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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南宝力皋吐古遗址:聚合多种史前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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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４日结束的南宝力皋吐古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位于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这处新石器时代

晚期大型墓葬群，聚合了多种史前文化形态，在中国东北的古遗址中尚属首例，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也极为罕见。 

    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古墓位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东南约４０公里处的南宝力皋吐村，是大兴安岭南麓草原与

科尔沁沙地的交会地带。 

    遗址和墓葬的大规模发掘工作于２００６年展开，至２００８年末，共发掘清理３９５座４５００年前的新石

器时期墓葬，出土１５００余件土陶器、玉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随葬品，随后这一地区又发现一处更早时期的原

始生活区房屋遗址。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 

    从已发掘的墓葬看，墓葬的排列、形制、方向以用葬式、葬俗及出土随葬品相当一致。多为仰身直肢单人葬，

少数为侧身葬，但不见屈肢葬。有４座为男女双人合葬、１座三人乱葬，还有一定数量的墓葬没有人头骨。出土的

随葬口品中有精美的五星状石骨朵（有人称为权杖头）、罕见的陶人形壶及多顶骨制头冠等珍贵文物。 

    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已发掘墓葬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出土随葬品种类之丰富，在内蒙古乃至整个东北地区都

是前所未有的，其多种类型史前文化并处一地的现象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遗存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很难归入已

经命名的文化类型。”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韩建业说。 

    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平介绍，在古墓出土的随葬品中，陶器的成分比较复杂：大量绳索状条形堆

纹筒形罐独具特色，高领双耳壶具有下辽河以西小河沿文化的特征，叠唇弧腹罐又像是下辽河以东辽宁偏堡子类型

同类器皿的再现，还有一些陶器表现出松嫩平原小拉哈等遗存的印记。 

    吉平说：“南宝力皋吐古墓发现的多种文化并存现象，表明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

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其交流的程度，可能超过了我们现在的认识。” 

    “南宝力皋吐遗存的文化成分具有多元性，除本土文化外，还有至少五种外来因素。这在以前没有见过，至少

在中国东北地区是绝无仅有。”吉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赵宾福说。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该遗存所体现的多元文化现象可能与扎鲁特旗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有

关。“扎鲁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驿站’，该地区可能曾有交通要道，南宝力皋吐遗存恰恰表现了这一状况。” 

    严文明说，根据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南宝力皋吐遗存除了与东北的史前遗址有密切联系，而且南与山东，西

与新疆、甘肃，北与俄罗斯等地存在文化交融现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也认为，南宝力皋吐原始生活区具有文化通道的作用。“这里发现的火烧墓

和叠肢葬等墓葬形式，在同时期的中国西北与河西走廊一带也出现过，因此，两地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据吉平介绍，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古墓的发掘及文物鉴定工作正在进行，随着出土材料的丰富，该地区原始居民

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状况将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南宝力皋吐古遗址学术研讨会于８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举行，来自北京、吉林、辽宁、

四川、香港和内蒙古等地的近１００名考古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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