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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扎鲁特旗位于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北部，她北倚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南望古老东去的西辽河，东
邻肥沃辽阔的松嫩平原，西眺巍巍的燕山山脉。
这里地域开阔，水草丰美，远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历史大舞台。
千百年来，钟灵毓秀，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近几年来，这里发现的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墓地，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众所周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辽河流域曾经孕育了灿烂深厚的史前文化，也是中华文
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科尔沁草原处在西辽河的中下游，是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承上启下的重要区域。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富集、交互作用复杂的地域，理所应当地遗留下来许多文化交流的足迹，因为从
前的人类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类的进步也正是在各种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中完成的。
可是很遗憾，由于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人类繁衍生息的摇篮和重要的史前活动舞台之一的这片土地
，在沉寂了数千年之后，才被南宝力皋吐史前遗存的发现给惊醒了。
这一发现为深入探寻这一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真实情况提供了确凿的依据，其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2006～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通辽市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组成了联
合考古工作队，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吉平带队，对南宝力皋吐墓地和遗址
展开了艰苦的田野工作。
春天他们迎着风沙，夏日顶着酷暑，秋冬冒着严寒，在这个辽阔的科尔沁沙地北部一扎鲁特旗的南边
，进行了三年连续性大规模的野外工作。
发掘取得了巨大成就，清理墓葬总计近400座，出土各类精美文物1500多件。
为此，该发现荣获了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六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东部区继2003年吐尔基山辽墓之后，又一次为自治区考古事业增光添彩。
2009年又荣获国家文物局举办的“2007～2008年度中国田野考古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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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扎鲁特旗位于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北部，她北倚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南望古老东去的西辽河
，东邻肥沃辽阔的松嫩平原，西眺巍巍的燕山山脉。
这里地域开阔，水草丰美，远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历史大舞台。
千百年来，钟灵毓秀，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近几年来，这里发现的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墓地，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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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南宝力皋吐A、B、C三处墓地，墓葬方向统一，排列密集，几乎没有打破关系。
三个地点出土随葬品风格特征相当一致，是属于这一时期同一种文化的遗存。
陶器手制，烧造温度适中，多褐色或红褐色，少灰褐色。
陶器易碎，器壁较薄，夹粗砂陶不多，泥质陶亦夹极少砂砾，口沿和近底部见有剥离开层现象。
器形规整，个体不大，器表普遍施纹饰，素面陶较少，纹饰讲究，纹样繁复而且量大。
彩陶数量不多，只见黑和紫彩。
少量泥质陶表面磨光（有磨光黑陶），个别有圈足器，器底见有编织印纹或叶脉纹。
磨制石斧个体较小，造型规整，出土较普遍，但总量少于压制细石器，如石镞、长方形石刃片及形态
各异的片状刮削器等。
大型磨制石器最少，如石磨盘、石磨棒只有少量墓葬出土。
随葬骨蚌器在数量上仅次于陶器，限于保存条件，可提取成型的个体不多，多发现其渣化或呈粉状。
墓地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陶器的成分比较复杂，例如网纹筒形罐、高领双耳壶、尊形器、钵等
陶器显然具有某些小河沿文化的特征，此外竖条形堆纹筒形罐、叠唇弧腹罐、复线几何纹陶壶等陶器
与辽宁偏堡子类型同类器极其相似，还有一定数量的横条形堆纹筒形罐、复线几何纹鼓腹罐等，与东
北北部嫩江流域昂昂溪诸文化的小拉哈一期遗存陶器十分相仿，但抹光深腹筒形罐和形态各异的动物
造型的陶器群，构成了南宝力皋吐墓地有自身特征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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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配合国家电力设施建设，2006年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在内蒙古东部展开古遗址
、古墓葬调查，在扎鲁特旗文物管理部门的引荐下，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南宝力皋吐史前墓葬群。
鉴于保存现状堪忧，同年入秋，经报批后转入正式田野发掘。
墓葬发掘工作历时三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收获，三处墓地共清理发掘墓葬395座，出土各类精美
随葬品1500余件。
这是迄今为止内蒙古东部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获取遗物最为丰富、文化面貌极其独特
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墓地。
因此还获得过2006～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提名，2007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
坛”六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又获国家文物局举办的“2007～2008年度中国田野考古三等奖”。
为了让关注和支持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各界人士尽早了解南宝力皋吐墓地概况，我们先行编辑了这本《
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以飨读者。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志诚遴选书名并题字
，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安泳锝，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院长塔拉，扎鲁特旗旗
长希日巴拉为本书撰写序言，另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永志所长及曹建恩副所长惠赐前
言，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及扎鲁特旗旗长希日巴拉、副旗长肖强、人大主
任包哈达等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了极大关注与支持，使得本书顺利付梓。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化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的各位同仁对本书的编
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由李宁、李威、邱国斌、孙文刚、郑钧夫等同志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汇总、整理与编辑工作，器物
说明由邱国斌、吉平等同志编写，发掘现场照片由吉平、李树国拍摄，器物照片由庞雷、吉平拍摄，
风光照片由包卫东拍摄，航空照片由包头市文物管理处的董永军拍摄，拓片制作由李威完成，墨线图
由李宁绘制，全书最终由吉平审定。
作为科尔沁地区田野考古发掘的首部专业图录，因为编者的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与错误，敬请各
界人士指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尔沁文明>>

编辑推荐

《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风光旖旎、水草丰美、资源富集的科尔沁草原的扎鲁特旗，地处内
蒙冉n治K通辽市西北部，大兴安岭的南段，总面积1.7 5万平方公里。
先民们很早就存这块土地J二生息繁衍，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
2006年以来，我们在这里发掘了面积最大、获取材料最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藜地——
南宝力皋吐墓地。
连续多年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陶器种类的丰富和装饰图案的繁缛多变在以往的新石器
考古发现中非常罕见，随葬大量的骨、蚌器以及玉器也是这次收获的亮点。
南宝力皋吐墓地极有可能成为内蒙古东部继兴隆洼、红山、小河沿等文化之后，又一个正在被认识的
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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