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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启动了第一次评选，如今，这一评选已被称为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

2021 年 4 月 13 日，“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

十个项目经过激烈的角逐脱颖而出，它们从旧石器时代到唐宋元，从黄土地到江浙沿海，从洞穴遗址到祭

祀遗址，从不同角度共同讲述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

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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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距今4.5万年）

一万年前的先人在这里用火

这是一处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

址，在全国极为罕见。历经 5 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后，考古学

家发现 51 处用火遗迹、两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

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

遗址中发现的 1 件通体磨光石器，刃

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

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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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出

土的通体磨光石器。

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遗址

出土的“牙雕家蚕”。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海洋软体动物贝壳。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距今8300—7800年）

河姆渡文化从这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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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山遗址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是

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

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

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独特案例。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

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

它是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是迄

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

大的核心聚落。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

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有关专家命名

为“河洛古国”。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 （距今4000—3700年）

夏代早期的天下粮仓

该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食集

中存储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

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

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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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再发现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