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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终评结果揭晓，四川的稻城皮
洛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成为
本届唯一的“双子星”，此外四川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参与发掘的湖南澧县鸡叫
城遗址也榜上有名。

“2021年度是双丰收，对于整个四
川文物考古圈而言，都是一个喜庆的年
份。考古人用切切实实的贡献，向中国
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献礼。”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出炉
后，中国考古学会成员，四川省考古学会
首任会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
化学院学术院长、教授霍巍心潮澎湃。

“距今13万年前，人类就已登上青藏
高原，同时创造了非常具有特色的石器时

代文化，皮洛遗址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个
考古发现。”霍巍说，皮洛遗址入选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至名归。

在霍巍看来，皮洛遗址发掘面积非
常大，目前仅发掘了几个点位。他相
信，未来皮洛遗址可以为全世界的考古

人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
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还会有更多
的发现。

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入选，霍
巍说，三星堆辉煌灿烂的文化内涵早已
深入人心，强烈的社会关注为三星堆入
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此次考古
使用了全新的科学技术，将文物保护与
现场发掘紧密结合，中国考古学多学科
融合、多团队合作的最新面貌，也通过
三星堆考古展现给世界，其学术价值和
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为何四川考古人参与的发掘项目
能在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
占据三席？在霍巍看来，四川考古近年
来取得长足发展，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实施四川考古规划，建立考古队伍，
健全研究机构，同时加强川内文博考古
单位之间的合作等举措关系密切。

霍巍说，四川考古取得的成果，是
几代考古人长期不懈的努力换来的，这
也是四川进入中国考古第一方阵的重
要原因。

对于四川考古的未来，霍巍信心
十足，“如今，‘三驾马车’（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
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并驾齐驱，四川
考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庞大的
冰山露出一角，期待未来还有更多发
现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迎来四川考古
的黄金时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戴竺芯

霍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历史的脉络与枝叶，因考古不断丰
富。3月31日揭晓的2021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又掀起一股“考古热”。
此次评选有哪些特点和亮点？为何“考
古热”能持续吸引眼球？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许多入选项目
都是围绕重大课题开展的

王巍说，本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竞争极为激烈、前所罕见。在初入
围的20个项目中，精彩项目扎堆出现，
让评选委员们难以取舍。众多考古项
目发掘的实物资料，为更好认识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科学的
学术支撑。

从评选结果看，入选项目时代分布
比较均衡，从距今20万年前的旧石器

时代考古，持续到明代考古成果。从地
域分布上看，入选项目既包括中原地
区、西南地区，也包括边疆地区。

近年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
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学术课

题的实施，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
强劲推动力。我们从哪里来？何以中
国？考古正用实证解决疑问。

王巍介绍，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入选项目，有许多是围绕重大
课题开展的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成
果。比如，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
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均
是围绕文明起源重大学术课题开展考
古工作取得的成果。

“考古热”频登热搜
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此外，王巍说，作为此次唯一斩获
“双子星”的省份，四川的两个考古项目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因其遗物丰富
性、遗址本身的神秘性，以及多学科和
现代化技术手段的科学发掘方法，不仅

完成了一次颇受欢迎的考古科普，更是
现代考古学的一项范例。

发现稻城皮洛遗址的国际意义不
可忽视。考古发现让人们看到，人类在
13万年前就已登上了青藏高原，其中
发现的遗物遗迹，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
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
特殊意义，非常独特。

在王巍看来，近年来，“考古热”频
繁登上热搜，体现着一种社会的进步。

“包括民众的关注度、媒体的宣传度、考
古学家社会意识和责任感的增强，共同
形成了‘考古热’。”他说，这是一种好现
象，“当民众对考古的关注不再是简单
的猎奇，而是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科学学
科，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民族的过去、了
解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这就是考古的
意义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曾洁

王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洁 戴竺芯）3
月31日晚，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大
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第二集《迁徙·
融合》亮相央视纪录频道，四川卫视当晚
9点15分播出。纪录片以古蜀文明遗址
的最新发掘及研究成果为主线，摄制组
尝试重走古蜀文明的发展之路，勾勒出
距今5100年到2600年间古蜀文明的形

成脉络。
古蜀文明如何发展而来？考古发

现，古蜀人一直在有规律地进行周期性
迁居。

距今 4600 年，营盘山遗址被废
弃，先民们离开生活了700年的家乡，
一路南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
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黄明和同事花了6年时
间，终于揭晓了营盘山先民迁徙的谜
题。

在距今6000-4000年间，地球气候
剧变，北半球气温骤降，曾经辉煌的人类
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消亡。同时
期，营盘山也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4700年前，成都平原河网密布，水

患频发，气候条件本不适宜人类居住。
但这一次气候灾变，却恰恰改变了这里
的物候条件。源自黄河上游与源自长江
中下游的两支古人类，分别沿岷江、长江
进入四川盆地，并在成都平原这片全新
的沃土上相遇，他们在这里驻扎、修城、
繁衍，由此揭开了古蜀人大规模改造四
川的序幕。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此次“全国十大”评选竞争激烈前所未见

看上去略显荒芜的稻城皮洛遗址，
为何能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对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专访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高星。

在高星看来，皮洛遗址能获得评委
的一致认可并入选，取决于其毋庸置疑
的独特学术重要性和社会意义。无论
是遗址巨大的分布面积，令人叹为观止
的完整地层序列，还是出土遗物的丰
富、独特和组合特征，都令业内的学者
惊叹和欣喜。他说，皮洛遗址揭露出旧
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的重要历史篇
章，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

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
的文化序列，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
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对于远
古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
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
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

“旧石器时代占了人类历史上99%
的历史进程，是人类最为基干的部分。”
高星说，这一时期的遗物遗迹看似简
单，实际上却孕育了后期人类社会各方
面的元素，因此其重要性不可忽视，皮
洛遗址的发现正印证着它的重要性。

对于皮洛遗址接下来的发掘和研
究，高星希望能更加深化和细化，包括

遗址年代的进一步测定、目前缺失材料
的新发现，以及目前已提取样本的深入
研究。

“皮洛遗址目前发掘和调查的面积
仍然有限，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调查和
发掘。”高星说，旧石器时代遗址与历史
时期时代遗址不同，由于当时的人类处
在狩猎、采集，不断迁徙移动的状态，因
此很难存在集中的遗物遗迹和相关记
录，其文化遗存常散布在一些区域，遗
址范围或许更大。“旧石器时代考古调
查和发掘就像‘盲人摸象’，摸得越全，
得到认知越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曾洁高星

重走古蜀文明发展路 纪录片《古蜀瑰宝》第二集播出

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霍巍：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四川考古进入全新时代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旧石器考古就像“盲人摸象”摸得越全认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