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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浙江仙居县下汤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遗址、、武王墩一号墓等入选武王墩一号墓等入选

2月 19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公布了
六项“2024 年中国
考古新发现”。分别
是：吉林和龙市大洞
遗址、浙江仙居县下
汤遗址、甘肃临洮县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
化聚落、陕西宝鸡市
周原遗址、安徽淮南
市武王墩一号墓、江
西景德镇市元明清
制瓷业遗址群。另
外，乌兹别克斯坦蒙
扎铁佩遗址入选国
外考古新发现。大
洞遗址发现1.7万年
前后人工石雕塑吉
林和龙市大洞遗址，
是目前东北亚地区
规模最大的旧石器
时 代 晚 期 旷 野 遗
址。2021-2024年，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多家单位
对该遗址开展了主
动性考古发掘。

大洞遗址
发现1.7万年前后人工石雕塑

吉林和龙市大洞遗址，是目前东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旧
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2021-202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多家单位对该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在距今1.7万-1.5万年的地层中，考古队发现了带有“V”
字形的刻划石制品，初步判断这件石制品应为人工的石质雕
塑。据介绍，关于现代人行为起源与扩散问题的研究中，带
刻划痕迹的遗物常常被视作证明“行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
一，甚至被作为语言出现的证据。综合该遗址多种发现，显示
出我国长白山地区在东北亚古人类演化与迁徙扩散的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赤铁矿石雕

下汤遗址
呈现我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样貌

截至202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
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壕沟、人工
土台、房址、食物加工场所、红烧土“广场”遗迹等。
综合研究后，考古队初步复原出下汤远古村落的结
构布局，这是我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组织结构的重
大突破。

据介绍，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一系
列稻作遗存的发现，学界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长江中
下游的观点，而其背后的早期社会面貌却知之甚
少。下汤遗址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经历了从稻作
农业起源到新石器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历程，
新发现的聚落要素、聚落结构，为研究我国早期稻作
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

武王墩一号墓
揭开楚国礼乐文化新内涵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2020年至今，持续5年多的发掘和研
究，已确认武王墩大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
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大型墓葬。共出土器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
各类青铜容器154件，围绕着青铜鼎，形成九鼎八簋八簠、七鼎六豆
六敦、三件镬鼎、三件箍口鼎的基础鼎制组合。这些发现，与既往所
知的楚墓截然不同，显示出战国晚期楚国王陵的独特礼制。

乐器类文物也是武王墩一号墓的大宗，包括两套23件铜编钟，
一套20件石编磬，不少于50件（套）的瑟和至少5种类型的鼓，不少
于10件（套）的竽。专家表示，武王墩一号墓所反映的乐器面貌，与
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大量的丝
竹类乐器取代，呈现了战国时期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镂孔玉璧

北部土台及器物坑
寺洼遗址
在黄河上游探源中华文明

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的寺洼遗址，拥有丰富
的马家窑文化遗存。2018至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这里开展了7次发掘，首次发
现了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壕（沟）”。三重围壕平
行分布、直角转弯，形制布局相当规整。每条围壕口部宽约9-
11米，整体看，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50米。其始建和主
要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是目前已知国
内最早的多重近方形大型“围壕（沟）”结构，为后世（长）方形“城
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综合三重“围壕”内外的诸多发现，
寺洼遗址所在区域为一处马家窑文化聚落群，寺洼遗址属于引
领者，是该遗址群中的一处中心性聚落。

专家表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
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

周原遗址
西周甲骨文再次大收获

持续至2024年，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
考古队进一步明确，该遗址拥有宫城、小城
与大城三座西周城垣，规模之大，彰显着周
原遗址的都邑地位。尤其在宫城东南门西
侧的壕沟内，发现了200余片卜甲、卜骨残
片，初步辨识出刻辞180余字，这是西周甲
骨文的又一次重要发现。这些甲骨文，涉
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等多方
面，对解开西周诸多历史谜题有着极高的
学术价值。

据央视新闻

厘清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发展脉络

本次发布的“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最后一
项，聚焦元明清时期。为景德镇申遗提供基础性支
撑，202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等单位，对景德镇相关遗址点进行针对性发
掘。2024年度发掘涉及14个遗址点，分别关注镇
区瓷业发展、原料来源产区、燃料来源产区、道路交
通网络等。其中，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和观音
阁窑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明清两代御窑厂的历史
变迁和南宋至近代镇区民窑的发展脉络。

御窑厂出土凤首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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