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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通辽市扎鲁特旗巴雅尔图胡硕
镇别日木吐嘎查北1.4公里处的豫州城遗
址，是中国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辽代州城
址之一，2013年 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扎鲁特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王成说，
该遗址的发现，是辽代考古史上的一次重
要发现。其建筑规模，建筑布局等多方面
都是辽代州城遗址的代表，它对研究辽代
社会地理区划提供了又一地理坐标，为进
一步理清辽代社会的行政区划及辽代投
下军州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据孟祥昆介绍，2008年，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时，在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荷叶
花嘎查西约 1公里发现的荷叶花西北一
号遗址文物证实，早在 8000年前的兴隆
洼文化时代，扎鲁特旗地区就有人类繁衍
生息，留下了通辽地区已知发现的最早人
类生活足迹。

2012年 5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福巨嘎查
北约 2.5公里处的一处沙质台地上，发现
了一座沉睡千年的辽代古城遗址，被命名
为“福巨城市遗址”。这座古城遗址，南距
西辽河约19公里。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辽
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鹏教授
通过地表勘察、文物标本采集研究、周边
古河道研究、周边古城遗址比对，首次提
出辽政权的诞生之地龙化州是“福巨城市
遗址”的结论。

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
分会韩世明会长称，李鹏教授的研究成
果在辽金史研究领域是一次重大突破，
填补该领域的学术空白。将龙化州定为
福巨古城，定论为通辽市是契丹早期活
动中心，依据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非常
符合文献记载。2016 年 8 月，内蒙古考
古队在开鲁县东风镇七家子村发掘两座
被盗的辽代古墓，从发现的墨字题书

“葬□龙化州西□二里”等文字内容分

析，也印证了“福巨遗址是辽代龙化州”
的科学观点。

科尔沁文化暨契丹辽文化研究会会
长李丽介绍，根据《辽史·太祖纪》记载：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審吉国，其可知
者蓋自奇首云”。据考证，在历史的长河
中，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是中华民
族的一部分，在政治制度上，其把中原三
省六部制引入封建集权体制中，实行“南
北面官制度，一国两制政策”。从2018年
开始，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等部门通过政
府招标程序，开始对福巨城址进行考古勘
探作业，依托科尔沁文化暨龙化州研究基
地，为开辟新的旅游资源奠定基础，目前
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这些古代遗址，在中华民族长期生
存发展的实践中，经历了各民族相互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程，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
多元走向一体的全程，西辽河流域成为中
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李鹏说。

续写西辽河繁荣过往

在西辽河这一大自然舞台上，通过古城遗址，一幅幅人类生
存、发展、传播、演变的历史画面徐徐展开。

随着通辽地区的古城遗址被陆续揭露和发现，在已经发掘发
现的60余座规模不等的古城遗址中，不同时期的文物精品不断
面世。

通辽市西南部的奈曼旗，北靠西辽河，位于该旗境内沙日浩
来镇的土城子城址和青龙山镇的善宝营子古城址，是战国时期燕
国到秦汉时期西辽河流域的重要城邑，两地相距40余公里。近
距离的联结，形成了早期的城邑圈。据考古调查证实，两座城邑
从战国一直沿用到秦汉，根据发掘所揭示出的地层堆积和出土文
物分析，古城未见东汉时代任何遗物，因此可以初步断定，两座城
邑在东汉时废弃。

土城子古城是西辽河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基
本完整的一处城址。奈曼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周伟东说，古城轮
廓清晰，城内有内城，夯土板筑的外城西部偏北与内城相近的一
处高台建筑址上，散布着大量的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陶片、货币、兵
器、建筑构件等遗物，证实了古城的存续时代和历史沿革。文物
遗存为研究西辽河古城邑政治、军事、生产、生活、习俗等提供了
有力的实证。

土城子城址是西辽河流域汉、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
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奈曼旗周边陈国公主与驸
马合葬墓、奈曼王府、燕长城等共同书写了悠远的历史文化，是独
特的民族历史文化品牌。2013年 5月，土城子城址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2年至 1973年发掘的善宝营子城址，出土了 2000余件
燕、秦、汉历史遗物。更重要的是，在城内主要建筑遗址中，出土了
刻有秦始皇廿六年统一度量衡诏书文字的陶量等珍贵文物。

善宝营子古城近方形，墙系夯土板筑，细密坚实。东北垣有
二望楼址，北望楼址已发掘，是木结构的两层建筑，底层为粮仓，
上层为瞭望设施。周伟东介绍，城内布局有序，北部居中有一高
台建筑遗址，刻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文字的陶量即在此处出土。
从遗址所处位置和规模形制，以及发现的珍贵陶量分析，此高台
遗址当为该城的重要建筑遗址，可能是官署所在。

另外，在该遗址的西南部位，经钻探和发掘证明是手工业作坊
区，东、南两面是一般的住宅区。建筑用的瓦类，有板瓦和筒瓦，纹饰
多为绳纹。铁器多为生产工具。这时的铜锹多为铁铤，均为三叶或
三棱体，同时出现了铁镞，此外还有一件铜矛。遗址还出土了秦并
六国颁发的标准量器，货币有秦半两、吕后半两、文帝半两等。

周伟东说，据考证，燕北长城从敖汉旗的中部和奈曼旗、库伦
旗的南部经过,这三个旗的部分地方应属辽西郡管辖。战国时
代,燕国设置右北平、辽西等郡对地方实行有效管辖。燕所设右
北平郡等是历史上内蒙古东部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善宝营子城
址，是内蒙古东部最早形成的城镇,在内蒙古地区史上有重要意
义。从这一城址的发现中可以看到，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通过辽
西、辽东二郡传入二郡以北的广大地区，城邑起到了中原先进文
化向北传播的枢纽作用。古城发现的每一件农具、陶器、武器、货
币和大量的蚌壳、动物碎骨，无不生动地讲述着中国古代中原文
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史实。2006年，善宝营子城址被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专刊组在途经沙日浩来镇平顶山村附近侏罗纪时期的蜉蝣
生物化石遗址时看到，在“桃山”下的河槽和山坡上，到处可见大
量石灰岩中夹杂着多种多样的海底蜉蝣生物化石，来自距今四、
五千万年的生命遗迹，为西辽河流域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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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林喜 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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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宝营子城址出土的灰陶残片善宝营子城址出土的灰陶残片。。

福巨城址福巨城址。。

荷叶花遗址出土的地表陶片荷叶花遗址出土的地表陶片。。

（本版图片由奈曼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心 扎鲁特旗文物保护中心 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辽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奈曼旗蜉蝣生物化石遗奈曼旗蜉蝣生物化石遗
址出土的化石址出土的化石。。

西辽河作为辽河最大的支流西辽河作为辽河最大的支流，，自海流图流经通辽地区自海流图流经通辽地区，，形成中下游核心区域形成中下游核心区域。。
在这一流域在这一流域，，众多古代城市历史遗址众多古代城市历史遗址、、遗存广有分布遗存广有分布，，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

发现发现，，证明西辽河流域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史前文化证明西辽河流域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史前文化，，还一度有着辉煌的都市圈文明还一度有着辉煌的都市圈文明，，
中下游广袤的科尔沁地区在历史上承载着城邑建设的文明和辉煌中下游广袤的科尔沁地区在历史上承载着城邑建设的文明和辉煌。。

通辽市博物馆馆长孟祥昆通辽市博物馆馆长孟祥昆、、副馆长闫洪森在副馆长闫洪森在《《科尔沁科尔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略论通辽地区物质文化遗产—略论通辽地区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写道一文中写道：：该区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该区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
碰撞的特殊地带碰撞的特殊地带，，是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承上启下的重要区域是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承上启下的重要区域，，留下来许多文化交流留下来许多文化交流、、
交融的印记交融的印记。。

《《北疆文旅北疆文旅》》专刊组与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物科长刘伟臣等一行人沿西辽专刊组与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物科长刘伟臣等一行人沿西辽
河核心流域河核心流域，，深入通辽市科尔沁区深入通辽市科尔沁区、、奈曼旗奈曼旗、、扎鲁特旗等地扎鲁特旗等地，，走进古城遗址走进古城遗址，，探访各族探访各族
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透过大小不一透过大小不一、、分布广泛的古城遗址分布广泛的古城遗址，，可以窥见该区域可以窥见该区域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