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何宇辉何宇辉

版式策划版式策划：：施烨施烨 制图制图：：施烨施烨

20222022年年99月月2929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北疆文旅 四季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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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牙璧玉牙璧。。

位于科尔沁草原北部的扎鲁特
旗，北倚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南望古
老的西辽河，东邻肥沃辽阔的松嫩平
原，西眺巍巍的燕山山脉。这里地域开
阔，水草丰美，自远古就是人类繁衍生
息、纵横驰骋的历史大舞台。千百年
来，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
后期。在春夏交替时节，草原上强风
盘旋，狂风将埋在地下的陶片刮到地
面上，被当地村民发现，但是村民并
不了解其中价值。“2006年夏天，我
到现场捡到陶片后就判断‘这是新东
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原内蒙古
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时任考古发掘领
队的吉平回忆道。

塔拉、吉平所著《内蒙古扎鲁特
旗发现新石器晚期墓葬群》中表述：
遗址位于扎鲁特旗东南道老杜苏木
境内，2006年 6月，内蒙古文物考古

研究所（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院）、通辽市博物馆和扎鲁特旗文
物管理所对这一地区展开调查，并着
手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就此，距今
4500年左右的史前遗址展露于世。
南宝力皋吐遗址的房址平面形态是

“凸”字形，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左
右，为半地穴式，墙壁和居住面涂有
白色黏土，发现的作物主要是黍谷之
类。从2006-2009年4年间，吉平带
队对遗址进行发掘，清理房址18座，
清理墓葬295座，遗址出土陶器300
多件，骨器、玉石器等1000多件。

2006-2008年，南宝力皋吐遗址
发掘项目获得“中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提名，并入选国家文物局举办的

“2007-2008年度中国田野考古学论
坛”六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5月，该
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刮出的古代文化遗存

南宝力皋吐遗
址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通辽市境内。该
遗址属于新石器时
代晚期遗址，距今
4500年左右。遗
址的发掘为研究北
方农耕文明和游
牧、渔猎文化的交
往交流交融提供了
第一手考古资料，
印证了各族人民密
切交往、相互依存、
休戚与共，形成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格局，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较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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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博物馆提供）

发现史前冠饰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研究材料表明，早在5000年前，科尔
沁草原就是我国古代北方先民生息繁衍
的摇篮，也是重要的历史舞台之一。南宝
力皋吐遗址的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与东北地区
就已发生密切接触。该遗址出土的丰富
且珍贵的文物引起专家学者高度关注。

2010年 8月，参加南宝力皋吐遗址
学术研讨会的国内30多位知名考古专
家学者一致认为，南宝力皋吐遗址规模
巨大、形制特殊、出土文物丰富、文化面
貌复杂，它的发现对研究东北乃至东北
亚地区史前文化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其

学术价值非常重要。“这一遗址具有鲜明
的地方特色，很难归入已经命名的文化
类型。”时任北京联合大学历史学学科带
头人韩建业说。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表明，该遗址
所体现的多元文化现象可能与扎鲁特旗
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有关。“扎鲁
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驿站’，南宝力皋吐
遗址恰恰体现了这一特点。”根据目前出
土的材料来看，南宝力皋吐遗址除了与
东北的史前遗址有密切联系，而且南与
山东，西与新疆、甘肃，北与俄罗斯等地
存在文化交融现象。

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认为，南宝力皋
吐原始生活区具有文化通道的作用。“这
里发现的火烧墓和叠肢葬等墓葬形式，在
同时期的中国西北与河西走廊一带也出
现过，因此，两地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吉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遗址
出土文物为研究北方农耕文明和游牧、
渔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第一手考
古资料，印证了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
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格局，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历史脉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较大意义。”

▲▲玉坠饰玉坠饰。。

复原的先人居住区复原的先人居住区。。

南宝力皋吐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

▲▲双耳陶壶双耳陶壶。。

▲▲玉璜玉璜。。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伟伟 武峰）

▲▲

带柄彩陶罐带柄彩陶罐。。

让文物开口讲故事

遗址分为聚落房址区和墓葬区，在发
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
的史前人类帽子——冠饰。出土时冠饰
很紧密地套箍在遗骸头颅上，帽子的形状
十分清晰。

据检测发现，组成冠饰的是剖割成弧
形条片的动物牙齿，每个骨片两端都有孔
眼。骨片长短、弧度非常讲究，每顶冠饰
由十几片骨片组成。此外，戴冠饰的人均
为仰身直肢葬，骨骼保存完好。

吉平介绍，冠饰可能与该地区原始族
群狩猎的生活习惯有关。用猎取的动物
牙齿制作冠饰，有利于长期保存。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盖之庸介绍，南宝力皋吐遗址所显示
的农业与采集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促进
了当时的社会发展，而先天的地理环境
优势，又使这里成为当时的文化交会中
心。遗址中带有许多周边考古学文化特
点，似乎是在讲述几千年前发生在这里
的关于文明交会的故事。

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博物馆馆长刘
志强介绍，遗址出土有精美的玉璧、玉
璜、刺猬形陶器，以及“人”形孕妇陶壶
等。既有石刀、骨锥、纺轮等生产工具，
也有五角星形石器、冠饰等礼仪用品。

五角星形石器呈黑色，煤晶石质地，在上
面以浮雕的形式叠加了一个小的五角
星，小五角星的尖角正对着大五角星两
个尖角之间，两个五角星的中心是圆形
的孔，可以装木柄，这很可能是类似于权
杖头之类的礼仪用品。

《内蒙古扎鲁特旗发现新石器晚期墓
葬群》中介绍：南宝力皋吐墓地是一处新
石器晚期的墓葬群，其文化性质有待于进
一步确认。南宝力皋吐墓地所处地理位
置比较特殊，文化面貌也相当独特，因而
在东北地区史前原始文化的构建过程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承起意义。

6月1日召开的通辽市委常委会提出，
要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通辽历史和
西辽河文化研究，坚持用中华文化浸润民
族团结，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口径15.6厘米、腹径39.2厘米、底径
12.4 厘米、高 23.5 厘米的‘人’形陶壶以
360度全息投影展示了典型的女性孕育形
象……”金秋时节，通辽市南宝力皋吐遗址
博物馆内，利用数字网络多媒体技术，以3
Ｄ动画的形式展示了史前人类的生活方
式。新颖的展示方式让文物“开口”讲故事
成为现实。

南宝力皋吐博物馆于2015年动工建
设，2017年8月布展完成并对外开放。博
物馆以还原史前文明、展示新石器时期文
化、宣传优秀文明成果为宗旨。另外，为了
增强实物性和直观性，在展厅外的复原区，
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史前先民的生活场景。

刘志强说，随着“博物馆热”的不断升
温，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创新传播
吸引着人们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
明。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发现对深入探寻通
辽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依
据，其历史意义深远。博物馆的成立就是
在对南宝力皋吐遗址妥善保护的前提下，
打造扎鲁特旗集历史文化、历史人文景观、
科普教育、草原自然风光等于一体的多元
素遗址博物馆。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连吉林介绍，“凝聚民族之魂，增强国人的
骨气和底气是文物‘活’起来的根本之义。”
利用现代虚拟技术让文物“活”起来，让文
物“开口说话”，让参观者更直接地接收到
文物的相关信息，激活文物的内在价值，不
但让文物影像动了起来，更实现了文物与
参观者之间的“交流”，激发了我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了中国人振兴中华、
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