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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从 2006~

2008年连续发掘 3年, 揭露面积总计达 1

万多平方米, 共清理墓葬 395座, 如果算上

被盗掘的 100多座墓葬,实有墓葬数量不少

于 500座。这么大规模的墓地在内蒙古东部

乃至东北地区实属罕见。该墓地随葬品丰

富, 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器、蚌器

等各类遗物 1500余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

文化面貌来看, 其中既有与小河沿文化相似

的器形, 又有偏堡子类型的陶器, 还有自身

特点鲜明的陶器群。就随葬品文化成份的多

元性而言, 这是一种尚未认识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遗存。由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所处的科尔

沁沙地北部地区, 以往田野工作比较薄弱,

尤其对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了解几乎是空白,

所以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发现及相关报道, 引

起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

南宝力皋吐墓地相关报道指出�在这里
首次发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中部新石器时

代晚期两支重要遗存 �� � 小河沿文化和偏

堡子类型共存的实例, 为研究两种文化的关

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材料。此外,自身特色

的陶器群有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

化类型� [ 1]
。那么这种文化是小河沿文化,还

是偏堡子类型, 或是强调那些尚未被认识陶

器的差异性而另立新的考古学文化?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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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似相识又陌生、且所含多种文化成份

的标识性很强的遗存, 如何界定其文化性

质,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

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的文化性质问题,

首先要考虑年代, 因为两者之间是有关联

的。南宝力皋吐墓地揭露面积大, 已发掘的

A、B、C 三个地点的墓葬形制、头向、葬式、

排列和随葬品方面没有明显区别, 几乎没有

打破关系。陶器的质地、火候、颜色和制法基

本相同,应属于同一时期遗存。通过对陶器

的比较分析, 其中一部分陶器, 如饰交叉细

绳纹的筒形罐、侈口高领壶、双口壶、折腹

盆、钵, 是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普遍见到

的器物;另一部分陶器,如叠唇罐、矮领深腹

壶和条形附加堆纹、复线回形纹、三角形纹

等,与偏堡子类型的器形和纹饰极为相似。

小河沿文化的绝对年代, 仅发表过大南

沟墓地的三个数据, 其中 M76树皮样本的

常规测年为距今 4345� 80年, 按达曼表树

轮校正为 4830 � 180年, 经高精度树轮校正

后为公元前 2915~ 2667年; M 54、M35均

使用人骨样本 , 常规测年分别是距今

3785 � 100年、3640 � 120年, 达曼表树轮校

正为 4135 � 120年、3955 � 135年, 经高精

度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2200~ 1940年和公元

前 2040~ 1740年
[2 ]
。由于后两个数据明显

偏晚,在使用时往往被排除。但需要指出的

是,人骨与木炭的同位素在热运动中的表现

不同, 致使碳十四的分子含量也有所不同,

必须经同位素分提效应的年代校正后方可

进行比较。有学者在分析了中国北方地区新

石器文化近百例人骨样本的碳十四年代数

据后, 得出的校正值约为 200年 [3 ]。如果采

取这种方法对后两个数据进行校正,就缩小

了与 M 76树皮样本测年误差的幅度。在石

棚山墓地的分期中, M 76属早期, 另两个数

据可作为晚期参考, 这样小河沿文化的年代

跨度大约在距今 4000~ 5000年之间。

目前, 偏堡子类型没有做过碳十四年代

测定。不过根据大连地区小珠山遗址最新发

掘的报道, 层位关系上晚于小珠山中层文化

的偏堡子类型遗存被小珠山上层文化所叠

压 [ 4]。小珠山中层文化碳十四测定数据共发

表了 10个, 综合这些数据,其较晚年代为公

元前 2800~ 2500年; 小珠山上层文化碳十

四测定数据共有 4 个, 年代约在公元前

2500~ 2000年
[ 5]
。结合文化面貌与偏堡子

类型相似、并含有明显山东龙山文化特点的

辽宁岫岩北沟遗址陶器分析, 偏堡子类型年

代应处于小河沿文化晚期
[6 ]
。

2010年, 在内蒙古扎鲁特旗召开的�内

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学术研讨会�

上,披露了一组南宝力皋吐墓地碳十四年代

数据 [7 ]。这组数据经高精度树轮校正, 除个

别数据年代偏晚外 , 跨度基本在公元前

2500~ 2000年。

将以上几组数据比对,南宝力皋吐墓地

的年代与小河沿文化晚期或偏堡子类型年

代大体相当。如此,在相对年代方面,可以进

一步认定南宝力皋吐墓地包含的那些互为

对应的多种文化成份的�共时�关系,按目前

对内蒙古东部和辽宁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认

识,这是一处大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

二

小河沿文化大体是继红山文化之后在

辽西地区形成发展起来的, 以筒形罐、高领

壶、彩陶钵、高柄豆、折腹盆和磨制石器、骨

梗石刃刀等为组合, 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

化。这一时期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种类增

加, 此前一直流行的压印之字纹消失, 被拍

印的细绳纹所取代。另外,彩陶纹饰的简化,

彩绘黑陶的出现,以及随葬陶器的明器化和

竖穴半洞室等丧葬习俗的改变,凡此种种现

象都表明小河沿文化正进入一个社会更替、

文化发生明显变迁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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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

和辽宁西部,一些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和墓

地多集中在赤峰地区, 由此向东, 通辽地区

科尔沁沙地以北,则渐为稀少。

毋庸置疑, 南宝力皋吐墓地中含有小河

沿文化因素, 但其占有多大分量, 是一般文

化交流而出现的个别现象,还是可以直接决

定墓地文化性质的主体成份, 需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作分析。

首先, 墓葬形制和葬俗。南宝力皋吐墓

地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A、B、C三个地

点墓葬头向在 110~ 160度之间, 方向比较

一致。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 未见屈肢

葬。发现少量双人或多人墓, 皆男女合葬,头

向相同。以小河沿文化已经过大规模发掘的

大南沟石棚山墓地为例, A、B、C 三区头向

不一致 [8 ]。墓葬形制除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外,还有 16座为竖穴半洞室墓,占全部发掘

墓葬的 21%。葬式均为仰身屈肢, 且下肢屈

度甚大,一种为�跪姿�,另一种为�坐姿�,显

然这两种姿势都是下葬前对死者有意安排

的。石棚山墓地发现 3座双人合葬墓, 但男

女主人处于同一线上, 两腿相交或相叠压,

头向相反。应该说两者的墓葬形制和葬俗并

不相同。

其次, 陶器。一般认为陶器具有划分考

古学文化的时空属性,而对基本器物组合的

把握又是分析文化内涵与外延、辨识文化性

质不可或缺的手段。南宝力皋吐墓地常见器

形有筒形罐、叠唇罐、鼓腹罐、壶、折腹盆。器

表除素面外, 纹饰可分两种, 一种是条形附

加堆纹, 包括一部分仿绳索纹, 另一种是复

线几何纹。前者多饰于筒形罐和叠唇罐口、

腹部,后者多饰于壶和鼓腹罐腹部。此外,还

见有少量的交叉细绳纹、刻划纹、黑红彩

等。从随葬品的共存关系来看,最常见的陶

器组合是筒形罐和壶或叠唇罐,个别组合出

现了钵或折腹盆 [9 ]。石棚山墓地有 62座墓

葬随葬陶器, 共 201件。其中, 48座墓随葬

筒形罐 58件, 占随葬陶器总数的 29% (下

同) ; 32座墓随葬豆 (包括彩陶豆) 41件, 占

20%; 30座墓随葬钵 36件, 占 18% ; 15座

墓随葬折腹盆 19件, 占 10%; 10座墓随葬

壶 15件, 占 7%。如果按 10%以上的出现

率,石棚山墓地陶器基本组合为筒形罐、豆、

钵和折腹盆,个别组合出现壶及其他器形。

从器表纹饰来看,夹砂筒形罐口部多见附加

堆纹, 腹部往往饰细绳纹或刻划纹, 泥质红

陶钵和豆上部多施黑彩。由此可以证明, 南

宝力皋吐墓地和小河沿文化在陶器的基本

组合和纹饰风格上有明显区别。

第三, 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应该说两者

在石、骨类生产工具方面有一些器类相同,

形制也很相似, 如磨制石斧、石锛、细石器、

骨梗石刃刀(匕)。不同的是, 南宝力皋吐墓

地出土有磨盘、磨棒、饼形石器,还有打制石

器和十分罕见的石骨朵(权杖头)。相比较,

南宝力皋吐墓地的细石器制品更为丰富, 如

三角形凹底石镞、各种形式的刮削器、石钻、

石刃等,所见细石器制品均为二次加工。骨

梗石刃刀(匕)出土数量多,制作精致。在装

饰品方面, 南宝力皋吐墓地多随葬玉器, 以

坠、环、璧、璜等小型饰件为主, 并有绿松石

制品。检视石棚山墓地,共有 47座墓随葬有

装饰品,其中 32座墓随葬石璧或石环。从发

表的资料来看, 石璧多发现于男性墓, 置于

颈部或胸前; 石环多出于女性墓, 佩戴于手

臂。显然石棚山墓地装饰品所反映的性别倾

向与南宝力皋吐墓地有很大不同。

概之, 南宝力皋吐墓地与小河沿文化在

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方面的区别是

主要的, 陶器的形制、组合和纹饰特征也存

在明显差异,所以不宜将南宝力皋吐这类遗

存归入小河沿文化。

三

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成份的复杂性, 不

在于因文化交流而出现其他文化的个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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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在于不同文化来源的文化因素在同一

墓地甚至同一墓葬 (随葬品) 都占有相当分

量。除小河沿文化外,还有一类文化特征鲜

明的陶器也占有较大分量。如器表饰竖向或

曲齿状条形附加堆纹的叠唇罐, 刻划三角

形、折线形复线几何纹矮领深腹壶等, 无论

器形和还是纹饰风格,都凸显偏堡子类型的

特征。

1956年, 王增新报道了辽宁新民县东偏

堡沙岗子遗址采集的几件陶器, 其中 1件筒

形罐器表饰有竖向的条形附加堆纹, 同时在

该遗址还发现一些刻划纹和细泥条堆纹陶

片。报道者认为 �陶器的式样和花纹都很少
见�, �显然是易于区别而有特殊性的� [10]。

196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

队在沈阳肇工街发掘到这类陶器的原生堆

积,在丰富其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证明这类遗

存是单独存在的
[ 11]
。20世纪 70年代后, 沈

阳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新民县东高

台山和沈阳市新乐遗址的发掘中, 找到了确

认相对年代的层位关系
[12 ]
。学界普遍认为

这类遗存是继新乐下层文化之后, 分布在下

辽河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

文化, 称�偏堡子类型�或�偏堡子文化� [13 ]

(本文称偏堡子类型)。

关于偏堡子类型的来源, 有一种观点认

为其可能源于辽东半岛南端的�三堂一期遗

存�, 而这类遗存最富特征的叠唇罐上所饰

条形附加堆纹, 甚至可以追溯到山东的北辛

文化 [ 14]。在渤海沿岸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

序列中, 以饰条形附加堆纹为特征陶器的

�三堂一期文化� 在层位关系上早于小珠山

上层文化, 即早于偏堡子类型 [15 ]。所以从陶

器形制和纹饰特征分析, 以叠唇罐和条形附

加堆纹为特色的偏堡子类型, 是 �三堂一期

遗存� 向北传播并吸收当地文化因素的结

果。

南宝力皋吐墓地偏堡子类型陶器占有

相当分量的现象,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偏堡子

类型的认识, 扩大了其涵盖的研究范围, 但

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以怎样的途径传

播的还是一个问题。有学者对 20年前在科

尔沁沙地东南部奈曼旗大沁他拉周围沙丘

采集的一批陶器进行分类研究,将该遗址采

集的 1件腹部饰纵向直条夹波浪条形附加

堆纹罐, 从原定的红山文化中析出, 指出这

种易于区别的特殊纹饰也不同于小河沿文

化, 应被看成是偏堡子类型向西的流布, 并

推测�沿科尔沁沙地南缘, 经奈曼、库伦、彰

武、康平一线, 是沟通辽西腹地与辽河平原

的重要通道� [16 ]
。由于南宝力皋吐墓地发现

了偏堡子类型陶器, 使这种联系变得明晰起

来,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确实存在这样一条

传播路线。

南宝力皋吐墓地还含有其他文化成

份。如主要饰于陶器口部的多重横向条形附

加堆纹、复线几何纹、八字形戳印纹等, 与嫩

江下游小拉哈一期遗存和昂昂溪文化陶器

十分相似
[17 ]
。另外, 在报道中被称为�釜�的

那种圜底筒形陶器
[ 18]

, 显然不属于东北平

底筒形罐系统。从更广阔的区域上看, 这类

圜底陶器与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文化有

着相同的造型特点 [ 19]。还有一条值得特别

关注的信息, 在最近召开的 �内蒙古扎鲁特

旗南宝力皋吐古墓学术研讨会� 上, 邓聪先

生指出, 这批玉器的原料、工艺和器形较之

红山文化玉系统疏远,而与呼伦贝尔的哈克

文化甚至更北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玉

器联系密切。

四

综上所述, 南宝力皋吐墓地的文化面

貌,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 以单人

仰身直肢为主, 也有少量的双人或多人合葬

墓。其中, 一些墓葬人头骨缺失,而另一些墓

葬却发现多葬人头骨的特殊现象。墓地成

排,头朝向东南, 形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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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葬陶器复杂, 根据共存关系和文

化因素分析, 既含有与小河沿文化、偏堡子

类型等周边文化相一致的器物,又有来自北

方的某些尚不确定的文化因素。经比对考察

还发现一些器形、纹饰具有明显的自身特

点,如口沿饰多重横向仿绳索状附加堆纹筒

形罐,内填平行线的三角、回形、菱形纹鼓腹

罐, 复线几何纹双耳壶, 人面形壶和动物造

型的异形陶器等。

3�墓地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十分
丰富。石器包括打制、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其

中细石器数量最多, 约占出土石器的 80%,

石镞、坠饰、刮削器均通体压削。打制的石

锄、砍砸器个体较大。斧、锛、凿、矛、饼形器

和石骨朵(权杖头)多通体磨光。玉器和绿松

石制品以装饰类小佩件为主, 有璧、环、璜、

、坠饰等, 器形多扁平状, 且多钻孔, 工艺

精美。骨角制品既有常见的锥、匕、镖、鱼钩、

骨梗石刃刀,还有十分罕见的保存非常完整

的骨冠。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的骨器数量

多,选料讲究,制作细致。

目前虽然不清楚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

的情况, 但通过对墓葬的分析, 它既不是小

河沿文化的变体,也不是偏堡子类型向西流

布的文化变异, 而是多种文化成份融为一体

的多元组合。这种多元组合是南宝力皋吐墓

地文化的显著特征, 这一特征本身极具有特

殊性, 就墓地反映的整体文化面貌而言, 与

已知的考古学文化相区别,似可确认为是一

种新的文化类型。

作为新识别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对以南

宝力皋吐墓地为代表的这类遗存的鉴别和

研究刚刚起步, 一些问题尚待研究。所以,在

搞清楚其基本文化内涵之前, 不宜过早讨论

其文化命名问题, 但为了研究方便, 可暂时

定名为�南宝力皋吐类型�。

对南宝力皋吐墓地和同类遗存的研究,

还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从葬俗和随葬品来看, 南宝力皋

吐墓地的时代风格比较统一, 大体属同一时

期遗存,但已测定的碳十四数据年限跨度较

大, 有可能通过类型学和间接层位依据, 对

这类遗存进行分期研究。

第二, 南宝力皋吐墓地分三个墓区, 应

就墓地的分区与布局、墓葬排列方式及随葬

品的组合关系, 分析多种文化成份在各墓区

所占分量, 考察它们在墓地布局中有无特殊

意义, 对该考古学文化多元结构进行进一步

深入探讨。

第三, 近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通辽地区开展

了多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经查南宝

力皋吐这类遗存在科尔沁沙地北部的扎鲁

特旗、科左中旗和开鲁县都有发现, 比较集

中地分布于新开河流域
[20 ]
。从地缘文化关

系来看, 科尔沁沙地是连接辽西、下辽河和

嫩江下游几大考古学文化区的交汇地带, 在

内蒙古东部和相邻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

化的区系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

初步掌握的情况,科尔沁沙地发现的多种史

前文化遗存, 包括南宝力皋吐遗存在内, 或

显示出文化交汇地带复杂多样的特征, 或具

有自身文化特点,但均难以纳入到周邻已确

认的考古学文化中去。那么这一地区是否只

是各区域间文化传播的边缘地带, 还是按文

化面貌的地域特征及关联性, 划分为一个独

立的考古学文化区。这也是探讨南宝力皋吐

这类遗存与周邻文化关系需要考虑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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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 2007年发掘简报 北阡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属于北辛文化晚期

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有房址和二次墓葬。遗址中集中出现的极具时代特色的特殊埋葬方

式, 对研究胶东半岛地区当时的聚落结构、人群组合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及性质等, 都具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遗址中周代遗存以墓葬、灰坑和围沟为主,还出土大量贝壳遗存和陶片等。

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 C 地点发掘简报 C 地点共清理墓葬 37座,为

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多数墓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主要是陶器, 器物组合以筒形

罐和壶为主, 还出土石器、骨器、玉器等。C 地点墓葬的文化内涵与此前发掘的 A、B两地点

新石器时代墓葬应属同一种文化,可暂称为�南宝力皋吐类型�。

重庆市奉节县桂井战国秦汉墓地 奉节县桂井墓地共清理土坑墓 6座、砖室墓 1座。有 5座

土坑墓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 出土巴式柳叶形剑和楚式陶鼎、陶壶、铜璜等, 具有巴、

楚文化交融又以楚文化为主的特色。东汉砖室墓出土陶俑、陶盆和陶摇钱树座等。本次发掘

为研究重庆地域文化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 南宝力皋吐墓地既含有与小河沿文化、偏堡子

类型等周邻文化相对应的成份, 又有来自北方尚不确定的一些文化因素, 以及自身特点鲜明

的陶器群。这种多元文化构成是南宝力皋吐墓地最显著的特征,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与已知的

考古学文化不同,而是一种尚未被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拟定名为�南宝力皋吐类型�。

西汉帝陵选址研究 西汉帝陵的位置排列有必然和偶然因素。必然是因为西汉帝陵选址继

承于传统墓地选择习俗, 受制于风水思想的影响和政权稳固的需要; 偶然是指皇帝本人的情

感因素所起的的作用。西汉帝陵的分布是把历史传统、思想意识、地理形势、政治需要和帝王

个人好恶结合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