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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百年
来，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考古经历了从
无到有、由点到面、全面提速的三个阶段。
2020年西藏文物考古成果公众分享报告会近
日在拉萨举行，国内多支考古队及专家学者分
享了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海拔最高的湖滨“打渔人”

如果说2018年藏北羌塘高原、西藏第一
大湖色林错南岸的尼阿底遗址的发现，证明
了人类在距今3万到4万年前已登上了青藏
高原，那么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定居高原，又
如何定居，这是中外考古界关注的焦点。在
日喀则市康马县的嘎拉乡境内，有一个不起
眼的小湖，叫玛不错，海拔4410米。中科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经过两个年度的调查与发掘，发现这里不仅
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
址，还有海拔最高的湖滨“打渔人”。

玛不错的发现，源自一次偶然。2017年
夏天，因为湖岸修建了通往牧场的村道，东南
岸露出一段剖面。2019年第二次青藏科考

“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影响”科考分队，当时正
在沿着雅鲁藏布江寻找人类史前活动遗迹和
定居遗址，就这样，科考队在玛不错发现了丰
富的文化堆积。经过初步采样和浮选，调查
队员发现了地层里的鱼类等动物骨头、燃烧
过的木炭等，经过北京实验室的年代检测，初
步得知这个遗址年代距今4000多年。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晓燕表
示，它里面的木炭好多都是冷杉树、圆柏，代
表当时的环境比现在好得多，它的温度、降
水、植被都比现在好。

为了进一步明确玛不错遗址的年代和意
义，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首次系
统科学发掘，包括动植物考古、古环境DNA、

体质人类学、人骨稳定同位素、湖泊地貌演化
等多个领域。发掘中不断出土的土拨鼠牙
齿、羚羊趾骨、尤其是鱼骨、鸬鹚骨等等，让大
家十分惊喜。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王一如表
示，有很多鱼的椎骨，还有鱼的下颌骨、鱼的
咽齿。另外发现了这些炭屑和红烧土，就说
明应该是有人类活动，是人类捕鱼，然后在这
里打鱼这样子的模式。

从2020年6月到8月，20多名考古学者
和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在玛不错遗址清理
出了4座石板墓和火塘遗迹，出土了大量木
炭、动物骨块、陶器碎片、水晶石料、石质工具
等遗物。这些石斧、石簇、石球、磨棒、玉凿、
细石叶等石器，显示出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化的诸多特征。

4000年前已有定居人群

专家认为，在4000多年前，西藏腹地高海
拔湖滨地区已有定居人群。高原环境艰苦，人
们为什么会选择在玛不错一带狩猎捕鱼呢？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晓燕认
为，他们选择这里住肯定是有他们的原因，比
如说鱼很多，很容易狩猎，植物资源、动物资
源都很丰富，才会在这里长期居住。所以那
个时候的环境肯定是更适宜人类居住的。

为了寻找玛不错遗址一万年以来气候环
境变化的密码，由中科院青藏所研究员侯居
峙带队的湖芯钻探队，第一次在玛不错钻取
了四根长短不一的湖芯，以获取当时气温、植
被变化等数据。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侯居峙表
示，我们通过湖泊钻探，希望知道过去一万年
以来气候是怎么变的，环境是怎么变的，植被
是怎么变的。当时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气候环
境下生存，吃什么，可以用当地的什么资源。

4000多年前的人们，在玛不错这个海拔
最高的“渔村”，居住形式如何，是常年定居还
是季节性营地，是否种植农作物，出土的猪骨
是否表明驯养家畜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
分析和研究。

对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
具有重大意义

据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夏格旺堆介绍，此次发掘区分为Ⅰ区
和Ⅱ区，Ⅰ区墓葬区共发掘了4座墓葬，均为
石棺墓。Ⅱ区发现有烧火遗迹，似是火塘。
Ⅰ区遗址地层堆积丰厚，其中包含有大量的
木炭、动物骨骼、陶片、水晶石器和少量骨器、
骨蚌饰品等遗物。相比而言，石器的数量极
少，不见较为典型的用石片和砾石制作的工
具和细石器。目前可辨的陶器形制为圈足和
平底，未发现完整器；陶片多数为泥质灰陶
（灰黑陶）、褐陶（红褐陶），器形可能有罐、盘
（盆）或钵，装饰纹样以刻画纹为主，还有戳点
纹、压印纹、抹画纹等。

夏格旺堆表示，2020年考古发掘初步研
究表明，玛不错遗址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海拔最高的湖
滨渔猎文化遗址，来自东亚的人群在距今
4000年前已定居于青藏高原腹地。从已出土
的陶器残片、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该遗址
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有别于目前所知西藏新
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遗存，应是一种新
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他认为，玛不错遗址的发掘将对建立高
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
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
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
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综合）

2020年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出炉
■ 莫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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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主
办的2020年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上，
经过演示汇报、评议、投票等环节，
2020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结果
现场揭晓，巩义双槐树遗址、淮阳时庄
遗址、伊川徐阳墓地、隋唐洛阳城玄武
门遗址以及洛阳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
入选。此外，渑池仰韶村遗址第四次
考古发掘被专家推选为特别关注考古
新发现。

巩义双槐树遗址
2020年5月，在巩义双槐树遗址发

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河洛古国”，
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
地区的关键材料，被专家学者称为“早
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淮阳时庄遗址
淮阳时庄遗址是2019年在河南周

口市淮阳县时庄村发掘的，历经两年
的考古发掘，发现了28座分布集中、形

制多样的夏代早期粮仓遗址，这是中
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用于粮食集
中存储的“粮仓城邑”。

考古学家认为，同类性质的遗迹
还可见于杞县鹿台岗、偃师二里头、
偃师商城等地，但时庄遗址是目前国
内发现年代最早，布局和结构最清晰
最集中的粮仓遗迹。时庄遗址的发
现，对于研究我国粮食储备、粮食管
理，以及早期夏文化或夏代早期国家
的构建、社会组织和管理等都具有重
要意义。

伊川徐阳墓地
2020年底，洛阳伊川徐阳墓地新

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大墓，这一发现进
一步印证了2600多年前陆浑戎从中国
西北迁往中原洛阳伊川的历史，也是
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首个戎人遗存，
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民族融合
与发展方面的史实具有重要意义。

据发掘现场负责人吴业恒介绍，
这座标号为M15的墓保存完好，随葬器
物主要有饕餮夔纹铜编钟、编磬、玉
璜、玉扳指等，且墓葬周围分布有陪葬
车马坑。“车马坑陪葬对应的是高等级
贵族墓葬，另外，从出土的编钟、编磬
等青铜礼器来看，应该是一座王级大
墓。”吴业恒说，这也是徐阳墓地考古
发掘的第二座王级大墓。

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
隋唐时期宫城大内北门，南对宫

城正门应天门，北对宫城北门龙光门，
门内是大内宫殿区，门外是护卫宫城
驻军所在，位置十分重要。

这里曾发生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的政变——“神龙政变”，迫使武则天
退位还唐，唐中宗李显复位。但是，在
史书文献上，关于隋唐洛阳城玄武门
建制等记载寥寥，时隔千年如今“重现
天日”。

洛阳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
洛阳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位于伊

滨区庞村镇白草坡村东北，是洛南东
汉陵区中距离当时都城最近的一座帝
陵。2006年至2007年，洛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为配合郑西高速铁路建设，
曾对白草坡东汉陵园进行过初步调查
和发掘。2017年起，白草坡东汉陵园
遗址的考古工作重新启动。

●蒋锡迁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0010050000000002020011379，
声明作废。●李四秀遗失道路运输证，车牌
号 ： 湘 M27025， 证 号 ：
431121201898号，声明作废。●汪秀英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650000080002015056725，
声明作废。●冯逢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250000080002015134809，
声明作废。●刘义川遗失客货两用资格
证，证号512224196209210094，声
明作废。●沈廷兰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0013850030080002019001579，
声明作废。●张光美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150000080002013280298，
声明作废。

●陆发燕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050023580020181100024，声
明作废。●高世琼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0000550023500002020000100，声
明作废。●黎金梅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050011580020171001387，声
明作废。●程飞雁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650023480020180700118，声
明作废。●赵小珲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0001550000000002020009578，声
明作废。●易攀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050023080020181000037，声
明作废。●陈兴捷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0006150022700002020000033，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