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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西周早期曾侯墓地”等入选；主动发掘的项目入围增多

新京报讯 昨天，201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
晓。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
器时代遗址、福建漳平奇和
洞遗址等 10 个项目被评选
为 2011 年度最为重要的十
大考古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是全国最权威、影响最为深
远的考古评选活动。本届评
选活动自 2011 年 11 月底启
动，最终结果于昨日揭晓。

主动考古项目增多

与 2010 年相比，2011 年
入围 25 个候选项目中，主动
发掘的考古项目明显多于因
为基础建设而配合进行的考
古项目，25项中有 14项均为
主动发掘。对此，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我国
考古工作中，配合基本建设
而进行的考古一直占主导地
位，大约占全部考古总数的
80%至 90%，而主动进行的
考古大约只占总数的10%。

但从 2011 年的情况看，
主动发掘的项目进入到最后
的 25 个入选项目中的较多，
这与这些年来文化遗产的保
护以及国家大遗址的保护、
考古公园的建设受到重视有
一定关系。而且抱着这类目
的的主动发掘考古项目与以
往的主动发掘项目又有一些
不同，它在注重学术研究的
同时，更多地从保护和展示
的角度考虑进行发掘。

童明康说，今年主动发
掘考古项目的增加并不表示

我国考古在方向上发生变
化，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
考古仍占考古项目的绝大多
数。但从文化遗产保护以及
考古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每
年有一些主动的考古发掘项
目是十分必要的。

旧石器考古“丰收”

在著名旧石器考古学
家、古人类学家高星眼中，
2011 年是一个旧石器时代
考古的丰收年。在最早的
48 项候选项目中，有 6 项是
旧石器时代考古项目；在 25
项入围项目中，旧石器考古
又占了 3 项，如此之多的旧
石器考古项目在以往的评选
中是空前的。在当今鉴宝如
此风行的年代，旧石器考古
遗址尽管学术价值很大、国
际影响力很高，但这种看起
来不是很美观又不是很容易
被解读的遗产，其价值得到
社会的认可，也可以看做是
社会的一种进步。

而今年旧石器考古中一
个重要的代表就是福建漳平
奇和洞遗址。高星曾 3 次到
过这处遗址，这是从旧石器时
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
渡的遗址，其中包含了多个文
化层位，遗物、遗迹现象非常
丰富。保留了距今一万七千
年到几千年这个时段人类生
存演化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中
就包括人骨。这些人骨正在
进行测年和DNA的分析，有
可能刷新目前我国已知的有
关人骨的最早纪录。

1
●河南郑州老
奶奶庙旧石器
时代遗址

2
●福建漳平
奇和洞遗址

3
●浙江余杭
玉架山史前
聚落遗址

4
●内蒙古通
辽哈民史前
聚落遗址

5
●四川宜宾
石柱地遗址

位于郑州市西南郊、二七区侯寨乡的樱桃沟景区
内。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
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
遗存。图为出土的修理骨片。

位于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是目前福建省发现
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分析海峡两岸古人群的迁
徙和文化交流以及对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的
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图为出土的凸刃砍砸器。

首次发现的由六个环壕组成的完整的聚落，第一次揭
示出了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六个环壕应该代表
了六个相关的氏族。从6个环壕的面积大小、分布位置和
墓葬等级等方面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地位。玉架山
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良渚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全
新的材料和视野。图为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

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的舍伯吐镇，是考古工作者
在北纬43°以北区域内，首次大面积发掘保存完整的史
前聚落遗址。清理出因失火坍塌的房址、还有保存相当
完整的房屋木构架痕迹，以及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的罹
难场所，证明了该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它为聚
落的复原研究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图为哈
民木质结构坍塌遗存。

位于宜宾市屏山县楼东乡田坝村，地处金沙江北岸
一至五级台地。4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战国
秦汉、明清各时期遗迹800多个。石柱地遗址分布面积
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
流域是首次发现。图为石柱地新石器房址。

6
●湖北随州叶
家山西周早期
曾侯墓地

7
●辽宁建昌
东大杖子战
国墓地

8
●江苏盱眙
大云山江都
王陵

9
●山西大同云
冈石窟窟顶北
魏辽金佛教
寺院遗址

10
●山东京杭
大运河七级
码头、土桥闸
与南旺分水
枢纽遗址

位于湖北随州市东北部约20公里的淅河镇内，2011
年的发掘共揭露出墓葬65座和1座马坑。大量西周有
铭文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发掘的一个亮
点。图为叶家山曾侯方鼎。

是一处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前所未见的等级很高
且完整保存下来的战国墓地，对研究公元前三至五世纪
前后东北以至北方地区有关民族的活动等，具有很高的
学术价值。图为辽宁东大杖子墓地外椁椁室。

揭露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改变了以
往关于西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诸侯王葬地的认
识，为重新考虑仪征庙山墓地的性质等课题提供了新资
料。图为大云山错银编磬铜虡兽座。

在云冈窟顶一区和二区连续两年的发掘，发现两处
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两处寺院遗址的发现有助
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图为云冈窟
顶佛教寺院遗址二区铸造场所遗迹。

七级码头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台阶式大码头，与
古街、商铺相结合，再现运河繁华风貌。土桥闸遗址发
掘了明清时期船闸一座、大王庙一座，对运河船闸的构
筑方式、结构布局、功能和营运状况有了深入了解。南
旺分水枢纽工程，对南旺段运河河道设施、引汶济运工
程设施的结构、布局以及大运河河水的平衡调节有了
更为深入的认识，明确了通过戴村坝截引小汶河水源
和利用石驳岸顶冲与分水口的形状结构相结合实现南
北分流济运的水工技术成就。图为出土的镇水兽。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
期曾侯墓地（以下简称“曾侯
墓地”）的入选格外引人瞩目。

“曾侯乙墓是春秋时期
的，但‘曾侯’向前追溯要到
什么时候，在学术界一直是
个疑问。”北京大学考古系教
授李伯谦说，叶家山西周早
期的曾侯墓地的发现，为回
答以“曾侯乙墓”为代表的春
秋时期的曾侯遗存的渊源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他
们之间是不是有直接的发展
和继承的关系，这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李伯谦说，该墓
葬的发掘也为西周早期各诸
侯国之间的政治格局研究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材料。因
此，这项发现也被认为是西

周考古的重大突破。
发掘领队黄凤春介绍，

“曾侯墓地”发现的亮点就是
出土了大批刻有铭文的青铜
器，铭文有“曾”、“侯”、“曾侯”、

“曾侯谏”，可确认该墓地应是
西周早期的一处曾侯家族墓
地，其中包含曾侯谏和夫人女
鬼氏墓。这一幕地的发掘证
明，早在西周早期汉东就已有
一个曾国，且当时已称侯。

叶家山早期曾侯墓地的
发现，与叶家山曾侯墓地相
对应的城址的发现，初步确
定了西周早期曾国的政治中
心。初步确认了距其以南约
1 公里的庙台子遗址群应是
西周早期曾国都城遗址，而
并不是最初怀疑的村址。

评选出来的“十大考古
新发现”，其未来能否继续
存续下去并不都是非常明
朗。以此次入选的四川宜宾
石柱地遗址为例，其地区就
属于向家坝水电站淹没范
围。“十大”能否成为石柱地

遗址的护身符呢？作为一项
学术评选活动，显然“十大”
并没有如此之大的保护效
力，“不过，我们希望这么好
的 遗 址 能 得 到 更 好 的 保
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
明康如是说。

考古遗址保护不容乐观【追问】

■ 亮点

“曾侯乙”有望找到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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