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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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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文明研究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

张铁男张铁男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
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郭大顺郭大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第一到项目第一到
第四阶段首席专家第四阶段首席专家、、
执行专家组组长执行专家组组长

王巍王巍
西辽河流域的文

明化进程具有自身特
点，是旱作农业发生较
早的地区，也是史前玉
器、龙的信仰、以玉为
贵的理念出现较早的
地区，在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和早期发展
中，在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形成过程中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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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好西辽河文明
故 事 ，是 最 具 说 服 力
的、最有效的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
践路径之一。

西辽河文明是多
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证，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成过程的活标本。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副院长盖之庸盖之庸

浩浩江河，泱泱中华。
溯源而上，是血脉的缘起，文明的肇端。
博大精深、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依河而生、依河而兴，以其

深邃的连续性、独特的创新性、坚定的统一性、博大的包容性、持
久的和平性，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西辽河文明
贯穿其中。这部巨著首页，书写着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
文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

而通辽，就屹立于西辽河文明的核心区域。

农之伊始 礼之肇端

风云际会 合而为一

融通互鉴 守正出新

驱车沿111国道从通辽市区出发，一路上
是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遍野金黄，收割机、运粮
车在田间地垄来回穿行。

一座充满历史真实感与沧桑感的建筑由远而
近矗立眼前——那是内蒙古哈民考古遗址公园。

哈民遗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是我国考
古工作者在北纬43°以北地区，首次大面积发掘
的保存最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

“这是‘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哈民遗址
服务中心主任董哲指着展柜中一只身体蜷曲、
造型生动、黑褐色的陶猪说，“它的肚子里装着
碳化了的粟黍。”

植物考古专家、赤峰学院副院长孙永刚曾于
2012年至2013年，对哈民遗址进行了采样、浮选
和种属鉴定工作，共出土黍、粟和大麻3种农作物
种子合计638粒。

浮选法为探讨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资料。“在兴隆沟第一地点浮选出土的8000年前
的碳化粟和黍（小米和黄米），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
早的人工栽培的谷物，从而进一步推断西辽河上游地
区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孙永刚说。

“故人具鸡黍”“春种一粒粟”，虽然在现代人
的餐桌中，黍已经十分稀罕，粟也没有像小麦、水
稻、玉米那样成为人们的主粮，但是在古代典籍和
诗歌里，它们出场频率极高，在中国传统农业的

“五谷”里，更是妥妥的“大哥”地位。
著名文化学者许嘉璐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文

化的几个根基点，基本上都立足于原始农业社会
对人的要求，对人的品德的要求。”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炊烟袅袅、一餐一饮
中，“天人合一”“和谐与共”“福祸相依”“遇变不惊”

“和睦相处”“艰苦奋斗”等由原始农业孕育的中华
民族文化的根基，开始镌刻在基因和血脉里。

西辽河流域大约在8000年前开始了文
明起源的进程。原始旱作农业的发生，是其
中一个重要标志。

如今的西辽河流域仍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
产区。今年，哈民遗址周边的玉米喜获丰收。

“玉米灌浆期的水肥管理对于最后的高产丰收
至关重要。现在运用的是无膜浅埋滴灌技术，
与普通漫灌相比，能节水70%左右。”科左中旗
水务局副局长杨昭武说。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感恩大自然的馈
赠，在西辽河畔，古今攸同。

生活在西辽河畔史前先民，安静凝望那日
升月落、风雨雷电的万象，冥思苦索那山川相
缪、草木枯荣的变化，努力生长，创造了兴隆洼、
赵宝沟、红山以及小河沿等近万年来传承有序
的史前文化，与山河辉映。

把视野放大，会发现，“中国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年文明史，西辽河文明始终贯穿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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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距今5800年至5200年间，在古国时
代的第一阶段，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高山、台地、祭坛。熊
熊篝火与点点星光相映，红山王巫缓缓前行，登
得越高，越靠近苍穹。他手中的玉龙，在暗夜里

闪耀着灵动。
唯有王巫可以沟通天地。“得天地之精”的玉

石等稀缺资源、天文历法等神秘知识、丧葬祈福
等祭祀礼仪，一概掌握在王巫手中。

此时，中华大地“古国”纷纷涌现，“满天星
斗”竞相闪耀，古国间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
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
进的文化精粹都是交流的内容。”“这样的交流
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
契合的文化共同体。”“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
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
初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新伟在《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中说。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国祥认
为，哈民遗址是仅次于牛河梁遗址的埋葬与祭祀
中心，哈民陶猪“跟龙的图腾的崇拜有密切关系，
为了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

龙，中国人之间最亲切的身份认同，最早便
腾起于西辽河文明。

从兴隆洼文化时期躯体用石块和陶片摆放
的猪首龙，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尊形器上刻画的、
颇有宏大气魄的“猪首灵”形象，再到红山文化时
期的C形玉龙、玉猪龙……

龙文化在辽西地区具有连贯的发展脉络。
西辽河流域的史前先民们人为地规范了龙的构
形理念，并传承后世。这样由几种动物复合而成
的形态也与中华多民族的大融合交相呼应。

苏秉琦先生谈构成民族特性的传统精神时

讲到：“玉代表了一种崇尚高洁、坚贞、温良的美
德，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

8000多年前兴隆洼文化以软玉为主体的玉
器横空出世，代表了中国真玉文化发祥的肇端。
红山文化时期将审美价值、思维观念等注入玉器
之中，并赋予了玉器规范、礼制等浓厚的人文思
想观念，开启了中国祭祀类玉礼器的先河。

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再到“以玉为
礼”，西辽河文明史前时期完整体现了这一过程，
为“以玉比德”奠定了基础。

交流持续。龙的构形理念、玉的礼制规范等
西辽河地区最先进的文化精粹不断在各“国”间
传播、交流、互动。

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
在尧都平阳（即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斝、鬲、

彩绘龙纹盘，以及彩绘、朱绘黑皮陶器都包含了
红山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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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着红山文化南下和仰韶
文化北上的交汇示意图说：“红山文化在强势时
向无阻隔的东北邻区推进少，而以越燕山南下
为重点，这是红山先人的历史使命感所为。”

西辽河文明不断向中原汇聚。
距今约 4000 年至 3500 年期间，西辽河

流域分布着夏家店下层文化。从中原地区吸
收了青铜铸造技术、流行在丘陵地带以石块
修建山城，墓葬反映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
西辽河进入方国文明社会，加入中华大地“万
邦林立”的政治景观。

鼓点云锣。皓首白须的老将黄忠手握金刀，
银须飘摇，跨上战马，将一把宝刀舞得密不透风。

这是一曲定格在西辽河畔的《定军山》。
在通辽市库伦旗象教寺玉柱堂，绘制着《定军

山》《斩马谡》《赶三关》等中原戏曲故事，余韵悠悠，
慢慢沉淀为西辽河流域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

苏秉琦先生把西辽河流域比喻成精彩的舞
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
乎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先秦前如此，就是以后，

‘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
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西辽河流域，是多民族杂居之所。灿若星河的
文物遗迹讲述着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通辽市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子强指着一件
青铜器说：“这是西周时期邢国的青铜礼器，它是

在通辽市霍林河畔发现的。这里是目前我国
出土商周青铜器的最北点。”

“邢姜太宰巳簋”，双耳圈足，精美庄重，饕餮
纹、夔龙纹，繁复的纹饰，营造了神秘莫测的氛围。

龙首鱼身、欲展翅跳跃的辽三彩摩羯壶，釉
色斑斓、舒朗清爽，运用的是中原技法。

紫定印花碗，釉色柔和，莹洁可鉴，花纹精
美，井然有序，是宋瓷定窑出品。

“这是度量衡中的量，秦陶量。”姜子强说，
“它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诏书量器，是秦代在
全国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有利依据，也为研究秦代
对边疆治理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秦，大一统，早已深深镌刻于中华民族的
血肉骨髓之中。提起，则热血沸腾。

“其实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意

识更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那时以华夏族为
核心的文化圈基本形成，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
的政治基础。”张铁男说，“秦汉时期国家形式进
入帝国阶段，中华文化圈有了一个统一的、强盛
的国家形式，中华民族的雏形渐成。”

“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各民族对
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文明’的认同。”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之庸说。

吉林大学教授赵永春在《中国认同：边疆民族
与内地民族“统一性”研究》一文中作了如下梳理：

“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
的直接祖先，以‘炎黄子孙’自居。”“辽在自我认同为
炎黄子孙的同时，又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以继
承后晋水德的木德自居，将辽王朝排列到后晋之后
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金章宗‘更定德运为

土’。”“元还遵循中国古代为所灭之国修史即是认
同继承其法统的传统观念，按照辽、宋、金‘三国各
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编撰体例，修成了中国正史
《辽史》《宋史》《金史》。”“清建立起一个包括汉、满、
蒙、回、藏等的大一统王朝，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可以说，西辽河文明是多民族共创中华的实
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活标本。”盖之
庸说，“在西辽河流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尽管有
战争，但‘合’是主流。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关
系日益密切，保持了长达100多年的和平状态。”

山河一统、安享太平，是中华民族刻入骨髓的
终极追求和美好憧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
平共处”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
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人们渴望和平、珍视和
平，也敢于用斗争去捍卫和平。

如果鸟瞰西辽河流域，就会发现它在地理
位置上的特殊性。

它位于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三大
地理板块的接合部；就世界范围而言，属于欧亚
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

这意味着古代的西辽河流域处于连接中
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

“这里是交通的‘大驿站’，文化的‘大熔
炉’。”盖之庸说。

“体现交通‘大驿站’性质最典型的是陈
国公主墓。”奈曼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中心主任周伟东说，“陈国公主墓是迄
今为止出土规格最高的辽代贵族大墓，出土

了超过 3000件随葬品。其中，瓷器是中原
的，琥珀是波罗的海地区的，玻璃器皿是西
亚的。”

将时间轴拉长。
“距今4800年至4000年的南宝力皋吐

遗址多种文化因素十分突出，除了自身特色
鲜明的陶器外，还发现了小河沿、偏堡子、嫩江
流域类型陶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院研究员吉平说。

由众多涓涓支流汇聚而成的西辽河，塑
造了西辽河人民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

郭大顺先生认为，“‘兼收并蓄’是西辽河
文明发展和传承后世的主要动力。”

“这里不只是‘通道’，西辽河文明更注重‘化’
的功夫,就是把外来文化的强势因素，进行‘本土
化’改造，进行创新。”盖之庸说。

用历史的长镜头来看。
红山彩陶匠人在红陶罐上精心勾勒，经过

火的淬炼，一款兼有龙鳞纹、中原玫瑰花纹和中
亚菱形方格纹的彩陶新品横空出世，引领时尚；

辽太宗为选天下之才办天下之事，统领着
各民族社会精英，以极其务实和创新的态度，建
立北南面官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最
早的制度创新；

还有留在如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醇香的奶
茶、火热的安代、吟唱着的乌力格尔……

文明的交流是相互的。西辽河文明在吸
纳其他文化优秀因素的基础上，也在深深影
响着其他文明。

述往事，思来者。
站在西辽河畔回望，无数文明记忆奔涌而来。
绵延不断、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西辽河文

明，成为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奔跑的底气所在、
信念所在、活力所在。

从高空俯瞰，会发现，引绰济辽工程宛若一
条蓝色的哈达，以群山为侧颜，穿越蒙东大地。

西辽河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跋涉奔流，福
济苍生。

壮哉！西辽河！

◎本报记者 李倩 郭娜

北纬 43°25′55.00″，东经 120°46′45.3″，西拉木
伦河流淌到这里，与迎面而来的老哈河深深相拥，手挽手向
东而去。

静水深流，润泽苍生。汇流而成的西辽河从历史深
处走来，穿沙辟石百折不回，舒缓中时见激越，轻灵中饱

含凝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 5800年

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
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
5800年至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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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