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吉林教授在发掘现场

刻划有神秘符号的陶片

绘制发掘图

老西营子村
考古惊现陶刻符号

8月29日，记者在赤峰市元宝山区小
五家乡老西营子村东南的赤峰至京沈高
铁客运专线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
发掘现场了解到，在历时近两个月的考
古发掘中，出土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
物和遗迹，其中一块陶片上所发现的刻
划符号，疑与中国早期文字有关。

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遗址分布在
一个山包上。由于当地村民农耕的需要，
村民顺着山包的山坡上开垦出4个不同
高度的梯田台地。很多考古人员和民工
正在现场用铁锹、手铲、毛刷等进行发掘
工作。元宝山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刘伟东
告诉记者：“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单位是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是该研究
所第一研究室主任连吉林教授。此外，吉
林大学文学院博物馆专业的15名学生由
成 塘教授带队来工地实习。赤峰市文
化局与元宝山区文物管理所密切配合此
次发掘。”

连吉林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整个山包都分布着遗址，大约有10万平
方米左右。发掘工作是在2016年试探性
发掘的基础上从7月开始正式进行的，计
划发掘面积850平方米，现在已经发掘了
600平方米，遗址主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
化时期。此次发掘工作预计将于9月底结
束。

在挖掘现场，连吉林教授指着在一
块陶片上发现的刻划符号说：“这些符
号意义重大，后期整理中如果能确认
其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可能与中
国早期文字有关。陶刻文属于人类早
期文明，以前在赤峰地区的考古发掘
中也有相关的发现，比如在小河沿文
化的遗址发掘中，也发现过类似的刻
划符号，暂时还不能与文字直接关
联。此次发现陶片上的刻划符号，也
将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与中国

古文字的研究有很大价值。”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

了完整的古人遗骸。连吉林教授说：“通
过对古人遗骸的研究，这具遗骸的主人
身高推测应该在1.6米以上，和现代人的
身高相近。”

在发掘现场，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
学系成 瑭教授一边指导着学生们进行
发掘，一边兴奋地说：“小五家乡老西营
子村高家台子遗址，与赤峰市先前发掘
的三座店遗址和二道井子遗址有所不
同，前两种建筑遗址分别是石构和土构
建筑，高家台子遗址发现的房址，包含
以上两种类型，并且高家台子遗址遗迹
关系多为打破，不同于上述两处遗址多
叠压的特点。”

成 瑭告诉记者：“在辽西地区无
论是西拉木伦以南的老哈河流域还是
凌河流域，这样的遗址非常多，估计有
几千个。根据之前中美联合考古队进行
过拉网式的考古调查，在这个区域内的
半支箭河流域，古聚落遗址分布密度超
过了现今的村庄。此次虽然在元宝山区
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是首次，填补了该
地区古聚落遗址考古发掘的空白，但是
这类遗址数量很多，分布很密，只是大
部分没有进行考古发掘。”

在成 瑭的指引下，记者看到了发
掘出来的遗址包括房址、院墙、窖穴、灰
沟、灰坑和墓葬等。成 瑭说，窖穴很神
奇，距地表深度达到了4.3米，可能是古
人用来储存食物的地方。在一处直径大
约两米多的大房子的遗址上，成 瑭指
给记者看，房屋的地面上有明显的烧结
面和柱子洞，建筑技术非常讲究。

成 瑭表示，高家台子遗址地层分
布非常清晰，叠压打破关系虽然复杂，但
是经过细致工作还是可以判断确认的，
非常适合考古发掘，尤其是学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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