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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桂娟、史
林静） 近日，一座距今约 5000 年
的大墓在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被发
现，该墓葬出土遗物 350 余件，是
目前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
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
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提供全新样本。

数以百计的玉器陶器、代表
财富的猪下颚骨、纹饰繁复的象
牙饰品……新发现的 M27 是一座
特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总面积
逾 17 平方米，从墓葬规格来看，
墓主地位显赫，推测为古国君主
之类。

王庄遗址现场负责人、首都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
说，此发现说明王庄遗址并非普
通聚落，而是史前淮夷古国的都
城所在。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市
苗桥镇，是一处距今约 5000 年的
大 汶 口 文 化 中 晚 期 大 型 聚 落 。
2023 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
址展开考古发掘。

联合考古队领队刘海旺介绍，2024 年王庄遗址
新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 45 座，已清理 27 座，部分墓
葬等级较高，出土器物丰富，且墓葬中普遍含有代
表财富的猪下颚骨。

其中，M27 大墓长约 4.8 米，宽约 3.68 米，墓室
有棺有椁，随葬品十分丰富，包括各类陶器、玉饰
300余件。

刘海旺说，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石圭、玉钺等具
有浓厚的礼制色彩，对夏商周及其后的礼制文化影
响深远，尤其是此次墓葬的发现，彰显出史前中原
地区王权的初步形态。

截至目前，2024 年度王庄遗址共出土各类器物
一千余件，从器物形制来看，遗址文化面貌复杂，
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又带有中原仰韶文化、
南方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因素。

“王庄遗址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熔炉，既受东方海
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还有来自长江流域的
史前文化因素，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发现实证
中华文明的初始交流，为研究史前不同区域文化融
合提供了重要标本。”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
长李新伟说。

目前，该遗址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电 （记者严勇） 在我国云南省的抚仙湖
岸边岩石上，科研人员发现了一淡水螺新种——太极
鳞顶螺，隶属于白垩纪起源的中国特有新科——鳞
顶螺科。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林奈学会动物学杂志》 上。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

乐嘉博士介绍，此次在抚仙湖发现的新物种是之前
从未被采集报道过的一种淡水螺，成年个体壳长仅
1.5 毫米左右，具有独特的如同太极图一般的壳口及
内唇，因此得名太极鳞顶螺。

研究人员介绍，由于此物种个体太小，在之
前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在此次研究的早期也曾
被当作其他淡水螺的幼体。然而深入的形态学、
解剖学以及分子系统学研究揭示了此淡水螺的不
同之处。

其胎壳密布着独特的鳞片状凹坑，壳表超微结
构完全不同于其成体贝壳，在淡水螺中极为罕见，
反而在部分海螺物种中较为常见。其齿舌、螺厣的
细部结构完全不同于任何已知类群的淡水螺，分子
系统学也支持了这一新科新属新种的有效性。

此外，研究人员基于化石校正的分子钟分析，
进一步研究了鳞顶螺科的演化历史。

研究表明，鳞顶螺科是在恐龙时代就已存在的
古老类群，但分布范围极其狭窄，仅局限于云南中
部区域的淡水古湖泊中。研究人员推测，喜马拉雅
山隆起导致的古特提斯海在云南地区的退出，或是
推动鳞顶螺进入云南淡水湖泊生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次新发现的中国淡水螺特有科鳞顶螺科不仅
具有很高的生物地理和演化生物学研究价值，也为
云南高原湖泊的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更多
理论基础。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日前，“印记北京中轴
线——大众篆刻作品展”巡展（首站）启动仪式暨大
众篆刻图书赠书公益活动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办。

该展览共展出 300 多枚大众篆刻作品，这些作
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采用新字体、新材
料、新工艺和新造型，赋予篆刻艺术时代感与大众
性 ， 生 动 展 现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北 京 中 轴 线 的 人 文
价值。

在巡展 （首站） 启动仪式上，首展承办方将展
览主题印章传递给巡展承办方，象征着“印记北京
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落幕，也代表了新旅程的开启。巡展首站落地北京
王府井银泰中心，此后将在北京各区、湖北、云南
等地逐次开展。

展览期间，两本大众篆刻图书同步亮相。《印记
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集》 从参展作品中选
取 260 余件力作编纂而成。《大众篆刻十八讲》 主要
记录了大众篆刻理念推广 20 年来的大量实践活动和
经典案例。

   ●元宝山积石冢考古成果
发布

站在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址现
场，跟着专家的介绍，可以发现其北部为
一处大致呈南北向的延伸坡体，东北为二
凳山，东西两侧分别为元宝山、四棱子
山。南部坡下为东西向流经的教来河，隔
河远望，可见坤天皋山、开花山、九头山
等。遗址所处位置三面环山、一面向水，
且背山面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

据党郁介绍，对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
发掘是一次抢救性发掘，于 5 月正式启
动。目前已明确该遗址是一处集墓葬建筑
与祭祀建筑于一体的红山文化遗存，也是
目前所知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处南方北
圆、南坛北冢的红山文化晚期建筑遗存。
最新的测年数据表明该遗存属于红山文化
晚 期 ， 距 今 5100 年 至 5000 年 。 其 中 ，
M15 出土的玉龙是红山文化目前考古发掘
出土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龙。

目前可知，北部的圆形积石冢的外冢
墙直径 23.5米，晚期积石堆直径可达 28米。
冢墙整体保存残高 0.4 米到 2 米，为层层内
收的六至七层台阶状墙体。保存较好的北
部墙体处摆放的黑彩带高体筒形器原位保
存，局部还可见摆放在内圈冢界墙上的矮
体扁钵式的筒形器。外圈冢界墙由东西两
侧向南延伸时形成直墙，在南部围成方坛。

据介绍，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时期
的遗存除了坛冢建筑本体外，还发现人骨
遗存、墓葬、火烧坑、筒形器坑等。“玉
器大多集中出土于墓葬上方、冢与坛相交
的南冢墙内外区域，如冢墙墙体内、墙根
下以及放置于墓葬上方的大石板的外围。
这些非出土于墓葬的玉器、火烧的动物骨

骼、火烧小坑、石块简单围成内埋筒形器
片祭祀坑以及整个垫土层大量分布的碳屑
颗粒等现象，反映了南部方坛浓厚的祭祀
之风。”党郁说。

从出土器物来看，除玉石器、无底筒
形器外，还有少量彩陶折腹圈足盆、塔型
器、彩陶器盖等器物。其他也有打制石
器、细石叶、蚌贝类及骨器等。

从南坛北冢到出土的遗物等，元宝山
积石冢考古成果一经公布，便引发关注。
在相关专家看来，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
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
部分类型，其中还出土一件与凌家滩文化
玉冠饰相似的器物，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
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出土
的大量玉料、钻芯、玉器残件等为探讨红
山文化玉器加工技术、玉料来源与使用等
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元
宝山积石冢的发掘，显示出与河套地区的
石城建筑、藏玉于墙的文化源流。

“元宝山积石冢坛冢合一的建筑本体，
冢内及坛内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
大量形制不一的无底筒形器、玉石器、彩
陶器、蚌贝器物等，对深入了解红山文化
晚期的社会形态、组织管理、人地关系、
玉器加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党郁说。

    ●红山文化丰富内涵不断
揭示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和百年中

国考古学发展相伴始终。锦西沙锅屯、赤
峰红山后等考古发掘，拉开了红山文化考
古的序幕，但红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在 70
年前。

1954 年，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
建议，在其 《中国新石器时代》 一书中正
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指出红山文
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中原彩陶文化结合
的产物，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
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极大
的启发和帮助。

“尹达先生命名‘红山文化’，由此
建立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第一支考古学
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构的重要
一环。70 年来，考古工作者深耕田野探
研求索，陆续发现蜘蛛山、牛河梁、魏
家窝铺等一系列重要遗址，不断揭示红
山文化丰富内涵，让照亮中华文明的曙
光璀璨绽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

“ 红 山 文 化 ” 命 名 70 周 年 研 讨 会 上 如
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
灿介绍，红山文化的发现与发掘分成几个
阶段。其中，从 1954 年到 1980 年，红山
文化发现进一步增多，红山文化的面貌进

一步明确；在 1981 年到 2017 年间，发现
并发掘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包括居住址
及埋葬祭祀遗址，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取得突破性进展，引起了有关中华文明起
源进程与机制的讨论，其在中华文明起源
与 早 期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与 地 位 日 益 得 到
重视。

1981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孙
守道、郭大顺先生为代表的辽宁省考古工
作者于这一年调查并试掘了牛河梁遗址，
1983 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女神庙、女神
像、“五冢一坛”引发关注，玉雕龙和斜
口筒形玉器等代表性玉器相继出土。

相关专家表示，正是由于牛河梁遗址
的突破性发现，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
了探索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
课题，使得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
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
要内容。

“2018 年至今，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持续推进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
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深入，有关红山
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红山
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源头性地位得到
学术界的普遍认可。”陈星灿说。

    ●“文化遗产保护是世世
代代要做的事”

从地理位置看，红山文化以大小凌河
和西辽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其遗址广泛分
布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
河北省北部。据相关专家介绍，红山文化
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
文化，发端于距今 6500 年前后，上接辽
西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其玉器传
统、礼制建筑闻名中外。

随着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
入，对其的阐释与保护也在逐步推进。

1981 年 12 月，孙守道、郭大顺向中
国考古学会杭州年会提交论文 《论辽河流
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确认了 20 世
纪 70 年代在赤峰、阜新、朝阳地区发现
的玉龙、玉龟、玉鸟等玉器应均为红山文
化玉器，这是对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研究
的开始。此后，一系列与红山文化相关的
研讨会议相继召开。

时间来到 2008 年，国家文物局和辽
宁省人民政府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项目建设，并于 2012 年竣工，作
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也正式对外开放，将第一、二地点的重要
遗迹进行了原址保护与展览。今年 8 月，
经过数月改造修缮，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
全新的形象和面貌，重新面向社会大众开
放。此次改造，主要开展了第二地点周边
安全综合治理工程、博物馆综合馆维修改
造工程等项目，并在文物保护、游客服
务、展陈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提升。

也是在 2012 年，内蒙古赤峰红山后
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与辽宁省牛河梁遗址
共同被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进一步提升了红山文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两地也以此为契机联合推进红山
文化申遗工作，同时还加强了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管理工作，确保珍贵的文化遗产得
到妥善保存和传承。

一直致力于申遗工作的赤峰博物院院
长陶建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申遗是
文物保护目标的一个过程、一个节点，

“文化遗产保护是世世代代要做的事，这
是最重要的”。

“印记北京中轴线”开启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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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山文化足迹 探源中华文明
本报记者  赵晓霞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展览
与阐释，学术界普遍认可，红
山文化晚期社会发展进入鼎盛
期，主要表现在 6 个方面：一
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
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
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以建
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
级技术能力集中出现；二是等
级制度确立，聚落内部出现高
等级社区，社会分层更加明
显，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最
终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
礼仪系统成熟，祖先崇拜、天
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成为红山
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四是社
会管理体系表现为神权和王权
的统一；五是以种植粟、黍为
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
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社
会发展；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
超越以往，以天文学知识的科
学积累和玉雕技术的空前发展
最具代表性。

    2021 年，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联合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等文博机构和高校院所开展
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被
国家文物局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

从聚落特征反映的社会变迁、礼制的
形成、资源分布、生业形态、手工业生
产发展等方面深入探讨红山文化社会
的发展与演变，以期了解红山文化发
展的动力机制和区域特征，认识多元
一体中华文明中的“红山元素”，丰富
并完善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体系。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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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下旬，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八旗
村北1.5公里处，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的专家
学者齐聚于此，近距离探访
元宝山积石冢。

为大家介绍相关情况的
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馆员党郁，她刚在

“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
‘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
讨会”上介绍了元宝山积石
冢的发掘概况。

    今年 8 月，位于辽宁朝阳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经过近半年的修缮，重新向公众开放。近 3500 平方米的博物馆依次展陈“序厅”
“红山古国”“文明发端”“人文始祖”等 7个主题单元，展出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内 蒙 古 自 治
区敖汉旗元宝山
积石冢遗址随葬
玉器出土现场。

本 文 配 图 除
署 名 外 均 由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元 宝 山
积 石 冢 遗 址 考 古
发掘项目组提供。

元宝山积石冢发掘全景。

近日，参加“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