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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是国家文物局

于2016年11月22日公布的《大遗址保护“十三

五”专项规划》中重点推出的三个跨区域综合

性考古研究项目之一。为进一步凝练学术目

标，制定合作机制，确立年度工作计划，更好

地协调各参与单位完成研究目标，2017年新

年伊始，来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
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

与文化遗产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40
余位专家和研究人员，于1月2日在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召开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

究”课题工作会议。各单位代表报告了“十三

五”开局第一年，大家围绕该课题进行的考古

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工作和收获。
会议首先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研究员介绍了组织申

报本课题的过程和拟达到的目标，简略报告

了课题规划书的主要内容，提出了课题具体

实施的建议。此后，他简要介绍了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做的相关工作。石家河遗址群

发现了26万平方米的谭家岭古城，在谭家岭

发现大量精美玉器，印信台发现套缸祭祀遗

存；京山屈家岭遗址发现房址；阳新和尚垴遗

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冶炼废弃堆积；大冶铜

绿山古代矿冶遗址继续发掘可能与其古代矿

冶者有关的四方塘墓地；保康穆林头遗址发

现了疑似西周时期的城址；万福垴遗址发现

的陶器与以往发现的春秋时期的楚陶器可以

衔接。曾国考古取得了新的进展：庙台子遗址

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大型房址，居址内发现西

周早期遗存而不见西周中期遗存，与叶家山

墓地时代相同；枣阳郭家庙遗址在忠义寨城

址内发现了房址，在周台遗址发现了大型水

井，木结构井框保存完好；京山苏家垄墓地则

发现了多座保存完好的铜器墓。
武汉大学余西云教授、张昌平教授分别介

绍了石首走马岭遗址、黄陂盘龙城遗址的考古

新进展。盘龙城遗址全面考古工作重启于2013
年，三年工作的主要收获有：一是厘清了盘龙

城初始、兴盛和衰落阶段的遗存分布状况；二

是通过水下勘探大致了解到盘龙城遗址使用

时期的地理环境。石首走马岭城址面积约8万

平米，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史前时代最

早的城址之一，略晚于澧县城头山和天门龙嘴

城址，而且在城址内新发现了多处房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成林先生介绍

了该所的相关工作。湖南省所近年编制了湖

南考古十年规划，与“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
题相关者包括“环洞庭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

化与文明的起源”、“以炭河里遗址和宁乡青

铜器为中心的湖南商周青铜文化研究”和“以

湖南战国秦汉城址调查为中心的湖南华夏化

进程的考古学研究”三个子课题。围绕“环洞

庭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与文明的起源”子
课题，2016年主要对澧县孙家岗、华容车轱山

和华容李家屋场遗址进行了发掘。孙家岗遗

址去年的工作搞清了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

探明了遗址环濠，在遗址南部发现大面积的

人工夯筑堆积，确定遗址文化面貌属于后石

家河文化；车轱山遗址发现一批瓮棺及瓮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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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多座早期陶窑；华容李家屋场遗址最重

要的收获是发现一批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

葬。结合“以炭河里遗址和宁乡青铜器为中心

的湖南商周青铜文化研究”子课题，主要对炭

河里遗址周围及澧、沅水流域进行了调查，发

现了多处同时期遗址。关于“以湖南战国秦汉

城址调查为中心的湖南中国化进程的考古学研

究”子课题，过去的工作主要是对湖南战国秦

汉城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现战国秦汉时

期湖南东、西部的中国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

东部地区从战国中晚期一步步得到开发，逐

步达到中原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尤其是澧水

上游和沅水上游的武陵山区，中国化进程比较

曲折，最终完成要到清代改土归流完成以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崔涛先生介绍

2016年该所主要发掘了靖安老虎墩、九江荞

麦岭、新干牛头城、瑞昌焦炭厂、瑞昌檀树咀

等与冶金考古密切相关的遗址。其中老虎墩

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遗存为主，

荞麦岭遗址以中原二里岗文化因素为主，有

少量当地文化因素；新干牛头城城址则是吴

城文化的中心城邑，年代从商代晚期到西周，

延续时间比吴城要长；焦炭厂遗址发现商代

冶炼堆积；檀树咀遗址发现商代和春秋时期

的冶炼堆积。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所长简要

介绍了安徽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序列，指出

本省不少区域的文化序列尚不完善，希望能

通过“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大课题的实施，推

动考古工作的开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艳朋先生从城

址、居址、南北关系等三方面指出长江中游文

明与中原文明交流频繁，探索长江中游的文

明进程，离不开河南，希望该院能成为课题承

担单位。
冶金考古方面，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

授着重指出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锡的来源是

冶金考古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调查检

测，可以发现中原早期的锡可能需要到长江

中下游去寻找，到商代晚期南方商王朝势力

收缩以后，可能要转向辽西地区。
与会人员对上述汇报进行了充分交流，

并重点讨论了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张弛教授

指出石家河遗址一直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

最大最重要的遗址，完全揭示理解石家河遗

址内涵是厘清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过程中的

关键。刘绪教授认为各省独立开展的工作至

少要在“十三五”前三年内完成，最终将各自

成果整合；总成果需要指定具体负责人，承担

具体工作；要充分发挥高校在本课题中的重

要作用。徐天进教授、吴小红教授和孙庆伟教

授建议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将课题实施和人

才队伍建设、学生培养结合起来，要建立强有

力的执行组或秘书处。李伯谦先生指出，大家

要高度重视和认清国家文物局设置考古三大

课题的主要目标和目的，说明未来考古工作

重点将由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保护性发掘

转向以带课题研究为主的主动性发掘，我们

需要把这一工作理念的转变贯彻到即将开展

的工作中去，要做到课题研究带动实际发掘

工作；建议本课题主要涉及新石器、夏商周两

个时期的工作即可，工作要持之以恒；曾、楚
作为长江中游两周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尚

有缺环需要填补，可以借助这一课题深入开

展工作；建议每年召开阶段性成果汇报讨论

会，并不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建议设立课题组

秘书处，秘书处可设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江汉考古》编辑部，各省再设具体联络员。
本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课题实施过程

中各参与单位应加强合作交流与协调，强化

课题意识，统筹规划，探索区域合作研究模

式；应找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中的薄弱

和空白点，谨慎选择发掘遗址，继续推进多学

科合作，尽快开展综合研究，提高理论研究水

平，按期完成研究任务。会议同意课题组秘书

处设于《江汉考古》编辑部，各省将指定专人

负责联络与协调。
执笔：张天宇 郭士嘉 陈建立 陈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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