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 :甘肃省临夏市红园路 42 号 订阅处 :各邮政局（所 )及营业网点订阅 报纸投递服务电话：18909301585 承印单位：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主办20242024年年99月月2323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汪佐敏汪佐敏 编辑编辑：：谭静文谭静文

4

近代考古学视野下的地方考古史近代考古学视野下的地方考古史近代考古学视野下的地方考古史
————19241924年至年至20242024年广河地区文物考古百年回顾年广河地区文物考古百年回顾

●●马国海马国海

（接8月27日4版）
12.临夏州博物馆阿力麻土汉墓调查
1986年4月，广河县阿力麻土乡砖厂工人取

土时发现了一座古墓，临夏州博物馆随后派人
前往调查。该墓为砖砌券顶双室墓，中间有砖
砌隔门相通，墓呈东西向，墓门朝东，墓室平面
呈长方形，长 287.5厘米，宽 185厘米，高 223厘
米，但遭到严重破坏。据当时挖掘的群众反映，
东墓室内有骨架十具之多，一头骨置于一盘内，
此一情形较为奇特，似为人殉。西墓室正中有
一具骨架，为仰身直肢葬式，周围八具骨架横竖
不一，其中还有一具抱着小孩的骨架。群众的
话是否正确，已无从查考，姑且一记，但在东汉
时常有在同一洞室墓中，多次葬人同一家族成
员的习俗，也许此为一例。

该墓出土器物有：釉陶炉、陶井、陶盘、陶
灯、陶钟、陶樽、陶耳环、小铜铃、铜印模各一件，
五铢钱百枚和朱书镇墓罐一件。

朱书镇墓罐文字为“光和三年十口乙卯天
帝地下二千石触八魁九”。“光和”为东汉灵帝刘
宏年号，“光和三年”是公元 180年，距今一千八
百多年。

此墓虽遭严重破坏，但所出几件器物至为
宝贵，是临夏州迄今发现的唯一有确切纪年的
汉墓，其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为我们提供了汉
墓断代的标准，其朱书镇墓罐文字也是研究书
体发展演变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

13.临夏州博物馆对贾家大队汉墓清理
1986年6月，广河县阿力麻土乡贾家大队的

砖厂工人在取土中发现一座砖室墓，临夏州博
物馆随后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墓葬
位于广通河以北，距县城四公里处，为砖室墓，
背山面水，墓向 170°。墓顶距地表 3.7米，由墓
门、甬道、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后室均用素
砖相错平砌而成。

墓门高 1.26米，宽 0.86米，用长条素砖斜砌
封堵。甬道宽 0.86米，进深 0.96米，高 1.26米。
前室为正方形，长1.98米，宽2米，由于倒塌仅存
四壁，残高不等，最高处 1.7米。后室为长方形，
长 2.85米，宽 1.95米，高 1.68米，墓顶为“人”字
形，仅存后壁半段。砖长 36厘米，宽 18厘米，厚
6-7厘米，墓底为砂层。

此墓因倒塌严重，器物破碎，人骨架零乱。
前室仅有几件随葬品，后室置二具人骨架，鉴定
为一男一女。男性骨骼较全，女性残缺。前后
室随葬品共计 10件，其中灰陶罐 2件、木质器具
1件（涂红色）、铜镜 1件（破碎）、红色陶盅 1件、
铜指环 2件、铜顶针 2件、石质饰品 1件，还有零
星铁钉。实物由广河县文化馆收藏。

这座墓顶部虽遭严重破坏，但墓室四壁结
构基本完整，由于未出土确切纪年物，故准确年
代尚难确定，但根据墓室结构、随葬器物特征分
析，认为该墓时代应属东汉时期。出土器物中
没有一件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依据，因而难以
确定其身份。尽管如此，这座墓的形制、葬式及
随葬品，为研究东汉时期在这一地区的历史发
展、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实物资料。

14.庄窠集镇高塔池宋代砖雕墓
1992年 10月 8日，广河县庄窠集镇司家坪

村高塔池社一村民在取土过程中，于村西100米
处的平台地上发现一座宋代砖室墓。该墓为仿
木结构单室墓，呈南北方向，由墓道、墓门、甬道
和墓室组成，因未进行清理，墓道、墓门形制不
详。甬道高 120厘米，宽 70厘米，进深 70厘米，
顶部为八字形梁架结构。墓室呈长方形，南北
长240厘米，东西宽210厘米，墓顶为券顶。墓室
东西及北壁自下而上砌出基座、须弥座、板门以
及平板枋、斗拱、飞椽、瓦垄、歇山顶等仿木结
构，其中北壁底部正中砌有一大壁龛，东西两壁
中部各砌出一板门。墓室大壁龛、板门两侧和
须弥座束腰处装饰侍女图、莲花童子图等人物
图，牡丹、莲花等花卉图以及鹿衔莲枝等动物
图，隔扇门、斗拱、飞椽、瓦垄等仿木结构。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陕西龙腾勘
探有限公司对齐家坪遗址进行了系统勘探

200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广
河县齐家坪遗址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顺利实
施，系统评估地下遗存的完整性，委托陕西龙腾
勘探有限公司派出一支由11人组成的齐家坪遗
址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于 10月 20日对广河县
齐家镇齐家坪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工作，以
遗址所在地分二坪山区域、小咀子山区域、大咀
子山区域、董家咀四个区域，根据遗迹的分布情
况，采用“井”字形布孔方法进行勘探。明确了
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遗址中心区域及墓葬区域。
11月 20日，野外勘探与测绘工作全部结束，历
时 32 天，总勘探面积 248077.56 平方米。通过
考古勘探，明确了该区域地下遗存的埋藏分布
情况，探明遗址分布范围面积为 496634.82平方
米，遗址中心区域面积为 165613.3平方米。勘
探过程中探明的各类文化遗存 79处，其中墓葬
18座、灰坑 25处、房址 16处、窑址 5处、灶址 4
处、灰沟 3处、灰土范围 5处、踩踏面 2处、活土
坑 1处，为今后研究洮河流域的齐家文化提供
了充实的资料。

16.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挖掘齐家坪遗址
2014年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

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耶鲁大
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布朗大学、美国
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和英国牛津大学等国外院
校和相关机构组成中美合作“甘肃洮河流域新
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演进之研究”项目
团队，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静的衔接配
合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owan K.Flad（傅罗
文）带队一行 10余人对齐家坪遗址开展考古调
查、发掘及研究工作。中美联合考古队对遗址
进行了地磁探测及RTK地貌测绘，在齐家坪遗
址设立 20多个控制点，再使用 2个RTK-GPS
测绘遗址和周围地形，收集到 2000余个测绘数
据，在此基础上绘制了遗址数字高程地图和TIN
地形模型。结合这些数据和高分辨率的单波及
多波段遗址卫星影像，制作出精准的遗址区域
地图。同时在齐家坪遗址四个不同区域展开大
范围的磁力探测，探测范围11650平方米。对磁
力异常点钻探，对比钻探和磁力探测结果。2016
年夏，项目组针对两个磁力异常点，在齐家坪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小规模试掘，发现了陶窑和灰
坑，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除了测绘，还在齐家坪
遗址展开系统的地表调查，将遗址分为八个调
查区，再根据地表情况做进一步分区。总共调
查并绘制234个采集区，采集8000余件陶片。

17.大夏古城遗址勘探
2022年5月，鉴于以往对大夏古城的研究多

集中于文献方面，且大夏古城遗址分布范围不
明确，为了充分了解勘探大夏古城遗址区域内
地下遗迹埋藏现象，为之后的考古发掘、保护、
研究、利用和展示等提供科学依据和新的考古

学研究材料，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洛
阳信合文物勘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了大夏古城
遗址范围内的考古勘探工作。此次勘探区域位
于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村，共 3万平方米，其
中包括 2.7万平方米普通勘探区以及 3000平方
米重点勘探区，共发现遗迹现象 104处，其中灰
坑 86处（编号H1-H86），根据灰坑内填土包含
物及灰坑开口层位初步判断H1-H8、H10-H86
年代不晚于宋，H9年代无法判断，墓葬10座（编
号M1-M10），根据墓葬开口层位及墓葬形制初
步判断M1-M7年代不晚于宋，M8-M10年代不
晚于汉，窑址 5座（编号Y1-Y5），根据窑址开口
层位及形制初步判断Y1-Y5年代均不晚于宋，
城墙 2座（编号Q1-Q2），根据城墙底部层位初
步判断Q1年代不晚于汉，Q2年代不早于汉，灶
址 1处（编号Z1），根据开口层位初步判断Z1年
代不晚于宋。通过考古勘探，基本摸清勘探区
域内地下文物的埋深、分布面积、分布格局及文
化内涵等基础资料，为下一步的文物保护工作
提供了科学翔实的考古资料。

18.赵家遗址勘探
赵家遗址位于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村辛

家自然村北约100米处的山坡上，地处洮河下游
支流广通河北岸二级台地上，1972年，临夏回族
自治州文物普查队首次发现该遗址。1982年，
临夏回族自治州文物“四有”工作组进行复查。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进行了复查。
历次调查确认遗址面积约 30万平方米，通过遗
址断面暴露白灰面房址、墓葬等重要遗迹和出
土陶器等遗物判断，初步确认该遗址文化遗存
主要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齐家文化和寺
洼文化三种类型，是一处重要的史前聚落址。
1981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为保护好该遗址范围内的地下文物，
2022年 5月，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洛
阳信合文物勘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范
围内的考古勘探工作。

此次勘探区域位于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
村辛家自然村北约100米处的山坡上，地处洮河
下游支流广通河北岸二级台地上。勘探面积共
2万平方米。通过此次勘探，共发现遗迹现象
126处，其中房址11处，根据房址开口层位、形制
及房址内堆积情况初步判断F1-F11年代应属齐
家文化时期；灰坑 33处（编号H1-H33），根据灰
坑内填土包含物及灰坑开口层位初步判断H1-
H9、H11-H20、H27-H31、H33年代应属马家窑
文化时期，H10、H21-H26、H32因原地层被破坏
无法判断年代；墓葬82座（编号M1-M82），根据
墓葬开口层位及墓葬形制初步判断M1-M5、
M8、M10- M14、M16- M20、M23- M26、M30、
M33-M75、M78-M82 年代应不晚于汉，M6-
M7、M15、M21-M22、M27 年代应不晚于宋，
M28、M29、M31、M32、M76、M77根据开口层为
判断年代应属新石器晚期；M9因原地层被破坏
暂无法确定其年代。通过本次勘探所发现的房
址、灰坑、墓葬等古代遗存判断该区域遗存时代
跨度可从马家窑文化时期延伸至唐宋时期，此
次考古钻探为赵家遗址勘探区内不同时期遗存
的分布有了准确的认识，也进一步地认识了赵
家遗址的文化性质，为今后文物保护和考古发
掘提供考古支持。

19.对康金代墓葬的调查研究
2012初，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

博物馆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郭永利组
织在校的硕士研究生，结合甘肃省文物部门相
关资料。对甘肃境内发现的宋金元墓葬进行了
详细调查，获得了一批新的第一手考古实物资
料。在调查中，搜集到了出土于庄窠集镇对康
村的几块画像砖资料，对认识广河地区的墓葬
面貌很有帮助。第一块为缠枝花卉砖，缠枝花
卉砖在条砖上模印制成。画面正中为一花头，
枝叶缠绕在花头周围。第二块为假山牡丹砖，

假山牡丹砖在方砖上模印制成。画面正中为一
小假山，假山两侧为盛开着的牡丹。第三块为
莲花童子砖，莲花童子砖在方砖上模印制成。
砖面竖向分栏，将砖面分为两部分，左部分为隔
扇门，门上半部分为格子花，下半部分为壸门莲
花。右部分为莲花童子，画面中男童上着短衫，
下着裤，手持一枝莲花立于莲花之上。调查组
从假山牡丹的特点认为，这三块墓砖与临夏地
区所出金墓的假山牡丹画像砖作法相同，应为
金代墓葬所出。

四、结语

2024年，我们迎来了广河地区近代考古学
诞生10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和回顾的重要
时刻。广河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拥有丰
富的文物遗产。然而，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前，
这些宝贵的文物遗存一直沉默在方志金石中，
直到 1924年，安特生齐家坪遗址考古发掘打开
了广河地区近代考古学的大门，自此广河地区
才整整意义上有了系统的考古研究，并逐渐揭
示出了广河地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在百年的发展中，广河县考古学取得了许
多重要的突破。随着中外考古学者和文物部
门的百年探索，广河地区古代先民的居住和生

产方式逐渐露出水面，本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
交流线索轨迹也逐渐显现，《广河齐家坪》《齐
家坪与罗汉堂》《半山与马厂随葬陶器研究》
《夏鼐日记》《史前时期之西北》《临夏考古》等
一系列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先后
出版发行，广河地区的齐家文化、半山文化、夏
禹文化、屯耕文化、丝路文化正引起学界的高
度重视，在西北史前考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
区，日益成为佐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
点地区。

回顾广河地区文物考古百年之旅，我们不
仅看到了地区考古学发展的艰辛历程，也看到
了中外考古学者赓续前行的坚韧品格。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相信广河地区的考古
学研究将会更加深入，对广河的历史和文化将
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期待广河文物考古能在
新的时代里继续取得更大的突破，为保护和传
承地方文化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总之，广河地区近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是
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通过这
个机会，我们应该庆祝广河地区文物考古百年
来的成就，并不断努力推动广河县的文物考古
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让我们共同保护、传承、
弘扬广河县的历史和文化，为广河县的繁荣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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