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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大型墓葬

A区M2及随葬遗物。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金挂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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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 
（公元前366—668年）

西藏早期最系统的丧葬形式

该墓地是目前所见西藏西部早期丧葬

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当

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

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

十六国大墓发掘了 3 座墓葬，不论从整体形制、布

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

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

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东汉时期）

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

土山汉墓历经了三代考古人 40 余年的发掘历

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

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我国考古发

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考古人员还在 封土中发现4500余枚西汉封泥，

主要是楚国官印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

泥文字资料。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 （东周时期）

实证“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

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

村一带，已发现墓葬 500 余座，包括贵族墓地和平

民墓地。该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

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

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
一号墓 （公元6—8世纪）

唐吐蕃时期吐谷浑王之墓

热水墓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地证

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

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的干线，都兰则是

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出土的银印章（外

甥阿柴王之印）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

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十六国时期）

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实证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时期）

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

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

市。经过连续 8 年的考古发掘，考

古学家确认这里是金元之际东北地方

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山城的

中区建筑群应为东夏国时期重要的官方

仓储机构所在。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出土的鼓吹仪仗陶俑。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出土的镶绿松石金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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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文物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