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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白泥窑子遗址

呼和浩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黄
河中游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文明多元起源浩瀚星河重要的一颗亮星，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成员。

呼和浩特地区位于我国正北方，纬度
和海拔相对较高，在距今 10000年前的冰
期和冰后期时代气温较低，人类的繁衍和
生物资源生长缓慢，农业活动迹象不明
显，采集、渔猎是主要的获取生活物资方
式。根据考古资料，在距今8000年前的呼
和浩特地区，还未发现可靠的新石器时代
人类活动的遗存。但是到仰韶时代温暖
期到来后，呼和浩特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
活动逐渐增多。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
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跨越
了距今7000—5000年，这一时代也被称为

“仰韶时代”，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
期。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其
著作《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提
出，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为“以关中为纽
带，联结甘肃东部、晋南和豫西，形成仰韶
文化的中心范围；在它的邻近地区形成一
个外围地带。从它的中心地区向外围推
进，先南北，后东西；向西北推进较远，向
东南推进较近。”呼和浩特地区作为考古
学文化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北方区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
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垦荒，到
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
区”，因而出现了“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
分相似的遗址”。沿黄河地区的清水河县
白泥窑子遗址、岔河口遗址及托克托县海
生不浪遗址在仰韶时代早、中、晚三个时
期都有代表性器物出土，也是呼和浩特地
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

白泥窑子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
河县城区西北 25公里的一处台地上。遗
址整体面积约 5万平方米。据考证，该遗
址共有五种文化遗存，时代从仰韶文化早
期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主要为仰韶一
期、仰韶三期海生不浪文化类型、仰韶四
期阿善三期类型、老虎山文化和朱开沟文
化。各时期均出土有长方形、梯形半地穴
式房址，并有手制夹砂陶、泥质陶等陶器
以及石器、骨器，其中最典型的是手制夹
砂陶器——小口长肚尖底瓶。这也充分

证明呼和浩特地区是仰韶文化圈的最北
端，同时也是这地区文明的曙光和源头。

当然，呼和浩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并非独立存在，它与中原仰韶文化有着
深层次的联系，并结合自身实际逐渐发展
演化而来。其中，本地区特有器物——火
种炉的出现，说明了呼和浩特地区所具有
的文化地域特色。火种炉，采用泥条盘筑
法手制而成的夹砂陶器，质地坚硬，胎壁
厚重，腹壁和底部有气孔。中国人民大学
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魏坚教授在《庙
子沟文化筒形罐及其相关问题》中提出，
火种炉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一株无本
之木，因其绝不见于前行之文化遗存，显
然是外来的文化因素。”后经专家考证，火
种炉应当是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向北拓展
的结果。

魏坚教授认为白泥窑子遗址中的方
唇短沿夹砂罐、深腹盆、敛口瓮等均可在
北首岭、元君庙、姜寨等遗址的早期遗存
中找到相似的器形，特别是半坡文化所特
有的宽带纹黑彩或者素面的圆底钵在这
里大量流行。与此同时，以红顶钵和锥状
鼎足为特征的后岗一期文化因素也对本

地区以阳湾和岔河口遗址为代表的早期
阶段遗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见，来自
晋陕、沿黄河溯游而上的仰韶半坡文化与
由晋冀北部的通道西进而来的后岗一期
文化在这里曾产生传播与碰撞，为这一地
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呼和浩特地区在中华文明
起源阶段，与中原仰韶文化存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多重交流交融，呼和浩特地区是中
华文明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白泥窑子遗址位置示意图

呼和浩特市档案史志馆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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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漫步将军衙署博物院，红墙环
绕，回廊幽深，院内古树葱茏，清香
扑鼻，牵藤引蔓，景色怡人，这座清
代绥远城将军衙署被称作“漠南第
一府”。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将
军衙署博物院共接待游客 37000 余
人次，游客们穿上古装走在古色古
香的衙署建筑群中，在丁香花树下
打卡拍照，俨然“穿越”了时光。

“ 一 座 将 军 府 ，半 部 青 城
史 ”。 将 军 衙 署 博 物 院 是 依 托 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绥远城将军衙署建立的一座
古建筑类专题博物馆。将军衙署
始 建 于 清 代 乾 隆 二 年（公 元 1737
年），距 今 已 有 近 300 年 的 历 史 。
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2009 年 被
评 为 国 家 二 级 博 物 馆 ，2013 年 被
评为 AAA 级旅游景区。现对外开
放 ，向 公 众 展 示 清 代 绥 远 城 的 历
史文化。

据介绍，绥远城将军衙署，属
八旗驻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其为绥远城驻防将军之府邸，故称
将军衙署。按照清代一品封疆大
吏官邸的规格建造，为清代八旗驻
防 城 绥 远 城 的 主 体 建 筑 ，先 后 有
79 任清代绥远城将军在此任职。
为清代 14 处常设八旗驻防将军衙
署之一，它是我国现存的清代驻防
将军衙署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
文 物 遗 址 ，对 于 研 究 清 代 边 疆 政
策 、绥 远 历 史 文 化 等 有 着 重 要 价
值。

将军衙署博物院宣教部负责人
张铃说：“将军衙署的建筑规模之大，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清代建筑遗存之
多、之完整令人惊叹。包括将军衙署
现存主体院落的照壁、府门、东西倒
座、仪门、大堂、折房、文秘处、官房、
印房、二堂、箭厅、客厅、三堂东厢、西
厢，每一处都展示着清代建筑的豪华
精巧和清代建筑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
文化艺术水平。”

将军衙署内规格最高、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建筑当属大堂。大
堂正中是海水麒麟屏风，代表清朝武
官一品品级，中间端座的人像为第一
任绥远城将军王昌，是他亲自督建了
绥远城。

据 将 军 衙 署 博 物 院 院 长 迟 利 介
绍，绥远城将军衙署是清代八旗驻防

制度的产物，作为清朝统治和管理内
蒙古地区的重要机构之一，是清代沟
通中央和边疆地区联系的重要军事重
镇和枢纽机关，它的存在对见证各民
族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
生活、民族团结、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
体意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提高参观者体验感，将军衙署
博物院还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助力博物
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出电子导游服
务，游客使用手机扫码就能听景点语
音讲解，这是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推出智游青城公共服务平
台，数字技术手段不仅增强了博物馆
互动性、参与感，也让古老文物重焕新
时代的光彩。

将 军 衙 署 博 物 院 院 长 迟 利 表
示 ，“ 到 博 物 馆 去 ”已 经 成 为 新 的 生

活方式和社会风尚，一方面，将军衙
署 博 物 院 会 继 续 优 化 博 物 馆 服 务 ，
加 强 文 物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不 断 找 寻
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契
合点，如根据一年四季来打造将军衙
署 古 风 穿 越 体 验 ，让 更 多 游 客 看 得
懂、感兴趣、想参与、有收获。另一方
面，要在陈列展览、信息化建设、社会
教育、对外交流、文创开发等方面下
足功夫，通过多种方式将文物展品呈
现给观众，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
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
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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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举行的首届辽上
京文化论坛上，专家介绍，辽上京遗址考古取得系列新突破。

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董新林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考古研究
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从2011年起通过考古调查、钻探
和发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规模。宫城位于皇
城中部偏东，平面呈近方形，东、南、西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
现北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
了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

同时，首次发现并确认了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
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道路遗址，呈东
西向轴线布局。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门三道格局，皇
城西门和宫城西门、宫城南门均为单门道，宫城东门外大街的
宽度至少是南门外大街的 2倍。这些新发现从考古学上证明
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平面
布局和规划理念的研究。

考古队还了解到，城门主要分为以皇城东门、西门为代表
的过梁式城门和以宫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门两种。进一
步对多种类型遗址的发掘，获得了研究辽代建筑的形式、技术
及其源流发展等难得的考古资料。

特别是，考古队根据出土遗迹和遗物，确认了西山坡是一
处辽代始建的佛家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当时辽
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位于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大量
精美写实的泥塑佛教造像，引起国内外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
注。这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将产生非常重要
的影响。

“重要遗物编年断代，也有新突破。”董新林说，辽上京遗
址包含辽朝、金朝和元朝早期不同时段，是属于古古叠压的大
遗址。以往学者很难分清辽朝和金朝的瓦当。考古队通过勘
探和发掘，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内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层堆
积情况，获得一系列地层关系清晰明确的瓦当和瓷器等重要
遗物，可初步建立一些遗物的年代序列，为推定遗址时代建立
基础，有效推进对辽上京城址营建、发展、废弃等历史演变过
程的认识。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南，是 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契
丹人建立的辽朝（公元 907年-1125年），先后建有 5京，辽上京
是辽朝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首都。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文
联拟举办“诵读时代精彩 感受青城美韵 ”呼和浩特朗诵大
赛，从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朗诵文稿。

据了解，此次征集文稿主题聚焦首府在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等各方面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
和新气象，进一步鼓舞首府各界群众放歌新时代，再创新辉
煌。

按照征集要求，所征文稿须适合朗诵，文稿应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创新性，能够引起读
者共鸣。作品应是原创的汉语写作的现代诗歌、散文诗。其
中诗歌行数不超过 80行，散文诗 1000字以内，要求具有诗化
的音韵美和节奏感。市文联将组成专家组，对投稿作品进行
评选，符合朗诵要求的优秀作品入选朗诵会。征稿时间将持
续到 6月 25 日结束。

近日，在剪花如春·内蒙古剪纸艺术作品展上，13幅和林格
尔剪纸作品分别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成为全
区参加此次活动获奖最多的地区。

和林格尔剪纸传承多以千百年来根植于草原上的祥瑞动
物、植物和吉祥图符以及呈现半农半牧区域文化属性的纹样为
主要内容，剪纸传承中蕴涵着深厚历史文化观念，呈现典型地
域性群体文化观念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形态，2008年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名录。2009年中国
剪纸（和林格尔剪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名册。

今年，在多年抢救、发掘、整理、研究、传承、创新等基础上，
和林格尔剪纸学会又承担起了中国剪纸（和林格尔剪纸）的履
约保护项目，对400名和林格尔剪纸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调研记
录，为和林格尔剪纸建档并开展学术研究。

目前，口述史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中，预计年底成型。
（李海珍）

和林格尔剪纸：

巧手雕刻时光

辽上京遗址考古取得新突破
首次确认宫城位置

“诵读时代精彩感受青城美韵”
朗诵大赛作品开始征稿

▲ 将 军 衙 署 博 物 院
丁香花开

◀ 将 军 衙 署 博 物 院
二堂

▶游客们身
穿古装在将
军衙署博物
院打卡拍照

一座城市有了文化的温度，才能连接
过往和未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
首府城市文化能级，保护传承好城市文
脉，涵养城市文明，从即日起，呼和浩特市
档案史志馆与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联
合开设“兰台翰墨·青城文脉”专栏，从呼
和浩特地区档案、建城史、文化印记等多
个层面，深挖城市脉络，展示文化遗产的
特有价值，厚植城市内涵底蕴。

开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