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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陵陵寝。

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 本报记者 阿荣 摄

居延红城遗址位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是居延
地区保存完好的汉代建筑遗址。

在 这 个
“旋扑珠帘过
粉墙，轻于柳
絮重于霜”的
美丽日子里，
我们首先要感
谢坚定地支持
我们的读者，
感谢您在每个
星 期 五 翻 阅

《文化》版！感
谢您对我们作
品的“咬文嚼
字”！

瑞 雪 飞
舞 ，春 风 骀
荡，明媚的阳
光，润物的细
雨，都是微笑
和 感 动 的 理
由 。 回 首 我
们 踏 寻 的 脚
步，赵北长城
千 年 风 雨 藏
阴山；触摸草
原 的 青 铜 记
忆；唤醒塔利
古 城 的 千 年
沉 梦 ；寻觅遗
落在草原上的
金界壕；拥抱
毛乌素沙地永
远的敖包；探
访“申遗”中的
辽 上 京 辽 祖
陵；寻找遁世
古籍⋯⋯我们
还把探寻的目
光投向生生不
息的民族文化
基因；不负韶
华的内蒙古话
剧；走出草原
的内蒙古民族
动漫；破困前
行的内蒙古民
族电影⋯⋯

博大精深
的草原文化，
异彩纷呈的民
族风情，为把
祖国北疆这道
风景线打造得
更加亮丽，奠
定了坚实的文
化基础。怀着
初心，带着憧
憬，我们在这
片多姿多彩的
田园耕耘。希
望与更多的专
家、学者、读者
交流探讨，期
待推出更多蕴
含深刻的优秀
作品，我们会
像 辛 勤 的 农
夫，埋首斟酌
字句，让更多
的优秀作品定
格 于 这 帧 纸
绢。

让我们一
起为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提
出的“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加
快建设民族文
化强区”“创新
发 展 草 原 文
化，为中华文
化增添瑰丽色
彩”而共同努
力，携手打造

“亮丽风景线”
的文化品牌，
在辛勤的劳作
中等待金色的
收获。

——编者

初心不悔勤奋耕耘初心不悔勤奋耕耘

□本报记者 阿荣

一朵朵白云飘散在天际，冬日的土
城子像一位老者蹲踞在田野中，凝望着
正在劳作的几位农民和零零星星的游
客。

土城子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城北 12 公里处，是汉至唐代的
故城遗址，已列入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
名单、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规划。
沿着崭新的观景道，感受土城子古老而
芬芳的气息。这个在北方游牧文化和
中原农耕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
置的大遗址，将建成文化内涵丰富、地
方特色鲜明的考古遗址公园。

目前，我区赤峰辽上京遗址和鄂
尔多斯市萨拉乌苏遗址列入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和林格尔土城子遗
址等10处大遗址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

“十三五”规划，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
遗址等10个考古遗址公园列入自治区
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巴彦淖尔市鸡鹿塞
遗址等10处遗址列入自治区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名单。

曾经被认为是“发展包袱”的大
遗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加强
保护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它
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
涵，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
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
旅游资源。

大遗址星罗棋布，承载灿烂
草原文化

“十一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
100处国家大遗址，其中内蒙古的辽上
京遗址、元上都遗址、辽陵及奉陵邑、居
延遗址、内蒙古境内长城、秦直道入
选。201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大遗
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构建

“六片、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
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十
二五”新增的 50 处国家大遗址中有赤
峰辽中京遗址、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
赤峰二道井子遗址。其间我区启动了
几处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开展大遗址
考古，掌握了重要大遗址的分布范围和
保存情况，大遗址本体和环境得到有效
保护，推动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为了进一步全面推进大遗址保护
工作，国家文物局研究编制了《大遗址
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赤峰辽上京
遗址、辽陵及奉陵邑、辽中京遗址、二道
井子遗址，锡林郭勒盟元上都遗址，阿
拉善盟居延遗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土城子遗址，以及内蒙古境内长城遗
址、“万里茶道”内蒙古段遗址、鄂尔多
斯市秦直道遗址共10处大遗址纳入国
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规划。这给我
区大遗址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大遗址

保护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我区文物大遗址历史悠久，内涵

丰富，既有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
也有墓葬等遗址及遗址群，反映了我区
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是草原
文化灿烂文明的物质载体。

据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王大方介
绍，我区的文物大遗址在国内外具有重
要影响，东部有以契丹辽代都城、帝王
陵和奉陵邑为代表的辽代文物大遗址，
如辽上京、辽中京、辽庆州、辽祖州遗
址，如辽祖陵、辽庆陵、辽怀陵等辽代帝
王陵墓及其奉陵邑。这些草原都城和
帝王陵具有重要的文物保护价值，也是
我国极为少见建在草原的古代都城和
帝王陵；西部以秦汉长城、秦直道、居延

遗址和边塞郡县为代表的秦汉时期的
文物大遗址，如阴山地区的秦代长城、
鄂尔多斯高原的秦直道遗址，如额济纳
旗戈壁、绿洲的汉代居延大遗址，如河
套地区的朔方郡遗址，阴山峡谷中的鸡
鹿塞遗址等。这些秦汉时期的古城遗
址，见证了秦汉时期民族的历史和相互
交流的进程；中部的元代大遗址群，如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世界文化遗产元
上都遗址，如元代集宁、砂井、德宁、净
州路四大遗址，应昌路遗址等，如鄂尔
多斯市的阿尔寨石窟等，这些大遗址反
映了元朝在中国北方草原营建的城市
和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对世界历史的影
响。

在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对
这三大遗址群进行重点保护，将其纳入
国家大遗址保护规划中，对于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草原文明，满足全区各
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自治区文化
软实力，增强民族大团结，促进自治区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遗址保护，不只是避免破
坏那么简单

近年来，我区坚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
方针，深入挖掘我区文物大遗址所蕴含
的草原文明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根据我区文物大遗址分布广，类
型、规模、保存状况等情况，结合国家文
物局要求和国家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
制定了保护计划，按“全面规划，突出重

点，多方争取，统筹安
排”的原则，轻重缓急予
以排序。从“十一五”开
始，对元上都遗址、辽上
京遗址、辽祖陵遗址、萨
拉乌苏遗址、大窑遗址、
阿尔寨石窟、元代应昌
路遗址、居延遗址等开
展保护规划编制，进行
重点保护维修工程。据
自治区文物局有关人员
介绍，在考古发掘的基
础上，对辽文化的重要
代表辽上京遗址加强保
护，还治理了严重威胁
辽上京遗址的沙力河，
在危险地段修筑防洪
坝。目前，辽上京遗址
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
总体规划已完成。辽
代上京城与祖陵遗址
群列入国家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
点开展了元上都遗址

保护、维修、展示、考古发掘、环境治
理等工作，使元上都遗址得到了有效
保护，同时突出展现了元上都遗址的
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我区考古部门
近期对元上都遗址西关厢进行发掘
时，清理出房址 9 座、道路 1 条、灰坑
1 个，出土了瓷器、陶器、石器等一批
罕见文物；按照规划方案对赤峰宝山
耶律羽之墓进行保护，加固了墓体与
墓内极为珍贵的辽代壁画；万里茶道
中蒙俄联合“申遗”，目前，呼和浩特
市、包头市等 4 个城市已经被确定为
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文物部门正
在和国内参与省区同步进行着茶道
文物的调查保护工作。呼和浩特市
对大盛魁、将军衙署、大召寺等文物
遗址加强保护，二连浩特市复原了伊林
驿站，乌兰察布市保存了隆盛庄旧貌；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规划》近日通
过自治区级专家论证，补充完善后报国
家文物局审批。

辽上京、元上都等大遗址的考古
工作持续开展。与此同时，一些大遗址
的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大遗址保护的
亮点之一是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和建
设。内蒙古博物院大窑遗址、呼和浩特
市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包头市燕家梁
遗址、呼伦贝尔市哈克遗址、通辽市哈
民遗址等考古遗址公园逐渐被人们所
关注。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究竟有什么作
用？有关专家认为，大遗址将为周边文
化、旅游、生态、农业结构调整、现代服
务业发展提供契机。根据国外经验，随
着国民素质的提升，“断壁残垣”式的大
遗址历史文化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人
认可。自治区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也认
为，大遗址保护所形成的优越文化软环
境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并转变文物

“保护”与“利用”对立的固有观念。我
区的大遗址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真实
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成为传承历史文
脉、守护城市灵魂的载体。哈民遗址等
考古遗址公园逐渐增长的游客量，也证
明文物保护和展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通辽哈民遗址是目前考古界、史
学界、社科界研究的一大热点，2016年
8月 19日内蒙古哈民考古遗址公园开
园，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萨拉乌苏遗
址的保护规划已编制完成，将打造成一
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此外，我区要
加快大遗址各项保护规划编制，健全保
护机制，加强监测管理，突出文化线路
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展示。

有关部门已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保
护，完全可以和经济发展和谐共存。如
今，摆在相关部门面前的是通过科学部
署，全面布局，进一步加强自治区大遗
址保护管理能力建设，提高大遗址保护
展示水平，提升大遗址服务社会的能
力，实现大遗址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协调统一，使大遗址成为推动我区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力量，使各族群
众享受大遗址保护的成果。

每 处 大 遗 址 ，都 是 值 得 探 索 的
“史书”，都是历史文化的宝藏。自
治区文物局副局长王大方说，我区
坚持文物保护与文物利用、城乡建
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统筹协调，
不断提高全区文物事业发展水平。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坚守文物安全
底线。推进文物资源合理利用，释
放文物自有价值。打造草原文物品
牌，发挥文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中 的 独 特 作 用 。 落 实 共 享 发 展 理
念，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在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元上
都遗址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赤
峰市红山文化遗址群、辽代上京城
与祖陵遗址群、巴彦淖尔市阴山岩
刻遗址群“申遗”工作。加强全区世
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及
时对存在重大险情的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开展抢救性保护，在资金安排
上予以保障。组织实施一批具有重
大影响和示范意义的文物保护重点
项目。

每一处遗址都是封存的历史

“万里茶道”内蒙古段遗址二连浩特伊林驿站。

土城子城墙遗址。 本报记者 阿荣 摄

辽中京遗址辽中京遗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亮丽风景线

·传承

大遗址主要指我国古代文化遗址中，具有规模
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
墓葬等遗址及遗址群。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信息和文化内涵，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
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

大遗址大遗址

我区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地上地下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是中华灿烂文化和草原文明的瑰宝。文物
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我区是草原文明的发祥地，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三
大来源。我区不同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物，是我区面向世界的“金色名片”，是传承和弘扬草原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根脉。

近年来，全区文物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区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 21099 处，其中我区的文物大遗址分别是东部以赤峰为主要地区的红山遗址群和辽代遗址群，中部
以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为主要地区的元代遗址群，西部以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为主要地区的汉代遗
址群，此外还有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对三大遗址群进行重点保护，将其纳入国家大
遗址保护规划中，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草原文明，满足全区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自治区
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大团结，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上京辽上京
遗址残存的遗址残存的
龟驮碑石龟驮碑石。。

元上都遗址出土的石人（文、武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