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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作者： 2011-09-02

        沈阳是世界文化遗产“一宫两陵”所在地，也是东北地区最早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高台山文化、宫后里

城址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这座关外名城声誉鹊起，更具历史文化内涵。而这一切无疑离不开沈阳市文物考古部门的努力。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5月，其前身是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下属的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沈阳市文物考古钻探队，属沈阳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局管辖，事业单位，办公地点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北塔街27号，整理基地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龙山路6号。2009年获得

国家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全所共有人员编制39名，其中4名专业人员具有正高级职称，5人具有个人发掘领队资质，下设研究室、考古一队、

考古二队、基建考古办公室、综合办公室、保卫科等机构。 

      建所以来，沈阳市所秉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励志创新，稳步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沈阳的历史文化建设谱写出一曲曲赞歌。他

们积极在城市基本建设中开展考古工作，不仅承担了旧石器调查、石佛寺水库、沈抚二号线、康平电厂、沈阳绕城高速公路、沈阳四环快速路等

多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查任务，还组织了千松园遗址、修女院汉墓、上伯官汉墓、叶茂台23号墓、蔡家沟辽墓、石台子山城、郭七遗址、偏

堡子遗址等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掘成果，为保护沈阳历史文化遗产和丰富沈阳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做出了极大贡献。 

        2008年，为推进沈阳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保护、利用与展示等工作，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挂牌成立了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研

究中心。中心成立后，将在沈阳城市规划、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制定等方面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咨询与决策参考。近年来，已对发掘出的

清盛京城德盛门瓮城遗址、鼓楼遗址等重要遗存进行了原址保护和展示，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完成本市文物考古工作外，沈阳市考古所还先后参加了重庆万州方家岭窑址、窑坝窑址、滩垴窑址、插柳子窑址、屋基坪窑址、大田墓

群、方庄嘴嘴墓群、大湾墓群；河北正定吴兴-窑上遗址和元氏殷村遗址；河南淅川柳家泉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为长江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

程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展。 

      在做好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十分重视开展学术研究工作。该所业务人员在专业刊物上先后发表各类专业学术论

文、报告百余篇，出版了《沈阳考古文集》（第1集和第2集）、《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和《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出土文物卷》、

《沈阳八王寺地区考古发掘报告》、《沈阳碑志》等多部学术著作。 

       这些工作和研究成果不仅让我们对沈阳地区的历史和考古学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也更增强了保护和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信心和力

量！ 

     让我们携手前行，和谐发展，共创沈阳考古新的辉煌！ 

基础篇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在沈阳北部的北塔公园旁，有两栋仿古青砖小楼，这就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办公地点。这里古香古色，旁边就是盛京城四塔寺之一的

北塔法轮寺，古塔矗峙，佛香缭绕。院后就是北塔公园，绿树成荫，玉池生波，松青草绿，环境清幽。主办公楼于2008年进行了改扩建，新增了



会议室、职工活动室、修复室等，极大改善了办公条件。楼内的图书资料室有历史、考古、文物、人类学等相关藏书30余万册，清静优雅，是专

业人员查阅资料、研究学习的好去处。 

       位于新乐遗址附近的整理基地，于日前刚刚落成。这项工程是国家发改委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既是我所加强硬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也

是我们贯彻国家文物考古工作方针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整理基地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地上、地下各一层，配置了恒温恒湿与通风空调设备、

专业的安防与消防设施以及特制的文物柜架、专业的货物电梯，集文物整理、研究、保护于一体，是东北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文物整理基地之

一。 

        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步伐的加快，沈阳考古扬起全新的风帆，有了健康快速长足的发展。所领导班子十分重视业务建设，采取多

种措施加强所内人员的业务学习，努力营造浓厚的业务研究氛围，不断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科研水平。近年来，我所派2人参加考古领队

班的培训，派1人到西北大学学习文物修复和保护技术，派1人到兰州参加金属文物修复培训班学习。此外，我所还定期召开年度田野考古汇报

会，开展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编写、政策法规等相关业务知识培训，并邀请专家到现场指导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为

满足文物调查、考古发掘现场信息采集、记录及物品运输等的需要，我所不仅购置了越野吉普车和考古勘探车，还陆续为业务人员配置一批笔记

本电脑、数码相机、GPS等专业技术设备，极大改进了全所的业务装备。 

     2007年初，市考古所由原来的26名人员扩编至39人，业务力量、单位实力大大增强。2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辽宁

省内文博界和吉林大学的7位著名专家、学者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沈阳考古有了更为准确的发展航向。 

       2009年2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成为东北地区除三家省级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外，第五家获此资质的业务单位，突破了多年来沈阳市没有独立考古发掘权的瓶颈，圆了沈阳几代考古人的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为我

所未来的发展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加美好的前景。 

         不断被夯实、加固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是沈阳考古赖以发展的基石，在整理基地落成之际，我们对沈阳考古的未来充满期待…… 

业务篇 

——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踏踏实实用心做学问，勤勤恳恳努力干工作。这是沈阳考古的品格，也是沈阳考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建所以来，市考古所立足沈阳，踏踏实实，稳健而有力地开展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果。旧石器考古调查填补了历史空白，将沈

阳地区的人类活动史提前到3万年前；郭七遗址和千松园遗址的发掘使困扰我们许久的新乐上层文化房址结构和聚落布局问题得以解决；石台子

山城十年的考古发掘为高句丽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而翔实的实物资料；法库地区辽墓的抢救性发掘让我们一次次感叹文物保护的艰难和辽文化带

来的震撼；清盛京城德盛门瓮城遗址和鼓楼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揭开沈阳城市考古和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新的一页…… 

       沈阳市考古所还积极参与国家大型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在“三峡”库区重庆段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和河北段考古工地，沈阳

考古也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 

   填补历史空白 旧石器调查意义深远 

        以前，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的沈阳几乎一无所知。有限的几个古生物化石虽然提醒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可能存在古人类的活动，但确切的证据

却始终未能找到。2011年，我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成立“沈阳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组”，在康平、法库地区进行了近一个月

的考古调查，惊喜地发现了14处旧石器时代地点，并采集打制石器1029件。这表明沈阳地区不仅存在而且有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存，

沈阳的历史从7200年一下子提升到3万年前，填补了沈阳历史的空白。 

     环壕聚落和房址 新乐上层文化终有突破 

        新乐上层文化发现于1973年，是沈阳地区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该文化的“房址”始终未能发现或确认，这是

沈阳考古的一个遗憾，也是沈阳历史迫在眉睫、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2007年，我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在沈北新区郭七遗址发

掘出2座半地穴式房址，使新乐上层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2010年，千松园遗址再次发掘出多座新乐上层文化房址，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

了一道长方形的环壕。千松园遗址环壕聚落的发掘对于研究新乐上层文化的村落布局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新乐上层文化研究

的深入，以及下辽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文化格局的研究等都有重要价值。 

   十年发掘路漫漫 石台子山城喜结硕果 

       石台子山城是辽宁境内保存较为完好的高句丽山城之一，是高句丽中晚期城址的代表。1997-2006年，为全面了解其结构及文化堆积，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其进行了长达10年的考古发掘。通过发掘，我们不仅探明了山城的墙体结构，城门和马面的结

构、分布，点将台的结构和布局，城内蓄、排水设施以及城内房址的分布及功能等，而且还对山城外墓葬群的分布情况、结构及时代等做了较为

详细的了解。特别是直径9米的蓄水井为目前发现的国内高句丽山城中最大的，蔚为壮观。这些发现揭开了高句丽中晚期山城的神秘面纱，对高

句丽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2007年，石台子山城考古发掘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4强。 

    劫后余生仍辉煌 法库辽墓收获良多 

      法库县是学术界公认的辽代肖氏后族领地，叶茂台肖义家族墓地和前山肖袍鲁家族墓地的发掘使法库县的辽代文化闻名于世。众多的辽代城

址和墓葬是一笔宝贵的地下财富，不仅吸引着考古工件者的目光，也令少数不法分子垂涎三尺。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按照文物局部署，对被盗

掘的古墓葬进行及时抢救发掘，抢救出一批较为精美的文物。 

   保护展示并重 名城研究创新思路 

      随着沈阳城市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文物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新的突破。2010年9月，沈阳市第一个遗址保护展示项目——清盛京城德盛门瓮

城遗址保护展示项目顺利完工。这是由以往单纯注重遗址发掘和遗物清理，向遗址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这一观念上的重要转变。将考古发掘与遗

址的原址保护展示相结合，不但有利于更好的复原历史，展示沈阳名城的文化底蕴，也有助于使考古学走出象牙塔，走进市民的生活，提升市民

文化品位。同时，将古代遗址与现代商铺和谐共处，也有助于招商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继瓮城遗址之后，盛京城鼓楼遗址、通天街遗

址、东塔永光寺遗址以及千松园遗址等几个项目的保护展示工程正在策划和酝酿当中，将有望在近年实施并与广大市民见面。 

   展示沈阳考古形象  

     参与“三峡”和“南水北调”考古发掘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成立以来，除完成本市文物考古工作外，还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

参与国家大型基本建设的部分考古发掘工作。在“三峡”库区重庆段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和河北段考古工地，都留下了沈阳考古的足

迹。沈阳考古走出了沈阳，不仅支援了兄弟省市的考古发掘工作，还锻炼了队伍，提升了沈阳考古的知名度，为国家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发掘资料整理及时 业务成果稳步推进 

       在田野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的同时，在专家们的扶持和帮助下，我所十分注重将这些考古发现及时转化为科研成果。2007年《沈阳考古文

集》（第1集）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实现了建所以来学术专著出版方面零的突破。2008年，我们将沈阳解放60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梳

理和编辑，出版了《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和《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出土文物卷》，2009年又继续推出了《沈阳考古文集》（第2

集），期间又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核心期刊《考古》、《文物》上发表一些重要的考古报告，使得沈阳地区考古发掘报告、研究性论文和

学术专著等成果，在数量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有力的推动力沈阳地区历史、考古领域的科学研究。2011年，为迎接建所10周年，我所又集中出

版了《沈阳碑志》、《沈阳八王寺地区考古发掘报告》等专著，将我所的科研工作又向前推进一步。 

展望篇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几多风雨，几分耕耘，从新世纪初走来的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迎来了自己十周岁的生日。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不

足。展望未来，作为一个成立刚刚十年的市级考古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在进行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仅调查了康平、法库两县的部分区域，就发现了14处地点，采集千余件石器，取得了初步的调查成果。由此，我

们更加渴望，也更相信，接下来的调查工作能取得更为瞩目的发现和成果。让沈城人民引以为豪的新乐下层文化，时至今日却仅有新乐遗址1个

发掘资料和少量调查资料。命名于沈阳的偏堡子文化在大连三堂、小珠山，通辽南宝力皋吐均有重要考古发现，但沈阳的发掘资料却非常有限，

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新乐上层文化与老虎冲遗存、湾柳遗存、顺山屯类型等的关系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可供比较的发掘资料太少无疑是制

约这一研究课题的主要因素。 

     宫后里城址虽然发现了汉代候城的北墙和西北角，然而南墙的位置还一直在推测中。辽金沈州城和元代沈阳路城的城墙时至今日仍未发现，

究竟位置何处，规模如何，尚不可知；城内的道路、衙署、里坊等也还不甚清楚。明代沈阳中卫城做的工作也不是很多。对于清盛京城的保护展

示工作才刚刚开始，如何在城市建设中结合古城风韵和地下文物遗存开展遗址保护展示工作，建设新的城市文化景观，是未来沈阳城市考古和历

史文化名城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面对如此众多而又迫切的任务，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迎难而上，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始终贯彻“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总方针，继续发扬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不畏艰辛、勇于探索的精神，抓住机遇，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为沈阳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1年9月2日5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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