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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现中国：2004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是《中国文物报》在2004 年期间所报道的考古发现的精选
。
近年全国各地每年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都在千项左右，但是能够正式出版的发掘报告很少，而且很多
发掘在结束多年之后资料也难以发表出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使科学的发掘变成了科学的破坏活
动。
《中国文物报》一直想对改善这种状况有所推动，因此，尽量发表所有能够收到的考古发现信息，而
且将尽量让考古发掘的领队亲自来撰稿，是报社编辑部的一项制度性要求。
每年《中国文物报》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在隆重地向各界推介重
大的考古新发现之后，也尽快将有关资料编辑出版。
遗憾的是这些活动传播内容和范围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现在我们从每年的考古报道中选择100个最为重要的汇编成集，纳入到书系之中，既为专业人士较快地
全面地检索研究提供方便，也希望让更多的文物考古爱好者从中了解考古出土的新资料及其价值和意
义。
选编时基本上对原作未加改动，按照发现主体内容的时代早晚编排。
尽管每一发现的篇幅不长，但是由于文章多出自考古队长或专家之手，内容应该是权威的，并能够反
映发现的主要内涵与意义。
文章中常有一些专业词汇和符号，为便于大家理解，特附录几个最常用的于下，以供业余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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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对各期出土遗物特征的分析，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出土大量的打制石器。
但不见磨制石器和陶器。
其中砾石打制石器具有典型的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同类器的特征，但燧石质的细小石片石器则代
表着一种新的质材、新的石器类型和新的石器制作技术的出现。
表明其属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或称为中石器时代。
第二期燧石质细小石器和较大的砾石石器继续存在，但新出现了陶器，其中饰粗绳纹或中绳纹、敞口
、束颈、圜底的陶釜（罐）类器，与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文化和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文化的同类
器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年代也应大致相同，约在距今9000年前后。
第三期燧石质细小石片石器和砾石石器基本不见，而出现了磨制石器；陶器则以细绳纹为主，同时出
现了轮修技术，表明其陶器制作方法上的进步。
其年代明显晚于第二期。
大体在距今6500年前后。
　　需要指出的是。
鲤鱼嘴遗址尽管存在3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但第一期与第二期以及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都存在着较大
的缺环，也就是说，它们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说明人类曾经长时间不在该遗址生活。
不仅如此，从地层堆积上看，即便是同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其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间歇层，说明人类曾
短期离开鲤鱼嘴遗址而另觅新的生活地。
考虑到鲤鱼嘴遗址的堆积内涵（以水陆生动物遗骸为主）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当时人类的主要食物—
—介壳类和鱼类水生动物。
当主要取自于遗址前面的大龙潭。
但大龙潭水域面积有限，不可能长期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保障。
在人类采集不到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群体生活的情况下，人类便另觅新址居住和生活，而一旦大龙潭中
的水生动物数量恢复到足以保障一定数量人口的生活所需的程度，便又有人类来到鲤鱼嘴定居生活。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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