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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青龙山，一座位于西辽河东南努鲁尔虎山余脉的山
峰，因此山南北起伏犹如一条青龙，故名青龙山。就是这
座青龙山，让一直默默无闻的西辽河考古一夜之间震惊
世界！

1985 年 6 月，在距青龙山不远的通辽市奈曼旗斯布
格图村庙子山修建水库时，发现了一座古墓，经内蒙古文
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这就是被列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
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西方人称为契丹文化奇迹的

“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这座墓为砖砌多室墓，全长 16.4 米。墓构筑规模虽

然不大，但随葬器物却非常丰富、精致，共有随葬品 3227
件。公主与驸马均头枕银枕，身着银丝网络，戴金面具，
着银靴，胸佩琥珀璎珞，束带。整个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金
银、玉石、玛瑙、琥珀、珍珠、水晶等贵重材料制成，共用黄
金 1700 克，白银 1 万余克。

另外，还在墓中发现了最珍贵也是最有研究价值的 7
件玻璃器皿，造型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它们的发现不
仅反映出辽与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经济贸易关系，也为
研究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以及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极有
价值的资料。

墓里的壁画也非常引人注目，画面规模虽然不大，但
民族特点异常鲜明。在墓道东西壁画有反映墓主人出行
和归来的场景——《出行图》和《归来图》，在前室东西两
侧墓壁上绘有男女仆役和手持骨朵的侍卫以及展翅翱翔
的白鹤。从画中男女的装束、组列来看，仆人们正在小心
翼翼地服侍墓主人，反映出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悠闲与奢
靡。券顶的星辰图，是继河北宣化星象图以后为数不多
的发现。

陈国公主在《辽史》中没有记载。根据墓志，她死于
开泰七年（1018 年），时年 18 岁，因此推知其生年应为辽
统和十九年（1001 年）。墓志记载，公主为景宗皇帝的孙
女，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秦晋国王是圣宗的同母弟，
他在圣宗时期既是亲贵重臣，又屡建战功，深得圣宗的器
重，生前屡次加封，死后又追封为皇太弟。

据墓志记载，公主本人也深受皇帝恩宠，曾“自太平
进封越国公主”，屡受加封。在她病重期间，“圣上亲临顾
问，愈切抚怜，诏太医以选灵方”，表明圣宗对她的关心，
也反映出陈国公主家世地位的高贵显赫。公主的驸马萧
绍矩《辽史》也没有记载。墓志说，驸马都尉萧绍矩即皇
后之兄，为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

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田明说，陈国公主与
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出土辽墓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
大、出土文物最多的墓葬，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辽代未经盗
扰的皇族墓，就其考古、学术价值来说，可以和皇陵相提
并论，对评价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缔造中华民族文化中
的历史贡献及深入研究辽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
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吐尔基山辽墓

西辽河下游的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可以说是西
辽河平原“最平”的地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片平
坦坦的土地上，竟然“冒出”一座青石山来，在方圆百里内
显得十分突兀。不过，由于当地土壤含硝，为防房基返
硝，人们盖房时便用石头砌基，吐尔基山就成了当地人建
房用石的采石场。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座平淡无奇的采石山，却在
2003 年春天，因一座无与伦比的辽墓彩棺的发现而名扬
天下。这便是埋藏于吐尔基山脚下令世界震惊的辽代大
型贵族墓葬，它历经 1000 多年，仍然保存完整、熠熠生
辉，震惊考古界。

吐尔基山辽墓距通辽市 50 公里，为石室墓，由墓道、
墓门、甬道、墓室及左右耳室组成。墓室四壁的壁画绝大

部分已经脱落，藻井上面绘有月亮及太阳图案。墓葬出
土了丰富的随葬品，主要有铜器、瓷器、铁器、银器、金器、
漆器、木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等，许多随葬品在工艺
和造型上都极具特色，再现了当时辽王朝在政治、经济、
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彩绘木棺和棺床，在内蒙古尚属首次完整
发 现 。 彩 绘 木 棺 以 红、黑 两 色 为 主 色 ，上 面 雕 刻 有 仙
鹤、凤、缠枝牡丹、祥云等图案，其中仙鹤、凤以及部分
牡 丹 花 叶 子 为 贴 金 ，四 周 悬 有 铃 铛 ，在 棺 盖 上 面 还 有
三个类似葫芦的鎏金铜饰件，下面衬有花叶。棺首有
一 个 小 门 ，门 上 有 一 把 铜 锁 ，锁 上 系 有 钥 匙 。 小 门 两
旁 各 站 立 一 个 人 。 内 棺 的 棺 盖 正 面 有 三 团 贴 金 龙 纹
图案，两侧各有一对贴金凤。棺床为须弥座状彩绘棺
床。

2003 年 8 月，彩棺开棺在呼和浩特进行。彩棺盖被
慢慢打开，令人惊奇的是里面还有一个内棺。打开内棺，
墓主人终于露出了神秘的尊容。这是一位女性，尸体已
经全部腐烂。后经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检测，墓
主人的年龄在 31 至 35 岁之间，身高估算为 1.592 米，属北
亚蒙古人种。尸骨头部戴有金箍，穿有 11 层丝绸衣服。
在尸骨上还覆盖着 8 层丝织品，外层破损严重，内层保存
较好。尤其是第 7 层，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十分精美，它是
墓主人的一件罗裙，虽历千年，但上面的黄色绣凤图案清
晰可见，明显地带晚唐风格。

“由于墓内没有发现墓志，所以不能据此确定墓主人
的身份。根据随葬品来看，墓主人应该是辽王朝的一个
贵族。”西辽河文明研究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张铁男说，
吐尔基山辽墓的发现，彩棺的开棺，在中国考古界引起轰
动，它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被列入 200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2006 年，吐尔基山辽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哈民遗址

茫哈沙漫漫，枫叶满园红。这便是西辽河流域最著
名的新石器遗址——哈民遗址。

“茫哈”是蒙古语沙坨子的意思，哈民遗址就坐落在
西辽河流域一片栽满五角枫的沙坨子上。这里是通辽市
科左中旗腹地，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遗址所在相对
低洼平坦，被掩埋在 1 米多厚的风积沙层下，总面积达 17
万平方米。

2010 年春，在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一个名叫哈民
艾勒的嘎查，一位放羊牧民偶然在羊蹄子刨过的沙地上
发现了一些陶器残片，于是他就用手接着往下挖，最后挖
出了一个完整的陶罐。

一时间，“沙地出宝了”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开，由
此引来众多前来挖宝的村民，也引起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所的关注。2010 至 2014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对哈民遗址进行了连续大面
积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 8200 余平方
米，共清理出房址 81 座、灰坑 61 座、墓葬 14 座、环壕 2 条，
出土石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等文物 2000 余件，出土
碳化的黍、粟、大籽蒿、大麻等植物种子 80 多万粒，人骨
205 例。

经考古发现，哈民遗址距今约 5500 至 5000 年，是西
辽河流域一处大型史前环壕聚落遗址。遗址平面上有成
排或成组分布的房屋居址，呈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
形，有长方形门道和圆形灶坑。房址走向一致，为东南方
向。居住面上普遍散布有遗存，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
以及装饰品等。生活用具多为陶制品，如罐、壶、盆、钵等
盛储器，生产工具一般常见有石制品，如磨盘、磨棒、斧、
锛、凿、杵、锄及球等实用器。装饰品多见骨器、蚌器和玉
器。

哈民遗址出土陶器最主要器型有以麻点纹为特色
的筒形罐、壶、钵、盆等，多数成组出现。此外还有少量
丫形器、陶饼、彩陶片等。陶质绝大多数为砂质陶，还有
少量的泥质陶和夹砂陶。此外，泥质红陶还见有少量的
彩陶片，所见纹饰有横向条形黑彩纹和弧线对顶三角黑
彩纹。

哈民遗址发现的石器多为石质工具，制法以琢制和
磨制为主。从石器的岩性看，主要有石英石、石英砂岩、
鞍山岩、硅质灰岩、燧石、玛瑙、玉料等。根据生产工具的
组合关系看，哈民遗址先民们应该具有以农耕为主、兼具
有捕捞和狩猎辅助的经济模式。

玉器在哈民遗址中也被大量发现，种类有玉璧、玉
环、玉钺、玉匕、玉钩云形器、玉坠饰等，质感温润、造型精
美。玉器通常也被认为是通天理地、晓谕鬼神的载体，这
些玉器对解释古代人类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宗教信
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吉平说，哈民遗址
价值可以概括为“三大史前奇观”：

第一大奇观：它是中国考古工作首次在北纬 43 度以
北地区发现的史前聚落，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其
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遗迹现象之震撼、出土文物之丰
富，在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大奇观：遗址内发现的十几座保存较为完整的
房屋木质构架，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构筑框
架情况，这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史前聚落遗址中尚属
首次发现。

第三大奇观：房址内发现大批人骨遗骸，其中一座仅
18 平方米房址内，就发现 97 具人骨遗骸，令人触目惊心，
堪称中国史前之最。

吉平说，哈民遗址是考古工作者在北纬 43 度以北地
区，首次大面积发掘的完整史前聚落遗址。遗址埋藏及
保存条件良好，出土遗物丰富，发掘清理出大量史前遗
存，有成排的房址，零星的墓葬和灰坑。

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被列入 2011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2019 年 10 月，哈民遗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南宝力皋吐遗址

与哈民遗址一样，南宝力皋吐遗址也坐落在一片沙
坨上，也是一处新石器遗址。不同的是，这处遗址位于西
辽河流域更北的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年代也晚于哈
民遗址。

2006 年开始，由吉平带队的联合考古工作队，对南宝
力皋吐墓地和遗址进行了 4 年连续性大规模的野外工作，
共揭露遗址面积 1 万多平方米，发掘清理墓葬 295 座，出
土陶、石、玉、骨、角、蚌等各类文物 1800 余件。

南宝力皋吐遗址是目前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现规模最
大、遗存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墓地出土随
葬品中陶器和玉石器数量最多。其中出土玉器可分为装
饰类，如环、璜、管、珠、坠等，是佩戴在人体不同部位的饰
品；工具类如斧、锛、凿、刀等，个体不大，但大多都有使用
痕迹；兵器类见有钺；礼器如出土的一件精致白玉牙璧。
此外，绿松石、叶腊石、水晶、玛瑙等亦占有相当的比例，
多为装饰类。

出土陶器最常见的组合是筒形罐和壶或叠唇罐，个
别组合出现了钵或尊形器，其繁复而写实的附加堆纹以
及精致对称的复线几何纹，无不折射出草原地带先民们
丰富多样的生活景象和创造力。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石
器和骨器。其中，打制（琢制）石器多于磨制石器，骨器随
葬品精美，十分醒目。

考古研究发现，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陶器的文化因
素是比较复杂的。如网纹筒形罐、高领双耳壶、尊形器、
豆、钵等显然具有“小河沿文化”的特征；而竖条形堆纹筒
形罐、叠唇弧腹罐、复线几何纹陶壶等陶器与辽宁偏堡子
类型同类器如出一辙；还有一定数量的横条形堆纹筒形
罐、复线几何纹鼓腹罐等，又与东北北部嫩江流域的“小
拉哈一期遗存”陶器十分相仿。总之，这是第一次发现了
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几支重要遗存
——小河沿文化、偏堡子类型、小拉哈一期遗存的共存实
例，为研究它们的关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材料。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田广林认为，半个
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辽河流域曾经孕育了
兴隆洼、赵宝沟、红山以及小河沿等灿烂的史前文化，是
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处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
流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特殊地带，是
燕山南北史前文化承上启下的重要区域。这里远古以来
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历史大舞台，千百年来钟
灵毓秀，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而西辽河考
古“四大名著”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这“四大名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刘国祥对哈民遗址情有独钟，他认为，哈民遗址是目
前西辽河流域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史前聚
落，房屋布局有序，小型房屋围绕大型房屋，社会分层明
显，出土遗存丰富，玉器作为礼器使用，具有祭祀天地和
祖先的功能。哈民与牛河梁、那斯台、魏家窝铺具有时代
共性，又有地域区别，共同组成红山文化的四个不同类
型，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考古见证，为探索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撑。

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出土的八曲连弧型金盒。

南宝力皋吐遗址
出土的人形壶。

吐尔基山
辽墓出土的彩
棺。

哈民遗址出土的陶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