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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芒辐辏 文明初萌

◎本报记者 韩继旺 郭洪申

从玉与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简与牍中读懂一脉相承。
西辽河一万年文化根脉、五千年文明史有着坚实的考古学成果支撑。

文化序列前后相继，持续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间断的历史链条。
“悠久历史的连续性在西辽河文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万年之前

的远古到上古、中古、近古的各个历史时期，绵延至今未曾中断。”内蒙古
民族大学教授、西辽河文明研究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张铁男说。

日出西辽河，文明曙光里。西辽河流域的人民一代又一代承前启
后，缔造了层层积淀、根系相通的文明成果。

辉耀千年 熠熠重光 薪火相传 赓续不辍

走进通辽市博物馆，仿佛进入时空隧道，柔和的灯光下，一
件件器物生动的造型，精美的纹饰，满身的锈迹，无声诉说着它
们在光辉岁月的光芒和时过境迁的沧桑。

通辽市博物馆用馆藏5万余件文物藏品，诠释着西辽河流域
尘封数千年的繁华过往，细数着悠远文明走过的漫长足迹。

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子强介绍，现有文物藏品中，一、二、三
级珍贵文物近千件(套)。其中，新石器时代文物以红山文化勾云
形玉佩为代表，南北朝时期文物以鲜卑金牌饰为代表，辽代白瓷
佛、元代青花玉壶春瓶、明代万历款珐琅盘都是极为珍贵的文
物，构成了通辽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赋存。

元青花玉壶春瓶系国家一级文物，通辽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之一，出土于库伦旗奈林皋白庙子村，为当地村民挖房基时所发
现。瓶敞口，颈细长，广圆腹，圈足外撇。通高 29.5厘米，口径
8.5厘米，最大腹径15.3厘米，足径9.4厘米，整个器形挺拔修长，
稳重大方，可谓是元青花的精品匠作。

玉壶春瓶创烧于宋代,在宋代定型并大量出现。历经宋、
元、明、清、民国直至现代,已经成为了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独
特器物。

纵观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石器、陶器、玉器、瓷器、青铜器、文字、壁
画、建筑等各类载体和结晶，成为支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发展并延绵至今的物质和精神坐标。

古韵悠远，人文荟萃。通辽作为西辽河流域的核心区域，积
淀着文明精华，延续着文脉传承。

在这里，可以解锁哈民古国、南宝古国埋藏了数千年的谜
踪，探寻燕长城、辽古墓、金界壕、元白塔、清王府铭记的历史记
忆，聆听库伦三大寺的晨钟暮鼓……

素有“小五台山”之称的库伦三大寺，始建于清朝顺治六年
（公元1649年），由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古
建筑群，总占地面积11.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201平方米，是由
清朝顺治、康熙、乾隆皇帝赐名的一大奇特的人文景观。寺内保
留了石刻、彩绘、篆刻等众多的文物古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科学价值、独特的艺术价值以及补史、证史的作用。

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作为内
蒙古文物大市之一，通辽市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调查登记
不可移动文物2492处，居全区第三位；可移动文物78142件（套），
居全区第四位。拥有号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物遗址4处。

这一处处文物古迹从历史深处走来，成为了时代变迁的生
动见证，记录着文明前行的演进历程。

文明若繁星，轮回罔替。秦、汉、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
历代王朝的古迹遗存，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承
性，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国春在参
加2023西辽河文化研讨会时表示，通辽地区丰富的考古遗存和
文化遗产资源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以哈民遗址、
南宝力皋吐遗址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到吐尔基山辽
墓、陈国公主墓所反映的北方草原民族历史文化，丰富的考古材
料实证了通辽地区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
突出连续性的重要实证。

一河跨古今，文明越山海。从一线清溪渐成澎湃巨浪，西辽
河文明在延续传承中汇聚生生不息的力量。

生长在深厚文化积淀之上的通辽，将会赓续数千年文明薪
火，承古拓今，散发出更加炫目的光芒。

夏日，走进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哈民艾勒嘎查哈民考古遗址
公园，一座以房梁为元素的大型雕塑映入眼帘，精美的陶器玉器、双环
壕结构、榫卯式捆扎技术……

哈民遗址的发现揭开了隐藏数千年原始聚落的神秘面纱，也勾勒
出西辽河流域古国时代的早期画卷。

“哈民遗址开启了五千年文明的尘封记忆，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大
型史前聚落遗址，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使科尔沁的地域历史实证
足足地提前了100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平说。

特别令人震惊的是，这里出土的勾云形玉佩，同样出现在安阳殷墟
妇好墓中，年代相距2000多年。

文物如一块块拼图，可以窥见文明的连续与统一。中国历史研究
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国祥认为，这种文化传承足以彰显哈民遗址对后世
文化影响的地位，也足以证明哈民是中心性遗址，是仅次于牛河梁的埋
葬与祭祀中心。否则，哪有这种强势性文化因素一直影响到商代。

“这里出土各种植物种子 81万余粒，其中农作物遗存有大籽蒿、
粟、黍和大麻四种，还有磨盘、磨棒、斧、锛、凿、杵、锄等生产用具。”全程
参与过遗址挖掘的哈民遗址服务中心主任董哲介绍。

文明的怒放，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事实上，在西辽河流域的许多
史前遗址中，都发现了农业起源的痕迹，这也是文明起源的先决条件。

从兴隆洼部落到哈民古国，先民们叩石垦壤、刀耕火种，播下粟黍
种子，主动参与到万物生长的进程中，并不断沿着西辽河大小川流播撒
着文明之光。

通辽市扎鲁特旗境内的南宝力皋吐遗址，距今约4500年左右，已
发现并清理新石器晚期墓葬395座，房址18处，出土陶器、玉器、石器、
骨器和蚌器等各类精美文物1500余件。

墓葬中出土的人形孕妇陶壶、熊形陶器、猪首罐，造型精美、栩栩如
生；骨冠饰、璇玑、多角形玉石质权杖神秘而古朴厚重，凸显出墓地的特
殊规格和死者的尊贵身份。而玉璧、玉璜、玉饰等玉礼文化的浸润，礼
祭天地，沟通鬼神，远古文明的火花在这里萌发。

西辽河流域作为多种文化的交汇点，出土了鼓、骨笛、埙、口簧、编
钟、特磬等乐器，这些乐器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乐器具有多样连续、互
嵌共生等特性。内蒙古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赵伟晶教授说，这些
史前乐器作为西辽河文明中的重要元素，由远古而来，并依然带着中国
音乐原始烙印，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变革融会，万流归宗。距今4000年左右，历史的车轮碾过了新槛，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式的古国文明，进入由中原王朝引领的王国（方
国）文明阶段。

在库伦旗博物馆，展柜中摆放的一对国家一级文物——金臂钏格
外引人注目，与首都博物馆藏品的金臂钏（商代中期）形制相同，属于夏
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文物。迄今为止，西辽河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
化遗存已达3000余处。

红山文化之后，西辽河流域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就是夏家店文化，
表明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同步进入了青铜时代。

这些都是远古文明的见证，闪耀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微光之萤，汇聚则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证实，西辽河流域孕

育了久远深厚的史前文化。
从距今1万多年的上窑文化，到距今约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约

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约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再到距今约6000年
的红山文化、约5000年的小河沿文化、约40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几种文化形态的发现地、命名地均在西辽河流域，为西辽河一万年文
化根脉、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学术支撑。

滔滔西辽河，从历史中奔流而来，传承着久远的人文血脉。这里肇
启的史前文明源于涓微，广纳百川，不断汇入中华文明的浩荡洪渊之
中，奔腾不息，奋力向前。

历史上，西辽河流域一直是多民族共有的家园，从春秋时期的山
戎、北狄，到战国时期的东胡、匈奴，再到后来的乌桓、鲜卑、契丹、蒙古、
女真，各民族你来我往，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
情感上相互亲近，或建立与中原王朝对峙的政权，或建立统一中国的王
朝，在历史上留下了多民族共创中华的深刻痕迹。

位于通辽市奈曼旗境内沙日浩来镇的土城子城址和青龙山镇的善
宝营子城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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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城墙已成堆土，荒草丛生；城内外变成了片片玉米田，绿意
盎然。奈曼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心主任周伟东介绍，
两座古城轮廓清晰，散布着大量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陶片、货币、兵器、建
筑构件等文物，证实了古城的存续时代和历史沿革。

善宝营子城址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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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统一后的秦朝在当时边远的北疆地区也毫无例
外地实施了秦法，真正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西辽河流域古国是红山文化，方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帝国是秦
统一六国。通辽有红山文化，包括哈民都属于这个范围，夏家店下层文
化奈曼旗也有，奈曼出土的秦量非常重要，说明秦统一度量衡是个标
志。”在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大顺先
生看来，西辽河文明既是中华文明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的典型代
表，也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实证。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透过这些文物，可以穿越千年历史烟云，看
到那些被秦时明月照耀过的生命和时光，感怀历史延续、文脉流淌。

据了解，通辽市目前已经发掘发现了60余座规模不等的古城遗址，
涵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辽元各个朝代。城址内外散落的陶片、瓦片等
遗存，渗透着历史遗韵，记录着沧海桑田。

2024年 3月 29日，在苏州博物馆推出的“北方有佳人——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辽代女性文物展”上，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女
性墓等考古发现出土的珍贵文物，再现了辽代贵族女子的精致生活。

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女性墓均在通辽市境内。
晨起梳妆，佩戴精美首饰；午间用膳，金杯斟满美酒；策马驰骋，配上华

丽鞍鞯……陈国公主生活在辽政权盛极一时的圣宗时期，因此，该墓是辽
代全盛时期墓葬的代表，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辽政权的繁荣和强盛。

3000多件随葬品中，最珍贵的当属陈国公主和驸马所戴的黄金面具。
黄金面具呈半浮雕状，只有0.05厘米厚，用薄金片锤击而成，共有33

个小孔，起到连缀之用。面具无论是做工还是用途，都让人惊奇不已。
“从这些随葬品的豪华程度来看，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契丹贵族已经

承袭了唐代厚葬的习俗，这说明当时的契丹人深受中原汉文化生死观
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之庸说。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陈国公主虽然早已香消玉殒，但经历了千年
幽暗的文物依然熠熠生辉，讲述着她生前的故事。

陈国公主墓是规格最高的辽代贵族大墓，通辽也正是辽代契丹人
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契丹著名领袖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平原的龙化
州建国称帝，开创辽朝。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的福巨古城据考
证就是当时的龙化州。

辽政权延续 200余年，兴盛时期疆域辽阔，东面临海，西与西域诸
国接壤，南接中原王朝，北为蒙古草原。契丹人承袭草原游牧文化，又
受到唐风宋韵和西域胡风影响，呈现出开放包容、缤纷多彩的文化风
貌。开国之初即宣布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治国之纲，自认炎黄之裔，向慕
中原汉文化，崇尚中华法统，期望南北统一，并将辽王朝排列到后晋之
后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

经历了自然环境的变迁、朝代治乱兴衰，西辽河流域的文化基因融
入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也刻下不同时期文明的印迹。

考古人员正在发掘哈民考古遗址考古人员正在发掘哈民考古遗址。。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从茹毛饮血到渔猎耕种，从巢居穴处到筑室定居，

从以玉为美到比德于玉，文明元素在西辽河畔不断积
累，如点点星火汇聚成炬，在前行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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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