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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包括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在內的10個考古項目，入選22日在北京揭曉的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
現。其中，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不僅填補了商代青銅文化、黃金文化的空白，還出土了目前最早用於喪

葬禮儀的金覆面，比三星堆黃金面具大致早100多年，為三星堆黃金面具文化的來源提供了考古實證。據悉，
這一發現為探討中原商文明與巴蜀地區三星堆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嶄新視角。

出土金覆面 助探三星堆文明源流
2023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鄭州商都墓入列

內地A 21 2024年3月23日 星期六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南海西北陸坡兩艘沉船的考古研究工作，
不僅對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有着重要的貢獻，
更表明了中國考古學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時

代，我們能夠使用深潛器進行水下1500米甚
至更深的考古工作。」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
22日在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發布會

上說。
據悉，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

址發現於2022年10月，位於海南島與西沙群
島之間的南海海底，遺址水深約1500米。

2023年，國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深海
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中國
（海南）南海博物館聯合對
兩處沉船遺址進行了深海考
古調查，使用 「探索一號」
「探索二號」 科考船和 「深
海勇士」 號載人潛水器，共
執行41個潛次調查。

這是中國水下考古工作
者首次運用考古學理論、技
術與方法，嚴格按照水下考
古工作規程要求，借助深潛
技術與裝備，對位於水下千
米級深度的古代沉船遺址開
展系統、科學的考古調查、
記錄與研究工作，標誌着中
國深海考古達到世界先進水
平。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澎湃新聞報道：
位於陝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的陝西
清澗寨溝遺址，獲評為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
發現之一。相比陝北以往發現的李家崖文化遺
址，寨溝遺址具有規模大、等級高、要素全、銅
器點密集等特點。從已有跡象來看，該遺址在商
代晚期當是一處重要的區域政治中心所在地。

考古發現，寨溝遺址的貴族墓葬填土內普遍
存在葬車的現象，部分青銅車馬器極為精美。其
中一輛雙轅車最為奇特，應當是中國及東亞地區
考古發現的年代最早雙轅車。考古人員根據這輛
車的形制特徵，推測它可能就是金文及各類文獻
中記載的牛車或大車。這是首次考古發現年代最
早的輜重牛車實物。該車的出土，將中國雙轅車
的出現時間上推了約1000年。

揭車馬進入中原重要節點
陝西清澗寨溝遺址項目負責人、陝西省考古

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孫戰偉表示，這輛車兩條轅平

行，置於車輿的下面，非常少見。以往的雙轅車
都是在秦漢，甚至到漢代以後才開始普及，這次
發現的雙轅車應該是年代最早的雙轅車的實物。
同時，這表明陝北地區可能是車馬從歐亞草原向
中原地區南傳的一個重要節點。 「殷墟以前沒有
實物車的發現，殷墟時期及殷墟以後大量出現
車，我們普遍地認為（車）從西亞傳到中原的節
點，可能就是這個區域。」

科技助力 深潛1500米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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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鄭州商都書院
街墓地
年代：商代白家莊期
重要性：發現國內時

代最早的兆域及目
前最早用於喪葬禮儀的金覆面（下），為三星堆黃
金面具（上）文化的來源提供了考古實證。

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
年代：舊石器時代
重要性：保存了距今10-5萬年的古人類活動珍貴證據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中國考
古學會副理事長關強現場公布了
2023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按時代排序分別是：山東沂水跋
山遺址群，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
群，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湖北
荊門屈家嶺遺址，河南永城王莊
遺址，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
地，陝西清澗寨溝遺址，甘肅禮
縣四角坪遺址，山西霍州陳村瓷
窰址，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
沉船遺址。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
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
燦在總結今次評選特點時表示，
首先是入圍終評的22個項目，時間範圍跨度
之大前所未有，從十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
到抗日根據地遺址。其次是遺址的空間範圍
廣，能夠從東南沿海到西北邊陲，從海拔
4700米的青藏高原到南海西北陸坡水下1500
米的沉船遺址。

含金量84.36% 覆蓋墓主臉上
其中，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位於鄭州商

都內城東南，這是一處商代白家莊期具有兆
域性質的高等級貴族墓地。墓地結構布局清

晰，年代明確，展示了中商早期高等級貴族
喪葬禮制的規範，這是中央王朝都城內迄今
所見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質的高等級貴族
墓地，凸顯諸多禮制性的制度創新，也填補
了商代青銅文化、黃金文化等相關文化空
白。

「這是70年來，鄭州商城遺址首次發現
青銅器數量最多，玉器最多、金器最多、殉
狗坑最多的墓葬。」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
員、歷史學部主任王巍表示，特別值得注意
的是，墓地中出土了一件金覆面。 「此前，

我們高度關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
面具。沒有想到比三星堆遺址早
100多年，在商王朝居然有黃金做
覆面的習俗。這為研究三星堆黃金
面具的來源，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
息」 。

據了解，這件金覆面為扇貝形
結構，無穿孔，周緣內捲用於鈎扯
物品固定，長18.3厘米，寬14.5厘
米 ， 重 43.52 克 ， 含 金 量 為
84.36%。專家推測，其下鈎掛有
機質的襯托物，覆蓋在墓主人臉
上。金覆面是三星堆黃金面具文化
的重要來源，這一發現為探討中原
商文明與巴蜀地區三星堆文明交流

提供了嶄新視角。

玉戈銅器 體現夏代禮樂制度
此外，書院街墓地出土的大玉戈、青銅

禮器、綠松石鑲嵌器等源自二里頭文化，體
現了對夏王朝禮樂制度的繼承和創新。

每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發現備受各界關
注。 「我們要讓民眾看到，考古不是挖寶，
既有學術目的也有科學嚴格的規範。而每個
考古發現都或多或少能夠讓大家了解到祖先
創造的歷史文化和輝煌文明。」 王巍說。

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
年代：7500年-3000年前
重要性：為南島語族早期人群擴散提供了新的確鑿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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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
年代：新石器時代至春秋

時期
重要性：皖南唯一一處先

秦較為完好、文化內涵
豐富、文化譜系明確的
代表性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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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
年代：約5900年至4200年前
重要性：發現中國最早的 「磉墩」 ；發現最早且明確的

水利設施之一

河南永城王莊遺址
年代：新石器時代
重要性：出土的 「玉覆

面」 是此類遺存在國內
新石器時代發現的首例

▶河南永城王莊遺址出土
大汶口文化玉器。

陝西清澗寨溝遺址
年代：商代晚期
重要性：填補了殷商文化圈外商代帶墓道大墓的空
白；出土了國內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實物

◀陝西清澗寨溝
遺址後劉家塔墓
地出土的鑲綠松
石銅飾。

▲2023年5月13日拍攝的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發掘現場。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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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溝遺址墓葬中的雙轅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