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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泥窑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喇嘛湾镇白泥窑
子村东北 1.5公里处。遗址的文化内
涵丰富，包含白泥窑文化、庙子沟文化
等5种文化遗存。多元文化的交融不
仅丰富了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内涵，同
时也印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早期文明
的交流互融，为深刻认识各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强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标
识、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了有力借鉴。

“这是翻出来的老照片，但是条件有限，拍摄
的并不多。”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
崔树华看着灰白色的老照片，将记忆拉回到了30
多年前。在发掘并修复的众多文物中，发掘尖底
瓶时的场景让崔树华记忆犹新，“看到尖底瓶的残
片时，我父亲和几位老师都兴奋不已，他们嘴里不
停念叨，真好，真好，这是很典型的仰韶文化啊！”

在发掘出土的器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
物有尖底瓶、火种炉、折腹盆、深腹盆等，以及大量
的打制器物。这些文物、器物一经“现世”，便引起
学术界热烈讨论，学者们各抒己见。

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考
古研究院院长魏坚说：“白泥窑文化是在继承了距
今7000年前来自中原仰韶时期北上的半坡、后冈
一期和庙底沟文化主要因素发展起来的一支新的
考古学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
中的一支重要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白泥窑文化
的经济类型以锄耕农业为主，根据分布地域的不
同，表现为兼营狩猎、渔猎和采集的生业模式。同
时，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来自中原和
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持续影响，在距今5000年
前发展演变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满天星斗’中最
耀眼的星座之一。”

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卫雪，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耀鹏
在《陶尖底瓶的功能结构分析》中提到，尖底瓶是仰
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之一，尖底瓶以关中地区出土
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序列最为完整，其次是晋
南、豫西、陇东地区，均集中于仰韶文化中晚期。陕
北和内蒙古南部地区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有较多
发现，而冀南及鄂北地区始终少见或不见。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涛在整理有关仰
韶文化的多个文献资料中发现，在内蒙古中南部
仰韶文化早中期的10处重要遗址中，共出土30
余件火种炉。根据出土地点，可以将其分布范围
划分为两个区：第一区为凉城的岱海地区，发现的

火种炉最为集中，以王墓山下、狐
子山两处遗址为代表；第二区
为南流黄河两岸区，主要以清
水河的白泥窑子、鲁家坡、庄窝
坪、后城咀和岔河口等遗址为
代表。

张涛介绍，从类型年代
看，按照火种炉下腹部的特征
分为四个类型。代表了火种
炉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变化：
由折腹到鼓腹，再到斜腹；下半

部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稳定
性得到加强；早期既有直口又有敞

口，到晚期均为敞口，同时底径与口径
的比例越来越接近；使用附加堆纹的现象

由较多到较少再到较多；底座由呈鼓状到亚
铃状再到覆钵状。白泥窑子遗址和王墓山下遗

址的C14数据表明，火种炉的使用年代大体在距
今6200年至5500年之间。

多种文化交融碰撞

白泥窑子遗址的5种文化遗存，
均有显示自身特征的陶器群，各自都
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该地
区又同中原地区相应时代的文化有
着密切的关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盖之庸介绍，内蒙古地区从东
到西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风格迥
异的文化，但各文化间相互交往、交
融，盘根错节，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
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连吉林介绍，白泥窑子遗址受
到中原不同阶段、不同考古学文化的
强烈影响，如弦纹夹砂罐、敛口瓮、红
顶钵及带有网格纹彩陶存后冈一期
文化特征；深腹盆、圜底钵及宽彩带

纹彩陶与半坡文化大同小异；小口尖
底瓶、铁轨式口沿夹砂罐及带有花瓣
纹的彩陶与庙底沟文化有相似之
处。这种不同文化特征集于一处，甚
至能够在一件器物上看到不同文化
交融的现象，是各文化主体间文化因
素的高度借鉴及认同。这些文化因
素的互融皆记录了各地域考古学文
化发展、交流的轨迹，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实物例证。

张涛认为，白泥窑子遗址的发掘，
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它对于
内蒙古中南部古代文化区、系、类型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说，
它对以燕山南北长城内外为重心的我
国北方考古学以至于中国考古学的这
一阶段，填补了地区空白。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伟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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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清水河县不可移
动的古建筑、古遗址及石刻等文物类
型齐全，历史延续性强。清水河县始
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积极开展考古
调查，以保护传承为载体，进一步推
动文化遗产传承与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认真梳理县域内文物资源，摸清
文物家底，加快推进清水河县博物馆
文物征集布展工作，加强文物价值挖
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文物“活”起

来，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
势，加快文旅融合，推动县域文旅产业
高质量转型发展。“文物承载着灿烂文
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
神，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清
水河县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我
们将保护好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目
前，正在计划打造包括白泥窑子遗址
在内的多个遗址的文旅项目，真正做
到让文物‘活’起来。”清水河县文物保
护和考古中心负责人王平说。

让文物“活”起来

初秋的清水河，岸边垂柳随风摇曳，清澈的河水一路
欢歌，向着黄河蜿蜒而去。站在喇嘛湾镇的高处向东北眺
望，大约1.5公里处就是白泥窑村，一座座民居宅院清晰可
见，一条小溪从白泥窑沟中穿流而过，小溪清澈见底，滋润
着两岸肥沃的田园；溪边地头绿树成荫之处，一排排的果
树上挂满酸涩的海红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20世纪50年代，白泥窑子遗址的发现让这个默默无闻
的小村庄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白泥窑子遗址也因白泥窑子沟
而得名。1958年秋，当时的文物队发现了白泥窑子遗址，这
是一处古代聚落遗址，在白泥窑沟两侧台地上分布着大大小
小不同时期的古代聚落遗址，遗址所在台地高于沟数十米，
这些台地又被白泥窑沟的诸多支沟分割成许多小块台地，各
小块台地的地层结构和地貌不尽相同。有的台地植被繁茂；
有的台地新植树木欣欣向荣；有的台地原生地层遭破坏，地
表沙化并积有流沙，有遗物暴露在地面上……

1982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室
崔璇带队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从1982年开始第一次
发掘，随后在1983年、1984年、1986年共进行了4次、6个点
的发掘，4次发掘都是我父亲带队，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3次
发掘，还参与了发掘后期的资料整理、文物修复、绘图等工
作。”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馆员崔树华告诉记者。

崔树华介绍，发掘面积1000多平方米，发掘成果丰厚，有
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包括装饰品等等。出土遗物中磨制石
器、打制石器、细石器共存，并有骨角器和陶制工具，彩陶的陶
色繁杂、色彩丰富，常见内彩和复彩。尤其是它的防护沟，系
内蒙古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现的最早的防护设施。

据了解，白泥窑子遗址主要包含了新石器时代——青铜
时代的文化遗存。按时代序列可分为5种文化：白泥窑文化、
庙子沟文化、阿善文化、永兴店文化、朱开沟文化。第一种文
化的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第二种文化约相当仰韶
文化的半坡晚期；第三种文化介于仰韶与龙
山之间；第四种文化当为龙山时期；第五种
文化的时代应属青铜时代夏至早商。

为何在偏僻的山沟有如此重大的考
古发现？“这里交通四通八达，环境和气候
适宜人类生存，为多种文化的交流交往交
融提供了有利条件。”崔树华这样概括。

喇嘛湾镇地处清水河县西北部，北接
土默川平原，并与托克托县为邻，东北与
和林格尔县接壤，西隔黄河与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相望。这一带属于黄土丘陵地
带，是南部黄土高原和北部呼和浩特平原的
连接点，滔滔黄河自西而来，至此折而南流，两岸
悬崖夹峙，沟壑纵横，蔚为壮观。对此，清水河县文
物保护和考古中心负责人王平更有感触。他介绍，这
一带自然条件良好，宜农宜牧，适合于人类劳动、生息。自
古以来人口都比较密集。根据记载，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活动，
有着丰富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存。

山沟里重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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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盆。

火种罐。

小口尖底瓶。
白泥窑子遗址点范围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