
1000 多年。

“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地广人
稀的地方，发现的这一处延续
千年并且打破关系复杂的墓
葬，对构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
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
面貌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何伟说。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
龙山北麓，共发现 3 座墓葬，《水经
注》 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
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二号墓于 1977
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 40余
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
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
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中国考古
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据项目负责人耿建军介绍，土山
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
刘英 （东汉光武帝之子） 的可能性为
最大，共出土各类遗物 4800余件，其
中封土内封泥 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

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
器、铜铁器等。

“封泥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
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从断面
看，有多种不同土色，其中黑色
土的包含物极为丰富，有板瓦、
瓦 当 、 大 量 封 泥 等 。” 耿 建 军

说，“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
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
泥文字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的职官制
度、分封制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
意义。”

就土山二号墓的考古收获和认
识，耿建军表示，厘清了东汉早期诸
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
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
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
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
确东汉诸侯王 （后） 使用双层套棺的
棺椁制度。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
分 布 于 热 水 乡 察 汗 乌 苏 河 南 北 两
岸，墓葬一般依山面河。2018 年热
水墓群被盗事件发生后，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组 成 联 合 考 古 队 ， 于
2018 年开始发掘，将其编号为 2018
血渭一号墓。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
开展了多学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
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
模、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
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提取了相关
信息。

据项目负责人韩建华介绍，该
墓葬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出土了
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

革制品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
一枚银质方形印章，印面由骆驼
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

“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
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
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

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
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
物证。

在韩建华看来，2018 血渭一号
墓是开展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研究的
绝佳样本，是研究唐 （吐蕃） 时期
墓园制度的珍贵案例。

“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
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
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
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
现。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
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
彩棺等，对研究唐 （吐蕃） 时期热
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
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
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
价值。”韩建华说。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
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
市。2013 年到 2020 年，吉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
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城门
3 座，角楼 1 座，解剖墙体 6 段，发
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等
遗迹近 80 个，出土各类遗物 5000 余
件。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
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
故址。

据项目汇报人徐廷介绍，东夏国
是金朝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在公元

1215年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前
期政治中心在咸平 （今辽宁开原
北），复国后移至南京。

徐廷表示，东夏国南京城
的考古学发现，填补了中国东
夏国考古研究的空白，有利于
提升中国在东夏国历史研究上

的话语权。同时，东夏国南京城内
的诸多发现，如结构工整的大型建
筑、官印制度、官仓特点等，都表
明东夏国虽然地处边疆，但脱胎于
金王朝，认同中华文明，具有中华
文明的文化基因。

“东夏国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
注热点，磨盘村山城遗址的发掘用
实物证明了东夏国的历史以及它和
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
交往。”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教授霍
巍说。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
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
树村南台地上，考古发现有仰韶
文化中晚期阶段 3 重大型环壕、
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
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
型夯土地基、4 处共 1700 余座经
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
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
兽骨坑等遗迹。

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区内发
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
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

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
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
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

据项目负责人顾万发介
绍，双槐树遗址是距今 5300
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

性 聚 落 遗 址 ， 从 遗 址 的 地 理 位
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
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
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
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
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
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
键材料。

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文科
讲席教授李水城点评说：“在仰韶
文化的晚期阶段，社会已经复杂化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双槐树遗址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井头山遗址：

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证

井头山遗址：

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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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庄遗址：

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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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槐树遗址：

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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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墓地：

实证“戎人内迁伊洛”

5

拨开历史迷雾 增强历史信度

古人类在洞穴中的生活是怎样的？河姆渡文化
来自于哪里？夏代的粮仓城是什么样的？多元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有什么样的面貌……日前，“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拨开了历史迷
雾，刷新了历史认知。

入选项目 （以时代为序） 分别为贵州贵安新区
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
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
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
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
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招果洞遗址：

8米厚的“倒叙历史书”

1

桑达隆果墓地：

延用千年的墓地

桑达隆果墓地：

延用千年的墓地

66

土山二号墓：

发现大量西汉封泥

7

2018血渭一号墓：

墓主人是吐谷浑王

9

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10

右图：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共出土封泥 4500 余件，主要是
西汉楚国官印封泥，这是继齐国封泥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

“内史省印”“盖溉”等为首次发现。封泥上留存痕迹也为解决汉
代公文传递及封缄方法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

图为二号墓出土的封泥。

上图：招果洞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期
6 个阶段，从第一期晚段开始，加工精美
的磨制骨角器大量出现，加工原料主要是
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这些磨制骨器揭示
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更新。

图为招果洞遗址部分出土磨制骨角
器。

西藏札达桑达
隆果墓地出土的银
质鎏金面饰。

（图片来源：中国文物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