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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文物

地处祖国西北一隅的宁夏，得利于黄河灌溉

及河套平原的自然优势，又处在古丝绸之路的交

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融的历史舞台，

众多民族在黄河西岸和贺兰山与六盘山之间繁

衍生息，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创造着独具特色的

地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性，

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经过考古、发掘

和研究证明，宁夏的历史文物门类齐全、系列清

楚，具有突出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从旧石器

时代的水洞沟遗址、中石器时代的鸽子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菜园遗址，到北方系青铜文化、丝

路文化、西夏文化、回族伊斯兰文化，以及新中国

成立前的红色文化，这些丰富的文物古迹充分证

明了宁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民们

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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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文物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物

旧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人类只能掌握以

石头敲击石头的简单方法制造劳动工具，时间大

约是 300多万年至 1万年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旧

石器时代文化是云南的元谋人（约 170 万年前），

最晚的是北京的山顶洞人（1.8 万年前）。旧石器

时代根据工具的制造技术又分为早、中、晚三个

时期，宁夏至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

存。1919年，由比利时神父 P·绍（肯）特和法国古

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步日耶等人，在今银川

市东部黄河东岸所发现的水洞沟文化遗址，为距

今 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他们的发

现与研究证明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文

化的论断是错误的，而水洞沟就是“宁夏人”最早

生活、劳动、繁衍的家园。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

中、贾兰坡和宁夏文物专家又多次对遗址进行深

入发掘，前后揭示了六个文化层，出土文物 5500

多件。根据 C14 测定和孢粉分析，水洞沟文物基

本处在距今 2.4 万～3 万年的范围内。所发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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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原料以白云岩为主，一般多使用直接打击法

制作而成，大型居多。主要有尖状器、端刮器、新

月形刮削器、凹缺刮削器、单面直刃刮削器、短形

刮削器、“刀片”、雕刻器、钻具等；小型石器数量较

少，以拇指盖状的刮削器、钻具和箭头为代表。这

些石器，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的典型

代表，具有明显的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为我国

众多旧石器晚期文化所罕见。另外还发现有用动

物骨片刮磨成的骨椎和用鸵鸟蛋壳穿孔而制成

的圆形装饰品。装饰品的出土，是旧石器晚期国

内考古的首次发现，也表明当时宁夏这支先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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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文物

在精神生活方面产生了对艺术的追求，具有原始

的审美意识。

最有意义的是“复合工具”，即把石器、骨器

与木器进行捆绑组合而成使用的工具，不仅说明

当时人类已熟练掌握了打制技术，同时也有了磨

制技术的萌芽。这些石器及装饰品制作技术的先

进和所使用工具的精良，是我国已发掘的旧石器

时代中晚期文化无法比拟的，在人类工艺发展史

上更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进步。遗址中还发现大

量灰烬，说明水洞沟人已经摆脱了“茹毛饮血”而

进入熟食阶段。

水洞沟文化遗址是集旧石器晚期遗址、古窑

址、古城堡、明长城和大漠黄河等为一体的古文

化精品荟萃区。不仅迄今为止是黄河上游地区经

过正式发掘的唯一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宁夏境

内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对研究中华

民族古老文化的起源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与水

洞沟文化遗址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石器类型相似

的遗址，在彭阳县岭儿、刘河，灵武市横城堡及石

嘴山市境内也有发现。

鸽子山中石器时代文物

鸽子山中石器时代文物属旧石器晚期到新

石器早期过渡期的文化。1984 年宁夏文物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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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青铜峡市蒋顶乡蒋西村西北、贺兰山东麓

的山前台地上首次发现中石器遗址，并定名为鸽

子山遗址。1993～1996 年，宁夏考古研究所与美

国内华达山间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

系、犹他州沙漠地质局合作，对鸽子山遗址进行

联合调查和试掘，出土石器 2000余件。石器的主

要原料多为各色细石英岩，细泥岩的玛瑙、燧石、

蛋白石和水晶（纯石英）。加工方法比水洞沟石器

大有进步，间接打制法、软锤法和压剥法已被普

遍采用。石器以石片石器居多，以尖状器为主，其

中一种似柳叶形的薄形尖状器最具代表性。经打

制的石核有圆锥形、楔形、船底型，色彩艳丽，外

形美观。据测定，石器年代为距今 1.2万年～1万

年，是全世界气候逐渐干旱条件下人类经济生活

发生重大变化的典型性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鸽子山石器遗址全貌特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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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文物

体现出与中亚、西亚同类文化内涵有着某种相互

渗透关系，说明这里在史前时代曾出现过中亚文

化过渡的情况，可以为人们研究远古人类的迁徙

与不同原始文明的文化传播找到一些线索。这种

过渡阶段的石器文化，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的基础上形成的以细石器工艺传统为代表的中

石器时代文化，其后发展为以农业为主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

菜园新石器时代文物

宁夏境内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从北部的贺兰

山下、黄河两岸，到南部的六盘山一带普遍存在，

总体分布是南部多于北部。从现已发掘的遗址来

看，中卫市海原县南华山北麓的菜园村文化是宁

夏新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由瓦罐嘴、寨子梁、

切刀把、三林子湾墓地、林子梁、马缨子梁等多处

遗址组成的。

菜园子遗址是 1985～1989 年由宁夏文物考

古研究所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合作完成发

掘工作的。清理出墓葬 120多座，房屋基址 13座，

灰坑 67处，陶窑 1座，出土文物 4000余件。墓葬

型制主要有竖穴土坑墓、横穴土洞墓、土洞侧龛

墓、竖穴土洞墓、竖穴侧龛墓等。其中竖穴侧龛和

土洞侧龛是目前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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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它的窑洞式房屋和无葬具的屈肢葬俗也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发掘现场看，居屋遗址大多

位于面向东南的坡地上，分为生土筑成的半地穴

式和窑洞式，门道东向，门前有人工铺成的场院。

这些说明菜园村人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农

牧并重、崇尚俭朴应该是菜园遗址文化的特点。

考古学界认定，菜园文化遗存的时代应该晚于马

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早于齐家文化，属于新石

器时代晚期，可能是陕甘宁交界地区齐家文化的

主要源头。这对于探讨齐家文化的渊源和深入研

究宁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具体内涵有积极意义。

到目前为止，宁夏境内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

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生产工具、日用陶器

和装饰品材质以玉、石、骨、陶器类为主。

石器一般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类，以打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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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文物

主，有石核、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等。石核分柱状、

楔状和龟背状。另有贝壳状的刮削器和端刃刮削

器，个体细小，扁薄锋利。还有几片石叶，在一侧

用交互打击法加工出锯齿状刃缘，另一侧嵌入

骨柄中做成骨柄刀。这些都是典型的细石器风

格。此外，林子梁遗址还出土了石刀和陶刀等

农业工具。

玉器有玉斧、玉锛等工具，也有装饰、祭祀等

象征氏族力量的，器形规整、磨制精细、晶莹圆润。

在诸多的骨器中，有骨针、骨串珠、骨簪、骨梳、骨

臂钏等装饰品。在日用器皿中，以陶器为主。陶器

烧制技术的发明及在生活中的大量使用，是人类

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种类有炊器、

水器、食器和储藏器。造型和胎质依用途而各有

不同。在陶瓶或陶罐的口沿和外表则往往绘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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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丽的花纹，

所以通常又称为

陶器彩陶。彩陶

的出现，说明当

时人们已开始追

求美。为了增加

陶器的光泽，往

往会在器物表面

先上一层橙黄色

的陶衣，然后用

类似毛笔的工具蘸上赤

铁矿或氧化锰做的颜

料，在上面精心描绘出动物或植物的图案。这种

陶器经过高温焙烧，赤铁矿或氧化锰颜料还

原为黑色或红色，成为历经数千年而不脱落颜色

的彩陶。这一成就，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掌握了某

些矿物在高温条件下起一定化学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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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文物

夏商周时期文物

原始社会解体后，社会进入了铜器时代。青

铜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我国的青铜文化最早

起源于黄河流域，从公元前 21 世纪至前 5 世纪，

经历了 1600 多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至春秋

晚期。之后，随着铁器的产生与推广，青铜文化逐

渐衰败，但是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还

依然繁荣。近年来，宁夏考古工作者对西周和春

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重要的突破。一

是 1981 年固原中河乡孙家庄西周早期车马坑和

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宁夏甚至陇山以西西周考古

研究的空白。二是将宁夏北方系青铜文化命名为

戎狄青铜文化。同时，在宁夏南部地区还发现了

很多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分布点。出土文物多以青

铜器物为主，基本属实用器，极少有明器和礼器，

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出土文物炯然有别，表现出

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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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簋填补宁夏商周考古空白

原始社会解体后，宁夏全境大约于夏朝时期

跨入到文明阶段。在夏商周三代，宁夏地区是北

方众多游牧部落的天然牧场，许多部落在这里大

进大出，率先对宁夏进行开发，使畜牧经济得到很

快发展。

01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