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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塔拉 杨新宇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６－２９日，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
所成立五十周年暨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正值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是一次学术交
流的盛会，也是对内蒙古文物考古事业五十年发展历程的一次总结。内蒙古长城地带自
古便是人类生息繁衍之地，作为多种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漩涡地带”或交汇点，更是古
代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杂居、牧业文化与农业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带。其丰富多彩的
古代文化，对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南北文化的渐次交融，特别是对探讨欧亚草
原地带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对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新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史前文化以及历史时期富有特色的古建筑、墓葬、遗址和出土文
物的探讨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拓展。特别是近
年来，内蒙古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众多遗迹遗物的发现与考古勘探、
发掘，为进一步研究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次会议正是基于这些丰
厚的资料积累和几十年来的学术积淀而召开的。 

此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３４篇，３１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内容主要涉及下几个
方面： 

一是内蒙古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成果。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及城址、环
境与文化区系研究和青铜时代的各文化比较研究等。《中国史前聚落的围沟与壕沟》中
指出环壕与城壕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利
用自然改善居住环境，扩大交往，扩大势力范围的举措。《从“三岔口”到“Ｙ”文化
带》中认为文化交汇是文明起源的一个原动力。辽西、中原与河套三个地区三种不同渊
源古文化的交汇，有着由南北交汇向西北与东南交汇转变的过程。交汇的形式是碰撞，
结果是出现花（华）与龙共生。“Ｙ”形文化带作为中华文化史上最活跃的熔炉和文明
曙光升起最早最光亮的地区，被称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而这一关键性的转折
是发生在属于北方文化区系的河套地区，两种渊源似乎并不相同的文化的结合或接触条
件下产生的奇迹给人以启迪。至于在此之后整个中原，甚至南到长江中下游发生的大规
模、大幅度文化面貌转变，更发人深思。对青铜时代的文化、器物进行的比较研究中，
《内蒙古朱开沟商代遗址中刀和短剑的年代问题》、《论石板墓的文化及相关问题》、
《内蒙古东西部青铜文化的比较》、《内蒙古中南部商周考古的新进展》等论文，从不
同角度，分别就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年代和类型的划分、青铜器装饰意义和艺术
风格、族属和渊源、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周邻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做了精
辟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二是内蒙古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的研究。包括汉简的出土研究、辽代墓葬、瓷
器、壁画的研究、元代古城址的发掘及明清时期古建筑的保护研究等。《吐尔基山辽墓
发掘的主要收获》、《辽庆陵东陵复原试考》、《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元代集宁
路古城址发掘收获》等论文，分别从贵族墓葬、建筑、壁画、动物型装饰、具有民族特
色的器皿、城市布局等不同侧面，对这些民族的文化面貌、特征、社会发展、宗教、艺
术及中西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细微的探讨。 

三是对环境考古、航空遥感考古及现代科技在文物保护与研究中的应用等方面的总结以
及相关实践成果的介绍。《赤峰地区环境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自然科学在考古中的
应用》等论文，就地区间的环境演变、地貌结构、自然生态环境构架成因的变化及影响
和制约着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分布规律进行了阐述。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古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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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是近年来内蒙古文物考古中的一项重要项目，在《内蒙古中南部航空遥感考
古》中，分别介绍了对大窑石器制造场、陶卜齐古城、土城子古城、小红城、大红城、
玉林卫故城、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黑城、环岱海遗址群（老虎山遗址、园子沟遗址、
王墓山遗址）、集宁路古城进行遥感考古的结果。对上述城址采取了低空、多角度观察
并拍摄地表历史遗迹鸟瞰照片的方法，记录了大量的土壤学、地质学、地貌学、生态学
和地理学信息，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反映出考古遗迹或现象特征。所反映出的历史遗迹主
体，结构完整，避免远近透视变形，或遗迹前后的重迭，使遗址富有立体感和深度感。
充分表现出遗迹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研讨会内容广泛、学术性强，通过对内蒙古地区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的多视角、深层次的
研究，用新方法诠释和讨论了研究成果，开拓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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