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世纪以来，我们在科尔沁地区的文物考
古工作中有两项重大发现，一个是扎鲁特旗的
史前遗址南宝力皋吐墓地，另一个是在科左中
旗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哈民遗址。这两个遗
址的发现，充分证明在距今5500—5000年间，
在整个西辽河流域，尤其是以科尔沁地区为核
心的一带，已经孕育和发生了史前文明的曙
光。

南宝力皋吐墓地2006年开始发掘，直至
2010年结束。5年里，共发掘墓葬300多座，
发掘面积7000多平方米，出土各类遗存3000
件左右，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从考
古发掘来看，这些已经昭示和反映了在那个时
期科尔沁腹地已经有一个接近于文明，或者说
已经初步进入文明阶段的遗存。截至目前，在
南宝力皋吐墓地周围，已经发现并发掘了4处

相同年代、相同文化性质的遗址。哈民遗址是
继南宝力皋吐墓地之后，在科左中旗舍伯吐附
近发现的一处保存非常完好的大型史前聚落
遗址，经过测定，这处遗址是距今5500—5000
年的聚落，现在发掘的面积已经达8000多平
方米，发掘房址 80多座，出土各类陶器 2000
余件，各类石器、玉器、古钱1000余件。哈民
遗址的发现充分反映出，在那个时期，西辽河
腹地具有和赤峰、朝阳、阜新地区同步的文明
程度的发展和进程。哈民遗址还是一处非常
耐人寻味、令人遐想和期待的遗址，它的地理
位置非常重要，南接辽宁，西接赤峰，东接松嫩
平原，与赤峰地区、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有着
密切的、甚至是血缘式的关系，此外还与松嫩
平原昂昂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
对哈民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证明史前文明的孕育和发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原主任 吉平

中国边疆地区考古的重要结合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丛德新

从文化角度来说，之前我们对黄河、长江的
了解比较多，对一些遗址的介绍也相对多一些，
研究也比较深入。但是西辽河文明几乎是以震
惊或者惊艳的形态出现在考古学家或者说出现
在大家的面前，它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显示了它
就是中国边疆地区考古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考古学文化是互相吸收、传承发展的，西
辽河文明具有显著的“兼收并蓄”特性。这个

地区在那个时代吸收了来自东北地区、南部地
区的一些重要文明因素，并形成了自己的特
点。在西辽河流域发掘遗址中，比如说哈民史
前聚落遗址、南宝力皋吐墓地，都显示出西辽
河流域具有比较深厚的文明积淀，它所呈现出
的考古文化，实际上也影响了与它相邻的地
区，所以我们说西辽河文明是认识中国传统文
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树立西辽河文化自信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郭大顺

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
满天星斗”，中华文明的三大起源地，西辽
河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个地区正好是东
北渔猎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
化交汇地区，碰撞产生火花，社会文明才能
进步。西辽河文明在中华大地上是先走一
步的，就是因为交汇产生了文明火花。不
同经济类型与不同文化传统交汇并融为一
体，体现西辽河文化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
开放包容和不断创新。

中国的文明起源有三部曲“古国、方

国、帝国”，典型代表就是西辽河流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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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有红山文化，包括
哈民都属于这个范围，夏家店下层文化奈
曼旗有，秦统一这块我们看展览看到了秦
量，在奈曼旗出土的，非常重要，说明秦统
一度量衡是个标志，所以说，通辽市这个区
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三部曲“古国、方国、
帝国”其中的三模式原生的一个典型单位。

通辽市是西辽河流域核心地区。西辽
河文明既有自己的特色，在全国又有影响，

我认为，通辽市应该及早把西辽河文明这个
牌子打出去，对提高通辽市知名度，提高通
辽市社会各界的文化自信，促进通辽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
一，作为通辽人应该树立文化自信。通辽地
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些文明的因素被传承下
来了。例如针对红山文化，我归纳的“坛庙冢
玉龙凤”这6个字，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这些日后都会传承下来，我们应该特别自
豪，特别自信，应该走好自己的文化路。

加强西辽河文化的研究与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王明辉

我研究的领域是人骨考古学，就是利用
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资料来研究古代的文
化、古代人的健康、古代人的遗传信息等等。

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人群受到了来自
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群不同程度的影响，产
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青铜时代华北、
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向外扩张，并向周围
迁徙，同时与周围居民产生混血有关。

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中原地区
的人已经全面渗透到西辽河流域，同时西

辽河流域的古代人也反向渗透进黄河中
下游地区，进入了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进程
之中，西辽河流域也反映出了文明的统一
性、延续性和包容性特点。西辽河地区
DNA 覆盖了红山（半拉山遗址）、夏家店
下（二道井子）和夏家店上（龙头山），甚至
影响到周边的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
而通辽市作为西辽河流域的核心区域，更
是西辽河文明重要的发源地，有着其他文
化无法睥睨的独特魅力。

对于未来西辽河文化的发展与保护，
我觉得如果要做哪些努力的话，一方面是
要加强文化保护，另一方面是加强考古工
作，保护文化遗产。应该重视西辽河文明
统一性和全面性的研究，而不是说只在某
些方面做研究或者保护。

通辽市可以从人骨考古学领域发掘
的资源有很多，我会继续跟进相关课题
的研究，为加强西辽河文化的研究和保
护尽一份力。

8 月 21 日—22 日，一场关于西辽河文化的研讨
盛会在通辽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 8
个省区考古研究所、学术单位、文物考古领域和研究
院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西辽河文化。

这是一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
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铸就西辽河文化新辉煌的
生动实践；也是一次探源西辽河文明，赓续文明根脉
的学术碰撞；更是一次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赋予西
辽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历史使命的文化盛会。

研讨会上，围绕“比较视野下的西辽河流域文明
起源与发展”的主题，专家学者们以《凌家滩文化
——长江流域文明的曙光》《西辽河流域农业起源和
早期发展》《南宝力皋吐文化因素分析》《哈民聚落与
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红山文化与中国文明起
源》等为题的报告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干货满满，参
会者沉浸其中，收获颇丰。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郭大顺今年已经 85 岁了，在考古界德高

望重。郭大顺研究的主攻方向是红山文化，这次研
讨会上，他围绕《浅谈西辽河文明的兼收并蓄》这个
选题作了主题报告，通过介绍出土的彩陶、玉器等内
容，来显现文化的交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
主任、副研究员王明辉作了题为《西辽河流域古代人
群的发展与融合》的报告，从人群体质特征和遗传信
息等角度，对西辽河流域古代人群的发展与融合进
行了权威解读。

通辽市地处中华三大文明发祥地之一——西辽
河流域的核心区域，至今保留着史前聚落遗址、辽代
墓葬、金代界壕、清代王府等丰富的文化遗产。

“比照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挖掘西辽河流域文
明的内涵与特质，在更大范围内探索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发展的机制与道路，开展学术研讨交流，加强
区域联动，增进合作，保护好、传承好西辽河流域的
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意义重大。”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国春充分明确了西辽河文明
研究的重要意义。

研究西辽河文明多年的西辽河文明研究专家工
作站首席专家张铁男说：“长江文明、黄河文明、西辽
河文明三大文明的专家团队齐聚通辽，意义非凡。
西辽河文明的研究除了它的学术价值，还有超出学
术之外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它成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一个探索。”

“西辽河流域是中国边疆地区考古一个重要的结
合点，西辽河文明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支
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丛德新说。

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田明
认为：“西辽河文明，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西
辽河文明验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命题，是一个
重要的文明起源路径；二是西辽河文明印证了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

王明辉建议，通辽市作为西辽河文明的核心区
域，应加强考古工作，保护文化遗产，重视西辽河文

明统一性、全面性的研究。
思想碰撞、汲取知识、分享讨论……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等不同史前文明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相聚在西辽河畔，围绕早期中华文明的
起源与发展进行广泛交流，深入开展红山文化、仰
韶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考古学文化
的对比研究，提出自己的课题、观点并从不同的视
角解读，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紧密结合，深入研究阐释考古材料所昭示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发展之路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
历史进程。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提出要把西辽河文明
研究引向深入。自治区文旅厅党组成员、文物局局
长曹建恩说，西辽河文明越来越成为内蒙古乃至中
华文明一张光芒闪耀的文化名片，将继续支持西辽
河流域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深化西辽河文明研究
阐释，将西辽河文明化进程阐释清晰，将西辽河文明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解读到位。

西辽河畔齐聚一堂西辽河畔齐聚一堂西辽河畔齐聚一堂 文明探源再谱新篇文明探源再谱新篇文明探源再谱新篇
□王晓飞 徐健 陈瑞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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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宝力皋吐博物馆。

2018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并指出：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
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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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位于西辽河文
明核心区域的通辽市映现在专家学者及全
国人民的眼中。这些年来，对西辽河文明
的研究在不断地推进、深入，这次众多国内
一流的、前沿的考古学家齐聚通辽市，可谓
是盛况空前，对通辽市的意义非常重要，对
打造通辽市的西辽河文化品牌也是一个强
有力的支撑和拉动。

众所周知，地方文化的发展是提升社

会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在“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拉动下，我们这些年主要是把西辽
河文明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单元，把它的区
域文化演进路径做了一个梳理，构建起了
一个基本的框架，也将通辽市的文化放在
西辽河区域文化的结构层面来定位。同
时，我们还把西辽河文明整体演进路径放
在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层面来解
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文化
单元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
非常典型的意义。因为这个区域处在中
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
的交汇地区，所以这个区域文化的个性特
征就是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元素荟萃，也

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表述，一个是交通枢
纽大驿站，一个是民族融合大熔炉，这就是
西辽河文明这个区域文化单元的一个突出
特性。

此外，在对西辽河文明研究的深入推
进过程中，我们发现通过西辽河文明可以
实证中华 5000年的文明史，与此同时，西
辽河文明也成为多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证之
一。这让我们可以在学术研究之外，看见西
辽河文明的现实重要意义，那就是我们可以
把它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
径的一个探索，我相信以此次研讨会为契
机，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讨与研究，会推动
通辽市的社会文化发展再上一个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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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西辽河文化品牌的有力支撑
西辽河文明研究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 张铁男

自从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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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西
辽河文明走进了学术研究领域，也走进了我
们大众的视野。这让我们认识到，远在中原
传统的黄河、长江之外的塞外之地，有一个中
华民族更古老的老家就是西辽河地区，所以
我们现在说寻根西辽河、策马科尔沁，这是我
们对当地旅游文化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对于
西辽河文明，我觉得它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西辽河文明验证了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命题，从位置来看，这里位于中原农耕
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文明

的交汇之地。从文明程度来看，这里汇聚多
元文明要素。可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文明
起源路径。第二，西辽河文明印证了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就目前而言，我觉得传承、宣传、发
展西辽河文明，首当其冲就是把中华传统文
化宣传出去，讲好西辽河的故事，发出西辽
河的声音，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辽河、认识西
辽河、宣传西辽河，把西辽河宝贵的文化遗
产向全国、全世界进行宣传，这也是我们共同
的心愿。

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 田明

讲述北疆文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