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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地”

“考古工作在增强国家认同、向世界讲
述中国故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郑
州考古研究院承担工作的重要性。”一直密
切关注郑州考古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郑州是国家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
地”，“河南、郑州考古工作是支撑中国五千
年不断裂文明史的主力军，郑州考古是解决
中国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提炼中华文明5个
突出特性最重要的地区。谈郑州的问题，就
是在郑州找国家（起源）、找中国。”

四川考古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霍巍听完考古汇报后兴趣十
足。“我感到郑州考古研究院的工作非常重
要，尤其是一些涉及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
遗址工作，如裴李岗、大河村、双槐树、新砦
等，都是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发展过程中中
原地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遗址。”霍巍告
诉记者，如新砦遗址新的考古发现为中国
夏商周时期礼制形成的源头提供了新的材
料和考古学物证。“郑州考古具有全国性意
义，尤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郑州
地区的考古发展对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解
读中华文明谱系具有关键性意义。2023
年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提
出了新的问题，这些考古收获给大家认识
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

近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
了多项国家级重大学术课题的科研工作，
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中
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等课
题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十
几家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开展多学科课题
40余项，为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增进文化
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贡献郑州考古力量。

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级教
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辉所说：

“郑州考古多年来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考古
成就，关系到不只是郑州地区历史的重建，
甚至关系到中国文明全局的问题。”赵辉表
示，近几年的考古工作正在逐步揭示这样
的问题，“只要我们认准目标、不断积累，到
一定时候必有所成！”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左丽慧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新郑裴李岗遗址…… 惊喜连连！

“在郑州找国家（起源）、找中国”

“大河村遗址发现的夯土墙遗迹是
否代表大河村遗址也是一座城址？”“林
寨遗址东南是东赵遗址，往北是荥阳大
师姑遗址，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
系？”……2月28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举办的“2023 年度考古成果汇报
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及河南省文
物考古学会的专家学者齐聚郑州，听取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17位项目负责
人在主动科研、基本建设、国际合作、科
技考古、公众考古探索与实践等项目上
取得的最新进展和重要收获。与会专
家充分肯定了郑州考古取得的优异成
绩，并对汇报项目进行了悉心点评。

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的发布，令现
场专家不约而同地再次对郑州地区考
古工作的重要性、考古成果的重要意义
给予了高度评价。河南省文物局局长
任伟出席本次汇报会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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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公众考古成效显著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全力推进完成碳十四重点实验室建
设，积极打造‘玄鸟’实验室品牌，与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
院共建‘中华源’考古实验室，为郑州文物保护科技事业高质量
发展、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等方面
提供科技支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人介绍，考古研究
院深入践行“让文物活起来”的活化利用理念，通过考古博物馆
和重点遗址展示平台，积极探索不同类型的公众考古实践形式，
展现郑州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考古资源，擦亮“天地之中 华
夏之源 功夫郑州”城市品牌。

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硕

汇报会上，各项目负责人交出了各自的年
度“成绩单”：新郑裴李岗遗址 2023年度的发掘
包含裴李岗时期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两个阶段，
为研究裴李岗文化墓葬布局、人口规模、分期分
区、生业经济、社会形态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巩
义双槐树遗址继续聚焦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
究，新发现一处夯土建筑基址，在建筑分区、墓
葬分区、路网结构等方面均取得了新认识；新密
新砦遗址首次发现仰韶时代文化遗存及龙山时
代晚期疑似石料坑等重要遗存，为探索早期夏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已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郑州
商都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在汇报会上备受关
注。记者了解到，书院街考古新发现展示了中
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制，是商都王
城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质的高等
级贵族墓地，具有重大学术突破。“这次汇报会
我们把书院街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些新的发现、新认识向各位专家作了全面介
绍，向专家介绍了书院街墓地对郑州商都性质
的认识、对郑州商城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富成表示，书
院街墓地是郑州商城发现70年来，除了城墙、宫
殿区及窖藏坑外最大的考古成果，“做好这些考
古成果的展示、保护，也是对郑州商都、对郑州
市民的‘交代’”。

此外，河南荥阳市南城遗址本次发掘新发
现的二里头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进一步丰
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郑州林寨遗址、张砦遗
址等多个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也取得
了重要发现，并同步开展多学科合作及文物保
护工作，助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
护和谐共举。

国际合作考古项目顺利推进

作为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欧洲开展的首个考
古发掘项目，中罗联合考古队对罗马尼亚多布
若瓦茨遗址持续进行发掘。

202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两名考古
队员再次前往罗马尼亚对多布若瓦茨遗址进行
发掘，发现了库库腾文化时期的房子、彩陶，铁
器时代的灰坑等遗存，为深入了解库库腾文化
早期在聚落形态、生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等诸
方面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新的田野资料，也为开
展与仰韶文化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域外视角。

河洛镇双槐树遗址出土的陶罐（左）、陶鼎

郑州商城遗址商代中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发掘现场 新华社发

郑州商城遗址高等级贵族墓M2中出土的玉戈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炊具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