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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消息：日前，由于通化市南山公园大型工程建设要在通化桦树河口遗址动工，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紧急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共发现具有代表性意义、从表面看可复原的

文物７０多件。此次发掘意外发现了石砌基础的古代房址和曾在山东半岛发现过的龙山文化的最

先进器物——磨光黑陶，有关专家证实，这些发现在吉林省尚属首次，对研究浑江流域古代文明

和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令人惊叹的石砌房基 桦树河口遗址于１９８６年被

列为通化市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此次抢救性发掘也是对该遗址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省考古

所专家李冬13日告诉记者，该遗址共包括３处房址，首度发掘的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从出土

的器物看，该遗址的断代最早距今３０００年，最晚大约距今２０００年。   ３处房址中最

大的房址长２０米、宽７米，共３间屋子。令人惊叹的是该房址竟是由石头砌成的石基，这种石

基十分稳固，在北方原始社会十分少见。另外，该房址共有两道墙，两墙之间有一米宽的距离，

可见其防御系统已十分完备。李冬介绍说，古时候的人在这种石基上用桩木编成墙，再用泥土拍

打以保持坚固，房上再盖上茅草，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房子。从过去发掘的北方遗址中看，当时

的房屋还是壁穴式，但此次发掘竟发现了石砌房基，这在吉林省尚属首次发现，意义深远。    

中原影响北方的力证   据了解，房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打制器物、磨制器物和十分原始的陶

器，有石刀、石网坠、石矛、豆、碗、罐等。其中，一个带耳磨光黑陶的残片引起了考古专家们

的注意，“这种磨光黑陶对土质要求极高，过去只在山东半岛发现过，是龙山文化最先进的器

物，在北方的遗址中发现尚属首次，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已辐射到北方，并对北方文化产生了重大

影响。”有多年考古经验的李冬说，这是当时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最有力的证据。从房址和出

土的器物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形成政权的原始村落，人们过着安稳的定居生活，长年以农耕、渔

猎为生，从房址发达的防御系统看，它已处于从原始村落向城市文明发展的阶段。   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宋玉彬告诉记者，接下来的发掘任务除另两个房址外，还有周围的一些古墓

葬。目前，发掘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新华网吉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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