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大的区域，一是黄河流域，还有就是长江流域中下游，再有就是西辽河流域。这是研究中华5000多年

文明的重要区域。考古学家苏秉琦将西辽河流域誉为：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在文明曙光中，西辽河臂弯上的哈民遗址，闪耀着个性鲜明的光芒。哈民遗址也称哈民忙哈遗址，它发现于通辽市科左中旗的舍伯吐镇。据发掘哈

民遗址的文物考古学者吉平介绍：“这个遗址分南区和北区，共计约17万平方米，经科学测定，哈民遗址距今约5300年左右。”

哈民遗址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北纬43度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大的环壕聚落遗址，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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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遗址：西辽河文明的华彩乐章
□张铁男 巴特

熠熠生辉的文明印在西辽河流域
哈民遗址现已发掘出的北区约

8200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 82座、灰
坑 61座、墓葬 14座、环壕 2条，人骨遗
骸 200多具，碳化的黍、粟等植物籽实
80多万粒，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
蚌器等珍贵文物2000多件。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屋，排列有
序。以大型房屋为中心，周围分布小
型房屋的组织构成，结构特点非常清
晰，区块主次等级分明。哈民遗址出
土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
字形，有门道和灶坑。从哈民遗址的
房屋形制与分布来看，它和同在西辽
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和魏家窝铺遗
址的房屋形制与分布，有明显内在关
联。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屋居住面及四
壁多经过烧烤，房屋穴底部呈红褐
色。专家研究认为，这些迹象说明
5000多年前的哈民先人，已经掌握了
一定程度的防潮、防寒以及防止雨水
渗漏的生活技能。

西辽河文化研究专家认为，哈民
遗址的空间布局规整，属于完整的史
前聚落形态并显示出最初的文明元
素。

哈民遗址北区的环壕，经考古人
员确认其直径东西长约为350米，南北
长约为 270米，深约 2米，呈椭圆形封
闭状态。

哈民遗址由内外两条环壕围裹，
这与同时期的庙子沟、白音长罕等
遗址相同。5000 多年前，挖制环壕
可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个聚
落 遗 址 如 果 当 时 不 是 地 位 非 常 重
要，为什么防卫等级如此之高，要用
双层环壕来护卫？这一迹象表明，
哈民遗址在当时不会是一处简单的
聚落。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址中，有很多
房屋里都有炭化的木柱，其中 32号房
址最为典型，可以看出是房屋的梁架
结构，其中木结构的榫卯式捆扎技术

展示得非常清楚。哈民先人在 5000
多年前，已经开始广泛使用榫卯和捆
扎技术建设房屋，这说明他们的木构
工艺技术在当时已经走向成熟。

这样大规模、保存完好的房屋梁
架结构，在全国乃至世界同期的考古
材料中都非常罕见。这一现象可谓哈
民遗址的一个考古奇观。

在哈民遗址的考古发现中，还有
一种奇特现象，就是有的房屋里出现
人骨，少的几具，多则几十具。文物考
古学者吉平说：“房址里的骨骼分两种
情况，一种是很完整但是摆放不规律，
还有一种是人体基本不完整，或只有
上半身，亦或只有下半身，也有仅见头
骨的。还有一类房子里，排成两三堆
人的肢骨，骨头很整齐且有一定规律
地摆放在一起，这种状态很符合古代
人类迁葬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可称为
一种葬俗。”

有的房屋里还发现一些玉器，中
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认
为：哈民遗址发现的玉器应该具有礼
器的功能，那么这些死者埋葬在室内，
还随葬有玉器，可能具备祭祀埋葬的
某种含义。

最令人震惊的是 40号房址，将一
个巨大的悬疑留给了人们。在一个不
足20平方米的房屋里边，竟然发现97
具人骨。有学者推测：当时可能发生
了重大灾难，一是瘟疫导致大量的死
者被埋在室内，二是战争或内部械斗
后将战亡人员集体掩埋，三是突发火
灾人员没有逃出去。

目前还无法得出造成这一骇人场
面的确凿原因，但是可以明显看出，这
些骸骨的堆放肯定不是正常死亡的状
态。解开这个疑团就能明白哈民先人
从这里悄然失踪的原因吗？哈民先人
最终归宿何处还需未来的考古发现告
诉我们答案。但是无论如何，哈民先
人都把熠熠生辉的文明和文化要素深
深地印刻在了西辽河流域。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纵观西辽河流域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

史，一脉相袭又独具特色的现象贯穿始终。
文物考古学者吉平介绍说：“哈民遗址的陶器
组合以及房屋的形制，均与红山文化遗存联
系密切，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玉器也与红山文
化的诸多文化因素相似。”

哈民遗址出土的玉器见于个别房址内，
其中 37号房址出土圆角方形、圆形玉璧、双
联璧、三联璧、玉环、玉钺、玉钩云型器、玉坠
饰等，这些玉器质感温润细腻、造型精美。

哈民遗址出土的玉器中，一部分与红山
文化的同类器接近，然而细加对比就会发现，
大部分玉器的加工工艺、工痕等文化基因，与
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似乎更为接近。对
此，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教授认为：早期玉
器意味着中国传统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
源。哈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能够充分
证明这个地区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
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奠基意义。

哈民遗址中的陶器组合有筒形罐、钵、
盆、双耳壶、斜口器等器型，陶质主要是夹细
砂陶和砂质陶，陶色以褐陶为主，纹饰则以麻
点纹为基础。文物考古学者吉平介绍说：“红
山文化的陶器纹饰，基本是以之字纹为基础
的。哈民遗址发现的陶器却大都饰以麻点
纹，陶器制作工艺风格还不完全一样。”那么
问题来了，哈民遗址中的陶器纹饰在西辽河
流域为何如此特别？麻点纹是原生陶器装饰
基调还是另有源头？

2010年，在乌兰察布市首次发现了裕民
遗址。经测定，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而
裕民遗址出土的陶器，纹饰就是以麻点纹为
基础。

有考古专家发现，距今约 7600年之后，
与裕民文化直接相关的文物遗址好像突然消
失，没了踪迹。上世纪 90年代，在赤峰市井
沟子一带也发现了一批距今 6000年左右的
含麻点纹的史前遗存。然而，经过数千年后，
裕民遗址和井沟子遗址的麻点纹，却现身千
里之外，出现在了距今 5000 多年的哈民遗
址。虽然学术上目前还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
否有关联，但是这一现象仅仅是种巧合吗？
如果说裕民遗址、井沟子遗址特有的麻点纹
再现哈民遗址，算是一次原始陶器制作技艺
的文化之旅，那么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
这无疑是西辽河流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又一清晰写照。

哈民遗址的陶器风格不仅带给人们疑
惑，更带给人们惊喜。哈民遗址出土的一个
小陶猪，其造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堪称哈
民遗址发现的又一奇观。文物考古学者吉平
说：“这个小陶猪背上开有一个管状口，实际
上是个动物造型的小罐，在罐里还有碳化的
粟黍籽粒。”刘国祥研究员认为：“这个陶猪形
小罐应该是具有祭祀功能的猪，属于当时的
礼仪用品。”

无论这只陶猪形小罐当时担负了怎样的
社会功能，仅凭它精湛的制作工艺，足以反映
出西辽河地区的哈民先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文
明高度。

中国考古学家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
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苏秉

琦先生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
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先生提出
了“王国”的概念，并赞成把公元前3500年到
公元前 2000年都称之为“古国时代”。张忠
培先生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中把中国
的文明时期概括为三期五段，其中提出：一曰
方国时期，亦或可称为古国时期，此期可分为
公元前 3000年初期前后和龙山时代或尧舜
时代两段。李伯谦先生认为：华夏文明经过
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

王巍先生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
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经过邦国、王国、帝
国三个阶段。但王巍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否认
古国的存在，他也沿用了红山文化晚期是古
国的说法。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所长将中
国的古国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距今 5800年至 5200年前后；第二阶段为距
今 5100年至 4200年前后；第三阶段为距今
4100年至3800年前后。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国家发展阶段的界
定，已成学界共识。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再回
头看哈民遗址应该会有新的启发。红山文化
晚期距今 5500 年前后，哈民文化距今 5300
年前后，在红山文化逐渐衰落中哈民文化崛
起，从空间和时间上看，哈民遗址都处于古国
阶段。

从考古发掘来分析，几万平方米的聚落
规模、精美的玉器、纹饰独特的陶器、运用榫
卯式捆扎工艺的梁架结构的土木房屋，还有
双层环壕的防御体系，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生
活层面讲，都可以说明哈民遗址在当时的社
会层级，绝非一般聚落。

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了这一时期
文明的脚步已经悄然来到这里，并以其独特
的文明属性在多元的西辽河文明序列里占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西辽河流域众多的文化遗存恰似满天星
斗，它们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了西辽
河文明瑰丽的文化珠链。如果说西辽河流域
谱写了一首中华文明起源的交响曲，那么，红
山文化奏响文明的恢弘序曲，而哈民文化则
翻开了文明进程的华彩乐章。他们共同演绎
了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歌，成为西辽河文明不
可或缺的一环。

西辽河文明演进路径，实证了我国一万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讲好西辽河
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鹰嘴纽麻点纹双耳陶罐。 王金 摄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 曹云鹏 摄

陶猪。 王金 摄

哈民遗址出土的玉器。

哈民遗址全貌哈民遗址全貌。。 王金王金 摄摄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讲述北疆文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