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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县位于呼和浩特市最南
端、黄河“几字弯”东北角。1997-
199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院在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西岔村南侧的
台地上发现并抢救性发掘出一处距今
约3200-3000年的西岔遗址。

遗址西邻黄河，出土的铜管銎斧、
戈、铃、泡饰及金耳环等青铜器，具有
长城地带北方系早期青铜器的一般特
征和陕晋北部地区商周文化青铜器的
特点，是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极好
例证。

清水河县西部以黄河为界，隔河
相望便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该旗
境内最早发现铜器的遗址为位于原哈
岱高勒乡二里半村南的二里半遗址，
这里出土的铜环据考证是内蒙古中南
部黄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的铜器。

而其后，出现于大口二期文化遗
存中的青铜器，经考证与同一时期的
汾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出现
了青铜文化的痕迹，其年代相当于夏
朝早期。

大口二期文化遗存位于准格尔旗
原马栅乡(现为龙口镇)大口村的大口
遗址，南临黄河，与山西省河曲县隔河
相望，西约 5公里进入陕西省府谷县
境，为晋、陕、蒙三省区交界之地。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青铜时
代准格尔旗境内已有部族活

动，并出现了
以区域划分的
氏族联盟的部
落集团，当中
原炎、黄等部
族 在 古 冀 州
(今河北省一
带)活 动 的 时
候，内蒙古黄
河流域远古的先民也在南北互动。
他们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学会了制
陶、冶炼技术，开始用金属作兵器、
器皿和装饰品，由此逐步迈进古代
文明社会的门槛。

鄂尔多斯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
部，黄河的“几”字形大拐弯，完整地
勾勒出了鄂尔多斯高原的边界。近
代考古资料研究表明，鄂尔多斯青铜
器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器
物。鄂尔多斯青铜器最早可能起源
于朱开沟文化时期，可见内蒙古黄河
流域地区使用青铜器的起始时间并
不晚于中原地区。

内蒙古黄河流域在青铜时代有
着较为完整的发展脉络：第一期是以
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
第二期是前短剑时代的青铜遗存，第
三期是以短剑与腰牌为标志的时期，
第四期是动物饰品流行时期。目前，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这四期人

类文明几乎跨越
了 整 个 青 铜 时
代。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副院长李锐在与崔思朋共同

编著的《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中写
道：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古代北方先民
创造出的灿烂青铜文化。这种风格的
青铜器最初可能是起源于鄂尔多斯地
区，到商周时期日臻成熟并广为扩散，
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是其发展鼎盛
期。

从起始时间来看，中原地区的青
铜文明起始时间不晚于公元前 2000
年，而鄂尔多斯青铜器在距今 3500
年左右的商代初期即已出现。鄂尔
多斯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铸范以陶范
为最多，其次是石范，再次是铜范。
这同中原青铜铸造工艺的演进脉络
几乎是一致的。

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中原青铜文
化分属不同地理范围，在时间上，二
者基本上是在同一起点上平行交融
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彼此
优秀的文化内涵而不失其原有的个
性，在碰撞和交融中扩大了相互间的
交流与互动。

商彝周鼎

演进脉络平行交融

与“夏”为伍

青铜时代完整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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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
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
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九曲黄河奔腾入海，以百折不挠的
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伟大品格，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
内蒙古日报社联合打造的《北疆文旅》
系列专刊《内蒙古黄河流域文明》，按照
历史发展脉络梳理黄河文明在内蒙古
地区的辉煌历史和独特魅力，对多元一
体的黄河文明起源及发展进行了阐
释。本期内容铺叙了内蒙古黄河流域
的青铜文明与中原青铜文明共同创造
了中国博大辉煌的古代青铜文明。

内蒙古黄河流域内蒙古黄河流域：：

““几字弯几字弯””里的青铜文明里的青铜文明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先民能动地
利用、改造、创新，使青铜器与自己的
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相适应并繁荣发
展。其所创造的青铜器文化，是中国
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商
周至秦汉时期中国青铜文化中北方青
铜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在
中国青铜文化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李锐说。

在青铜时代，世界上先后形成了几
个以铸造和使用青铜器为主的人类文
明中心。较早的地区有伊朗南部、美索
不达米亚一带及欧洲部分地区；较晚的
有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而美洲直到
公元11世纪左右才出现冶铜中心。

中国先民在公元前3000年前便掌
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因此，中国无疑是
世界上最早铸造与使用青铜器的国家。

处于黄河“几字弯”的鄂尔多斯高
原不仅是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发祥
地，在长期的对外交流互动中，也对周
边地区的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其影响范围辐射到内蒙古黄河流
域甚至更广阔的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党郁介绍，中原青铜器以礼器为
重，而北方系青铜器以武器和装饰品
为重。

地处内蒙古黄河流域准格尔旗西
麻青墓地，出土了有典型西周晚期至
春秋时期文化特点的鬲、罐、盆陶器组
合及具有北方系青铜器特征的带扣、
工具及饰品。“这种共出的现象为本地
游牧经济的起源提供了线索。自此之
后，农业人群南迁，而游牧人群南下，
本地展现出浓厚的游牧文化色彩。”党
郁说。

黄河“几字弯”里，鄂尔多斯青铜
器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提高社会生产
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推动了这一区
域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繁荣。

在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兴衰更替
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碰撞交
流、走向融合，他们的血脉融进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他们的文化成为中华文
化的组成部分。

内蒙古黄河流域出现的青铜器属
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体系，是中国青
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艺
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因此，内
蒙古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与中原青铜
文明共同创造了中国博大辉煌的古代
青铜文明。

共生互融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丁宁）

西岔遗址出土铜管銎斧。

新店子墓地出土铜戈。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虎衔羊纹青铜 P形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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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出兰州一路北上，在内蒙
古与横亘东西的阴山相遇，如弓一般拉出一个全长830公
里的“几字弯”。黄河九曲，这一最大的“几字弯”，物华天
宝、人文昌盛。

1974年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人员在地处鄂尔多
斯高原中东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朱开沟村，发现
了距今4200-3500年间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朱
开沟遗址。

窟野河静静地依偎在黄河“几字弯”的臂膀里，它是黄
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南部鄂尔多斯市沙漠地区的
乌兰木伦河，最大支流悖牛川河源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内，两河在陕西神木县城以北的房子塔相汇合，称为窟野
河。河流从西北流向东南，于神木县沙峁头村注入黄河，
朱开沟遗址便位于窟野河上游的沟壑之中。

遗址出土的耳环、指环、臂、钏、针、锥等青铜装饰品和青
铜戈、短剑、刀、镞、护牌等兵器及工具，实证了内蒙古黄河流
域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在同一时期先后步入“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也称为“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文明”)一
词，由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院士最早提出。《中国大百科全
书·考古学》对于青铜器与青铜文明的界定为：青铜时代是
指“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重要原料的人类物
质文化发展阶段”。

世界上最早进入青
铜时代的是两河流域和
埃及等地。在中国，比较早
记载青铜器起源的有《左传》：“昔夏之
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由
此可证实，中国青铜文化开始于夏朝。

1996年，国务院开始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
工程”，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
证，多数研究者断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
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区，南临洛河故道，北
依邙山背靠黄河。黄河从内蒙古河口开始，在晋陕、晋豫
大峡谷中穿行,河道狭窄,出孟津口后黄河河面放宽，黄河
以此点为中心呈扇形在华北黄淮平原上泛滥、决口、改道
……二里头遗址便居于这个扇形区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
家李伯谦认为，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群、绿松石龙形器等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表明代表中国古
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研究员党
郁在《内蒙古青铜时代考古综述》中写道，内蒙古中南部
（内蒙古黄河流域）和东南部地区已基本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其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共
同构建了早期中国最为关键的框架体系。他们认为，古文
献上记载的“山戎”“昆夷”“土方”等均广泛分布于内蒙古
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文
明共同缔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
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格局。

黄河大峡谷。（老牛湾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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