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孝靖皇后十二龙九凤冠 明
明十三陵博物馆藏

◀鎏金点翠嵌宝“诰命”龙凤冠清
定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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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公布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中国考古

学大会上，石峁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公

布：从2022年发掘至今，石峁遗址皇城

台共发现墓葬40多座，墓葬成排分布，

并用石墙划分茔园，具有明显的等级区

分。这是目前所发现等级最高的石峁

文化墓地，是石峁文明程度进入早期国

家形态的重要实证。

在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800

余名中外考古学者围绕“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

入交流。

中华文明灿如星河，绵延闪耀。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

长陈星灿研究员说，经过百余年来几代

考古人辛勤耕耘的考古学实践，实证了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近年来，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

得重要成果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

续深入，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

发展”相关课题逐步实施到科技考

古、水下考古高速发展，考古领域新

举措、新成就不断深化人们对中华文

明的认知。

重视礼乐、藏礼于器，是中华文化

传统。早在史前，先民们就创造出一套

玉礼器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说，田野考古调查发

现，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随

葬玉器种类数量多寡、组合关系变化能

够反映墓葬等级，形成了一套制度。在

安徽的凌家滩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中

也发现了相似的“玉礼制”。玉器见证

了中华文明交融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

成发展，展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揭开东西方文明交流面纱

陕西薄太后南陵的“草原风”金器、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的“贝加尔纹饰”、新

疆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罗马式浴

场”……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中的

多元文化交融印记，揭开了东西方、跨

地域文明交流的神秘面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龚国强表示，

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特质。在唐长安

城遗址中发现的珍贵遗物中，流寓人员

墓志、墓葬壁画、三彩陶俑、金银器件、

玻璃器皿等实物资料，证实了唐长安城

的宏大、繁荣和开放包容的气度。

文化遗产不仅在陆地，还在广袤海

域。得益于科技创新、设备改良，中国

水下考古迈入深海新阶段。“我们将短

基线定位系统应用于水下考古，可以确

定潜水考古人员在水下的具体位置，并

保持沟通，提高安全性和效率。”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经远舰”

水下调查项目副领队冯雷说，中国在低

能见度下水下考古发掘水平不断提升，

对于挖掘海洋文化遗产、阐释中华文明
有重要意义。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
船遗址，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威
海甲午沉舰遗址3项重要水下考古成
果，集中体现了中国近年来在深海考
古、古代沉船考古、近现代沉舰考古方
面取得的进展，有助于推进水下考古技
术研发与突破、甲午海战研究、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研究，展现文明交流互鉴。

考古无长昼，随着考古工作擦亮中
华文明“满天星斗”，“何以中国”的文明
密码正在被解开。 据新华社

石峁遗址等考古新发现
揭示“何以中国”文明密码

明万历孝靖皇后的凤冠，由121块

宝石、3588颗珍珠组成，珠翠簇拥，堪称

绝世而立；来自波旁-帕尔马家族的百

合冠冕，其上的古老钻石光华璀璨，曾

被镶嵌于查理十世的圣灵骑士勋章；来

自清代的鎏金点翠嵌宝“诰命”龙凤冠，

是御赐一品诰命宫廷造作……

300余件传世珍品，凝练400年中

外美学形态，即将在成都展现溢彩流

光。12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成都博物馆获悉，“风华万象

——16-20世纪典藏珍品艺术展”将于

12月30日在成博开启。

据悉，此次展览时间跨越16-20世

纪，不仅有来自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

馆、明十三陵博物馆、福建博物院、云南

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的

馆藏珍品，还有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卡

地亚典藏、V MUSE珍藏、意大利安娜莫

得基金会等的顶级典藏。

展览中，观众将看到300余件中外

瑰宝，其中包含世界顶级珠宝大师布契

拉提经典之作，香港两依藏博物馆藏布

契拉提晚宴手提包；还有珠宝艺术大师

勒内·拉里克的镂空胸饰设计，一件来

自20世纪初的黄金珐琅镶嵌绿松石胸

饰……展览从“美”出发，一览东西方传

世珍品的惊鸿之美，还能看到时代浪潮

下精工与技艺的传承创新。需要特别

提醒的是，本次展览需要购票并进行预

约，展览时间从2023年12月30日持续

至2024年5月5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图据成都博物馆

成博“风华万象”展览月底开展

石峁遗址皇城台。新华社发

在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雄踞着一座距今约4000年的石城遗址——石峁遗
址。随着考古研究进展，石峁遗址不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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