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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

内容概要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是由文物出版社编撰而成的。《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收录了在2011年内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考古文物新发现、“对外学术交流”、考古教学、考古教学这几个方面的一些发
展，可供广大考古学学习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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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墓地 海淀区马连洼汉代及明清墓地 丰台区南苑汉代窑址 昌平区沙河镇汉代至明清墓葬 房山区长沟
镇汉代与清代墓葬 房山区篱笆房唐代墓葬 大兴区天宫院辽金及明清墓地 丰台区丽泽商务金融区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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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遗址和墓地 正定县新城铺北晚商及西周遗址 平山县朔黄铁路三汲站货场战国至清墓群 元氏县赵
村西汉晚唐五代及金元遗址 元氏县小留汉代遗址及宋元明清墓地 隆尧县唐祖陵 元氏县西于科北宋遗
址 东光县赵庄金代遗址 隆化县鲍家营金末明初瓷窑址 山西省 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 晋中市北合
流新石器时代及西汉遗址 绛县周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阳高县曹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河曲县坪头龙山文
化遗址 中条山地区古代矿冶遗迹考古调查 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 兴县刘家峁东周遗址 左权县石匣东
周金代及明清墓地 襄汾县大张战国遗址 祁县温曲战国西汉宋元遗址 大同县康店汉代遗址 临猗县铁匠
营汉代遗址 孝义市汉代及金元墓葬 闻喜县西宋东汉明清墓葬 阳高县管庄北魏墓葬 云冈石窟顶试验—
区北魏寺庙遗址 壶关县上好牢宋至清代墓群 朔州市窝窝会辽金遗址 广灵县望狐辽代遗址 汾阳市小相
金元时期墓地 内蒙古自治区 化德县裕民新石器时代遗址 赤峰市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 科左中旗哈民
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 扎鲁特旗道老杜粮库新石器时代遗址 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D地点新 石器时代遗址
库伦旗哈图他拉史前遗址 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周边战国 秦汉墓
葬群 卓资县城卜子古城遗址 早期长城资源考古调查 乌兰察布市白家湾匈奴窖藏 杭锦旗顶盖敖包汉代
墓葬群 和林格尔县厂圪洞汉代墓葬及辽金元遗址 化德县陈武沟东汉鲜卑族墓葬群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
旗北朝墓葬 和林格尔县鸡鸣驿北魏遗址群 清水河县前塔儿梁五代壁画墓 巴林左旗辽祖陵陵园黑龙门
和四号建筑基址 开鲁县民主屯辽金遗址 察右后旗石门口辽金遗址 正蓝旗元上都遗址 ⋯⋯ 文物展览学
术动态 对外学术交流 考古教学 本年逝世的考古学家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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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淅川县新四队汉代墓葬 发掘时间：2010年5月～9月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墓葬位于淅川县仓房镇党子口村东南部，属丘陵地带6为配合南水北调工作的开展，对该处墓葬群进
行了全面调查和钻探，并开展了正式考古发掘。 本次考古工作共发掘墓葬29座。其中3座埋藏较浅，
土坑内有木棺残余，伴出有明清时期的钱币等物，时代为明清时期。2座为横穴砖室墓，墓葬形制及
建材与中原地区的东汉墓葬基本一致，时代当属东汉。其余24座均为竖穴土（石）坑墓，分布相对集
中，但埋葬深浅不一。墓葬分为夫妻同穴合葬、两两并列的异穴合葬及单人葬三种不同形式。墓葬内
多有木棺，部分还有木椁，髹漆简单，基本为红、黑二色。部分墓葬的墓底和棺的四周以青砖修砌，
砖上多有模印的几何纹及其他纹饰。墓群被盗严重，出土陪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铜、铁等质地
器物，计有130余件（组）。陶器组合有鼎、壶、钫等礼器，仓、灶等模型明器，罐、盘、釜、甑等仿
生活用品器物。铜器有带钩、镜等，铁器有削、构件等，个别墓葬还出土有五铢钱币。从墓葬形制及
陪葬品等分析，这24座墓葬的时代当属西汉时期，其具体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西汉晚期。 新四队墓
葬群中汉代墓葬数量较多，分布也相对集中，而其中又多为夫妻合葬墓，表明此处当为家族墓地。从
墓葬形制、葬具及陪葬品等分析，家族墓葬中墓主的等级略有差别，高者可能为低级官吏或地主，低
者则为一般平民，体现出家族墓地的基本特征。 新四队墓群尤其是汉代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代这一地
区中小型墓葬的综合特征，夫妻合葬墓及家族墓地的发展以及相应的葬制、葬俗及物质文化等提供了
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刘毅袁胜文） 郏县黑庙汉墓 发掘时间：2010年7月～2011年1月 工作单位：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 墓群位于平顶山市郏县白庙乡黑庙村西北的台地上，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主干渠从墓群的中部穿过，占压墓群面积约有40000平方米，对墓群进行发掘，共发掘探
方107个，清理战国末年至东汉墓葬190座。 墓葬大部分都被盗掘过，遭到严重破坏。就墓葬形制而言
，少数为土坑竖穴墓，约占5％，也有不少土坑竖穴空心砖墓，约占30％，绝大多数是带有长梯形斜坡
墓道的小砖券室墓，约占65％。其中小砖券室一般都建筑在墓道前方或两侧的洞室内。除少数较大型
墓葬为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的多室墓外，一般都是单室墓，规模最小的墓葬长度只有1.5米
，可能是小孩墓。在较大型或中型墓葬中，往往有石门、石门楣等画像石类建筑物，其正面大都雕刻
有双龙食鱼、龙虎争羊首、伎人乐舞、武士执盾守门、武士脚踏厥张弓弩、文吏迎客、朱雀、龙、虎
、铺首衔环等内容。在空心砖上大都模印有乳丁纹、树叶纹、松树纹、卷云纹等，并有1座空心砖墓
仿自画像石墓，在其墓门上模印有铺首衔环图案；小砖绝大多数是长方体的平砖，也有少量的子母砖
与楔形砖，不少砖的侧面模印有五字形纹或重叠人字形纹。 M79是很少几座没有被盗掘过的画像石墓
之一，它不仅形制规模最大，连同墓道总长度计有11.8、宽4米，而且出土有金、银、铜、铁、陶器
等60余件。推测为东汉时期一位庄园主的墓葬。该墓由长梯形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后室4部分组成
，除墓道外皆由小砖垒砌券顶铺地，前后室皆设置有画像石的墓门与室门。前室为横长方形，后室可
分为南北并列的3个棺室，且设有3个室门。每个棺室的人骨架虽然已经腐朽，但根据随葬器物可推知
其中间的棺室的墓主人应为男性，南北两个棺室的主人为女性，是男性墓主人的嫡妻与侍妾。据发掘
时对填土的观察，此3具木棺应是先后分3次埋人这座墓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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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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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无需多言，值得多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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