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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的调研报告

余淼杰 张贺明 武英杰

一、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概况

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兴隆庄镇

章京营子村，占地面积约6,34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基

地由辽宁大学于2021年投资近200万元进行建设，2022年8月正式投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编者按编者按：：2024年2月2日至3日，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历史学部主任

余淼杰围绕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情况，到教学基地和相关发掘遗址现场

开展实地调研。学校社会服务办公室主任张贺明，历史学部党委书记张鸿杰、分

管日常工作副主任王铁军、副主任孙伟祥，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金旭东、副院长赵

晓刚，朝阳城市研究院院长武英杰，考古文博学院部分师生和喀左当地政府主管

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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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用，隶属于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培训考古学本科专业、考古

学硕士专业、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的实践基地，同时承担校内外科

研任务。

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为目标。基地依托省级“辽宁红山文化遗产研究重点实验室”

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东北古代民族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心等校级研究等平台，开展实践教学培训和科学研究工作。基地教

师具有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团体领队资质，依托基地的实践功能和交

通便利度，对辽宁省喀左、阜新等遗址遗存开展了发掘和调研工作。基

地以真实问题为导向，立足辽宁地方，与省内10余家文博单位合作，通

过校政校企合作，完成协同育人，服务辽宁文化事业创新发展。

二、调研基本内容

（一）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情况

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兴隆庄镇章

京营子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北距喀左高铁站10公里，西距喀

左县城 5公里，距东山嘴遗址展示馆 800米，东北距田野考古实习地

点——二布尺南遗址5公里。基地基础设施完备，内设教工宿舍、学生

宿舍、厨房、餐厅、卫生间、沐浴室、洗漱间、配电室、办公室、会议室、实

验室、摄影室、文物库房、标本库房、备品库房、活动室等，宿舍、餐厅配

备有空调，铺装有空气能，挖有机井，配有备用电源，可满足3—6名教

师、30—40名学生日常生活、基础教学、资料整理、文物收藏、安全保卫、

科技考古等方面的需要，冬季可以正常使用，保障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

和资料整理工作的正常实施。基地配合二布尺南遗址，还可以开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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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考古、多学科介入实验、考古发掘成果宣传展示等工作，可为辽宁大

学未来开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提供实践教学基

地支持。此外，基地于2022年8月正式组建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学

师生纵向党支部，该支部隶属于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党委。

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得到了辽宁大学后勤发展集

团的支持，基地会议室的部分办公桌、食堂餐桌、实验室操作桌等由

后勤发展集团的闲置资产处提供。基地的高效建设体现了“花小

钱，办大事”的风格，凝聚了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和其他各单位的团结

力量。

图1 基地航拍图

（二）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发掘工作开展情况

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依托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的实践功

能和交通便利度，对辽宁省内的二布尺南遗址、三家东北遗址和红山文

化遗存开展了发掘和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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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布尺南遗址发掘

阜新遗址位于朝阳市喀左县兴隆庄镇二布尺村南约100米的山坡

台地上。遗址东南距喀左县城7公里，西北距喀左高铁站7公里，与辽

宁大学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相距5公里。遗址北依大山，东距大

凌河约800米，西南约300米为半拉山。该遗址是大凌河流域众多夏家

店下层文化城址中的一个，与周边的二布尺西遗址、半拉山遗址、姜家

遗址、姜家西南遗址、章京营子遗址等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

遗址发现于1979年，当时被命名为“半拉山洞及顶遗址”。2009年

10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对其进行了复查，将其重新命名为“二布

尺南遗址”。遗址年代判断为夏商时期，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性质为聚

落址。遗址所处地势较高，西北高，东南低，大体呈南北向的狭长腰果

形，面积约10,000平方米，遗址地表可采集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鬲、盆、

瓮等陶器残片；魏营子遗存的花边附加堆纹陶片，以及一组夹砂红褐陶

的素面陶，口沿多为厚叠唇，可能为“凌河类型”遗物；辽代的布纹瓦、白

瓷片等。通过调查和勘探，确定遗址主体为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晚

期的山城址，其南部在20世纪70年代取土建坝时被一定程度破坏。

2022年度，辽宁大学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首次

考古发掘，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筑围墙院落1处。院落在东南角开

门，进入大门后为平整的院子，门内西侧贴南院墙有一石块砌筑边缘的

圆形灰坑，应为窖穴。院落北部正中有圆形台基式带白灰面房址1座。

房址台基紧靠东院墙，与北院墙、西院墙之间有矮墙围护的附属空间，

惜被晚期遗存破坏，情况不明。院落西南部也有圆形台基式带白灰面

房址1座。在被回填的院落内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型有瓮、尊、钵等。

打破或叠压在院落之上的晚期遗存中发现有魏营子文化时期的房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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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灰坑3座，出土有花边口沿高、绳纹盆等；发掘夏家店上层文化十二

台营子类型房址2座、疑似作坊址1处、墓葬2座，出土可修复陶器20余

件，可辨器型有壶、瓮、罐、钵、豆等。

2023年度，辽宁大学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持续进行考

古发掘，共发现城墙2段，分别为东城墙和西城墙。其中，东城墙下压

着夏家店下层文化残破房址1座。发掘区内还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早

中期房址2座。经初步判断，至少有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晚期院落5处，

包括房址8座、石窖穴9座。发掘还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50余座；

魏营子文化灰坑3座；夏家店上层文化十二台营子类型房址16座、墓3

座、石堆6处、灰坑90余座、灰沟2条。发掘夏家店上层文化十二台营子

类型房址16座、墓3座、石堆6处、灰坑90余座、灰沟2条。发掘辽代墓

葬1座、灰沟2条、灰坑1座、石堆2处。遗址共出土各类器物867件，分

别为：陶制品400余件，其中网坠293件、纺轮29件，其余可修复陶器80

余件，器型有罐、瓮、壶、钵等；石器294件，有刀、斧、钺、凿、铲、坠饰、磨

盘、磨棒、网坠、加重器等：骨器100件，有锥、卜骨等；此外还有铜吊坠、

铜斧、铜凿、铁簇、铜钱等。

图2 二布尺南遗址发掘正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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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布尺南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注重对重要遗迹的保护工作，

除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墙、房址、石窖穴等个别破坏较严重者进行了

局部解剖外，对大多数遗迹都进行了原状保护。并且，在发掘结束后，

我们还用无纺布铺垫后，将用土回填，确保遗迹不会被此后的耕作再次

破坏。辽宁大学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达到了

预期的发掘目的，确认了二布尺南遗址为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为

主体，兼有魏营子文化、十二台营子类型、辽等几个时期遗存的遗址。

此外，通过对二布尺南遗址北侧台地的勘探，基本可以确认该处应为二

布尺南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城址，与二

布尺南遗址构成上、下双城结构。

2.三家东北遗址发掘

三家东北遗址地处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利州街

道小河湾村三家屯东北100米台地上，大凌河北侧，遗址总体年代为红

山文化晚期。

2023年5—12月，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喀左县博物馆对三家东北遗址开展了联合发掘工作。发掘

区位于遗址中心偏南处，发掘面积共500平方米。发掘区设置总坐标基

点，采用四象限布方法，布置10米×10米探方5个。共发掘灰坑27座，

多具有被盗墓性质，其中有红山文化时期灰坑3座、烧坑遗迹6个、红山

文化石棺墓4座。

三家东北遗址的发掘工作理清了遗址环境及范围。遗迹、遗物主

要分布于海拔335米等高线围成的台地范围内，最高处海拔338米。台

地南北长近140米，东西宽40—80米，总面积约8,400平方米。台地周

边陡降，现已改造为梯田。目前，对各堆积单位间的关系有了初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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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局部地层堆积分为5层：表土下即可见红山文化遗迹；第2、3层为本

遗址红山文化晚期垫土；第4层为本遗址早期废弃堆积，该层下有早期

遗存。我们初步了解了三家东北红山文化聚落演变过程，遗址形成前

地表为含沙、石、土的基岩风化面，西、南高，北、东低，基岩面有较深的

沟、坑，在此环境基础上有人类活动，可分为4个时段。

考古人员对东山嘴遗址群内其他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现有发掘

迹象表明：红山文化聚落沿用时间相对较短，形态也有所不同；墓葬形

式从石圈、筒形器圈发展到积石冢之后又有新变化。总之，遗址发掘为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聚落考古新资

料，对了解当时社会观念及形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图3 三家东北遗址发掘正投影

3.阜新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

2022年秋季至2023年秋季，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依托

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在阜新地区细河中游右岸的细河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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牤牛河东岸的努鲁尔虎山尾脉、细河中游左岸的医巫闾山脉西侧开展

红山文化专题考古调查，累计调查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截至目前，

调查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472处（新发现遗址416处），其中新石器时

代遗址56处（新发现遗址52处），另发现先秦时期采集点228处（新发

现223处）。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的调查工作弥补了以往阜新地

区红山文化发现上的不足。调查发现的40余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集

中分布在努鲁儿虎山和医巫闾山尾脉的山前缓坡或延伸台地上，表

明阜新地区应是红山文化分布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红山文化遗存

既可以看到与周邻辽宁朝阳、内蒙古赤峰等地红山文化的相似性，又

表现出其自身的一些独特性，为全面了解红山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

要线索。

（三）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党建工作情况

2022年8月，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正式组建辽宁大学历史学部

考古学师生纵向党支部，该支部隶属于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党委，现有

党员教师9名、党员学生27名。支部原为考古学教师党支部，因考虑

考古学科具有长期在校外从事野外考古教学和科研的独特性，为更加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考古文博学院田野考古教学工作

的顺利进行，在学校党委和历史学部党委的领导下，以辽宁大学喀左

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为依托，延续“支部建在考古工作队上”的光荣

传统，将考古学本科和研究生党员合入支部，以支部为阵地，充分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做好统筹、协调、宣传、服务等各项

工作，在支部制度建设、特色建设、师生联动、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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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学师生纵向党支部重点通过打造喀左田野

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临时党支部，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课程思政建设。支部在基地开展了高校与乡村

地方党建共建的特色党课活动、丰富多样的“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中华

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凌河讲堂讲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文化遗产考古

活动及服务地方文化事业的志愿者服务等等，实现了高校育人内涵的

外扩，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支部发展思路。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学师生纵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学校教育高

质量发展，紧扣辽宁新时代“六地”的目标定位，服务辽宁全面振兴三年

行动，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等辽宁省和我校发展的核心重点问题。

支部开展“红色文化记忆走寻”特色党日活动，先后考察了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陈镜湖纪念馆、赵尚志纪念馆、三沟精神发源地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深入学习和挖掘辽宁“六地”文化的价值及其意义。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学师生纵向党支部坚持基于“真实问题”

人才培养改革模式的实践育人，强化新时代人才队伍建设体系。通

过服务江苏地区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积极推动辽宁阜新、吉

林通化两地的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有力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并通过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搭建能够辐射地方的科

研平台。

考古工地是锤炼党性的主战场，党员同志应该积极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加强田野考古工作队伍建设，推动文物事业发展，促进中国

考古事业发展，为建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事业

添砖加瓦。

-- 9



图4 基地支部开展高校与乡村地方党建共建特色党课

（四）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学术交流

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不但承担了基础教学实践和考古发掘工

作，还在红山文化的宣传和交流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辽宁大学历史

学部考古文博学院立足于考古教学基地，参与组织了“红山文化前沿论

坛·回望红山”学术研讨会，举办了“凌河讲堂”等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2022年10月29日，由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辽宁大学历

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辽宁红山文化遗产研究重点实验室）、朝阳市文

物局、喀左县博物馆共同承办的“首届红山文化前沿论坛·回望红山”

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红山文化前沿论坛”是在党和国家、辽宁省委

省政府极度重视“中华文明探源”“深化中华文明研究”的背景下举办

的。2021年，“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被国家文物局列为“考古中

国”项目。作为项目实施单位之一，受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委托，辽宁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辽宁红山文化遗产研究重点实验室）担负着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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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红山文化遗址调查任务，制定了喀左县东山嘴区域红山文化遗址

群的考古工作规划。为了推进工作，把握最新研究动态，发挥遗产作

用，特筹划每年举办一次“红山文化前沿学术论坛”。2022年的首届论

坛主题是“回望红山”，目的是系统梳理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

展望未来工作。

图5 “凌河讲堂”讲座现场

2023年7月，考古教学实践基地开设了“凌河讲堂”系列讲座，旨在

充分交流红山文化与考古技术，拓展基地师生的考古视野。截至目前，

“凌河讲堂”已举办讲座15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著名专家云集。讲座

内容主要包括：辽宁大学华玉冰教授的《含东北系铜剑族群初步考察》；

辽宁大学张星德教授的《与夏为伍的方国文明——夏家店下层文化》；

赤峰学院孙永刚教授的《中国东北地区古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辽宁

师范大学徐昭峰教授的《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系统与辽西区文明的发

生》；清华大学严志斌教授的《觚爵名物新证》《何以大邑商》；喀左气象

局高鹏局长的《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沈阳市文物考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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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琦技师的《文物摄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研究馆

员的《“巫教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研究

馆员的《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认识》；辽宁大学徐廷副研究馆员的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掘收获》；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的《古代

冶金与中华文明》；南京大学水涛教授的《丝绸之路的史前基础》；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新全研究馆员的《貊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田野

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组织的“凌河讲堂”系列讲座，同时在自营公众号“稽

古学社”上在线推广。

三、关于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在短时间内迅速建成并开展工作，辽

宁大学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在抗击疫情期间共克时艰，在

考古实践教学、周边遗址发掘、红山文化宣传、党支部建设、学术交流

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为振兴辽宁省文化旅游产业作出了

贡献。为了进一步发挥喀左田野考古教学实践基地对辽宁大学、朝阳

市文旅乃至辽宁省经济的助力作用，基地仍需要从师资队伍建设、人

才培养模式、国际合作和扩大宣传等方面持续改进，调研团队提出如

下建议。

第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继续引进考古学专业和博物馆学专业

教师，完善历史时期考古和博物馆方向学科师资力量。通过辽宁大学

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持续引进行业高层次人才，加强学科方向建设，优

化教师队伍梯队建设。加强研究方向凝练度，发挥重点方向学术带头

人的凝聚作用，打造知名学科方向。

第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制定符合当下考古学人才培养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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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加强对专业课程中课程思政内容的政策倾斜，鼓励各方向教

师团队编写研究生教材，实现教材零的突破。建议创新产学研相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以真实问题为导向，采用校馆联合模式，组建智

慧博物馆、数字化文物保护研究所和铁质文物保护研究所。与沈阳故

宫博物院建立全面合作机制，组建校级文化创意研究院，增强传承创新

优秀文化的能力。

第三，深入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完善教师队伍参加国际合作与

学术交流的鼓励机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拓宽学科的研究赛道。加

强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周边国家考古团队的深入合作，尝试建立

“东北亚国际考古学联盟”，为引领国际考古学领域做铺垫。进一步通

过国际会议、自媒体大力宣扬红山文化，巩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研究领

域的引领地位。

第四，加大对基地功能与内涵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基地在遗址发

掘、开展田野实践教学、发扬红山文化方面重要功能的宣传。向辽宁省

其他高校加强对基地的宣传，在辽宁省高校圈层打造品牌教学实践基

地；加强与辽宁省文物局和喀左县政府的合作，依托喀左田野实习基地

开展辽宁省地方文博干部田野技术进修培训；加强与地方博物馆、著名

旅游景点的联动合作，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链，发挥文旅主题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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