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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100 年的中国考古学为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全国各地纷纷发起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云南考古已近百年，

元谋人化石地、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等重大发现，向我们展示了红土高原波澜壮阔的人类进化

和文明发展的历史画卷。改革开放以来的江川李家山青铜时代墓地等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

通海兴义遗址田野考古一等奖等获奖项目，记录了云南考古人可歌可泣不懈努力的历史，云

南考古成为百年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篇为“云南考古”公众号推出的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文章之二，旨在展示云南考古

的成就，致敬伟大的中华民族，致敬中国考古，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继续奋斗。

滇西的洱海一直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上学时从电影《五朵金花》中知道这里山美、水

美、人更美，阿鹏和金花对歌的场面一直印象很深。1989 年 9 月同张新宁老师第一次出差

大理，对海东水泥厂区石棺墓葬和白王洞遗址进行调查，开始对大理有了初步的认识。

洱海区域，主要是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主的区域。澜沧江水系、红河水系、金沙江水系

二纵一横流经此区域，红河的源头就在大理巍山县境内。洱海区域既是滇西地区沟通南北东

西的交通要冲，也是青藏高原东缘“民族走廊”的南段所属，历史上民族众多，迁徙频繁。

区域内的洱海、祥云、弥渡、巍山、剑川、永平、宾川盆地自然条件优越，分布有大量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南诏大理时期遗存。

1938 年 11 月至 1940 年 6 月，吴金鼎、曾昭燏等在大理洱海区域进行了调查，共发现

遗址 38 处，并对其中 6 处进行了勘探清理。这次工作正式开启了云南现代考古及研究工作

的序幕。

20 世纪 50-60 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单个遗迹或墓地进行，因为大部分

遗存均属首次发现，所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该区域文化面貌特征的描述与认识上，根据出土

器物特征，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并与周边相邻区域的文化进行了对比。

20 世纪 70-90 年代。这一时期是云南省考古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大量重要遗

址、墓地被发现并进行发掘，使学界对滇西洱海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1993 年 3 月，我第一次领队发掘大理大丰乐墓地，至 1995 年完成。共发掘清理墓葬

987 座，完成资料整理并出版考古报告，将这一区域唐代末至明代末的火葬墓分为六期，火

葬墓葬具演变、变化有了对应时代的标型器。这本报告也是之前 20 年来云南出版的第一部

考古报告。在这次工作中恰遇“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白族三月街，观看了对歌、赛马，

了却了多年心愿。

1995 年，领队发掘下关苗圃山遗址。发掘清理南诏大理时期窑址 18 座，元明时期火葬

和石室等墓葬 27 座。发掘成果为研究南诏大理时期窑业生产和窑址布局、窑的建造方式等

提供重要资料。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和不断进步，多学科合作在考古领域的优势日益

突显。田野工作中，发掘方法的细化，各种科技手段在获取文化遗存和自然遗存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利用科学手段获取的大量信息丰富了我们对各遗存文化内涵的认识，推动了文

化研究的进程。

2003 年和 2006 年两次领队发掘大理银梭岛贝丘遗址。银梭岛位于大理海东镇，为洱海

东南的近岸小岛，发掘面积共 600 平方米。遗址地势总体南高北低，地层呈斜坡状堆积，部

分探方堆积厚 6.7 米，划分地层多达 65 层。遗址发掘工作较为细致，所有的出土都经过细

筛，尽量获取古代存留信息。遗址遗存可初分为五期，年代从距今 5000 至 2400 年左右，中

间虽存在时间缺环，但基本可以构建起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

2005 年领队对大理阳苴咩城遗址大凤公路所涉及的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8000
平方米，清理大量南诏大理时期遗迹，出土大量遗物，为了解城址基本布局、城址保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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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址研究提供重要材料。

2008 年领队发掘剑川海门口遗址，同时对发掘区周围进行了勘探，确认了遗址总面积

超过 10 万平方米，木桩分布集中区面积也达到 2 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国内面积最大的

水滨木构杆栏式建筑遗址。此次发掘，重新细分了文化堆积，出土遗物不再是混在同一地层、

仅仅作为反映该区域文化面貌的典型器物，而是明晰了不同的出土层位的器物组合，体现了

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对各层组遗迹遗物特征演变的梳理，明确提出了各期遗存的相对

年代：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三期之间虽有缺环，但分别属于云南青铜时代早、

中期，初步建立起了剑湖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遗址年代约为距今 4000 至 2400
年。经过科学、细致的工作，发现遗址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水滨木构杆栏式建筑遗址、稻麦复

种技术发现最早遗址、滇西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因其重要性发现，入选“2008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8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白羊村遗址 1973-1974 年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 290 平方米。2013 年领队对遗址进行

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遗址堆积最厚达 5 米多，地层可划分为 25 个，揭露遗

迹 1200 余个，其中灰坑 242 个、房址 18 座、土坑墓 17 座、瓮棺葬 5 座、火堆 11 处，另

有部分活动面和大量柱洞。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及青铜器。初步可将遗址遗

存分为三期，三期年代跨度为距今 4600 至 3700 年间，为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和文化编

年建立提供科学资料。本次工作，我们开始应用数字化技术，同武汉数文一起构建起白羊村

遗址考古发掘数字化管理系统，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遗址也因为发掘科学、规范、细

致，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管理系统应用、综合研究及时参与，发掘获评“2011-2015 年中国

田野考古二等奖”。

2014 年，领队发掘祥云大波那墓地。墓地是目前发现的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

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墓地。位于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地处龙山和象山以南。1964～2014
年进行 4 次清理发掘，共清理墓葬 29 座，遗址区发掘 150 平方米，出土器物约 500 件。年

代约当公元前 4 世纪前后，该发现填补了洱海区域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为构建这一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了解曾经在战国到西汉时期作为云南地区最强大地方族群

"昆明人"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因其重要性的发现，发掘入选“2014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2017 年至今，负责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云南段的资料初查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主

要道路的初查和一些关键节点的考古勘探工作，在洱海周边区域新勘探确认了旧站和古城村

两个汉晋时期城址，这是在该区域的重要工作收获。

银梭岛贝丘遗址是新发掘的遗址，海门口、白羊村和大波那则是经过多次工作的遗址。

由于新技术、新手段在发掘工作中的运用，我们从遗存中所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全面，对

遗存文化面貌、内涵及发展演变轨迹的认识更加清晰。如海门口第三次发掘，发掘过程中利

用了浮选、水洗等方法，获取了大量动物骨骼和植物种子，不仅丰富了遗存种类，对认识古

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而且也为更加准确地测定各期年代提供了

依据。

银梭岛、白羊村遗址堆积丰富，通过细致的发掘清理工作，对地层及各遗迹现象的判断

与划分，洱海区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填补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

铜时代发展阶段的缺环部分，对该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研究有了突破。

我在洱海区域考古工作的 30 年，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刚毕业不久，

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就对我说过：“考古工作区域不要图大，把一个小区域的研

究工作做好就已经是有贡献了”，他毕业到云南工作前，苏秉琦先生也是这么对他说的。这

30 年里，所里和地方的同志们同我一起跋山涉水搞调查，风吹日晒搞发掘，挑灯夜战搞资

料整理写报告，长时间专注于洱海区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这同大家多年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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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努力和家庭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对推动构建洱海区域考古学文化发

展序列研究提供了科学材料和持续研究的可能，并为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民族学等研究

提供重要资料。

文物考古工作任重道远，但前途一片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过重要指示，

他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全面贯彻“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

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文物考古工作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一定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银梭岛遗址

银梭岛遗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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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口遗址

海门口遗址发掘

海门口遗址发掘—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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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村遗址

白羊村遗址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