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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 ， 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 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为主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 现已成为新
时期文物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同时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文物考古研究
工作的主要特征之一 。

在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潮中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
而进行的考古发掘方面 ， 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 ， 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也以此为
标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 今年 ， 时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华诞 ， 作为
展示我区近年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 枟内蒙
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第三辑） 即将付梓 。伏案而思 ，我区文物工作者筚路蓝缕 、 风餐
露宿 、跋山涉水 、 挥汗如雨 … … 一个个令人震撼的感人场面历历在目 ， 令人肃然
起敬 。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北部边疆 ， 幅员辽阔 ， 呈东北向西南斜伸的狭长形 ， 东
西长 ４０００余公里 ，总面积 １１８畅３万平方公里 。 区内地貌复杂多样 ， 高原 、 山地 、 丘
陵 、平原 、沙漠戈壁纵横交错 ， 虽地处中纬度地区 ， 大部分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 ，
但自然环境差异甚大 。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复杂的地质地貌 、差异显著的自然环境 ，
使内蒙古地区成为较为独特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交错碰撞地带 ， 同时也决定了
其所孕育古代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在中华民族悠久雄壮的历史长河中展现出一
幅幅丰富多彩 、绚丽缤纷的宏大画卷 。

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 ，在内蒙古这块辽阔而神秘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了人类的
活动 。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大窑村发现的石器制造场 ，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 距今
约 ５０万年之久 ；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河套人及古生物化石 ，时代为旧石器时代
晚期 ，距今约 ５万 ～ ３万年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 ，内蒙古地区形成了三大系统的
文化区域 。一个是以西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南部地区 ， 形成了小河西文化 → 兴隆洼文
化 →赵宝沟文化 →富河文化 →红山文化 → 小河沿文化 → 夏家店下层文化 → 夏家店上
层文化的基本发展序列 ； 一个是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南部地区 ， 形成了阿善文化 →
白泥窑子文化 →海生不浪文化 →庙子沟文化 →老虎山文化 →朱开沟文化的基本框架 ；



另一个是大兴安岭以北至阴山以北这个东北 —北部 —西部的弧形地带 ， 形成了以细
石器为特征 、以狩猎游牧业为主的文化区域 。 青铜时代以降 ， 内蒙古地区一直活跃
着许多狩猎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 先后有山戎 、 北狄 、 林胡 、 楼烦 、 东胡 、 匈
奴 、乌桓 、鲜卑 、 柔然 、 突厥 、 契丹 、 库莫奚 、 室韦 、 回鹘 、 女真 、 党项 、 蒙古 、
回回 、满族等 。这些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 其中部分民族还建立了政权 。 他
们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 ， 又与周边及中原各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 他们是
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 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 建立多元一体的
文化格局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活跃在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先民 ， 在创造了光辉灿烂文化的同时 ， 也留下了大量

珍贵的文物古迹 。目前 ，内蒙古地区已经查明的不可移动的古文化遗存达 １５ ０００ 处
之多 。这些遗存或为地下 ，或为地上 ，涵盖遗址 、墓葬 、长城 、建筑 、岩画 、雕塑 、
碑刻等各个方面 ，它们像一篇篇隽永绚丽的长篇史诗 ， 默默地为世人展示着内蒙古
地区悠远浑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

近年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 ， 一
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上马实施 ，文物保护 、考古研究和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
这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既是机遇 ， 也是挑战 。 在生产建设中如何保护我们祖先留下
的珍贵文物 ，科学有效地进行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 已经成为广大文物工作者面临的
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 。 在 “鱼” 和 “熊掌” 的抉择中 ， 国家 “重点保护 、 重点
发掘 ，既对生产建设有利 ，又对文物保护有利” 、 “保护为主 ， 抢救第一” 等一系列
文物工作方针政策 ，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指明了方向 。经过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努力 ，
一些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 如配合三峡
工程 、黄河小浪底水库 、 南水北调等大型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 ， 均为配
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文物考古研究的成功范例 。

在内蒙古地区 ，近年来也有许多大型的基本建设工程 ， 如托克托县电厂 、 岱海
电厂 、国华电厂 、万家寨水利枢纽 、尼尔基水利枢纽 、丰准铁路 、集通铁路 、 １１０国
道 、 ２０９国道 、达丰超高压输变电线路 、呼集老高速公路等 。这些建设工程有的已经
结束 ，有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 在配合这些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的文物保护和
考古发掘的过程中 ， 我们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且克服了工期短 、 任务重 、 人
员和资金短缺 、环境恶劣等重重困难 ， 勤恳努力 ， 兢兢业业 ， 保护和抢救了一大批
珍贵的文物古迹 ，做到了经济建设 、 文物保护 、 考古研究三不误 ， 并在较短的时间
内对考古发掘成果研究 、 消化 ， 撰写出相应的报告 、 论文 。 这部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
文集枠 （第三辑） 的编辑出版 ，即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
的一部力作 ，为我区今后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文物考古发掘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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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例 。
纵观这本文集 ，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 ， 内容广泛 ， 时间跨度大 ， 时代延续性

较强 。从内容来看 ，其涉及有遗址 、 墓葬 、 长城 、 古代建筑 、 雕塑等诸多方面 ； 从
时代来讲 ，涵盖新石器时代 、战国 、秦 、汉 、代魏 、隋唐 、金 、元 、明等诸多时段 。
其二 ，材料新颖 ，资料性强 。所发表材料基本为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所发掘出土的
最新资料 ，其涉及到的遗址几乎均为首次考古发掘 ， 因此这些材料对相关问题的进
一步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三 ，文中许多观点不拘泥于旧识 ， “百花齐放 ，百
家争鸣” 。如黑水泉遗址行政所属 、古城村古城的始建年代 、沙尔沁古城的性质等诸
多问题均提出了新的 、较为客观的看法 。

今年 ，时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华诞 ， 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是五
十年光辉历程中的一个亮点 ， 尽管其称不上十全十美 ， 但也是我区文物工作者多年
来用辛勤与汗水换来的重大成果 ， 体现了我区基建考古的真实水平 ， 对于完善我区
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具有重要的意义 。 她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全体职工
辛勤耕耘的成功回报 ，是在所领导班子精诚团结 、 开拓进取的领导作风下取得的优
秀成果 。在这里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以及文博系统的同志们 ， 向内蒙古自治
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表示热烈的祝贺 ！ 对长期奋战在文物考古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
亲切的慰问 ，对于大力配合与支持我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各基本建设单位表示衷心的
感谢 ！

新世纪 ，新的征程 ，伴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的蓬勃发展 ， 衷心地祝愿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世纪的征程上大展宏图 ， 祝愿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考古
事业蒸蒸日上 、灿烂辉煌 ！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７日

　 　 　 　 　序 　 　言 · iii ·



前 　 　 言

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 ， 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 回首所走过的道
路 ，可谓艰辛而曲折 。 １９４９年以前 ，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 ，文物考古无从谈起 。
新中国成立以后 ，百业待兴 ，在党和政府的关注下 ， １９５４ 年 ， 成立了内蒙古文物工
作队 ，这是我区最早的文物考古工作机构 。 虽然人员构成较为简单 ， 但却负责全区
文物遗址的保护 、调查 、 勘探 、 发掘和研究工作 ， 工作重心基本上是围绕着了解与
调查内蒙古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而进行的 。到了文革期间 ， 文物考古研究
工作被迫停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又重新恢复 。 在各
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 关怀下 ， 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 ， 经过近两代文物工作者的辛
勤劳动和不断努力 ，我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收获和丰硕成果 ， 初步建立起
了我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基本框架 ， 其中旧石器时代 、 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以
及以后诸历史时期的文物考古研究均有了较大的突破 ， 特别是在辽金元考古研究方
面独具特色 ，成绩斐然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 在党和国家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方针政策的指引
下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 ， 综合国力迅速提高 ， 社会主义经历了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 、 新的历史阶
段 。近年来 ，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增多 ， 从南水北调 ，到西气东输 ； 从
西煤东运 ，到西电东送 ； 从黄河小浪底库区建设 ， 到三峡工程 ， 此起彼伏 ， 连绵不
断 。因此 ，积极地服务于经济建设 ， 努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 与时俱进 ， 成为文物
工作者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中心任务 ， 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基建考古从而
也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是时代前进的需要 ， 也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 国家文物局及时调整了今后文物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 制定
了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的文物工作方针 ， 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
客观要求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基建考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许多全国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在配合基建过程中发现的 。

与全国的整体形势一样 ，内蒙古自治区每年也有很多大型的基本建设项目陆续



进行 ，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 建设项目日益增多 ， 公路 、 铁路 、 水
库 、油田 、电厂等一系列项目纷纷投产建设 ， 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已经成为我区文物
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过程中 ， 我们弊中求利 ， 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经验 ，取得了许多可喜可贺的成绩 。以前我们曾成功地进行了平双公路 、
呼包高速公路 、集通铁路 、 丰准铁路 、 准东铁路 、 万家寨水利枢纽等建设工程的文
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 保护和抢救了许多珍贵的古文化遗址 ， 相关的学术报告多
已发表 。近年来又配合尼尔基水利枢纽 、 １０９ 国道 、 １１０ 国道 、 ２０８ 国道 、 ２０９ 国道 、
２１０国道 、包头南绕城公路 、东大公路 、乌兰水泥厂 、托县电厂 、达丰超高压输变电
线路 、呼集老高速公路等建设工程 ， 对工程建设地带内的古文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
考古发掘 ，亦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 解决了一些重大学术问题 。 如通过对卓资县城
卜子古城的发掘 ，第一次发现赵国的文字 ， 将其时代推定在战国中晚期 ； 通过对东
胜柴登乡秦直道东侧建筑台地的考古发掘 ， 将原来认为障城遗迹的错误观点进行了
更正 ；通过对陶卜齐古城的考古发掘 ， 发现 “安陶” 字样的空心砖 ， 纠正了学术界
将汉安陶县定位于美岱二十家子古城的错误结论 ； 通过对托克托县黑水泉遗址的发
掘研究 ，发现带有 “武泉” 字样的戳印 ， 推断其与汉代武泉县有着密切关系 ； 通过
对沙尔沁古城的发掘 ，更正了古城为辽代的错误认识 ； 通过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
城的考古发掘 ，发现了战国至辽金元不同时期的遗迹 、 遗物 ， 确定其为内蒙古地区
沿用时间最长的古城 ；通过对集宁路古城的考古发掘 ， 发现中原各大窑系的瓷器以
及完整的市肆遗址和多处器物窖藏 ，集宁路古城遗址由此被评为 ２００３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之一 。这些都是我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考古研究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
长期以来 ，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与出版多较为滞后 ， 周期过长 ， 这已是考古界

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 。 近年来 ， 国家文物局及时调整文物工作重心 ， 将此项工作作
为重点 ，力求解决日益严重的资料积压和报告出版滞后的问题 。 虽然目前这一问题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如彻底解决还需要一定的过程 ，我区也不例外 。 多年来 ，
由于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众多 、 任务繁重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亦曾存在着考古报告编写滞后的现象 ， 至今仍然有一部分考古发掘项目的报告尚
未编写出版 。 仅就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而言 ， 目前我们只出版了一 、 二两辑 ，
从第二辑 １９９７年出版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六个年头 ，这本第三辑的问世虽略有姗姗
来迟之感 ，但毕竟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编辑出版考古报告方面所迈出
的可喜的一大步 ，也颇令人欣慰 。

这本文集以近年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为主要内容 ，
可以说是内蒙古地区近年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 。 对我们而
言 ，它既是一个收获 ，也是长期奋斗在文物战线上的同志们多年来辛勤与汗水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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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和刻苦工作的见证 。这本文集最大的特点是以发表基本材料为主 。 文集刊发的均
为近年来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过程中进行文物调查 、勘探 、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 。
如文中所涉及到的达拉特旗草原村遗址 、 托克托县耿庆沟上游支流西沟与南沟沟畔
遗址 、黑水泉遗址及墓葬 、 清水河县城嘴子遗址 、 卓资县城卜子古城 、 包头市麻池
三队遗址 、伊金霍洛旗王家坡窑址 、察哈尔右翼后旗头道湾古城 、韩元店元代古城 、
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 、 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古城等 ，均为首次进行的考古发掘 ， 东
胜柴登乡城梁段秦直道 、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等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第
一次正式进行的考古发掘 。 所以 ， 这些材料对我区新石器时代以后诸考古学文化的
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另外 ， 在文集中还附录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研究性文
章 ，丰富了文集的内容 。 同时文集中许多新观点 、 认识 ， 较之以前有了诸多变化 ，
纠正了我们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 。

今年欣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诞生五十周年 ， 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 ，
可谓是为五十年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 ， 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 。 她标志着我区配合国
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的成熟与发展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水平的逐步提高 。
五十年风雨历程 ，半个世纪的磨炼涤荡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祖国

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沐浴下 ，经历了初创和发展 ，现正在走向成熟与辉煌 。
今后我们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 ， 以巨大的工作成绩来回报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厚爱与
支持 ，为我区的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副所长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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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

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主要收获

陈永志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工作是伴随着自治区文物考

古事业的发展壮大而逐步开展的 ，最早始于 １９５４年 ，当时为配合包钢生产建设 ，内蒙古文物工
作组对包头郊区的 １１座汉墓进行了考古发掘 ，从而开创了内蒙古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
究工作的先河［１］ 。 １９５８年 ，配合集张铁路的工程建设 ，内蒙古文物工作组曾对察哈尔右翼前旗
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对古城的城垣及城市布局进行了初步勘测 ，发掘
清理出一批墓葬及窖藏［２］ 。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年 ，配合呼和浩特黄合少水库的建设 ，对美岱二十家子

汉代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对城内外汉代 、唐代 、辽代及金代的遗存进行了大面积的揭露［３］ 。
１９５９年 ，配合农田基本建设 ，对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初
步了解了辽中京城的城市布局及城内文化堆积的状况［４］ 。 １９６０年 ，配合农业生产建设 ，又对和
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现了战国 、汉 、北魏和唐代的文化遗存 ，出土了一批
重要文物［５］ 。
上述进行的几项大规模考古发掘 ，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分布在内蒙古地

区的古代城市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 ，也是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文物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发端
与肇创 ，对于研究内蒙古地区战国 、两汉 、隋唐 、辽金元时期的城镇建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年 ，配合平双公路的建设 ，对赤峰市宁城县三座店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 ，标志着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其
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准格尔煤田 、集通铁路 、丰准铁路 、大准铁路的建设与上马 ，与之相应的
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 ，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所进行的考古发掘逐渐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进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主流 。在内蒙古的东部 ，对兴隆洼 、赵宝沟 、红山 、富河 、
小河沿 、夏家店下层 、夏家店上层等一系列原始文化遗存的揭露 ，在内蒙古中南部对黄河两岸
仰韶至夏商诸阶段文化遗存的清理与发掘 ，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 ，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已基本上形成［６］ 。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年 ，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万家
寨水利枢纽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誉为是内蒙古的 “小三峡工程” ，考古工作量之大 、涉及面之广 、
成果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 。通过对洪水沟 、寨子圪旦 、西岔遗址 、城坡古城 、下城湾古城等一
系列遗址的大面积考古发掘 ，对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学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此基础之上 ，
编辑出版了 枟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枠 ，它是我区第一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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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专著 ，对于进一步完善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具有重要意义［７］ 。其后 ，随着
国家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 ，在内蒙古地区的基本建设项目日益增多 ，一系列电厂 、公路 、铁
路以及经济开发园区等建设项目的实施 ，内蒙古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迎来了
一个新的春天 。如配合 １１０国道发掘的陶卜齐古城 、城卜子古城遗址 ， ２１０国道的瓦窑与麻池遗
址 ， １０９国道的秦直道遗址 ，托克托县电厂的黑水泉 、红山口遗址 ，乌兰水泥厂的头道湾古城
遗址 ， ２０８国道的金界壕 、韩元店古城遗址 ， ２０９国道的土城子古城遗址 ，达丰 （达拉特旗 —丰
镇市） 输电线路的云中古城遗址 ，集老 （集宁 —老爷庙） 高速公路的集宁路古城遗址 ，省际大
通道的上京城郊墓葬区 ，尼尔基水库的金代边堡等等 ，通过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这样一个大的平
台 ，将内蒙古不同地区 、不同环境的一系列古代文化遗存联系起来 ，并以 “点” 和 “面” 的形
式进行全面系统地揭露与研究 。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发掘报告与研究成果的累累面世 ，极大地丰
富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 ，对于促进内蒙古地区诸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考古学体系逐渐形成并完善 。以下分几个方面略作论述 。

一 、原始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黄河两岸是古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区 ，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 。 １９９９ 年 ６月 ，为配合
２１０国道的工程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草原村 、瓦窑
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勘探工作 ，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在草原村遗址 ，首次发现一处位
于高台地上的石器制造场 ，周围分布着打制石器的成品及半成品 ，四周堆放一些从沙砾中暴露
出来未经过打制的自然石块 ，质地坚硬致密 。打制成型的石器主要有石斧 、石磨盘 、石镞 、尖
状器 、刮削器以及石核 、石叶等 。在石器制造场周围发现有仰韶文化典型的陶器红陶钵 、夹砂
罐等 ，以此推测草原村遗址应是黄河西岸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 ，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制造
场对于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成型与制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８］ 。瓦窑村仰韶文

化遗址最早发现于 １９６３年［９］ ，此次调查发现一处陶窑与房址 ，出土有喇叭口尖底瓶 、夹砂侈口
罐 、彩陶折腹钵等一批陶器 。通过器物类型分析 ，初步认定该遗址属于半坡四期早段 、中段 、
晚段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 ，而发现的筒形罐与菱形网格纹彩陶说明该原始文化与内蒙古东
部的红山文化 、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０］ 。为配合托克托县电厂 、贮灰厂 、水
厂的建设 ，对黄河北岸原始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 ，是对黄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 “海
生不浪类型” 的再认识 。对后郝家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发现的侈口罐 、小口双耳罐 、折腹钵 、
敞口钵等陶器 ，其器形的演变基本上涵盖了海生不浪类型的三个阶段 ，从而为该文化类型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料［１１］ 。对耿庆沟附近 ７个地点的考古调查与试掘 ，初步摸清了托克托地区
黄河北岸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分布状况 。第 １地点是相当于凉城红台坡下 、包头阿善一期文化
遗存 ，含有半坡类型及后岗一期的文化因素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 。第 ２地点出土陶器与清水河
县白泥窑子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 。第 ３ 、 ４地点出
土的器物与海生不浪类型三个阶段的文化特点相同 ，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第 ５ 、 ６地点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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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地点文化遗存相当于战国至汉代［１２］ 。对黄河北岸耿庆沟地区的考古调查与试掘 ，是我区文物
工作者首次对托克托县境内黄河北岸进行大规模的遗址调查 ，对于进一步认识该地区的考古学
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１９９１年 ，为配合呼包 （呼和浩特 —包头） 高速公路建设 ，对包头市
郊区纳太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 ，清理一处半地穴式房址 ，出土有小口瓮 、双耳壶等陶器 ，伴出
有单孔石刀 、石磨盘 、石磨棒等生产工具 ，陶器外壁拍印有交错粗篮纹 ，属于阿善三期文化类
型 ，晚于庙子沟文化遗存 ，早于西园四期文化遗存 ，具体年代约公元前 ３０００ ～ 前 ２５００年［１３］ 。
１９９８年 ７月 ，为配合黄河公路建设 ，对清水河县城嘴子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清理出土了
一批相当于永兴店文化系统的遗迹 、遗物 。遗迹有白灰面房址 、覆斗形窖穴和石板墓 ，遗物主
要有直口瓮 、高领折肩罐 、鼓肩罐及双 鬲等 。此类遗迹 、器物的出土 ，填补了永兴店文化由
阿善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早段空白 ，即属于永兴店文化的第一期 ，从而将永兴店文化的二期扩
展到三期 。另外 ，在城嘴子古城遗址中还发现了龙山至夏商时期文化遗存 ，以出土的盆形
（ Ⅱ T１ ⑤ ∶３ 、 Ⅱ T１ ⑤ ∶７） 、直口瓮 （ Ⅱ H４５∶２ 、 Ⅱ T２ ⑤ ∶４） 为代表 ，这些陶器的出土 ，为进一步
研究内蒙古中南部龙山至夏商阶段诸原始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１４］ 。总之 ，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在
内蒙古黄河流域进行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 ，为进一步认识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内涵 、完
善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

二 、古代城市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城市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 ，城市的建置 、成熟与发展 ，代表着一个地区 、一个时代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水平 。通过对古代城市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可以窥见当时政治 、经济 、文化
的各个方面 。 １９９２年 ，配合 １１０国道的建设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卓资县城卜子古城进行
了考古发掘 。城卜子古城系赵北长城边侧的一处障城遗址 ，扼守在大黑河通道的东北出口地带 ，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此次发掘对城垣进行了解剖 ，在城内进行了局部试掘 ，清理出土了陶釜 、
陶豆 、陶钵等一批文物 ，其中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在一匣钵外壁上发现了一组赵国文字 ，计 ９个
字 ，以硬物刻划于器壁之上 ，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之文字形体 ，可辨识的有 “肖” 、 “立” 、
“宫” 等字 ，其中 “肖” 应为 “赵” 字的古体 。 枟史记·匈奴列传枠 记赵武灵王 “北破林胡 、楼
烦 。筑长城 ，自代并阴山下 ，至高阙为塞” ，城卜子古城出土的这组文字 ，既说明城卜子古城与
赵国有着某种的关系 ，也说明它是战国时期赵国长城边侧的一处重要障城遗迹 ，系赵国古阴山
北麓赵北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５］ 。这是我区文物工作者首次对战国时期的障城遗
址进行的考古发掘 ，由此认定该城址的城垣结构 、城内建筑特征以及城内出土陶器的特点成为
判断阴山地区赵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参证 。

１９９８年 ７月 ，为配合黄河公路的建设 ，对清水河县城嘴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城嘴子古
城学界认定其为汉代定襄郡的桐过县县治所在［１６］ 。通过此次考古发掘 ，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房
址 、陶窑和墓葬等 ，还伴出有饰交错绳纹的陶釜 、陶盆 、陶罐 、陶碗以及铜带钩 、玉环等器物 ，
时代特征明显 。汉代的文化遗存也占相当部分 ，遗迹有房址 、灰坑 ，遗物有敞口罐 、敞口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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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口壶 、折腹碗及铁刀 、铁镰等器物 ，通过对城墙结构及城内遗物的分析认定 ，城嘴子古城始
建于战国 ，汉代对古城的南北城墙加固 ，重新修筑了东城墙 ，现在的城垣结构及城市布局系西
汉时定形 。城嘴子古城规模宏大 ，出土遗物丰富 ，根据城垣情况以及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 ，判
断其为汉代定襄郡桐过县的县治所在应是正确的［１７］ 。

２０００年 ５月 ，为配合托克托电厂铁路专用线建设 ，对黑水泉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现
了保存较好的水井 、陶窑 、沉腐池 、陶土池以及数量较多的瓮棺葬等遗迹 ，出土有陶托 、陶拍 、
陶支架等成套制陶工具 ，并伴出有陶壶 、陶盆 、陶瓮 、陶钵等生活用具 ，还出土有半两及五铢钱
币 。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一片戳印有 “武泉” 字样的陶片 ，为准确判断该遗址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
实物佐证 。遗址内大量制陶设施及制陶工具的发现 ，说明该遗址是一处汉代的陶器作坊所在地 。
在黑水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人的姓氏或其他较为特别的标识 ，如有 “张” 、 “王” 、 “十”
等字 。特别是在一些制陶工具上曾反复刻有人的姓氏 “张”字 ，这些字体刻划的较为草率随便 ，与
官方正规的戳印有着明显的不同 ，具有画押的味道 ，这说明这些陶器的所有者即是 “张” 、 “王”
或其他姓氏的陶工 。在制陶工具陶托上发现人的姓氏 ，说明手工业生产者对生产工具的重视及所
拥有的权力 ，也说明当时的制陶业虽然由官府掌握 ，但陶工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放松 ，其所生
产出来的陶器不仅由官方掌握销售 ，也有部分陶器流向民间市场 ，喻示着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 。
在陶器成品上戳印有 “武泉” 城市名称 ，既说明汉代的制陶业仍属于官方所管辖 ，也证实了黑水
泉遗址所在地即是汉代定襄郡武泉县的县治所在地 。关于武泉县的确切地望 ，学界有多种说法 ，
一种认为是卓资县三道营乡的三道营古城［１８］ ，一种认为是呼和浩特郊区的塔布秃古城［１９］ ，黑水泉
遗址中出土的 “武泉” 字样的陶片 ，不仅解决了黑水泉遗址的具体县属 ，同时也为最终确立汉代
定襄郡武泉县城址的确切地望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依据［２０］ 。

１９９４年 ，为配合 １１０国道的建设 ，对呼和浩特市榆林镇陶卜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对城
垣进行清理解剖 ，对城内重点地段进行了试掘 ，初步确定了古城的具体建筑时间及性质 。古城
城墙断面显示 ，古城明显地经过两大建筑阶段 ，第一阶段墙体内出土有战国时期的弦断绳纹陶
片 ；第二阶段附筑了马面及城墙 ，坍塌部分出土有汉代的陶片及空心砖残块 ，在一空心砖表面
还发现有以硬物刻划的 “安陶” 二字 。上述发掘情况表明 ，陶卜齐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 ，根据
古城所处大黑河道阴山西端入口与土默川平原相衔接的地理位置特点判断 ，其性质属于赵国阴
山东麓一处长城边侧的重要障城遗址 。汉代初年 ，汉武帝从云中郡另划出定襄郡 ，此城沿用演
变为安陶县县治所在 。在城内出土带有 “市” 字的陶片是其附证［２１］ 。定襄郡安陶县县治所在学

界曾确定为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古城［２２］ ，通过此次出土 “安陶” 字样的空心砖 ，纠正了上

述错误结论 ，也为正确地推断汉代其他郡县的相对位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物证据［２３］ 。
１９９７年 ，配合达丰输电线路 、 ２０９国道的工程建设 ，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进行了考古

发掘 （彩版五二 ， ２） 。在城内分别对中城 、北城及南城的重要地点进行了揭露 。在北城 ，发现
一处完整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在其附近发现有多处水井 ，在这些水井及作坊遗址中发现一批完
整及可复原瓷器 ，总数达 ３００余件 ，其中出土一件属南方越窑的瓷碗 ，青绿釉 ，玉璧形底 ，为
类秘色瓷 ，这是在北方草原地区第一次发现唐代南方越窑的青瓷 ，十分罕见 。另外 ，还出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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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 、瓷器以及骨制品等重要文物 ，其中邢窑白瓷发现上百件之多 ，器形以碗为主 ，釉色青白 ，
反映了隋唐时期白瓷在北方草原地区兴起及发展的状况 。在中城 ，清理出一处完整的寺庙建筑
基址 ，基址上排列有完整的桑墩及残存的柱础 ，在寺庙遗址外侧发现有金元时期的火炕 ，还发
现有完整的贮粮窖穴 ，并在建筑基址及一处水井内发现大量的战国至辽金元时期的瓦当 。这批
瓦当保存完好 ，当面装饰内容新颖奇特 ，为进一步研究土城子古城不同时期的城市建筑提供了
可供参考的实物资料［２４］ 。在南城 ，发现有战国至北魏时期的文化遗存 ，出土有陶釜 、折腹碗 、
陶盆及带有篦点纹的北魏陶壶等遗物 。北魏陶器的发现 ，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首次将北魏时
期的遗物从遗址中分辨出来 ，对于正确地认定北魏时期的文化遗存增添了新的佐证材料 。总之 ，
对土城子古城进行的考古发掘 ，在城内对不同地区进行大面积的揭露 ，城内战国时期遗迹 、遗
物的发现 ，将土城子古城城镇建置的历史上溯至战国时期 。金元时期遗迹 、遗物的发现 ，又将
其下限锁定至元代 。由此认定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是内蒙古地区沿用时间最长 、出土遗物最为
丰富的古城 。特别是在南城内发现了北魏时期的遗迹 、遗物 ，内外戳印篦点纹的陶壶 、莲花纹
瓦当等器物的出土 ，为正确地判定北魏盛乐都城的确切地望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２５］ 。
为了配合达丰输电线路工程建设 ， 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托克托县

博物馆对古城村云中古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以往文物工作者对云中古城周边地区的
墓葬进行过小范围的清理与调查 ，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２６］ 。此次发掘是第一次对云中古城城内
进行大面积的揭露 。通过本次发掘 ，对城内地层堆积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对古城的文化内涵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时间最早 、规模较大的城址之
一［２７］ 。其始建于战国 ，战国至两汉时期称之为云中郡 ，代政权以此为政治中心 ，北魏在此设立
云中镇 。古城历经战国 、秦 、两汉 、代魏 ，为时九百余载 。关于云中城的始建年代问题 ，有些
学者认为古城为战国时期赵武侯所建 ，亦有学者认为古城系战国赵武灵王所建［２８］ ，遗址中出土
的赵国弦纹瓦当 ，发现的大量战国时期赵 、燕 、齐的刀币 、布币［２９］ ，为云中城的具体建筑年代
提供了翔实的实物佐证 。秦始皇十三年 （公元前 ２３４年） ，秦国在此设立了云中郡以防匈奴 。始
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 ２２１年） ，秦初并天下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云中城为其中之一 ，其辖境与
赵国时基本相似 。西汉元朔二年 （公元前 １２７年） ，汉武帝将云中分为云中 、定襄二郡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在古城内曾发现过一些带有 “云中” 字样汉代陶片 ，本次发掘出土的 A型 Ⅰ式釜上的
“云” 字与云中地区发现的带有 “云中丞印” 字样汉代铜印上的 “云” 字在写法和风格上完全一
致 ，再次说明古城在汉代为云中郡治所云中城 。本次发掘还出土了大量北魏时期的遗物 ，主要
以陶器为主 ，有陶壶 、陶罐 、陶盆等 。大件器物以轮制为主 ，纹饰有弦纹夹水波纹 、联弧纹 、
压光暗纹 、麻点纹和滚轮压印纹等 ，具有北魏中晚期的器物特点 。除陶器外 ，还出土大量莲花
纹 、佛像纹瓦当 ，莲花 、佛像图案精致细腻 ，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平 ，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佛教
空前繁荣的实际状况 ，另一方面也是北魏崇佛 、敬佛思想在古代建筑上的真实体现 。拓跋鲜卑
建立代政权后 ，于建国三年 （３４０ 年） 移都于云中地区 ，云中城成为当时的政治 、经济中心 。
北魏时期政治中心南移后 ，云中属朔州辖镇 ，驻守大青山以南的重要基地 。云中城出土的这些
遗迹 、遗物 ，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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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 ，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乌兰水泥厂的基础设施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 、乌兰察布盟博物馆 、察哈尔右翼后旗文物管理所对察哈尔右翼后旗红格尔图乡头道湾古
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清理出的遗迹有房址 、灰坑 、灰沟等 ，房址较少 ，出
土的遗物多生活类器皿 ，以瓷器 、陶器为大宗 。瓷器多为白瓷 ，以碗 、盘最多 。根据出土器物
的特点判定 ，头道湾古城的年代应为金代 。在头道湾古城的正南方 ５公里处有一道东西走向的
金代界壕 ，规模较小 ，为主壕之附壕 。附壕一般根据防卫需要从主线分出后再根据地势归入主
线界壕 ，起辅助防卫作用 ，这是金界壕的网状防御体系 ，也称 “硬防御系统”［３０］ 。与界壕相辅
相成的防卫措施是在界壕内外侧建有环星式分布的戍堡与关城［３１］ ，即史书记载的 “皆取直列置
堡戍”［３２］ 。这些戍堡与关城既是屯兵之所 ，又是官兵们后勤供养基地 。在界壕边侧每隔一定距
离即设一处戍堡以达到 “营栅相望 ，烽侯相应”［３３］之目的 ，从而构成了界壕之 “软防御系统” 。
根据头道湾古城的位置及形制特点 ，应是金界壕边侧的边堡类城址 ，属于金界壕 “软防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址内出土的陶 、瓷类器皿应为屯戍官兵使用的生活类器具 ；出土的铁农具 ，
则是官兵建壕或从事农业生产时的使用工具 。这些与 枟金史枠 记载的 “用步卒穿壕筑障 ，起临
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３４］的情况相符 ，由此可见内蒙古北部草原地区此类城址的功能和性质 。

２０００年 ５ ～ ８月 ，配合 ２０８国道的工程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察哈尔右翼后
旗文物管理中心对韩元店古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城址内发现成片
分布的大量窖穴 ，在 ２００平方米内发现了 ４０个窖穴 。这些窖穴加工精致光滑 ，其原始功能应是
储藏粮食 。通过对周围的钻探表明 ，城址其他地区还存在有大量的窖穴遗迹 ，总面积超过 ２万
平方米 ，由此可见该城址存储粮食的数量 。成吉思汗时期即在漠北阿鲁欢称海地区屯田 ，到了
忽必烈时期 ，屯田成为元王朝重农措施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以后逐步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空
前规模 ，当时的屯田总数在二十万顷以上［３５］ 。据 枟元史·兵志枠 “忠翊侍卫屯田” 条记载 ： “世
祖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 ，命各万户府 ，摘大同 、隆兴 、太原 、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 ，于燕只哥
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回 ，置立屯田 ，开耕荒田二千顷 ，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 ，后改立大同等处
屯储万户府以领之 。” 其中红城屯田卫现已考证为今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古城［３６］ ，近期在浑河北岸
小红城附近的红山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贮粮窖穴进一步证明元红城屯田的事实［３７］ 。燕只哥赤斤
是元代纳怜道元上都 （今正蓝旗） 至丰州 （今呼和浩特） 一段中的一站 ，推测当在今卓资县境
内 ，但具体地点尚难考证［３８］ 。而韩元店古城地处草原南部边缘 ，属于中原农耕地区与漠北草原
地带连接的枢纽地带 。古城所在地北依低缓的山峦 ，坐落于山前广阔的平地之上 ，规模虽小 ，
却建有大片的储粮窖穴 ，它应与 “燕只哥赤斤地面” 的军屯有关 ，可能是元代 “燕只哥赤斤”
屯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 ，在该城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粗白瓷碗 ，普遍具有支钉叠烧 、挖
足过肩的特点 ，在碗圈足内心旋削凹处罩护一个小的釉点 。上述瓷器特征 ，与山西浑源窑系的
瓷器特点相符 ，说明这里出土的瓷器与山西浑源窑应有着密切关系［３９］ ，这对于研究元代瓷器的
生产与销售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为寻找元代 “燕只哥赤斤” 屯田的具体地点提供了一个
可靠的线索［４０］ 。

２００１年 ９ ～ １１月 ，为了配合 ２０９国道的工程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呼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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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沙尔沁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沙尔沁古城城市规模较小 ，城内没有普通居民居住的小型房址 ，
只发现有大型的建筑台地与 “工” 字形房屋 ，说明沙尔沁古城是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城市 。关
于古城的年代 ，以往学界曾认定其为辽代古城［４１］ ，根据沙尔沁古城城内建筑基址内出土瓦当的
兽面装饰特点 ，与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乡元代武平县遗址出土的瓦当陶范［４２］兽面的装饰风格较

为一致 ，也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红山口元代遗址［４３］ 、察哈尔右翼前旗八苏木元代土城子古城 、

元代集宁路古城［４４］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当面装饰风格相同 。所以 ，沙尔沁古城应为元代古城无
疑 。元代路 、州 、县一级的城镇具有一定的建置规律与法式 。沙尔沁古城从其规模上看不可能
是元代县级以上的城市 。古城地处阴山南麓 ，土默川平原的中部 ，其北大黑河自东向西注入黄
河 ，其南有宝贝河注入大黑河 ，所处正为大黑河与宝贝河河水的扇形冲积地带 ，土质肥沃 ，水
源丰富 ，适宜于农耕 ，根据古城内出土的铁犁铧等农具来判断 ，沙尔沁古城应与元代的农业生
产有关 。根据王恽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年） 枟论政事书枠 中的记载 ： “今体访振武并丰州界河两
傍 ，地广民稀 ，除营帐放牧外 ，其余荒闲地尚多 ，若差公于官僚踏视其宜 ，留兵营田 。” 振武所
在地系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 ，距沙尔沁古城仅 ５公里 ， “丰州” 沿用辽之丰州建置 ，为今呼
和浩特市白塔子古城 ，丰州界河应指今大黑河 。所以 ，根据沙尔沁古城所处位置及城内出土的
遗物来判断 ，此城应是元代的一处屯田卫所 。该城内清理出土的大型 “工” 字形建筑基址应是
官衙所在［４５］ ，而在这建筑基址中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则更证实了这种判断 。元代的瓦当当面装饰
一般的情况是画面变小 ，边缘变宽 ，属模印成型 ，图案趋向退化 。而沙尔沁古城出土瓦当 ，其
规模与装饰内容正好相反 ，当径均为 １８厘米以上 ，兽面装饰较为大气而凝重 ，属于元代出土的
瓦当之首 ，由此说明沙尔沁古城内房屋建筑的巨大 ，与其他城镇房屋的形制明显有别 。这种房
屋建筑与城市规模上的反差恰恰说明沙尔沁古城的特殊性 ，其具体原因是出于政府对粮食供应
的需要 ，对屯田设施的重视 ，由此也反映出沙尔沁古城城市建筑的另一方面［４６］ 。

２００２年 ５月 ，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集老高速公路的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 、乌兰察布盟博物馆 、察哈尔右翼前旗文物管理所对集宁路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 ，至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 ，发掘面积达 ２２ ０４５平方米 ，这是目前对元代 “路” 一级城市进行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
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 、遗物 。通过考古发掘发现 ，城内房址 、道路 、灰坑 、十字街道等遗迹
保存完好 ，出土有瓷器 、钱币 、陶器 、铜器 、铁器 、骨器 、金银器等大量器物 ，还发现有多处
器物窖藏 。通过此次考古发掘 ，基本上弄清了古城的城市布局 。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处完整
的市肆遗址 ，并出土了一大批分属于钧窑系 、磁州窑系 、定窑系 、耀州窑系 、龙泉窑系 、建窑
系 、景德镇窑系的大量瓷器 ，另外 ，还发现各类器物窖藏 ３８处之多 ，主要有瓷器窖藏 、铜铁器
窖藏 、钱币窖藏 、金银器窖藏等 。较为重要的发现是窖藏 １５出土釉里红玉壶春瓶 １件 ，窖藏 ２４
出土景德镇湖田窑青花高足碗 ６件 ，窖藏 １９出土瓷器 ４０件 ，窖藏 ３２ 、 ３３出土瓷器 ６１件 。城内
纵横的道路及市肆遗址的清理发现 ，完整地再现了元代 “路” 一级城市的建筑布局及城内居民
们生产 、生活的真实状况 。中原及南方各大窑系瓷器及钱币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大量发现 ，
真实地反映了蒙元时期南北方贸易的往来状况 。元代大量精美的 “油滴” 、 “玳瑁” 、 “兔毫” 、
“天目釉” 等结晶类瓷器及枢府瓷 、釉里红 、青花瓷器的发现 ，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手工业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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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真实水平 ，也为元代瓷器的断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界定标尺 。而多处器物窖藏及殓葬墓的
发现 ，是蒙元时期复杂动荡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真实折射 ，这对研究元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民
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４７］ 。

三 、古代特殊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１９９８年 ８ ～ １１月 ，为配合 １０９国道的建设 ，内蒙古自治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文物管理所对鄂尔多斯市柴登乡城梁段秦直道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秦直道是连接关
中平原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重要通道 ，是秦王朝加强对蒙古边疆地区统治的纽带与桥梁 ，可谓
中国交通史上的奇迹 。直道始建于公元前 ２１２年 ，由关中的内史地区经陕西定边县 、内蒙古的
乌审旗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市的漫赖乡 、柴登乡进入达拉特旗到包头市的麻池古城［４８］ ，全
长 １８００公里 。此次考古发掘重点对直道局部进行揭露 ，对直道边侧的一处建筑台地进行了清
理 。通过揭露发现 ，直道的修建较为草率 ，路基以一层黑色土填实找平 ，根据地势深浅不一 ，
黑色土层之上再以黏度较大的红土掺上砂石夯实 ，不同地段土质 、土色几乎一样 ，直道路面较
为平整 ，宽约 １６米左右 ，路面车辙痕迹不明显 。道路整体方向为南北向 ，部分地段随着地形的
变化有不同程度的弯曲 。此次对直道东侧的一个高台建筑基址进行了清理发掘 ，发掘之后得知
此地是一处陶窑遗址 。在陶窑中发现大量的制陶工具及建筑构件 ，有回纹砖 、板瓦 、筒瓦及残
瓦当等 ，另外还发现一些以陶坯制成的半月形瓦刀 。出土的板瓦 、筒瓦及瓦当粗大 ，厚重 。部
分瓦当与筒瓦相连 ，属于一次性模印成型 。瓦当当面为关中咸阳地区常见的羊角形云纹及羊角
形云纹的变体蘑菇形云纹 ，当心为菱形网纹 ，当面直径为 １８厘米左右 ，浑厚大气 。上述建筑构
件均为成品 ，未曾使用过 。对于东胜市柴登乡秦直道遗址已有学者进行过初步研究 ，并认为位
于城梁村直道边侧的高台地是一个障城遗址［４９］ 。通过此次发掘 ，结合对遗址周围进行的勘探 ，
发现该台地周围并无城垣遗迹 ，围绕着台地分布的也只是厚厚的瓦砾堆积及烧过的木炭残渣 ，
再结合清理出的窑址分析 ，此处应是直道边侧烧制砖瓦的一个大型窑址 ，而非是城障遗迹 。秦
王朝在内蒙古黄河岸边设九原郡 ，下辖 ４４座县城 ，分布在黄河两岸及直道边侧的鄂尔多斯地
区 。这些草原城镇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 ，在直道边侧建造如此规模的砖瓦窑场 ，其目的
显然 。根据板瓦 、筒瓦上的戳印 ，这些窑场应当归朝廷直接控制 ，属于官营窑业 。这些官营窑
业的经营 ，对于供应古代内蒙古地区郡县级城镇及边堡烽燧的建设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
次对直道遗迹的考古发掘 ，是首次利用考古发掘手段对秦代的直道遗迹进行的深入研究 ，收获
颇大 ，为进一步了解秦直道的结构及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５０］ 。

１９９９年 ５月 ，配合 ２１０国道包东 （包头 —东胜） 段的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对麻池三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出土了陶器 、铁器和钱币等一批重
要器物 。麻池三队遗址位于黄河北岸的一处高台地上 ，台地系砂石与瓦片 、陶片掺合交织形成 ，
文化层时有时无 ，但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汉代陶碗 、陶豆 、豆盘及陶钵等器物 。麻池三队遗址
西距麻池古城仅 ５公里 ，遗址内出土的弦断绳纹陶盆 ，在麻池古城中也有发现［５１］ ，由此断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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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应与麻池古城有某种联系 。关于麻池古城的性质 ，学术界认为是秦汉北方长城地带具有防
御性质的边城［５２］ ，从古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 ，恰好位于黄河北曲与大青山距离最近之
处 ，扼守着东西交通要道 ，其防御性质显而易见 。秦朝建立后 ，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 ，与古阴
山河套地区有关的是九原郡与云中两郡 。据 枟史记·匈奴列传枠 记载 ，蒙恬率兵击走匈奴 ，占
“河南地” 之后 ，依黄河天险修筑了 ４４座城镇 ，隶属于九原郡和云中郡 。汉朝建立后曾继续沿
用秦朝的郡县设置 ，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数量众多的戍卫城镇 ，而麻池古城即是属于这
些带有屯边防御性质的郡县级城市之一 。根据古城的规模与位置特点以及麻池古城内出土的
“万石” 字样的戳印陶器 ，结合 ２０年代麻池古城内出土的 “万石” 字样城砖［５３］ ，说明麻池古城
的行政级别至少应是郡守以上的食俸［５４］ 。由此断定 ，麻池古城为秦代的九原郡 、汉代的五原

郡［５５］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 ，麻池三队遗址自然也就可以定性为汉代五原郡城市外围的城郊遗
存 。此次对麻池三队遗址的考古发掘 ，出土了大量的陶豆 、陶钵等器物 ，为这一结论的认定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５６］ 。

１９９８年 ４月间 ，配合东大 （东胜 —大柳塔） 公路的建设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会同伊金霍洛旗文物管理所对王家坡窑址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 。窑址位于王家坡村东南
两条自然冲沟交汇的三角形地带 ，所处坡地东高西低 ，呈缓坡状 ，因长年风蚀和雨水冲刷 ，大
部分遗迹裸露于地表 ，面积约 １５００平方米 。此次共清理陶窑 ８座 ，灰坑 １个 ，出土了少量的陶
器 、筒瓦 、云纹瓦当等 。 ８座陶窑中 ，除 ２座破坏严重 、形制不完整外 ，绝大多数陶窑保存较
好 。平面呈亚腰形 ，类连珠状 ，由窑室和工作间组成 。出土的遗物较为单一 ，主要为陶器残片 。
器类以高领罐为主 ，其次为宽沿盆 、矮领侈口罐 、折沿盆和小口壶等 。王家坡窑址诸遗迹间的
叠压打破关系只发现一组 ，器物组合与器物形态变化甚微 ，反映了该窑址虽然存在着相对的早
晚关系 ，但延续时间较短 。王家坡窑址早 、晚两段陶窑的平面形制 、建造方法基本相同 ，早段
的为一个烟道 ，晚段的为三个烟道 。早 、晚两段的器物组合无明显的变化 ，惟器物的形态有所
差异 。根据出土器物的时代特点判断 ，早段在王莽至光武帝时期 ，即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 ；晚
段为光武帝至章帝时期 ，即东汉前期 。汉代的窑址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较少 ，此次考古发
掘 ，对于进一步研究内蒙古地区汉代陶业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５７］ 。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年 ，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托克托电厂铁路运输专线的工程建设 ，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对和林格尔县红山口元代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抢
救性考古发掘 。在红山口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灰坑 ，总数计 ２５７座 。这些灰坑规格划一 ，坑口
较为规矩 ，坑壁坚硬光滑 ，坑底平整 ，圆形直筒式居多 。这种形制的圆形灰坑 ，在浑河流域的
元代遗址中较为多见［５８］ ，其形制的一致性与坑口 、坑壁的特殊加工说明灰坑是当时人们有意而
为之 ，不是普通的垃圾坑 ，应是一种特殊的窖穴 。在遗址中 ，房屋基址均位于窖穴密集的边缘
处 ，而大开间的房间布局说明是属于公共管理设施 ，非普通的居民住宅 。元朝建立之后 ，为了
供应驻军及官民的生活需要 ，在各地山川 、江河两岸易耕地区广置屯田军 ，进行军屯 ，在漠南
有应昌 、砂井 、净州屯田军 ，在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与浑河流域设有振武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
古城） 屯田军与红城 （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小红城村） 屯田卫 。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年）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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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曾命万户府调发大同 、隆兴 、太原 、平阳等处驻军到浑河流域进行屯田 ，设红城屯田卫 ，属
西京宣尉司管辖 。成宗大德元年 （１２９７年） ，元朝迁大同路军储所到红城屯田卫 ，此后 ，红城
屯田卫成为元朝枢密院所管辖的重要军屯所在［５９］ 。红山口遗址距红城屯田卫所在的小红城村仅
有 ５公里之遥 ，位于浑河西岸 ，周围地势肥沃平坦 ，适宜耕种垦殖 ，背山面河的地形特点又适
合于建立储粮窖穴 ，由此判断 ，红山口遗址应是元朝红城屯田卫所辖的一处重要的粮食存储基
地 。大量的圆形灰坑 ，皆应当是储粮窖穴 。窖穴周围大型的房址即是看管粮仓的军人居所 。根
据灰坑的数量来看 ，此处存储粮食的数量还是比较巨大的 。元朝延祐五年 （１３１８年） ，大青山
后蒙古汪古部领地遭灾 ，元政府就曾 “赖以红城屯田米赈净州 、平地等处流民”［６０］ ，由此可见
红城地区屯田的规模 。对红山口遗址的清理发掘 ，第一次对元代的屯田设施贮粮窖穴进行大面
积揭露 ，对于进一步研究元代的屯田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６１］ 。
为配合 ２０８国道赛白段 （赛汉塔拉 —白音查干） 工程建设 ， ２０００年 ５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

物考古研究所在锡林郭勒盟文物站 、苏尼特右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 ，对苏尼特右旗新民乡全
胜村南的金界壕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通过发掘得知 ，界壕堤墙由红胶泥和白黏土及大
量的碎石子混筑而成 ，无墙基 ，无夯筑痕迹 。壕堑有主壕 、副壕各一道 ，分别在堤墙两侧 。外
侧为主壕 ，内侧为副壕 。主壕靠近堤墙 ，横断面近平底锅状 ，壕堑坡壁加工粗糙 ，较陡 。副壕
比较小 ，口宽不足 ２米 ，较浅 ，坡壁加工粗糙 ，较为平缓 。戍堡位于堤墙的内侧 ，平面呈长方
形 ，其北墙借用界壕墙体 。四角有角台 ，呈圆丘状 ，略高于墙体 。东 、西 、北三面城墙均无马
面 。堡内文化层比较单一 ，出土少量陶瓷片及动物骨骼 。金代修筑的界壕有南 、北两条主线 ，
南线又分为内 、外两条副线 ，本段界壕属于金界壕南线的内线［６２］ 。与前代长城相比 ，界壕的军
事防御功能较为系统而先进 ，堤墙 、壕堑 、望台 、戍堡 、关城 、关隘等防御设施是其建筑的全
部 。在堤墙外侧每隔一段距离或是在转折处加筑有望台 ，突出且高于墙体 。沿线内侧每隔 ５ ～
１０公里筑戍堡一座 ，若干戍堡之间再筑更大的关城 。在界壕所经过的南北交通要道上还设有关
隘 。本段界壕为南线界壕之西南路部分 ，属于 “明昌新城” 的一段 ，修筑于承安三年 （１１９８
年） 。本段金界壕的特点是墙窄壕浅 ，这与章宗统治时期国势严重衰减有关 。金王朝为了防御北
方强大的蒙古各部 ，巩固边疆 ，修筑了连绵数千里的界壕 。它不但体现了金王朝南攻北守的总
体战略 ，同时也是金廷与蒙古战争节节败北的标志 。但金界壕东西横跨 ２５００余公里 ，单线总长
７０００余公里 ，实可称谓名副其实的地下万里长城［６３］ ，是中国军事防御工程史上的奇迹 。以往学

界对金界壕进行过初步研究［６４］ ，多以调查为主 ，对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只在近期［６５］ 。通过本次
发掘 ，我们对金界壕有了更多的了解 ，特别是对其筑造方法 、结构特点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方
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６６］ 。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配合包头市南绕城公路的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包头市文物
管理处对包头南郊的尔甲亥寺庙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尔甲亥遗址位于包头市郊区哈林
格尔乡尔甲亥村西 ７００多米处 ，为一块高出地面 １米多的台地 ，地表散布着一些砖瓦等建筑构
件 。本次发掘主要是清理出大 、小两个寺庙建筑遗址 。发现有铺地方砖和柱础石等 ，散见的遗
物有长条砖 、琉璃瓦 、虎头纹及龙纹瓦当等建筑构件 。其中发现的龙纹瓦当是最具时代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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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型器 。龙纹瓦当总体发展趋势是由粗糙渐趋华丽 ，其中龙爪由元代的三爪演变为清代的五
爪［６７］ 。尔甲亥遗址出土的龙纹瓦当体现出明代 “精细传神 ，龙身盘曲 ，极富动感” 的特点［６８］ 。
尔甲亥遗址出土长条砖的厚度与漠北额尔德尼昭建筑用砖的厚度相同 ，均为 ６厘米 。这与同一
时代建筑的营造法式趋于统一有关 ，统一的建筑模式必然要求建筑用砖尺寸的一致 。大青山以
南从呼和浩特到包头一带的土默川平原 ，在明代达延汗统一大漠蒙古各部之后 ，一直是土默特
万户的领地范围 。到 １６世纪后半叶俺达汗在位期间 ，从西藏引进黄教 ，大力推行 ，以 １５８６年
阿巴岱汗在哈剌和林兴建了著名的额尔德尼昭为标志［６９］ 。漠南漠北的蒙古地区一时广建寺院庙
宇 ，包头尔甲亥的两处古遗址即是在这股潮流中兴建起来的两座寺庙遗址 ，对于进一步研究佛
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７０］ 。

２０００年 ４月 ，配合和杀 （和林格尔 —杀虎口） 公路的扩建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 ，对新店子乡窑沟村西明代长城外侧的一座烽燧址进行
了抢救性解剖清理 。窑沟村烽燧由台基和墩台两部分组成 。整体呈顶小底大的金字塔形 ，外壁
用砖或石块包砌 。墩台台体由黄色黏土夯筑而成 ，土质坚硬 ，内夹杂料礓石和砂粒 。整个墩台
基础掩埋于地下 。在墩台的南向坡面上筑有阶梯状的台阶 ，顶端平台上有红烧土痕迹 。今内蒙
古中南部分布的明代长城 ，分主边和次边两条 。主边又称 “头道边” ，次边又称 “二道边” 。主
边基本上是今内蒙古与山西省的分界线 ，东起今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马口市 ，西至内蒙古
清水河县黄河东岸老牛湾为止 ，总长约 ４８０公里 。在这些长城的外侧 ，一般筑有连接各大防守
卫所的系列墩台 ，亦称 “烽燧” ，作为前线的 望哨 。窑沟村烽燧址即属于这种性质 ，它是由山
西杀虎口经玉林卫 （和林格尔县榆林城遗址） 至镇虏卫 （今托克托县黑城遗址） 、东胜卫 （托克
托县托克托城遗址） 系列烽燧中的一个墩台 。 １４４９年 ，蒙古瓦剌首领也先率部南下 ，引发 “土
木之变” ，之后 ，明朝对蒙古的战略主要采取守势 ，除修建加固一些主要长城外 ，还撤掉了一些
卫所 。玉林卫 、镇虏卫 、东胜卫等卫所退回边内 ，土默川平原一度归蒙古达延汗 、阿拉坦汗控
制 ，位于土默川平原与杀虎口的这段烽燧也就逐渐废弃 ，失去了它的原有的防御功能 。窑沟烽
燧的清理与解剖 ，对于进一步研究明代北部边疆地区的防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７１］ 。

四 、古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１９９７年 ，配合达丰输电线路 、 ２０９国道 、盛乐经济园区的工程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所 、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对土城子古城东 、北 、西城垣外侧分布的古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
掘 。经过清理发现 ，这批墓葬以战国 、汉代 、魏晋时期为主 ，另有相当数量的唐至金元时期的墓
葬 。战国时期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 ，墓穴较为密集 ，但相互无打破关系 ，且南北向 、东西向互
不干扰 ，表明是同一种族同一时期埋葬地的延续 ，其中还发现有少量的屈肢葬 。另外在墓葬中出
土了较多的铜带钩 ，这些带钩由大到小 ，装饰由繁缛到简略 ，时代序列鲜明 。汉代至魏晋时期的
墓葬以带有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及长方形砖室墓为主 ，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 ，有陶器 、铁器 、玉
器多种 ，其中殉牲的现象多见 ，反映了地方的特色 。唐代墓葬以土洞墓 、砖室墓为主 ，较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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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两座砖室墓的发现 。一座为壁画墓 ，圆形墓室 ，穹庐顶 ，墓壁四周绘有精美的仕女图 、门吏
图 、道士图等 ，这是在内蒙古土默川地区发现保存完好的唐代壁画墓 ；另一座为方形砖室墓 ，墓
内出土一合墓志 ，为 “左金吾卫大将军刘公墓志铭” ，志文中明确地指明了唐代振武城的确切位
置 ，这也是此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金代的墓葬只发现一座火葬墓 ，以石函盛敛骨灰 ，最为重要的
发现是在石函的顶盖上雕刻的 “大定十一年” 的年号款识 ，这与城内发现的大量金代瓦当相互印
证 ，由此说明金代土城子古城沿用的具体情况 。总之 ，对土城子古城城外大量不同时期墓葬的清
理 ，与城内各个时代的遗迹相对应 ，进一步丰富了土城子古城的文化内涵［７２］ 。

２０００年 ５ ～ ７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托克托县博物馆配合托克托电厂铁路专用
线建设 ，对黑城乡黑水泉村南的 ２座汉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发现的 ２座汉代砖室墓葬
规模宏大 ，形制时代特征明显 。 ２ 座墓葬均呈 “十” 字形 ，属前 、中 、后及东西耳室的形制 ，
根据墓葬布局以及出土的长方形陶案 、方形陶灶 、神树陶盆 、器座等遗物推断 ，黑水泉墓葬的
确切年代可定至东汉晚期 。 ２座墓最大的特点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 ，并列而处 ， ２座墓葬的东 、
西耳室之间仅相距 １米 ，形制 、规格基本上一致 。由此可以判断黑水泉墓葬应是一处同冢异穴
的夫妇合葬墓 。夫妇异穴分葬的丧葬制度 ，表现的是夫妻间关系的加强 ，体现的是封建宗法观
念的加深 ，这也正与墓葬中前 、中 、后三室之制的意义相一致 ，标志着东汉晚期内蒙古土默川
地区大土地所有制的膨胀 ，封建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７３］ 。

１９９９年 １０ ～ １１月 ，配合包头市南绕城公路的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包头
市文物管理处 ，对张龙圪旦的部分汉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张龙圪旦汉墓群位于包头市郊
区麻池乡古城村西约 １畅５公里处 。这次发掘 ，共清理墓葬 ５座 ，包括中型砖室墓 ３座 、小型砖
室墓 ２座 。墓葬为多室穹隆顶 ，结构基本一致 。各墓内出土的随葬品不多 ，最有特点的是在随
葬品中发现有牛头 、羊头及一些牛 、羊骨骼 ，还伴出有陶器 、铁器 、铜镜 、铜车马器饰件 、铜
箭头和钱币等 。墓内扰乱严重 ，尸骨散乱 ，个体数目不清 。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初步判断 ，
这批墓葬属于东汉中晚期和帝至桓帝 、灵帝时期 ，出土的博局纹铜镜的镜背纹饰简化潦草 ，明
显处于东汉晚期的衰变阶段［７４］ 。另外 ，在墓中随葬有牛头骨和羊头骨等殉牲的习俗在中原地区
较为少见 ，而普遍存在于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等地的汉代墓葬中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墓葬是归
附汉王朝匈奴人的墓葬［７５］ 。此次发掘的这批墓葬 ，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色 ，据此判断 ，
张龙圪旦墓群的族属很可能是匈奴 ，这些墓葬应和南迁附汉的匈奴人有关 。匈奴人在吸收中原
墓葬形制的基础上 ，保留了自己游牧文化中固有的殉牲习俗 ，清理出的几座墓葬中共同出土有
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铁刃器也佐证了这一说法 。张龙圪旦汉墓的抢救性清理发掘 ，是初步尝试对
土默川地区南匈奴墓葬进行的辨认与剔选 ，对于进一步研究内蒙古包头地区汉代墓葬的分期与
族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７６］ 。

注 　 　释

［ １ ］ 　李逸友 ： 枟包头市郊汉墓枠 ， 枟文物参考资料枠 １９５５年 １０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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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枠 ， 枟文物枠 １９６１年 ９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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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见本书 枟达拉特旗草原村遗址调查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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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见本书 枟达拉特旗瓦窑村遗址枠 。

［１１］ 　见本书 枟托克托县后郝家窑遗址枠 。

［１２］ 　见本书 枟托克托县耿庆沟上游支流西沟与南沟沟畔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枠 。

［１３］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包头文物事业管理处 ： 枟包头纳太遗址发掘简报枠 ， 枟内蒙古文物

考古枠 ２０００年 １ 期 。

［１４］ 　见本书 枟清水河县城嘴子遗址发掘报告枠 。

［１５］ 　见本书 枟卓资县城卜子古城遗址调查发掘简报枠 。

［１６］ 　 枟汉代的城邑与边塞遗址枠 ， 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枠 ，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８４年 ５月版 。

［１７］ 　同 ［１４］ 。

［１８］ 　李逸友 ： 枟内蒙古历史名城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３年 。

［１９］ 　同 ［１６］ 。

［２０］ 　见本书 枟托克托县黑水泉遗址发掘报告枠 。

［２１］ 　俞伟超 ： 枟汉代的 “亭” “市” 陶文枠 ， 枟文物枠 １９６３年 ２期 。

［２２］ 　张郁 、陆思贤 ： 枟呼和浩特市郊区二十家子汉代城址出土的封泥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第一

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９４年 。

［２３］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枟呼和浩特市榆林镇陶卜齐古城发掘简报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第

二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９７年 。

［２４］ 　陈永志主编 ： 枟内蒙古出土瓦当枠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３年 。

［２５］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中城 、北城 、南城分别进行了较大规模

的考古发掘 ，初步了解了城内文化堆积的状况 ，资料待发 。

［２６］ 　 １９５６年 ５月 ，在古城的西门外清理了一座汉代壁画墓 ，详见罗福颐 ： 枟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

发现的汉墓壁画枠 ， 枟文物枠 １９５６年 ９期 ； １９７４年 ，在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东古城曾出土过一枚

“云中丞印” 字样的汉代龟形纽铜印 ，详见李逸友 ： 枟托克托城附近的秦汉代遗迹枠 ， 枟内蒙古文物

考古文集枠 （第一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９４年 ； １９８８年又在古城西门外发现了一件带

有 “云中” 二字的汉代陶碗残片 ，详见文卿 ： 枟托克托县发现 “云中” 戳印残陶枠 ， 枟内蒙古文物

考古枠 １９９１年 １期 ； 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周围的墓葬进行过清理 ，

详见魏坚编著 枟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枠 第四编第三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９８年 。

［２７］ 　内蒙古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枟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介绍枠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 １９８８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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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崔璇先生等持第一种观点 ，详见 枟托克托县志枠 第十一编 。李逸友先生等持第二种观点 ，详见李

逸友编著 枟内蒙古历史名城枠 第二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３年 ；李逸友 ： 枟呼和浩特地区古

代农耕文明概述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２００２年 ２期 。

［２９］ 　石俊贵 、刘燕 ： 枟内蒙古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出土战国货币枠 ， 枟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枠 １９９６年 ４

期 ；王培义 ： 枟枙托县云中古城出土战国货币枛 补记枠 ， 枟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枠 １９９７年 ３ 、 ４期 。

［３０］ 　冯恩学 ： 枟金代长城的战争观枠 ， 枟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枠 ，吉林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５年 。

［３１］ 　贾洲杰 ： 枟金代长城初议枠 ， 枟内蒙古大学学报枠 １９７９年 ３ 、 ４期 ；克什克腾博物馆 ： 枟克什克腾旗

金代界壕边堡调查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１９９１年 １期 ；达茂旗文物管理所 ： 枟达茂旗境内的金代

边堡界壕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２０００年 １期 。

［３２］ 枟金史枠 卷 ２４ 枟地理志枠 。

［３３］ 枟金史枠 卷 ９３ 枟仆散揆传枠 。

［３４］ 枟金史枠 卷 ９５ 枟张万公传枠 。

［３５］ 　白寿彝总主编 、陈得芝主编 ： 枟中国通史枠 第八卷 枟中古时代·元时期枠 （上） ７１４ ～ ７１５页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７年 。

［３６］ 　李逸友 ： 枟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４期 ， １９８６年 。

［３７］ 　见本书 枟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发掘报告枠 。

［３８］ 　陈得芝先生所推测的燕只哥赤斤所在地 ，位于今卓资县三道营乡土城村 。参见陈得芝 ： 枟元岭北

行省诸驿道考枠 ， 枟元史论集枠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８４年 。后经李逸友先生实地调查考证 ，该古城为

汉代武泉县城所在地 ，并非元代城址 。参见李逸友 ： 枟论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

集枠 （第一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９４年 。

［３９］ 　李知宴 ： 枟山西浑源县界庄窑枠 ， 枟考古枠 １９８５年 １０期 。

［４０］ 　见本书 枟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元店元代古城遗址枠 。

［４１］ 　孙利中 ： 枟呼和浩特古建筑时略记八十七座古城枠 ， 枟呼和浩特文物枠 总第四期 ， １９９９年 。

［４２］ 　邵国田 ： 枟赤峰敖汉旗出土元代纪年瓦当范枠 ， 枟文物枠 １９８７年 ７期 。

［４３］ 　同 ［３７］ 。

［４４］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枠 ， 枟文物枠 １９６１年 ９期 ；参见贾洲杰 ： 枟内蒙

古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瓦当和滴水枠 ， 枟考古枠 １９７７年 ３期 ；李逸友 ： 枟内蒙古元代城址所见城市制

度枠 ， 枟北方考古研究枠 （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 ， １９９４年 。

［４５］ 　徐苹芳 ： 枟元代的城址和窖藏枠 ， 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枠 ，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８４年 。

［４６］ 　见本书 枟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古城发掘简报枠 。

［４７］ 　参见陈永志 ： 枟集宁路古城发掘集市窖藏 、几千件瓷器囊括九大名窑枠 ， 枟文物天地枠 ２００３年 １１

期 ； 枟发掘集宁路元代城址及第三批窖藏枠 ， 枟文物天地枠 ２００４年 ３期 。

［４８］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等 ： 枟包头境内的战国秦汉长城与古城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２０００年 １期 。

［４９］ 　史念海 ： 枟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枠 ， 枟文物枠 １９７５年 １０期 。

［５０］ 　见本书 枟东胜城梁段秦直道遗址发掘简报枠 。

［５１］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等 ： 枟包头境内的战国秦汉长城与古城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２０００年 １期 。

［５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 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枠 第四章 枟秦汉时代枠 ，文物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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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 。

［５３］ 　同 ［５１］ 。

［５４］ 　根据 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枠 ： “其县万户以上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 ；减万户为长 ，秩五百石至

三百石 。皆有丞 、尉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 汉代食俸亦有不同者 ，所辖郡县户籍数目大者或级

别高者 ，所食俸禄级别亦高 。

［５５］ 　同 ［５１］ 。

［５６］ 　见本书 枟包头市麻池三队遗址发掘简报枠 。

［５７］ 　见本书 枟伊金霍洛旗王家坡汉代窑址发掘简报枠 。

［５８］ 　乌兰察布盟博物馆 ： 枟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 、金时代遗址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枠 （第一辑）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９４年 。

［５９］ 枟元史枠 卷一百 枟兵志·屯田枠 记 ： “忠翊侍卫屯田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 ，命各万户府 ，摘大

同 、隆兴 、太原 、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 ，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围 ，置立屯田 ，开耕荒田二千
顷 ，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 。后改立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以领之 。” 亦参见卷十九 枟世祖记枠 。

［６０］ 枟元史枠 卷 ２４ 枟仁宗纪枠 。
［６１］ 　见本书 枟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发掘报告枠 。

［６２］ 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枠 第 ２３３ ～ ２３４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８６年 。

［６３］ 　冯恩学 ： 枟金代长城战争观枠 ， 枟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枠 ，吉林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５年 。

［６４］ 　关于金界壕的文章主要有 ：王国维 ： 枟金界壕考枠 ， 枟燕京早报枠 第一集 ； 枟观堂集林枠 卷十四 ，中华

书局 ， １９５９年 ；李文信 ： 枟金临潢路界壕边堡址枠 ， 枟辽海引年集枠 ， １９４７年 ；贾洲杰 ： 枟金代长城初

议枠 ， 枟内蒙古大学学报枠 １９７９年 ３ 、 ４期 ；黑龙江省博物馆 ： 枟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枠 ， 枟考古枠

１９６１年 ５期 ；庞志国 ： 枟金东北路 、临潢路吉林省段界壕边堡调查枠 ， 枟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枠 ，

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８１年 ；哲里木盟博物馆 ： 枟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枠 ， 枟考古枠 １９８４

年 ２期 ；张柏忠 ： 枟吐列毛杜古城调查试掘报告 ———兼论金代东北路界壕枠 ， 枟文物枠 １９８２年 ７期 ；克

什克腾旗博物馆 ： 枟克什克腾旗金界壕边堡调查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１９９１年 １期 。

［６５］ 　哲里木盟博物馆 ： 枟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界壕边堡发掘报告枠 ， 枟考古枠 １９８４年 ２期 。

［６６］ 　见本书 枟苏尼特右旗新民乡全胜段金界壕枠 。

［６７］ 　陈根远 、朱思红 ： 枟屋檐上的艺术 ———中国古代瓦当枠 ，四川教育出版社 ， １９９８年 。
［６８］ 　同 ［１］ 。

［６９］ 枟蒙古族简史枠 编写组 ： 枟蒙古族简史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８５年 。

［７０］ 　见本书 枟包头市尔甲亥明代寺庙遗址枠 。
［７１］ 　见本书 枟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窑沟村明代烽燧址的清理枠 。

［７２］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城外发掘清理了五百余座不同时期的墓

葬 。资料待发 。

［７３］ 　见本书 枟托克托县黑水泉汉代墓葬清理简报枠 。

［７４］ 　孔祥星 、刘一曼 ： 枟中国铜镜图典枠 ，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９２年 。

［７５］ 　张海斌 ： 枟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枠 ， 枟内蒙古文物考古枠 ２０００年 １期 。

［７６］ 　见本书 枟包头市张龙圪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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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草原村遗址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达 拉 特 旗 文 物 管 理 所

１９９９年 ５ ～ ６月 ，配合 ２１０国道包东段 （包头 —东胜） 的建设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所会同达拉特旗文物管理所在达拉特旗境内进行文物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了草原村
新石器时代遗址 。现将草原村遗址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一 、地 理 位 置

图一 　草原村遗址位置示意图

　 　 草原村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南约 ２５ 公里处 ，
南距耳字壕乡约 ２０公里 。村前有一条自然小河由东
南流向西北 ，入罕台川后注入黄河 。遗址位于草原村
北约 ５００米处的丘陵坡地上 （图一 ；彩版一 ， １） ，面
积约 ５ 万平方米 。遗址所处坡地东高西低 ，沙丘起
伏 ，破坏严重 。地表散见较多陶器和石器残片 。经大
面积钻探勘察 ，地层堆积较薄 ，局部无存 。

二 、采 集 遗 物

遗物均为地表采集 ，分为陶器和石器两大类 。下
面按类别逐一介绍 。

1畅陶器

陶器多为残器 ，可复原者极少 。陶质分细泥陶 、
夹砂陶 、砂质陶三类 ，以细泥陶居多 ，夹砂陶次之 ，
砂质陶较少 。细泥陶的陶土多经淘洗 ；夹砂陶所夹砂
粒细小而均匀 ，陶器胎壁亦较薄 。陶色以红陶为主 ，
红褐陶与灰褐陶略等 ，白陶较少 。陶器的纹饰以素面
磨光居多 ，绳纹和线纹略等 ，篮纹只发现一片 。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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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简单 ，有黑彩和红彩两种 ，纹样有宽带纹和弦纹等 ，另发现有红顶钵类器物 。陶器的制法
均属手制 ，主要采用泥片塑贴法和泥条盘筑法 ，个别陶器的内壁留有泥条盘筑痕迹 。烧制火候
较高 。器形有钵 、罐等 。
钵 　 ７件 。均为细泥红陶 。分二型 。
A型 　 ３件 。均残 ，红顶 。按口沿的变化 ，分二式 。
Ⅰ式 　 ２件 。微敛口 ，圆唇或尖圆唇 ，腹微鼓 。 C∶６２ ，圆唇 ，腹微鼓 ，外壁磨光 ，内壁素

面 。口径 ２８ 、残高 ６畅８厘米 （图二 ， １） 。 C∶６１ ，尖圆唇 ，腹壁弧鼓 。外壁磨光 ，内壁素面 。口
径 ２６ 、残高 ８厘米 （图二 ， ２） 。

Ⅱ式 　 １件 。 C∶６３ ，尖唇 ，沿面内折 ，鼓腹 。外壁磨光 ，内壁素面 。口径 ３０ 、残高 ４畅２厘
米 （图二 ， ３） 。

B型 　 ３件 。均残 。按口沿的变化 ，分两式 。
Ⅰ式 　 １件 。 C∶６４ ，直口 ，圆唇 ，斜弧腹 ，下腹斜收 。内 、外壁均素面磨光 。口径 ３０ 、残

高 ８厘米 （图二 ， ７） 。
Ⅱ式 　 ２件 。直口微敛 ，口沿外饰宽带黑彩 。 C∶６０ ，圆唇 ，斜弧腹 。内 、外壁磨光 。口径

　 　

图二 　陶器
１ 、 ２畅 A Ⅰ式钵 （C∶６２ 、 C∶６１） 　 ３畅 A Ⅱ式钵 （C∶６３） 　 ４ 、 ６畅 B Ⅱ式钵 （C∶６０ 、 C∶６６） 　

５畅 C型钵 （C∶６５） 　 ７畅 B Ⅰ式钵 （C∶６４） 　 ８畅陶环 （C∶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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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残高 ４畅４厘米 （图二 ， ４） 。 C∶６６ ，尖圆唇 ，弧腹 。内 、外壁磨光 。口径 ３０ 、残高 ６畅６厘米
（图二 ， ６） 。
C型 　 １件 。 C∶６５ ，残 。圆唇 ，曲腹 。口沿外饰一周斜线三角纹红彩 ，纹样不详 。口径 ２２ 、

残高 ４厘米 （图二 ， ５） 。
罐 　 ５件 。按口沿的变化 ，分四型 。
A型 　 ２件 。均残 ，窄沿外侈 ，鼓腹 ，饰弦纹或绳纹 。 C∶６８ ，夹砂红陶 ，方唇 ，唇面有凹

槽二周 。通体饰弦纹 。口径 ２４ 、残高 ５畅８厘米 （图三 ， ３） 。 C∶６９ ，夹砂褐陶 ，方唇 ，唇面有凹
槽一周 。通体饰绳纹 ，颈部绳纹被抹断 。口径 ２２ 、残高 ３畅６厘米 （图三 ， ４） 。

图三 　陶器
１畅陶饼 （C∶５８） 　 ２畅 B型罐 （C∶７１） 　 ３ 、 ４畅 A型罐 （C∶６８ 、 C∶６９） 　 ５畅器耳 （C∶７４）

６畅 C型罐 （C∶７３） 　 ７畅 D型罐 （C∶７２）

B型 　 １件 。 C∶７１ ，残 。夹砂红陶 ，侈口 ，圆唇 ，折沿 ，沿面微弧 ，弧腹 。颈部饰楔形坑点
纹二周 。口径 ２４ 、残高 ６畅２厘米 （图三 ， ２） 。

C型 　 １件 。 C∶７３ ，残 。砂质灰陶 ，侈口 ，圆唇 ，折沿 ，沿面略外卷 ，鼓腹 。通体饰绳纹 ，
颈部抹断 ，薄胎 ，内壁有泥条盘筑痕迹 。口径 １６ 、残高 ９畅９厘米 （图三 ， ６） 。

D型 　 １件 。 C∶７２ ，残 。砂质白陶 ，侈口 ，圆唇 ，窄沿 ，弧腹 。通体饰绳纹 ，口沿外被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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