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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期期，，国国家家文文物物局局召召开开全全国国文文物物局局长长会会议议公公布布，，22002222年年，，我我国国系系统统实实施施1188个个““考考古古中中
国国””重重大大项项目目，，225544项项主主动动性性考考古古发发掘掘，，11115577个个基基本本建建设设考考古古项项目目获获得得及及时时高高效效开开展展，，实实证证
我我国国百百万万年年的的人人类类史史、、一一万万年年的的文文化化史史、、五五千千多多年年的的文文明明史史。。江江山山留留胜胜迹迹，，往往来来成成古古今今，，
一一起起重重温温22002222年年的的重重大大考考古古发发现现。。

跨越百万年，来看在中华大
地上，从人类起源演化到文明肇
兴的壮阔图景。

考古发现，一眼千万年，让
今天的我们，得以深刻认识在中
华大地上发生的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
史。

湖北学堂梁子遗址
“郧县人”为人类起源
提供关键证据

2022年12月3日，湖北十堰
学堂梁子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
中，“郧县人”3号古人类头骨化
石出土。由于它有望为研究人
类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一份全新
的关键证据，考古工作者对它的
发掘，力求万无一失，内窥镜、风
刻笔等现代化医用装备成了标
配，从发现到提取，历时长达
半年。

学堂梁子遗址考古专家工
作组组长高星介绍，“郧县人”3
号头骨是欧亚内陆百万年前最
完整的头骨。研究当时人类的
脑量，它完全可以提供非常精准
的数据。

此前考古，在中华大地上先
后发现了170万年前的元谋人、
160至120万年前的蓝田人、8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100万年前
的“郧县人”，则处于直立人200
万年演化历程的关键中间节点
上。它的发现，让人类在东亚的
演化链条，变得相对完整起来，
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地位。
更重要的是，“郧县人”3号头骨
化石的发现，进一步显现出，其
所在的“秦岭—汉水”一带，是我
国也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人类
起源热点区域。

浙江良渚遗址
多条新水坝，
构成最早的成熟水利系统

在史前文明研究领域，2022
年的考古，在5000多年前的浙江
良渚遗址，又发现了多条新水
坝，它们和已知的11条水坝，构
成了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
熟水利系统，这些发现足以改写
历史。多重考古结果显示，良渚
已从荒蛮的史前进入文明社会。

4000年前的陕西石峁遗址，
通常被认为是“夏代的前夜”。

2022年的考古，聚焦遗址核心
区，并发现目前石峁文化最高等
级墓地——— 皇城台墓地，实证石
峁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而对
大台基西南角的补充发掘，又发
现石雕10件，尤以嵌筑于转角的
圆弧形神面石雕最为精美，巨型
浮雕像让人们对这座史前“石头
城”充满遐想。

二里头遗址
发现制陶遗迹，
找到“失落”的夏王朝

找到“失落”了数千年的夏王
朝，是历代中国考古人孜孜以求
的夙愿。3000多年前的河南二
里头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
代晚期都城。2022年的考古，在
遗址北缘中部发现制陶遗迹，在
宫城西南角发现近百平方米的骨
角器加工作坊，为证明二里头遗
址为夏都，再添实物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员赵海涛说，还发现了
一个疑似加工漆器的作坊，各种
手工业是支撑一个首都、支撑一
个聚落运转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陈星灿介绍，发现了更多的
作坊遗迹，更证实了它作为都城
的功能。

殷墟
殷墟甲骨，
截至目前已发现约15万片

从文明探源到中国信史，殷
墟已成为考古事业的一个基准
点。2022年的考古，确认殷墟宫
殿宗庙区新发现一处大型池苑，
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

新发现一条宽度达14米的
鹅卵石道路，殷墟的城市街区呼
之欲出。殷墟外围的辛店、陶家
营、邵家棚遗址发掘，则将殷墟
遗址范围从36平方公里扩展到
上百平方公里。将中国信史的
上限提早了约一千年的殷墟甲
骨，截至目前，已发现约15万片。
系列发现，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出
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辉煌的
殷商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冯时介绍，甲骨文所记
载的，都是商代历史最重要的
问题。

2022年，我国系统实施18
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
起来盘点梳理从边疆到中原
的考古新发现，探寻“何以中
国”的时代答案。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文物局
长会议上，国家文物局表示，
2023年，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边疆考古和历史研究等纳入工
作重点，并策划夏商文明研究
工程，实施石窟寺、廊桥、壁画
彩塑等文物保护工程，持续发
力，用考古发现中国，用考古诠
释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
汇流的发展历程。

切热遗址
1万年前工具：“削”石制“刀”

2022年初，国家文物局召
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
会，公布切热遗址、玛不错遗
址、格布赛鲁遗址、当雄墓地4
项西藏考古最新进展，时间跨
度长达上万年。

“削”石制“刀”，大小几毫
米到几厘米，考古发现了1万
年前切热人群曾使用的工具，
石器时代从华北到青藏高原
的远古人类迁徙，这段消失

的历史拼图，借此也有望
丰富起来。

玛不错遗址
揭开4000多年前渔猎图景

玛不错遗址陆续发现鱼
类等动物骨头，以及燃烧过的
木炭等，4000多年前青藏高原
上人类的渔猎生活图景逐步
揭开。

格布赛鲁遗址
出土200多件
三千年前的釉砂珠

3000多年前的格布赛鲁
遗址，出土200多件釉砂珠，工
艺技术或源自埃及，这一发现
初步表明，在商代早期，我国
西藏地区就与周边文明存在
交流互动。

当雄墓地
突出黑白石围棋子、
“赭面”陶器

拉萨当雄发现的吐蕃时
期高等级墓，出土黑白石围棋
子、带有大唐风格的“赭面”陶
器等，显示出吐蕃与唐朝的密
切文化交往，成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

内蒙古后城咀石城遗址
确认内城、外城、瓮城等
城池布局

在内蒙古后城咀石城遗
址，发现确认内城、外城、瓮城
以及外瓮城的城池布局，拥有
龙山时代最为复杂、最为完备
的三重防御体系，为研究北方
地区史前城市防御提供了新
线索。

云南河泊所遗址
确认“益州太守章”等
500多枚封泥

在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
发现确认“益州太守章”等500
多枚封泥，在200多枚简牍中
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
县”等文字，实证《史记》中有
关“古滇”的记载。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蒋志龙表示，简牍可
以跟封泥相互印证，显示西汉
时期我们中央政府对云南进
行了有效的管辖，可以看到文
化从多元向一体的转变。

河南商代墓地
40克“金覆面”
含金量高达88%

从边疆到中原，从史前人
类遗存，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繁
荣发展，通过考古，在中华大
地上发现的处处文化遗迹，彰
显出中华文明如星斗般灿烂。

在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
代墓地，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以
及玉器、金器、贝币等各类器物
200多件，特别是一件重约40克
的“金覆面”，含金量高达88%，
对寻找三星堆等我国西南地区
出现的黄金面具、黄金装饰来
源，提供了新的参照材料。

河南开封州桥与汴河遗址
高3.3米、总长30米的
石壁雕刻巨幅画卷

河南开封州桥与汴河遗
址的考古成果，在2022年首次
正式对外公布。发现的宋代
石壁泊岸雕刻有巨幅画卷，在
通高约3.3米、总长度或为30
米的石壁上，浮雕出四组图
案，每组图案由一匹海马两只
仙鹤环以祥云组成，成为目前
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
大的石刻壁画，在规模、题材、
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
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
技术的最高水平。

本报综合

从石器时代到文明肇兴 考古发现中国

各地考古诠释多元一体中华文明

我我国国系系统统实实施施
““考考古古中中国国””重重大大项项目目
诠诠释释多多元元一一体体中中华华文文明明

实实证证百百万万年年人人类类史史

殷墟邵家棚遗址墓
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

三星堆“神人”“神兽”成功“跨坑”合体。

考古人员出土
“郧县人”3号头骨。

郑州商都书院
街商代墓地2号墓出
土金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