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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铁岭"三普"新发现古遗址、墓葬等文物228处(图)

作者： 毛颖  发布时间： 2008-11-21  文章出处：辽沈晚报

文物普查的部分成果 

    目前，铁岭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第二阶段野外调查结束，我市文物普查工作者共普查遗址点505

查“二普”遗址点277处，新发现包括调兵山太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西丰县原始部落酋长的古代墓葬、距今

两千年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标本，以及大量辽金至明清时间的古遗址、墓葬、居住址等文物228处

    我市第三次文物普查野外调查工作4月初在铁岭县阿吉镇试点，6月在我市全面展开，到11月

三次文物普查第二阶段野外调查工作结束。在此期间，我市文物普查工作者爬山涉水、顶风冒雨，走遍了

北的铁岭县、调兵山、昌图县、西丰县等五县(市)三区内的30多个乡镇，325个村，2620多平方公里

积。 

    “这次文物普查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我国曾于上个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开展过两次文物普

博物馆馆长许超说，此次普查对地面、地下、水下文物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梳篦式调查，由传统意

“文物”普查发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一些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文化景

线路、文化空间、老字号等，都是本次普查的对象。 

    此次的野外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至2009年。具体工作内容是，主要对铁岭市境内地上、地下、水下不

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石刻、近现代重要史

建筑、重要工业遗存等6大类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为我市摸

家底，做好下一步文物保护提供充分依据和标准。 

    新科技手段的运用是本次普查的又一特色。“在充分运用经验的同时，一些新的科技方法被

文物普查工作中。通过信息采集完成GPS科学定位就是其中之一。”许超介绍说，在普查中，每个

物保护对象都要完成详细的坐标定位，之后输入到电子地图，便于查找和管理。此外，专家们在普

要拍照、画图纸，还要填写统一的表格、留下规范的文字描述，进一步细化信息。 

    许超说，这次是工作量最大、普查数量最多的一次文物普查。艰苦的野外工作中，普查队员们严

普查标准，对全市乡村每个普查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在当地文化站长或向导的带领下，请村领导

老人或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对象，了解基本情况，运用自己掌握的文物知识寻找文物分布规律，设计调

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普查队员们每天翻山越岭，有的地区地形复杂，普查队员每天需要徒

时。他们完成每天必做的拍照、测点数据、采集标本、登记档案等十余项必做的工作后，往往已是深夜。普

查队长、市博物馆副馆长周向永在普查开始后，连续工作在野外第一线，经常一个多月不回家，有

需要回到单位，也是急匆匆地回来，急匆匆地走。馆长助理王奇在普查中，由于连续颠簸，腰病

不影响普查进度，自己悄悄地到药房买来护腰带，继续坚持工作。 



    此次我市野外调查获得重要收获，调兵山太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西丰县原始部落酋长的古代墓葬、距

今两千年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标本的重要发现，以及大量辽金至明清时间的古遗址、墓葬、居住址的大量

现，为铁岭的历史注入了丰厚的内涵，让我们对铁岭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