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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公布的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量为2351处，其中古遗址、古墓葬达710处，占总量
的1／3，而称为大遗址的，则占总量的1／4。
这些遗址大多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各个时期留下的有代表性的遗存。
例如，距今5000年的长江流域的良渚遗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商代的殷墟
遗址，盛唐长安城内规模最为宏大的宫殿群——大明宫遗址，吉林、辽宁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
葬，丝绸之路新疆段遗址，万里长城等。
它们以其年代久远、地域广阔、类型众多，并伴随着极其珍贵和丰富的文物埋藏，展现了我国古代先
民的创造力和民族精神，集中代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不可替代的整
体价值和地位，是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精髓部分。
　　遗址保护多年来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课题和难题。
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体系日趋成熟，遗址保护工作也逐渐形成自身特点。
今天的遗址保护正在晋升为一项涉及考古、保护、管理、展示、科研、环境整治、土地利用、产业调
整、人口调控和资金投入等多项内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
它的保护与展示要惠民利民，既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坚持社会的和谐。
保护理念、保护措施、保护技术、材料和工艺等都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和发展，遗址的保护
研究则是创新和可持续的动力。
　　遗址保护已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有整体规划的保护，从仅靠文物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行业
行为，提升为得到广泛理解和参与的社会文化公益事业。
这反映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的进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以及民众
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
　　但是，要保护遗址的完整性、真实性，把文化遗产从本体保护延伸到周边环境，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保护、展示遗址本体及其内涵和价值，只有根据不同遗址各自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展示方式
，形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再加上众多专业人员的合作创新，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遗址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实践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从遗址的物质构成看，有土、石、木、竹、金属及其他不同质地的文物，但是土质是构成所有遗
址的基本体。
因此，将土遗址作为一个保护类型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土遗址的保护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进步，通过对它的理念与保护技术的不断
思考与探索，各类室内外试验、检测及其他科学手段，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被引用进来，它与社会发展
密切结合而变得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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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土的组成、结构和性质，土遗址的环境、建筑形制、价值评估和病害等土遗址保护的
基础理论，以及土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和土遗址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基本程序和要求
。
在内容上力求满足文物保护专业的需求，注重专业需要的基础理论，重视实际工作中的需求。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使用，对相关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及广大文物
爱好者也有一定的阅读、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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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安西的锁阳城遗址，高台的骆驼城等，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宁夏规模宏伟的西夏王陵
，新疆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楼兰故城等。
　　1.2.2 土遗址的类型　　1.古人类居住遗址　　古人类居住遗址在我国分布较广，遍布长江流域和
黄河流域。
例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陕西半坡遗址和甘肃大地湾遗址，长江流域河姆渡遗址等。
　　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住地和葬地。
广大平原地区的古遗址，常位于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遗址，由于河床冲刷下沉
的关系，多在距今河床和村庄较高的二级台地上；江淮等河网地带的古遗址，常见于地势高亢的土墩
；靠近海滨和河湖岸边的古遗址，因其堆积物中包含大量的贝类介壳，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贝丘”遗
址。
　　中国目前所知新石器时代遗址总计有1万余处，其中做过发掘的近千处。
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地。
例如，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河南渑池的仰韶村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青海
民和的马厂塬遗址、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和章丘的城子崖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及湖北京山的
屈家岭遗址。
二是保存较好的住地或葬地。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范围往往很大，面积几万、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平方米。
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都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组成，居住区的房屋环绕中心广场排列
，周围又有人工挖掘的壕沟。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的房屋基址多达240座，前仰韶阶段和仰韶文化早、中期为半地穴式建筑，仰
韶文化晚期则为地面建筑。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适应江南水乡的地理条件，发现的主要是木构干栏式建筑。
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中心区域，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分布范围约200万m。
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及其他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则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迹。
　　2.古城　　1）夏商周时期的都邑遗址　　夏商和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黄河中游地区。
与探索夏文化关系密切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两处周绕廊庑的大型殿堂基址；偃师尸乡沟商
城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均属商代前期，都发现长、宽各约1000m的城垣以及成组的宫殿基址和其他
重要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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