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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是根据每年的招生量而不断扩大建设规模的，所以我们的发掘工作
也只能被动地随着学校的基本建设而进行，没有也不便于分区。
如此一来，每年发掘的墓葬编号都是顺延的，但其位置却相差较远，使得平面图上的墓葬编号显得杂
乱。
 在此特意说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从2009年开始整理编写《新郑西亚斯东周墓地》的，所以收录的资料主要
是2008年底以前 （有少量2009年初的资料如M348、M349的遗物，考虑到它们的精美，所以一并刊发
） 的发掘材料。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客观原因，《新郑西亚斯东周墓地 》没有采用2003年以前该区域的发掘资料。
至于2009年以后的发掘资料，我们将会在随后把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
 西亚斯国际学院的基建占地范围只是李马墓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没有以“李马墓地”来命名这本报
告，“西亚斯墓地”更能准确反映我们发掘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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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早在8000年前，先民们就在新村镇的裴李岗遗址居住生活，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
代文化，建立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并且还兼营家畜饲养业和简单的手工制造业。
粗犷厚重的石磨盘和磨棒，沉稳规整的陶三足器，设计精巧的锯齿形镰，自然生动的陶塑艺术品，既
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原始部落定居生活的稳定和艰辛，同时也传递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古老民族对追求
完美生活的信息。
裴李岗文化时代，在新郑境内的沙窝里遗址、唐户遗址、西土桥遗址、岭西遗址等地，都有先民生活
的身影。
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项目曾荣登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列。
 所以，可以说对新郑市进行考古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郑西亚斯东
周墓地》刚好可以为您呈现他们研究出的古人活动地和古人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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