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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足迹：从夏商到明代 从地面到水下
——专家评点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报记者 刘修兵 采访整理

6 月 9 日，201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新

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和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 10 个项目入选。

这些项目何以能够入选，其价值又何在？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请他们对这些入围项目进行了点评。

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二里头文化的重要遗址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商王朝东渐的重要桥头堡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西周考古学史的重大发现

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汉制”极为难得的材料

点评专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

研究员孙健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

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

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

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

资料和线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

介入，随即展开了有效调查并迅速制定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 2007 年开始至今，基本确

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考古队通过周密设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

种不利因素，成功地实施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

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 28 米的水下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总结出一套包括

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望京楼是迄今为止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唯一一处出土二里头

时期青铜容器地点明确的遗址，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

知。二里头和二里岗两个时期的城址同见于一地，此为首例，也

是目前仅见。此外，望京楼是黄河流域发现的第 4 座二里头时期

城址，面积仅次于大师姑城址。

二里岗时期城址发掘出“凹”字形城门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

现过，主城墙内侧的“护墙墩”更是前所未见。城内发现的二里头

文化时期大路上，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再次证明中国在夏代确

有双轮车。城内发现多种遗迹，包括大型和中小型建筑、灰坑、墓

葬等，有的灰坑内埋有多个人头。集中大量埋葬人头的现象，以

前仅在殷墟和郑州商城发现过。

以上种种发现，均不可多得，甚至填补了空白，充分显示了望

京楼遗址在夏商时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

新郑望京楼遗址二里岗文化城址的东一城门遗迹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

的带铭文青铜爵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某墓

葬坑全景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

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

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

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

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

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

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 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

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

底气更足了：通高 50 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 30 厘米的大铜钺，使得

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

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

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

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

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该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

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从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

重要信息。今后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

必不可少的。

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

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载，可补史缺。

此外，该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

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三处墓地分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

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三者可谓彼此相邻，这对探讨周代分

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丰富的各类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

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的发现珍贵而罕见，

如 1 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时代最早，且为西周仅见；铸有“燕侯旨”

铭文的燕国铜器为第一次发掘出土；记述霸伯与王室重臣芮公、

井叔关系的长篇铭文等都是前所未见的。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

的铜鸟形盉

苏州木渎古城遗址五峰北城

墙及护城河发掘现场

点评专家：上海博物馆

研究员宋建

吴 越 历 史 舞 台 的 中 心

在哪里，多年以来一直是学

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

尽 管 古 籍 文 献 对 此 有 所 记

载，但是多语焉不详，有的虽

言之凿凿却只是演义。

建 于 春 秋 晚 期 木 渎 城

址的确认，为上述一系列发

现找到归宿。考古学家以钻探、发掘等方式，发现了木渎城址的

城墙、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经显露。这座规模

宏大、堪称都邑的城址面积达 24 平方公里，依托自然而建，山水环

绕，充分展现吴人因地制宜的建城思想。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围内

分布众多不同规模的聚落、各等级的墓葬，构成以都邑为中心的

聚落群体。

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是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吴文化

课题的深入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城址

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苏南地区将被完整保存，通过考

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公众将会从考古遗存中探寻更加形象生动

的吴越历史。

凤栖原墓地耳室陶罍陶壶组照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

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

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

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

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

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

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该墓地已连续发掘 3 年，清理了可能为西汉富平侯卫将军张

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从葬坑 6 座、中小型附葬墓 11 座；揭露出完整

的墓园、高规格祠堂建筑、壕沟、道路、排水道等各类遗迹。在墓葬和

从葬坑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银饰件、青铜器、铁器、陶器、原始

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种遗物3000余件（套），具有很高的

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中，6座甲士俑从葬坑，不仅兵俑数量多，

兵器配置齐全，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军职印章，对军事史研究有重大

价值。此外，编号为 M1 的附葬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随葬品甚为

丰富，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重要的发现。

新疆鄯善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南疆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重峰

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

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

佳，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而 2010 年的发掘

揭露出的寺院遗迹十分丰富，出土的遗物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些新发现，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以及塑

绘技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

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

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园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

家族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北

宋时期重要高等级士大夫家族

墓 地 之 一 。 经 过 4 年 持 续 发

掘，不仅清理了 4 代人的 29 座

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

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神道和

兆沟，揭示出了一个墓地的完

整布局和结构，具有很高的学

术价值。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

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

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清楚，墓穴安排清晰，其采用土洞墓室的

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由于墓地保存较好，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随

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

的研究。

蓝田吕氏家族墓葬出土瓷器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

土司制度在保持区域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过

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顺老司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

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

老司城为彭氏统治溪州晚期建造。城址主要功能区的分布

情况比较清楚，砖石构造的城墙、道路、排水设施等建筑遗迹丰

富。城内出土的瓷器题款明确，表明许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镇

专门订制的；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等也为研究当地居民的食物构

成、生态环境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发掘的土司墓中包括了在

抗倭战斗中立下了东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园的整体

格局清楚。对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调查，显示了在历史时

期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区域调查的重要性。

彭氏统治溪州地区时间长达800多年，老司城的主体建筑修建

于明代，可以说对于彭氏和溪州土司，对于土司与土家族等民族的

关系、当地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土司制度研究的实证

永顺老司城遗址土司墓地

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重现“金陵第一刹”风采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

界首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全面、系

统的考古发掘，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

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

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

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

骨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

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轰动。长干寺地宫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深的竖穴

式地宫，出土的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也是体量最大的。这些重

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宫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

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塔基外围的 3 圏明代柱

坑，不仅证明明代在宋代塔基原址上重建了新塔，而且是国内首次

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

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
首次入围“十大”的水下考古项目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现场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整修后的七宝

阿育王塔

吐峪沟石窟东区新发现部分石窟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