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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和农业起源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
重要课题。相关专家表示，山东临
淄赵家徐姚遗址和河北尚义四台遗
址均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遗
存面貌，呈现出先民们改造自然和
创造文化的图景。

地 处 海 岱 腹 地 的 赵 家 徐 姚 遗
址 ， 位 于 山 东 省 淄 博 市 临 淄 区 东
部，距今1.1万年至1.5万年，遗址保
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
代关键。

据项目负责人赵益超介绍，遗
址发现了一处人类活动营地。营地
保存完整，至少有火塘3处，围绕火
塘发现 1000 余件遗物。遗物以动物
骨骼最多，陶片、陶塑次之。“这些
新发现加深了人们对该时期陶器的
认识，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
源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遗址内
红烧土遗迹反映了古人从适应自然
走向改造自然的重要跨越，为研究
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
选择、生态位构建及社会组织模式
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赵益超说。

陈星灿表示，临淄赵家徐姚遗
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
的关键缺环，是华北地区乃至东北
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
现，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
的观察维度，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
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北
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
营村南，地处蒙古高原南缘，是近
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保
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据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
人赵战护介绍，2020 年起，河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四台
遗址进行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
掘 房 址 40 余 座 ， 出 土 了 陶 、 石 、
骨、贝类遗物 800 余件。依据地层、
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划分为年代
不同的 5 组遗存，以压印纹筒形陶
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
器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第一、二组
遗存，文化特征鲜明，初步判断为

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此外，考古
所见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
期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
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生计
方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
发展转变。

“四台遗址反映出来的区域特
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
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
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
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
方文化区。它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
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
白 ， 而 且 为 解 决 旧 新 石 器 时 期 过
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
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
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系列问题提
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赵战护说。

根据 10 余位专家的报告，相关
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不仅为探索中

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资料，
还更新并扩充了人们此前的认知。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
市含山县，北望太湖山，南临裕溪
河，是一处距今 5800 至 5300 年的新
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据该遗址
项目负责人张小雷介绍，遗址首次
以确凿的资料证明，核心区经过大
规模人工营建，以大型红烧土遗迹
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
现，深化了对凌家滩聚落布局的认
识。此外，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
仪式活动遗迹以及玉石器、石雕残
块的出土，丰富了对凌家滩文化内
涵和信仰体系的认识，对研究中国
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
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陈星灿表示，凌家滩遗址最新
发现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祭祀

遗存、独特的玉石陶器，进一步刷
新了学术界对该遗址社会背景、规
划 布 局 、 功 能 性 质 、 社 会 组 织 结
构、社会发展程度、对于中华文明
起源与形成的重要作用等核心内涵
价值的认识。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
寨镇南佐村的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据甘肃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张小宁介绍，
为理清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的
文明化进程，2021年、2022年，由甘肃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
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展开第三阶段
考古发掘工作，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仰
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
中心聚落，距今约5100至4700年。

“这个阶段的考古收获包括：发
现了由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约30万
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发现了布局严
整、中轴对称的‘宫城’，发现了大型
宫殿建筑，在‘宫城’内出土了大量制
作水平高超的高规格器物，发现大量
碳化水稻。”张小宁说，“南佐遗址白
陶、黑陶、绿松石、朱砂、双腹盆、圜底
缸以及大量水稻等的发现，表明南佐

和长江中游、海岱地区甚至更南方广
大地区存在广泛联系。”

张小宁表示，这些发现改变了
以往对黄土高原地区和黄河流域文
明进程的认知。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
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东距兴县县
城 20 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
遗址 51 公里。据项目负责人张光辉
介绍，碧村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
一座拥有双重城墙的大型石城，与
同时期盛极一时的石卯古国在时空
上遥相呼应；其控扼黄河两岸的突
出战略位置，沿外城墙、内城墙、
中心台城逐步降低到入黄河口处的
线 性 布 局 ， 以 及 处 处 把 关 层 层 设
卡 、 背 靠 黄 河 面 向 东 方 的 城 防 系
统，彰显了浓重的防御色彩，展现
了矗立于黄河东岸碧村遗址的特殊

屏障作用，为解读晋陕黄河两岸地
区的政治结构和文明形态提供了关
键材料。

除上述遗址外，“郑州论坛”还展
示了陕西西安太平遗址、河南新密新
砦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
地等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作为迄今关
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客省庄文化聚落，其大量房屋
建筑、墓葬及高等级玉器、陶器、
卜骨等展示出该遗址中心性聚邑的
地位，为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并奠定了该
区域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
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作为早期夏
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其完整的龙山
文化晚期城墙、护城河、城址和巨
型祭祀遗迹，以及一批带有浓厚夏
代 早 期 都 邑 礼 制 色 彩 的 高 等 级 文
物，彰显出新砦遗址对探寻夏王朝
早期都城与文化的重要价值。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
发现的多条主干道路，揭示出其多
网 格 式 都 邑 布 局 ， 形 成 作 坊 、 宫
殿、祭祀等独立的功能分区，居葬
合一的布局形态，井然有序、严谨明
显的社会结构，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
家的重要标志，也为先秦时期其他城
址布局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
的发现，印证了西吴壁作为商代前
期晋南地区中心聚落的重要区域地
位 ， 为 探 讨 晋 南 地 区 商 代 人 群 构
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
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

郑州商都书院街贵族墓地作为
商代白家庄期 （中商） 的高等级贵
族墓地，其出土的金覆面、高等级铜
礼器组合及殉狗葬俗，对研究商代王
都贵族葬制具有重要价值。其附近的
多组夯土建筑基址填补了郑州商城
内城东南聚落结构形态的空白。该
墓地对于研究商代都城建制、郑州
商城兴废及其与小双桥遗址的关系
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殷墟商王陵园隍壕的发现，对
商 代 陵 墓 制 度 乃 至 商 文 化 、 商 史
的 研 究 均 具 有 重 大 推 动 作 用 。 晚
商 时 期 大 邑 商 都 干 道 、 人 狗 组 合
祭 祀 坑 及 王 陵 区 西 周 遗 址 的 发
现 ， 对 研 究 商 代 社 会 性 质 、 祭 祀
活 动 及 周 灭 商 后 的 国 家 治 理 方 式
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作为迄今泾
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西周聚落之
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全面揭示
商周时期泾河流域聚落布局、人群
构成及社会组织等奠定了基础，也
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
了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
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
及其特点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
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
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陈星灿看来，“郑州论坛”上关
于 12 处重要遗址的主题报告，带来
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成果，
也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考古成
果传播，为相关考古研究走向深入
增添了动力。

链 接链 接

“中国考古·郑州论坛”
是中国考古学领域常设学术
论坛，旨在深入探讨中国考
古学的重大专题学术研究，
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论坛
每两年举办一次，会址常设
河南郑州，到目前为止已经
举办三届。

“郑州论坛”搭建了全国
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研究成
果的展示平台、交流平台和
传播平台，为构建中国考古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奠定了基础。

“郑州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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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在“郑州论坛”上，多学科联合、跨学
科研究成为项目介绍的“标配”。科技手段
不仅深度参与考古田野调查、勘探、现场
发掘、研究分析、文物保护的全过程，还
助力多维度解读古人留下的信息。

在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发掘过程
中，发掘团队围绕区域地貌演变与气候变
化、遗址周边景观重建、堆积形成过程、
遗物埋藏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考古研
究，从年代、沉积、植被、气候等多个角
度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旧新石器

过渡时期的人地互动机制。
甘肃省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

古工作一开始就将多学科合作研究作为重
要组成部分，包括碳十四测年、动植物考
古、陶器残留物分析、陶器科技分析等诸
多方面。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
员张小宁介绍，植物鉴定显示南佐宫殿区
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其次是粟黍；陶器残
留物分析显示彩陶平底瓶可能装过谷芽
酒，白泥堆纹罐盛放或烹煮过肉类；陶瓷
科技考古分析显示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
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
距离联系。“陶器烧成温度绝大多数高于
1000℃，最高能达到 1116℃，表明已达到
很高的烧造水平。”张小宁说。

文博领域专家学者相聚郑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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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新石器时代

最早期的遗存面貌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

有了新资料

促进学术交流

为后续研究提供动力

二里头、殷墟遗址有哪
些考古新进展？黄河岸边的
史前石城有何神奇之处……
日前，150 余名文博领域的
专家学者齐聚第三届中国考
古·郑州论坛（以下简称“郑
州论坛”），12位考古工作者
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这
一主题，介绍了最新考古发
现与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表示，这些最新考古发现与
研究成果，呈现了中华文明
起源与发展的不同模式与丰
富文化内涵。12 处遗址时
间节点关键，区域地位突
出，展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起源与发展的精彩面貌。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来自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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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向西注入黄河的猫儿沟从东向西注入黄河的猫儿沟，，深近百米深近百米，，南北皆为悬崖峭南北皆为悬崖峭
壁壁，，成为碧村遗址北部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成为碧村遗址北部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遗址占据河遗址占据河
套向晋中套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规划严密的设防系统规划严密的设防系统，，再现再现
了两地文明主体之间存在的互动现象了两地文明主体之间存在的互动现象，，是揭示中华早期文明交是揭示中华早期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碧村遗址地处黄河与蔚碧村遗址地处黄河与蔚
汾河交汇处汾河交汇处。。位于图中右侧位于图中右侧
的黄河沿蜿蜒曲折的晋陕大的黄河沿蜿蜒曲折的晋陕大
峡谷一路南下峡谷一路南下，，与位于图中与位于图中
左侧的蔚汾河相会左侧的蔚汾河相会，，将碧村将碧村
拥入怀中拥入怀中，，孕育出一处孕育出一处 40004000
年前灿烂的黄河文明年前灿烂的黄河文明。。

图中椭圆形区域是碧村遗址城图中椭圆形区域是碧村遗址城
墙圪垛地点的范围墙圪垛地点的范围。。耸立于碧村遗耸立于碧村遗
址东部的外城墙址东部的外城墙，，北接猫儿沟北接猫儿沟，，南南
抵蔚汾河抵蔚汾河，，残长残长 300300 米米，，中部修建中部修建
一座南北跨度达一座南北跨度达 7070余米的双瓮城城余米的双瓮城城
门门，，成为进出遗址的关键通道成为进出遗址的关键通道。。

制图：齐 欣

地处蒙古高原南缘的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处蒙古高原南缘的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出
土了珍贵的项饰品土了珍贵的项饰品。。

左图：作为迄今关中地区发现
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客省庄文
化聚落，陕西西安太平遗址出土陶
器类型丰富。图为该遗址出土的陶
器器物组合。

5 月 13 日，
“郑州论坛”与
会专家学者在
郑州商都书院
街贵族墓地考
古发掘现场进
行学术考察。

李 贺摄
（新华社发）

下图：郑州商都书院街贵族
墓地对于研究商代都城建制、郑
州商城兴废有重要价值。图为郑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
富成在考古现场介绍情况。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