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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大规
模勘探与连续性考古发掘，这一
发掘，一直持续至今。”

顾万发说，在长达 3 年的考
古发掘中，勘探面积达70万平方
米，最让他们始料不及的，则是在
此地发现了大、中、小三座城址，
并且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

建筑基址、祭祀坑区、灰坑、窖穴、
水井等重要遗迹，还出土了非常
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
夏、商、周时期的精美遗物。

曾有来自加州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 40 多位
考古学家现场考察过东赵遗址
考古发掘工地，他们认为，三座
年代不同的城址发现于一地的

现象极为难得。
专家们认为，东赵遗址延续时

间长，年代序列相对完整，对夏商
时期年代谱系或郑州西北的区域
聚落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它的发掘对于中原地区早期国家
形成与发展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有考古专家甚至认为，对于
内涵如此丰富的东赵遗址而言，
发掘几十年都是很有可能的。

5月21日至23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将在郑州
市召开。东赵遗址再次走进全球视线。据了解，本届
大会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次国际化、开放式大会，也是
中国考古学诞生近百年来首次举办的国际性高端学术
会议。据了解，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除学术研讨外，与
会专家还将实地观摩郑州市东赵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和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郑州晚报记者 孙庆辉 文/图

郑州东赵遗址位于郑州
市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
侧，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考古
发掘与勘探。

东赵遗址，2014 年度曾
入围素有文物界“奥斯卡”之
称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和郑州地区其他夏商遗址一
起，孕育和繁盛了早期华夏
文明;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包
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
商时期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
遗址，先后接待国内外观众

百余万人次，成为展示郑州
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形象
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据了解，正在考古发掘
的东赵村遗址，是一个新砦
期、二里头时期和东周时期
的大、中、小三座“叠套”在一
起的古城，出土大量的重要
文化遗迹。其中，二里头文
化时期的“中城”考古中，新
发掘出卜骨坑、祭祀区等，尤
其是在城墙体内发现的一具
儿童尸骨，系筑城时，用儿童
来奠基，在考古中非常罕见，
是中国夏代考古史上首次或
为数不多的发现。

“东赵遗址是如何发现
的呢？说到这个话题，不得
不提我国考古界的两大工
程。”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出
身的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顾万发讲解说，从历史渊源
到国家都城的形成，从三城
叠套到祭祀礼仪，把东赵遗
址龙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
深入进行了解读，听来有远
古华夏千古悠悠的自豪感。
阡陌纵横的原野蕴藏着几多
丰满的文化底蕴。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有
5000 年文明史，但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只有 3000 年。在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前的夏
商周，一直没有相对准确的
系统纪年，尤其是夏朝是否
真实存在，一直受到国外学

者的高度质疑，甚至有人说
那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

所以，为了探究夏朝的
真实存在，近几十年来，考古
学者一直在做不懈探索，尤
其当二里头文化及文献记载
的与夏人有关的遗迹被发现
后，夏朝的踪迹终于通过考
古手段被成功捕捉到。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
国先后开展了“夏商周断代
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几年前，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还联合开展了

“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
形成与发展”课题研究。作
为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区，
郑州被锁定为考古发掘的重
点对象。

东赵遗址把中华文明史往前推了两千年

郑州之所以被确定为
“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
形成与发展”的重点区域，有
两大原因：一、大量文献记载
显示，郑州区域内古城众多；
二、几十年来，郑州陆续发现
了大量古城址。

“我们在郑州境内进行
了长期的田野调查，但真正
辅助我们发现并确定东赵
遗址的，则是一段十分珍贵
的早期航片资料。”郑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
发说，由于东赵遗址附近大
部分还是庄稼地，没有被大
面积占用，所以通过航片寻

找地下大型人工遗迹很实
用，“通过航片清晰地看到，
在现在发现的东赵遗址地
面农作物下面，存在有明显
的人工遗迹，甚至可以清晰
地看到人工遗迹和非人工
土壤之间的区别。”

随后，他们又开始逐步
对这一地段进行勘察、钻
探，直到 2011 年，考古人员
又对此地进行复查，初步
判定东赵遗址存有城址。
2012 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
遗迹进行了解剖分析，最
终确认遗址有夏商周文化
遗存。

据了解，这次中国考古学大
会，将有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近
400名专家学者与会。

之所以将首届中国考古学
大会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是因为
此 次 大 会 实 在 是“ 与 众 不
同”——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多

学科、开放式、国际化考古学大
会，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举
办大规模的国际性学术盛会。

除了规模大，来的也都是考
古界“大佬”：国家夏商周断代工
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李伯谦，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
学教授赵辉等，他们在各自的专
业领域或是领军人物，或是学

术权威。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

研处处长刘国祥说，郑州地处中
华腹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也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
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中一直起着核心和主导作
用，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十分
重要。

400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学术盛会

东赵遗址曾获文物界“奥斯卡”奖

早年航片资料成就了东赵遗址

专家实地观摩东赵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郑州高新区区党工委委员、
监察审计局局长、纪工委副书记
郑爱民介绍，为迎接首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管委会、区文物部门、
沟赵办事处等相关单位高度重
视，集中力量对考古大会现场周
边环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环境综
合整治。重点开展了道路修整、
生活垃圾清理、私搭乱建拆除、村
容村貌治理、墙体粉刷等工作，目
前，修补破损严重的路面70米。

2015 年 6 月以来，区文物部
门向相关单位咨询有关“郑州市
考古研究院拟建东赵遗址保护
展示棚”的可行性，为顺利推进
大棚建设工作，多次与考古研究
院、郑州市文物局、高新区管委

会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最终顺
利实施。2015 年 8 月，配合拆
迁、规划等部门对赵村拆迁所涉
及的东赵遗址进行情况汇报，并
将赵村作为历史文化风貌特色
村进行申报；2015 年 8 月以来，
多次接待郑州市政府、郑州市文
物局来高新区东赵遗址进行保
护工作指导，并就进一步对文物
遗址的科学保护与利用进行了
深 入 沟 通 ；2016 年 高 新 区 将

“2016 年全国文物考古现场大
会”的有关协调工作列入工作考
核目标，区文物部门多次参加考
古大会现场工作推进会、协调
会，及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郑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是我国
首次举办的多学科、开放式、国
际性学术会议，大会将有来自国
内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及美
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
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
者 500 余人参会，国家夏商周断
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
所所长王巍等著名学者将参会，
是展示郑州作为八大文明古都
历史的一次绝好机会，高新区东
赵遗址作为两个观摩点之一，筹
备好、整治好观摩点沿线环境问
题就是为办好大会服务，希望大
家精益求精，克难攻坚，做好相
关工作。”

高新区积极筹备当好东道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