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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清海晏

破蒙启智

黄河，经天亘地，大气磅礴，发源于世界屋脊，从青藏
高原巴颜喀拉山，向着天地之间奔涌了上百万年。

至内蒙古，黄河出黄土高原一路向北，蜿蜒逶迤，穿沙
辟石，百折奔流，在阴山之南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

黄河流域，孕育了华夏文明。人类最早的文明是在适
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产生的，黄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
域、两河流域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见诸于历史学家翦伯赞
所著《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地球在转动，
冰河在冲刷，海洋在隆起，陆地在沉沦，风雪在飘零，内海
在荡漾，月桂树在摇曳，剑齿虎在咆哮，这就是开天辟地时
代的景象，就在这个宇宙洪荒的时代，在蒙古高原大内海
的周围，出现了中国最初的人类。”

据此，自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地球地质史上的“冰河时
代”开始，蒙古高原上便出现了生机盎然的生态和谐景象。

现代考古学将旧石器时代视为人类出现与文明形成
的肇始阶段，及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
展阶段。旧石器时代起始于人类诞生之日，也是早期人类
创造的文明形态。

呼和浩特市东33公里的新城区保合少镇大窑遗址，是
目前内蒙古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唯一
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我国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包括
旧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时期的石器制造场，填补了内蒙
古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空白，这表明内蒙古阴山南麓一带是
远古人类开展活动之地。

黄河出青铜峡以后，地势豁然开朗，进入坦荡的宁
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包括“前套”与“后套”），这
一流域的河道平缓，它西面的贺兰山，阻挡着沙漠的侵
袭；北面的阴山屏障西伯利亚的寒风，塑造了这一区
域相对优渥的农业生产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大窑村南山坡是横亘在内蒙古西部的阴山山脉大
青山南面的支脉，山下有溪涧流水，适宜于人类
居住。

“大窑遗址的发现，把内蒙古黄河流域乃至
整个内蒙古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到了50
万到 60万年以前，这也证明了
内蒙古黄河流域也是中华
民族远古人类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内蒙
古黄河区域文化
研究项目负责人
康建国说。

大河浩荡，百折不回。黄河流到
哪里，就把黄河文化带到哪里。

无定河，是黄河中游右岸的一条
多沙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北部白于山
北麓定边县境，流经鄂尔多斯乌审旗
境，在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地上不断
切割，形成了一条七八十米宽的萨拉
乌苏峡谷，于陕西清涧县河口村注入
黄河，远古时期，这里曾是另一群远古
人类创造文明的福地。

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
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峡谷进行调

查研究和科学发掘，相继发现了人类
顶骨、额骨、枕骨、股骨、胫骨、腓骨等
化石。其中数件人骨化石是从晚更新
世原生地层里发现的，特别是发现一
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这是中国境
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
层记录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乃至整个
亚洲古人类学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
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考古学
家裴文中先生首先使用“河套文化”和

“河套人”这两个名词。“河套文化”由
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和宁
夏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旧石
器时代遗存共同构成，而“河套人”就
以那颗牙齿为代表。

多位地质学家研究认为，河套人
生活年代应为5万—3万年前，是目前
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
智人(即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之一。

“考古实证，当时的河套人已经会
狩猎、会用火、会制作石器和骨器，专
家研究发现，狩猎不但是当时人类生
产生活的最重要活动，也是人类最早
改变全球环境的开始。”鄂尔多斯市
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说。

目前，萨拉乌苏遗址至少包括“范
家沟湾”“杨树沟湾”等9处，“河套人”也
与“北京人”“山顶洞人”一样被誉为中
国旧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化石。

刀耕火种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全长 5464
公里，流经内蒙古总里程为843公里。

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中华文化的发源
地，古老的中华文明离不开黄河的滋
养。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广阔的土
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
灿烂夺目的黄河文化。

黄河播撒下的文明之火，从没有厚
此薄彼，在大河拐弯之处，内蒙古的土
地上同样有着令人瞩目的文化，不仅熠
熠生辉，且独具风采。

不尽黄河万古流。黄河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根与魂。

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

早期文明曙光
大窑遗址向西南 100公里，矗立

着一座历史名镇——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镇，这里是黄
河上中游的分界处。在托克托县当地
有“先有河口镇，后有托县城”的说法。

从河源到河口镇是黄河的上游地
段，这一段河长3472公里，落差3846
米，上部是高山草原区，下部是峡谷区
和宁蒙平原，流域面积为 38.6万平方
公里。大黑河、小黑河（古武泉水）、白
渠水（宝贝河）流经这里，大有“万水归
托”之势。

大黑河古称“金河”，蒙古语名为伊
克图尔根河，是黄河上游末端最后一条
一级支流。它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资
县坝顶村，流经阴山中段乌兰察布市卓
资县、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麓的冲积平
原，在托克托县河口镇汇入黄河。

根据黄河全流域的水文特点，黄
河干流河道可分为上、中、下游和 11
个河段，滚滚黄河由西而来，流经托克
托县境内，折南入晋陕峡谷而去，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
镇、河南省洛阳市旧孟津成为分界点。

河源至托克托县的河口镇为上游，
黄河上游青海省玛多县多石峡以上称河
源区，河源当地称玛曲。最早有关黄河
源的记载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有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说。在河口，黄
河来了个总体上的90度急转弯，向东流
到鱼河堡再转向东南，向南流到河曲、府
谷和保德晋陕河两岸三角地。

在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碑下，
可以从从容容地饱览黄河，原本以为
急转弯处浊浪滔天，想不到河面很平
静，因为大方向虽然是一个直角，但也
有细部里的三转六弯，黄河在这里展
现了雍容温柔但不失爽利的一面。

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的原始农
业，最初的农业主要是沿河两岸的冲
击沃土分布。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
和，加之疏松易耕的黄土冲积层，故而
早期的内蒙古黄河流域就出现了发达
的原始农业。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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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阳
光明媚,乌兰木伦河碧波荡漾，在阳光
照射下熠熠生辉。

乌兰木伦河是黄河在内蒙古流域
的干流水系。从石器时代流淌至今,
一任风雨洗铅尘，流过窟野河，流进中
华历史长河中。

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乌兰
木伦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
的遗址，经科学鉴定，遗址的存在时间
距今 3万至 7万年，遗址出土了大量
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并清理出了火塘
等遗迹，由此断定乌兰木伦人有食用
熟食的习惯。

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水洞沟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地
处黄河一级支流处，该支流流经鄂托
克前旗西角的上海庙镇芒哈图村后汇
入黄河干流。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
水洞沟遗址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塞
上江南”之美誉的灵武市（古称“灵
州”)，但从地理区域及历史时期的文
化区域发展角度而言，水洞沟遗址却
属于鄂尔多斯高原。

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薛正昌说，水洞沟遗址的早期居民逐渐
走出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宁夏平原，并对
宁夏平原及贺兰山等进行开发利用，这
在贺兰山岩画中有所体现。贺兰山岩
画大多创作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岩画
的内容与社会发展阶段看，水洞沟遗址
与贺兰山岩画有吻合之处。

贺兰山早期人类开发与文明发展

受到以水洞沟遗址为代表的内蒙古黄
河流域早期人类的深远影响，这也体
现出内蒙古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文明对
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考古证实，
水洞沟地区的早期居民是生活在自然
条件较为优渥的环境中，正是这样的
自然环境吸引着人类祖先长期在此繁
衍生息，并在这一区域内创造了辉煌
灿烂的早期人类文明。

从考古学角度来讲，乌兰木伦遗
址的发现填补了距今 7万至 14万年
的萨拉乌苏遗址和距今3.8万年至3.4
万年的水洞沟遗址的中间缺环。

乌兰木伦等3处遗址的发掘形成
了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相对完
整的文明演进序列，在内蒙古黄河流
域乃至整个内蒙古及华北旧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
值，再一次证明了内蒙古黄河流域是
早期中国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之一。

“人类是在相对来说水量不那么大
的黄河支流沿岸逐渐发展，待生产能力
越来越强后，开始向黄河干流甚至一些
下游地区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北
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辛
德勇说，“黄河从古至今始终是中国历史
地理学研究中非常基础也是非常核心的
研究课题。它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华文
明的早期起源和后来发展的核心区域在
黄河中下游地区，与黄河的变迁密切相
关，而黄河的自然地理条件、温度、植被、
水运、水患等诸多因素，都在影响着人类
的活动，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

文明肇始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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