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最早宫殿雏形

专家点评
该遗址为认识龙山时代晋陕高原人群

流动、社会变迁、中原与北方区域互动，乃至

探索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和“早

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核心

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其构建的规整院落，似

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

遗址以四座台城

式建筑群为核心，周

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

住 地 点 和 居 址 葬 墓

地。在大型房址附近

的堆积中，还发现有

一定数量的筒瓦及槽

型板瓦，个体超过 100

件，是中国目前所 知

最早的瓦。

图为芦山峁遗址

大营盘梁台地上的 3

座院落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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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内涵，以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

国主义精神与文物保护意识，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前，重大考古发现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文博考古界的一大品牌，也是发现、保护和利用我国文化遗产的有力措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是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当年重大考古发现的一项活动，始于 1990年。随着今年 3月 29日 201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揭晓，十大考古新发现走过了 29个年头，共评选出 290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考古项目，它们的发现具有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和实物证据。

3月 29日，经过终评及投票，2018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

京揭晓。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

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

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

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

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江苏张家港黄

泗浦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

下考古调查入选。

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呈

现出什么特点？评选标准是什么？考

古遗址未来的保护利用前景如何？

广泛而丰富的文明宝藏

“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整

体上有三大特点。一是年代跨度很长，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广

东英德青塘遗址，一直到近代的辽宁

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

考古调查。二是地域广泛，东到江苏、

西至新疆、北抵辽宁、南达广东。三是

内 涵 多 样 ，有 古 代 人 居 住 的 遗 址 、城

址，还有墓葬。”终评评委、北京大学考

古 文 博 学 院 教 授 李 伯 谦 说 ，例如新疆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规模宏

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和丰富的

铜、铁冶炼相关的遗迹遗物，是新疆地

区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有明确冶

金证据链的史前遗址，对中国新疆及至

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和价值，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

燃煤证据的重大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

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为中国古代科技

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评审专家认为，这些考古项目的重

大发现是对中华 5000 年文明史的重要

补充。其中，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

遗址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

葬的发现比较缺乏的空白；芦山峁遗址

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其构建的规

整院落，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

筑的雏形；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

的寺院，发掘者认为这里可能是鉴真和

尚第六次东渡的起点；“经远舰”的发现

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

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评选不是“晒宝贝”

国 家 文 物 局 副 局 长 宋 新 潮 介 绍 ，

2018 年国家文物局共批准 955 项考古发

掘，其中有 212 项是主动考古发掘（包括

21 个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项目）。

按照《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规程》，活动

组织者向 84 家考古机构和 136 名中国

考 古 学 会 理 事 发 出 选 票 220 张 ，收 回

177 张，共同推荐 20 项重要考古发现作

为初评项目。

“这些发现中不少是‘考古中国’项

目的新成果；有的是在国家重大工程项

目中的重要考古新发现；还有一些是被

盗掘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商周时期的

不少新发现都是‘劫后余留’，这些新发

现让我们切身感触到‘盗墓’对国家历

史文化的毁坏，是‘根之伤’‘心之痛’。

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是考古学家长期坚

持、不断探寻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宋新

潮说。

此次终评专家评审共 21 位，他们是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

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学、吉

林大学、山东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和国家文物局 14 个单位

的业内专家。经过一天的汇报和专家

质询，通过终评评委会的评审和无记名

投票，名单最终得以产生。

宋新潮表示，目前考古工作的一个

重要理念就是非常重视考古项目对于

中国历史文化系统性认识的作用。“相

比起发现了多少件青铜器、玉器，我们

更关注考古项目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评选不是摆摊子、晒宝贝，看看有

哪些好东西，而是为中华民族历史提供

很好的例证和证据，为我们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提升文化自信提供教材。”李伯

谦说。

终评评委、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

巍表示，考古新发现每年都有，有的项目

持续了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评选的标准

主要看是否有重大的突破，是否重大发

现，是否在发现中填补了相关的空白。

所谓的“新”也是指新的方法——新的科

学技术手段包括测绘、遥感等在考古界

的应用。“我们除了关注考古挖出了什

么东西，也关注怎么获得这些东西。获

得的手段、技术路线、课题意识等都是

出色的考古新发现应该具有的特质。”

给遗址更有效的研究和保护

在 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项目中，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

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都是在被盗后

进行的抢救性发掘，酒务头商代墓地中

5 座有墓道的大墓中 4 座被盗，损失严

重。宋新潮表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永

远不能忽视，而考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

而有效的保护方式。

山西闻喜酒务头遗址墓地因 2015

年被盗而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

所与市县文物部门联合组成考古队对

墓地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

重要进展。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

镇刘家洼村西北，2016 年底发现有墓葬

被盗，经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单

位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目前

进展顺利，并在陕西省和渭南市的支持

下，在澄城县建立了考古研究基地，将

研究、保护工作结合起来。

而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是

基建考古转化为主动发掘的实例。太

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四台嘴乡张家口奥运村内，距崇礼县

城 20 公 里 ，现 为 河 北 省 文 物 保 护 单

位。为做好遗址文物保护工作，保障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太子城遗址保护与

展 示 工 作 顺 利 实 施 ，联 合 考 古 队 自

2018 年 5 月起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收获颇丰。考古专家表示，该

遗址的发掘保护将助力冬奥会中华传

统文化展示。

宋新潮表示，除了抢救性保护发掘

之外，为配合国家建设的大局，近年来

还进行了一些主动发掘，如新疆尼勒克

吉仁台沟口遗址和江苏张家港黄泗浦

遗址的考古成果，就是对“一带一路”的

生动注解，为中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

路 线 等 诸 多 课 题 的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资

料。“我们应该让考古工作在历史文化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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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德青塘遗址——万年前华南古人类的生活

专家点评
该遗址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

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

南乃至东南亚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

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

标尺；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

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等前沿课

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该 遗 址 发 现 晚 更

新 世 晚 期 至 全 新 世 早

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

理出墓葬、火塘等多个

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

化 石 、石 器 、陶 器 等 各

类文物标本万余件，建

立起距今约 2.5 万年至

1 万年连续的地层与文

化 序 列 。 遗 址 发 现 我

国 国 内 迄 今 发 现 年 代

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

墓葬，广东境内保存最

为完整的距今 1 万年前

的古人类人骨化石。

图 为 广 东 英 德 青

塘 遗 址 发 现 的 墓 葬 遗

迹与人骨化石。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中游史前大型墓葬

专家点评
该遗址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

聚落形态的角度丰富了屈家岭文化与社会的内涵。其中的王家塝墓地

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的发现比较缺乏的空白。

该遗址为屈家岭文化

时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

重要城址，面积约 70 万平

方米，发现屈家岭文化时

期墓葬 235 座。这些墓葬

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

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

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

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

图 为 航 拍 湖 北 沙 洋

城 河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的

M202。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人类最早使用燃煤的证据

专家点评
该遗址发现了丰富的铜、铁冶炼相关遗迹遗物，是新疆唯一一处有

明确冶金证据链的史前遗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证据的重大

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集中出土了 2000 余粒炭化

黍种子，并发现了少量源自西方的农作物，为揭示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

流路线提供了新视角。

该 遗 址 发 掘 揭 露 房

址 37 座，窑址、灶（火塘）、

灰坑、冶炼遗迹等 300 余

座 ，采 集 遗 物 标 本 千 余

件。此外，在遗址中还发

现 了 极 为 丰 富 的 燃 煤 遗

存，出土大量煤块、煤灰、

煤渣及未燃尽煤块等。

图为新疆尼勒克吉仁

台沟口遗址 F27 内发现的

炭化黍种子。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揭开“匿”族的神秘面纱

专家点评
该墓地是一处拥有带墓道的大型晚商墓地，是

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匿”族墓地。对于研究商代墓

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

好的资料。该墓地的发现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

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该 墓 地 范

围 内 发 现 商 代

晚期墓葬 12 座，

车马坑 6 座以及

灰 坑 5 个 ，共 出

土铜、玉、陶、骨

等 各 类 材 质 文

物 500 余 件

（组）；发 现 5 座

商 代 晚 期“ 甲 ”

字 形 方 国 大 墓

及陪葬车马坑。

图 为 山 西

闻 喜 酒 务 头 商

代墓地 M1 出土

的觚、爵。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春秋乐悬制度中的最高级别

专家点评
经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最终得以确认为芮国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这

一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为我国音乐

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三栏木床遗存将我国使用床榻的历

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该 遗 址 是 以 自 然

冲 沟 和 人 工 壕 沟 相 连

组 成 一 个 封 闭 的 大 型

遗 址 区 域 ，东 西 2000

米、南北 1500 米。遗址

区 内 可 采 集 到 丰 富 的

周代文化遗物，断崖上

可 看 到 较 多 灰 坑 及 夯

土墙等遗迹。

图 为 陕 西 澄 城 刘

家 洼 东 周 遗 址 大 墓 出

土的甬钟。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鉴真第六次东渡的起点

专家点评
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寺院，发

掘者认为可能与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地点

有关，是较为重要的新认识。这是长江下游

港口型遗址的重要发现，为中外文化交流、海

陆交通路线及海岸线变迁等诸多课题的研究

提供了新资料。

在该遗址西区主

要 清 理 了 南 朝 至 唐

宋 时 期 的 道 路 、灰

坑 、水 井 、水 沟 等 遗

迹，在遗址东区主要

发 现 了 唐 代 和 宋 代

的河道、木桥、房址、

水井、仓廒等诸多遗

迹，证实了黄泗浦遗

址 是 长 江 下 游 一 处

非常重要的港口集镇

遗址。

图为江苏张家港

黄泗浦遗址发现的宋

代河道底部的石构件。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

专家点评
该遗址是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迄今发掘面积最

大、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高等级重要城址，很可能是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

宫。其主体建筑呈中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

该 遗 址 被 确 认 为

一 座 平 面 呈 长 方 形 的

城址，城内建筑规格很

高，未发现商业、民居、

戎 守 等 一 般 类 型 与 军

事 性 质 建 筑 。 遗 物 中

“尚食局”“内”“宫”等

器物集中出土，体现皇

家性质。

图 为 工 作 人 员 在

修 复 河 北 张 家 口 太 子

城金代城址出土文物。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折鞭之地 固若金汤

专家点评
该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完整的宋代

衙署遗址。结合历史文献推断，该遗址应为 1243 年南宋四川制置使余

玠修筑钓鱼城时所徙的合州州治，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建筑等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遗址出土的铁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

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该遗址经过 4 次

主动性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 3000 平方米，

新 发 掘 清 理 各 类 遗

迹 59 处，补充清理前

3 次考古发掘揭露的

遗 迹 46 处 ，出 土 器

物、标本共 644件。

图为重庆合川钓

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

遗址考古发掘场景。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
水下考古调查——碧海忠魂 铁血丹心

专家点评
该项目首次发现了北洋海军的舰铭

牌，并明确了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

“经远舰”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

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

的实物资料。同时，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

洋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

古的成功案例。

采 用 差 分 GPS 精 准

定 位 ，连 续 抽 沙 20 多 天

后，在泥下 5.5米深度找到

“經遠”舰铭牌，由此确证

庄河铁质沉船即是北洋海

军在甲午黄海海战一役中

沉没的“经远舰”。此后，

考古队又对沉舰其他重要

部位进行局部解剖，陆续

发现并确认了艏柱、锚链、

舷窗、登舰舷梯、排煤渣口

等部位，并发现一批重要

沉舰文物。

图为辽宁庄河海域甲

午沉舰遗址（经远舰）“經”

“逺”字铭牌。

文字由本报记者翟群整理，图片由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