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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倩

公元907年唐代灭亡之后，契丹人耶律阿保机
称可汗，916 年正式建国，国号“契丹”，后称“大
辽”。这个立国200余年的多民族王朝，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璀璨文明。

以辽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型博物馆

辽代皇都辽上京，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始建于公元918年。坐落于林东镇契丹广场的辽上
京博物馆是内蒙古唯一一座辽代皇都博物馆，也是
我国唯一一座以辽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型博物馆。

“巴林左旗的辽文化资源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
有垄断优势，作为辽文化的发祥地，巴林左旗的契
丹辽文化遗存有700多处。博物馆是弘扬民族精
神，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阵地，我们有必要系统介
绍和展示辽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考古发掘研究成
果。”辽上京博物馆馆长李建奎说。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是国家三级历史类博
物馆，创建于1959年，如今使用的场馆为2003年所
建，后经扩建，目前展厅面积1800平方米。

远观辽上京博物馆，不高的四方形建筑，却给
人以历史的厚重感。李建奎说：“我们这个博物馆
的外形，是以辽祖州石房子为原形设计的。”果然，
那白色的砖墙如同几块堆积的巨石，而酱红色的墙
砖则宛若洞开的石门。石门中立着八根汉白玉柱
子，代表契丹八部。柱子上方的横梁上是汉白玉浮
雕，雕刻的是辽代佛教的一种妙音鸟。

走进一楼大厅，迎面便是沙盘。“这是按比例缩
小的辽上京遗址模型。”李建奎说。辽上京是契丹
人在中国北方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都城，有“草原
第一都”的美誉，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南郊，总面
积约5平方公里。沙盘模型可以让参观者对辽上京
有个直观的印象，从沙盘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辽上
京分为南北二城，北为皇城，南为汉城，两城相连呈
不规则的“日”字形。

馆藏文物近3000套件

“辽上京博物馆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为一
体的多功能博物馆，兼有全旗文物保护和管理双重
职能。”李建奎说，“我们目前看到的是馆内的大型
永久性陈列‘走近辽都——辽上京历史文物陈列’，
有4个展厅，共展出文物1000余件，全面介绍辽上
京遗址和契丹族建立辽上京城的发展史。”

从契丹族的传说，到彰显皇家气派的建筑材
料；从奢华考究的乐舞饮食，到流光溢彩的马具马
饰；从对契丹族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草原丝绸之
路，到技艺精湛、充满艺术美感的烛台瓷盘。第二
展厅用各种珍贵实物展现了辽代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展厅为辽代宗教、丧葬习俗展。李建奎
指着展柜中的银币告诉记者：“这是我们馆的镇馆
之宝，我们馆的馆徽就是以它为原型制作的。”这
枚契丹银币直径4厘米，厚0.2厘米，重21克。银
币铸作精致，字迹清晰工整，方穿圆形，内有外
廓，阔缘。正面刻着阳文契丹大字，译为“天朝
万岁”，背刻阴文契丹小字，目前不识。据李建奎
介绍，这枚银币是典礼性的压胜钱，不是流通的
货币，所铸数量有限，当为稀世珍宝。“它是全国
最早发现的辽代契丹大字银币，为研究北方少数
民族古文字学、钱币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
料。”李建奎说。

“这是南塔石刻，飞天造像。”李建奎指着展柜
中的浮雕石刻说。只见浮雕人物形象十分优美，面
容丰满，体态秀丽，作飞翔姿态。辽代崇尚佛教，辽
上京南塔为八角七级密檐式砖塔，塔身有赭色石质
浮雕造像84尊，现存20尊。“这批浮雕不但是重要
佛教资料，而且是极为珍贵的一批石刻艺术品。”李
建奎说。

据李建奎介绍，壁画和墓志是博物馆的馆藏特
色。第四展厅的哈拉海场辽墓壁画是辽上京博物馆
馆藏辽代壁画的代表作。该壁画共4幅。第一幅描
绘7名女子为主人备食的场景，第二幅描绘了4名男
子在一老仆的带领下为主人备饮的场景，第三幅是
仪卫图，第四幅是等待主人出行的备行图。只见这4
幅壁画，色彩浓重鲜艳，人物表情丰富，画面自然生
动。“这批壁画是从辽墓中揭取出的，从2000年开始
博物馆掌握了揭取技术，以前都是根据墓葬内壁画

按一比一的比例临摹的。”李建奎说，“契丹壁画丰
富多彩、题材广泛，地域风格和民族特点浓厚，具
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据李建奎介绍，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辽文化，
坚定本地区人民的文化自信，辽上京博物馆除了
大型永久性陈列，历年来还举办了多次专题陈
列，主要有《巴林左旗简史》《石刻文物展》《南
塔山、茫图坝辽墓文物展》《辽代壁画展》《辽代
墓志展》《辽代宗教文化展》《辽代丧葬习俗展》
《辽代社会生活展》等。

辽上京博物馆馆藏丰富，珍品荟萃，藏有辽
代历史文物近3000套件，其中：一级文物59件，
二级文物230件，三级文物284件，具有极高的研
究价值。

准备把博物馆搬上互联网

“我们馆是以辽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型博物馆，
它的功能不只是收藏、展示，我认为更多的是其研
究和保护功能。”李建奎说。

近年来，辽上京博物馆接待了刘凤翥、冯永谦、
宋德金、董新林、田广林、塔拉、陈永志、吴英喆、任爱
君等多位研究辽代历史专家学者，并联合举办大型
学术会议。2016年8月召开的契丹辽文化暨第三届
契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来自澳大利亚、韩国、
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的30余所高校和科研所的80
余名专家学者来到辽上京博物馆参观学习。

据李建奎介绍，近年馆内研究人员在《文物》
《考古》《北方文物》《文史》等刊物发表著述百余篇，
其中契丹文字、辽代葬俗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在国
内外有一定的影响。

“博物馆还负责巴林左旗周边遗址的保护和巡
查工作。”李建奎说，“博物馆与遗址附近的村民、小
学教师、文物爱好者等签订责任状，成立村级保护
小组和县级保护组织，由他们负责日常的保护和巡
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博物馆。”

将来，辽上京博物馆将更加注重互动性和参与
性，使文物展览变得更加灵活生动。“2013年我们建
设了新馆，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预计今年就会
投入使用。”李建奎说。

据李建奎介绍，新馆位于辽上京遗址西侧，文
物展厅面积约3400平方米，新馆将采用多媒体技
术，辅助文物展示的有文字、图版、电子触摸屏、音
频设备、影像、3D影厅、场景模拟雕塑、墓志书法临
摹互动、电子拓印墓志互动等多种手段。

自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免费开放以来，
辽上京博物馆平均每年接待10万余人次。“未来，我
们还将打造数字博物馆，把博物馆搬上互联网，让
更多的人来了解辽文化。”李建奎说。

（图片均由辽上京博物馆提供）

□文/图 林文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一个在
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
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是华夏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赤峰市巴林草
原先民创造的那日斯台文化又是红山
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那日斯台新石
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许多极其珍贵的玉
器，其中玉龙、玉蚕、玉鸮、玉鸟、勾云形
佩饰等玉器，雕刻精细，精美绝伦。

那日斯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
巴林右旗大板镇那日斯台嘎查巴彦

汉山东麓、查干沐沦河西岸，南距西
拉沐沦河约 13公里。遗址东西长
约 1500米，南北宽约 1000米。遗
址东部是台地，西部是坡地，中间被
宽约100米的乌兰沟隔断。遗址周
围有壕沟痕迹，东侧不远处是那日
斯台嘎查，东北侧尚有清晰可辨的
窑址，西侧的文化层保存较好。

考古专家在该遗址发掘、清理
的文物有玉器、陶器、石器、石雕器
和骨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
还有泥质红陶、彩陶。夹砂褐陶器
型主要是大口小底罐、瓮、杯等，纹

饰以“之”字纹为主，还有指甲纹、
网格纹、弦纹、“回”字形纹及器底托
印编织纹等；泥质红陶器型多为高
领双耳罐和钵，器表多素面；彩陶多
为残片，器型主要是罐和钵，黑色居
多，紫红色少。纹饰有平行斜线纹、
菱形纹、三角形纹、竖线纹、三角涡
纹和条带状纹等。遗址还出土了纺
轮、纺瓜等陶制工具。

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压
制细石器。打制石器主要是锄形器、
镰形器、石斧、石耜等。磨制石器主要
有磨盘、磨棒、斧、凿、刀、饼形器等。

压制细石器主要有石核、石叶、石镞、
石钻、刮削器等。细石器以燧石、碧玉
等为原料，颜色有乳白、暗红、橙黄、淡
绿和暗灰色，器具为石罐和玉雕器，有
石人、石猪、石杯、石罐等，玉雕器主要
有龙形、鸟形、蚕、鱼、人、斧、勾形器、三
联壁、云纹饰件、纺瓜、珠饰等。骨器
主要有角锥、骨针等。

那日斯台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迄
今西拉沐沦河以北发现的规模最大
的原始文化遗存之一。1992 年 6
月，该遗址被列入赤峰市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那日斯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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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学生们在观看沙盘上的辽上京遗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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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辽上京博物馆的外形以辽祖州石房子
为原形而设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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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人类收藏历史记忆
和熔铸新文化的殿堂，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宣传文明成
就的重要标志和窗口。博物馆担
负着保护、研究和展示文化遗产，
融汇生态文明和科技文明，推动文
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职能。
加快博物馆事业发展，对于提高全
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创
新发展草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内蒙古的博物馆事业
发展以党的政策为指导，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场馆建
设、免费开放、陈列展示、社会教
育、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文化产
业、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绩。内蒙古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
系和文化市场体系，推动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博物
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
成部分，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先
进文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本版特别推出“内蒙古博物
馆”系列，敬请关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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