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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期”的生存业态

滚滚黄河奔腾不息,中华文明绵
延不绝。

大黑河是黄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境
内最大的一级支流，它从今乌兰察布

市卓资县以东的大
青山山地发源,从
东 北 向 西 南 越 山
麓、过丘陵一路蜿蜒
迂回，流向土默川平
原，于托克托县的河

口镇汇入黄河，大黑河
流域北缘以大青山为分

水岭，东和东南与黄旗海
和岱海水系相隔。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红
台坡遗址是此时期较具代表性的

人类文明遗址之一。红台坡遗址位
于凉城县岱海以东的丘陵之间，据考
证距今约 6530－6440 年，经国家及
自治区考古学家多次大规模发掘并整
理出系列考古与研究成果，为进一步
揭示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历
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

“红台坡”下、“石虎山”Ⅰ、Ⅱ两个
遗址，岱海地区发现时代最早的遗存，此
后又在这一区域相继发现了多处古人
类遗址，被学界称为“岱海遗址群”。

“岱海遗址群”所在的岱海盆地

（今凉城县境内）是内蒙古台地的一部
分，境内的主要河流是黄河、永定河、
岱海的支流，其中以岱海面积为最大。

岱海盆地较为优渥的地理环境与
气候条件及岱海所提供的水源优势，奠
定了古人类选择在此生存的自然基础。

“红台坡遗址时期的人类生存时
段跨越了新石器时代的较长阶段。”中
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
院院长魏坚结合出土器物分析说，“红
台坡”下的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后
岗一期文化”，遗址内出土的石斧、红
顶钵及陶器中夹杂较多云母片，陶器
装饰流行刺纹和指甲压印纹等，均明
显具有中原地区文化特征。

距今约6500年的“后岗一期文化”
由考古学家张忠培首先提出。张忠培在
《后岗一期文化研究》中将豫北冀南地区
的后岗类型从仰韶文化中划分出来，并
与山东半岛、晋中北以及河套地区的文
化遗存合为一体，称为“后岗一期文化”。

红台坡遗址发掘出土的陶器以夹
砂陶为主，出土石器中的石磨棒、石磨
盘、石斧、石铲等均为典型的农业生产
和加工工具，这也说明当时此地区的
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据此
可知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在

“红台坡”时业已出现，并有所发展。

原始农业雏形

大河汤汤，华夏泱泱。
在距今6800年左右，乌兰察布市

的凉城县岱海地区出现了仰韶文化人
群，主要来源两种文化类型的人群迁
徙，一是分布在河北省中南部和河南
省北部的后岗类型，是沿太行山东侧
北上，再溯永定河及支流桑干河、洋河
西进，视为“中国最早的走西口”。

迁徙到内蒙古地区的另一支史前
人类，是分布在渭河流域的半坡类型，他
们通过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到达内蒙
古中南部。这两支不同类型的文化最
终在岱海地区相遇，经过碰撞和磨合，发
展成为这个地区稳固的新居民。

在华夏文明起源阶段，人文最早
的始祖伏羲、女娲和人文初祖炎帝、黄
帝，都是率先发源于渭河流域，并延伸
至黄河流域。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
人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
迁的初步研究》一书中写到，从气候角
度来说，仰韶文化时期是我国历史上

一个著名的气候温暖期，这个时期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温度较现在平均高出
约2℃，1月份平均气温也较如今高出
3℃-5℃。

根据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队所做调查报告《黄土高原地
区土地资源》表明，黄河在内蒙古地区
南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地质构造属山
西背斜与内蒙古地轴相接之过渡地
带。在此带内，岩石平缓，黄土覆盖较
厚，故这一区域也是内蒙古中南部地
区重要农耕区和人类文明兴盛区。

中国著名农史学家张芳、王思明所
著《中国农业科技史》中这样表述，在新
石器时代内，内蒙古黄河流域的人类文
明进入繁荣发展的全新阶段，主要体现
在原始农业的产生与逐步发展。原始
农业的产生是新石器时代最为重要的
标志，著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称之为

“新石器时代革命”。由“攫取经济”的时
代跨入到“生产经济”的时代，这在人类
的发展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期人类文明起源

水缓波平沙千洲，万古黄河恒自流。
黄河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附近流入内蒙古境

内，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托克托县附近，黄河从由西向东流
淌改为由北向南流淌，成为陕西省与山西省的界河。

阴山山脉横亘于乌兰察布中部，习惯上将大青山灰腾
梁一线以南称为前山地区，以北称为后山地区。前山分布
着黄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及一部分内陆河水系，黄旗海、岱
海等几个较大的湖泊分布在此区域。

阴山山脉北麓发现的“裕民遗址”
（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德包图乡裕民村
东北 25公里处），据考证距今约 7000－
8000年，此遗址发掘房址为圆形、方形、
长方形的半地穴式，清理出土石器、骨器、
陶器等多件组。同时具有打制石器与磨制
石器，代表着这一时期内蒙古黄河流域旧、
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发展特征，反映了裕民遗址
的独特文化。

“裕民遗址”填补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旧石器时
代至新石器时代过渡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也再次证明
了内蒙古黄河流域人类文明演进的持续性和完整性。

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体现出人类文明的
巨大发展进步，对此，著有《全球通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
夫里阿诺斯曾说：“当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时，一个崭新的世
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
了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

在内蒙古中南部，黄河两岸冲积平原与乌兰察布境内
的黄旗海、岱海等地区，在史前人类文明早期就存在地理
区位上的密切联系。充沛的水源与河流两岸冲积平原的
沃土使得内蒙古黄河流域成为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且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也逐渐揭示出该区域在史前人
类文明之间的联系。

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黄河流域的人
类文明业已步入人类发展的新阶段。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于新石器时代出现
人类文明遗存，在文化内涵上与中原仰
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虽然有一定的相同
之处，但也存在差别，从而成为独具地
域特色的古人类遗址，这对于中国历史
尤其是史前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内蒙古日报社《北疆文旅》专刊组，
从内蒙古黄河流域文明曙光开始，深入
挖掘梳理人类文明在内蒙古黄河流域的
历史轨迹，讲好内蒙古黄河故事，更好地
描绘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脉络图谱。

裕民遗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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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家”诞生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郭伟伟）

内蒙古黄河流域内蒙古黄河流域：：

距岱海约 2.5公里的石虎山遗址
地处王墓山北坡岱海南岸山地丘陵的
顶部。经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院专
家考证，石虎山文化遗存，时代分别相
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春秋战
国时期。

经考古发掘发现，围沟、半地穴式
房址、灰坑、墓葬、石制农业生产和狩
猎工具……这都反映出其经济结构在
当时为农业和狩猎，同时此地区的居
民生活趋于定居。

魏坚主编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与研究综述》中
如此判定内蒙古黄河流域远古人类的
生存业态：遗址内出土的细石器比例
虽然不大，但一些用于捕猎的器具表
明狩猎业仍然存在。因而当时的经济
形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狩猎业
的复合式生产方式。

另外，从发掘出土的牛、猪、黄羊
等动物以及少量的鲤科鱼类的咽齿标
本可知，此地区虽然存在着渔猎经济，
但是以家庭饲养的猪、狗等牲畜为最
多，这也表明当地定居式农业生产方
式的逐渐形成与稳定。也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出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极为有
限，采集渔猎经济仍旧占有相当比重，
是人们维持生存的重要补充。

从生存状态而言，石虎山文化聚
落遗址的数量和规模都非常小，遗址
间的面积差异不明显，这反映出当时
属于平等社会状态。

距今 5800－5000年的庙子沟文
化的发源地是以黄旗海与岱海为中
心，与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文明也存在

密切联系。遗址内出土的石磨盘、石
磨棒应该是当地人类文明初期粮食加
工的具体表现；石纺轮、骨锥、石凿、石
钻等纺织、生产工具的出土，说明当时
已经有了简单的纺织业和手工业。

此外，从庙子沟文化遗址发掘的房
址布局来看，以部落为主体的中心大房
址的聚落形态，表明社会组织形态或许
已经进入更小的氏族和家庭发展阶段。

每座房子基本都拥有成套的生产
工具和生活用具，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
同处一室或同葬一处的现象，说明了这
些房址和成员之间可能有着更为密切
的血缘和亲缘关系，也反映出它很可能
是更为稳定的父系氏族家庭形态。

中国近代社会学家杨懋春曾指
出，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已逐渐有了
成形的家庭与家庭生活。其意即男女
有了夫妻关系后，就愿意并实行找个
山洞居住生活在一处。如女人怀了
孕，生了孩子，男人更要保护她，负责
为她及孩子寻求食物，于是一个住在
山洞中的小家庭形成了，等到有了农
业，农业使这个家庭更稳固。

家庭——这个被当今学术界视为构
成社会最小细胞的组织在新石器时代业
已形成，家庭的发展历史也由此开始。
庙子沟文化时期也可被视为内蒙古黄河
流域早期人类文明中家庭的起源阶段。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
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
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满天星斗”,
共同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源头。黄河流
域早期人类文明无疑也是“满天星斗”
中耀眼的一颗。

庙
子
沟
出
土
的
石
器
。▲

裕
民
遗
址
出
土
的
陶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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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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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生存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