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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地域文化简明读本》



盘锦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既有优美的自然景观，也有文化内涵深厚的

人文景观。倚河临海，恬静悠然，四季分明，居住舒适。天然苇海，红海奇

观，碧海蓝天，鹤掠白云，稻田泛金，鱼虾翻越，油井喷吐，管线密织，是

一个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美景如画、和谐平安、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

滨海明珠城市。盘锦人居之自豪，外地人闻之向往。

建市之初，不过一个四处水泡、盐碱荒滩、鸡犬相鸣而不见人烟的南大

荒。为何短短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不过是弹指之间，让盘锦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引世界人民为之瞩目。许多专家学者对盘锦

现象兴趣浓厚，试图从各种角度来解读盘锦人民创造奇迹的密码，告知世人

盘锦模式的内动力的能量是什么。

在市委六次党代会上，全市党代表达成共识：盘锦进入了向海发展、全

面转型的新时期。并在历次全会丰富和完善了盘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确定

了“向海发展、全面转型、以港强市”的一条发展主线，明确了盘锦人民今

后的主要任务：沿海开发开放、城乡一体化发展、和谐盘锦建设，盘锦将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目前，我市正处于在工业化加速期、城

市化提升期、市场化完善期和国际化接轨期，面对国内、国外发展的巨大压

力，这需要全市 140多万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排除干扰，用“创业、

创新、创优”的盘锦精神，努力在建设滨海新盘锦的征程上寻求新动力，拓

展新空间，铸就新辉煌。这必须需要文化的支撑，特别是盘锦地域文化底蕴

强大支持。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

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

周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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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

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

少有二百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

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

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

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

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独特性。盘锦因在辽河下游，坐落在肥沃的辽河三角

洲上，又紧邻渤海辽东湾，这就形成盘锦地域文化特殊性，也成为建设滨海

新盘锦不竭的精神动力资源。

有这么一群人，甘于寂寞，却心怀天下，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勤劳，

默默钻研着盘锦的过去，关注着盘锦现在的发展，期待着盘锦未来的美好。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挖掘盘锦的历史，主动承担起归集整理盘锦历史资源，寻

找盘锦发展动力的根源，用盘锦人的责任和担当探询他们热爱的这片热土，

从文化的角度去认知盘锦文明的传承，寻找盘锦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他们

用多年的研究心血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盘锦的发展，并给盘锦人民的引领者

一个指南。值此盘锦建市 30周年之际，研究地域文化并颇有建树的盘锦籍的

专家学者，充分整合了各种资料资源，提纲挈领地把盘锦的文化历史脉络，

简单清晰的呈现给大家，编辑出版了《盘锦地域文化简明读本》，这是奉献给

140 万盘锦人民的一份贺礼。

盘锦历史悠久，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早在 5000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

土地刀耕火种，繁衍生息。辽河流域先民都是在采集、渔猎、游牧、农耕的

社会经济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辽河文明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盘锦地

域文明，从根源上说，必须先从根上捋，这就要追寻红山文化和辽河文明。

盘锦又是中国 600多座城市中典型的移民城市。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主要有地方、辽河油田、辽河石化、北方华锦和部队驻盘生产基地等部分组

成，140 万人口中多个少数民族成分。移民带来的不同地域背景和特色文化

在这里相互碰撞、汇聚、融合，形成盘锦———下辽河地区丰富多彩的移民文

化。

盘锦地处渤海北岸，有 118公里海岸线，海洋是盘锦人民生存、发展的

重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盘锦人因辽河在这里汇入渤海，很早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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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打交道，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不屈不挠地发展自己的海洋经济，积淀

了深厚的海洋文化。

翻开盘锦历史，首先是一部农垦史，更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开拓史。正是

农垦，使昔日盐碱遍地的“南大荒”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南大仓”。这又形成

独特的农垦文化。

盘锦市由辽河油田的建立与开发而创建，是依托石油、天然气加工发展

起来的石油化工城市。辽河油田企业文化是盘锦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辽河企业文化的源头，是开始创建辽河油田和盘

锦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是盘锦地区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的。盘锦

文化还包含很多方面，就不一一赘言。

至于，各种文化提法是否准确，内容是否真实可靠，都值得商榷，对于

一些有争议的地方也是众说纷纭，本书尽量以前人的研究和档案资料为准，

也许更多的是抛砖引玉，这也达到目的了。由于档案资料有限，个别地方难

免粗糙或者错误，需要后续的研究和求证，更需要广大英明之才参与这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研究。

作者系盘锦市档案局（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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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问俗”是一条很重要的生活经验，“方圆十里不同俗”也是种客

观的说法。说“文”喽，这个“俗”就是“地域文化”的内容。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的不同，其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文化就是生

活方式、生活样式；往价值观方面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我们共同的

精神家园”，是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核心竞争力”。重视发展和展示地域

文化，也就成了地方成长的必修课之一。

文化，即“人化”，人的地域文化过程，即是人的地方社会化过程。盘锦

市在全国地级城市群里，体量比较小，人口数量也不多，而且，人口的构成

也来自“五湖四海”，盘锦地域文化也就有了多元的特点———农垦干部、军

队、知青、石油工人大军，汉族、满族、回族、朝鲜族人等都是盘锦文化的

创造者和践行者，盘锦地域文化深深地刻画了他们的烙印。

“一方水土一方人”，作为入海口地区，盘锦地域文化也就有了“集合”

“融合”“容纳”等特点。盘锦无山，似乎少了些许“仙风道骨”；盘锦多水，

却多了很多龙气和磅礴。辽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随着考古发现

的积累，已经越来越彰显其价值。盘锦作为辽河入海口所在地，其区位特点

也把盘锦地域文化纳入了辽河大文化的背景之中。

地域文化，还是当地人文历史积淀的结果。盘锦地方最早的人类活动有

文物可考的是新石器时期。在盘锦市的高升、沙岭等地有七处古遗址，清晰

地标明了盘锦地方人类活动的起始时期。而随后这里也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

盘锦人铭记和深感骄傲的事件———百年农垦、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

石油大开发当上中国“油老三”，家珍很多……

地域文化的传承，需要总结、阐扬的环节。盘锦建市以来，地域文化研

孙晓谦

序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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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宣传做得风生水起，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盘锦档案通览》等一批重

要著作出版，荣兴农垦纪念馆、沙岭古镇历史文化陈列馆相继落成……盘锦

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被不断地、系统地展示出来，这对于提升盘锦人的归属

感和尊严感，发挥了强大的正能量。《盘锦地域文化读本》的出版，对于进

一步普及盘锦地域文化，也将发挥出积极作用。

当下的盘锦，正处在城市体量扩大、城市内涵提升的历史发展的转型时

期，盘锦人身在其中，能不能创造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更加美好的城市样

式和生活方式，也真实地考验着盘锦人的智慧和地方文化品质。我们需要博

大精深，也需要细节精巧；我们需要丰富多彩，也需要品位格调；我们要有

天下情怀，更需要自己的、独有的、中式的、辽河的、盘锦人的根源。温故

而创新是我的深深期待！是为序。

作者系盘锦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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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红山文化对发掘盘锦地域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

大河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辽河，是中

国第七大河，起源于河北、内蒙古、辽宁交界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沉厚，是一条

文化长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

辽河历史文化亦称为红山文化，是辽河流域的先民在距今五六千年间的生活

劳作、繁衍生息所创造的历史。红山文化是近些年来颇为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文

化研究课题。辽河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因 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

蒙古赤峰市郊红山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半个多世纪以

来，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辽河流域曾存在过一个

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红山文化由此成为文明史的重要源头之一，辽河

亦成为中国的母亲河，甚至被历史考古学者们称为“祖母河”。

“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的红山文化，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大体呈现沿辽河流域分布的特点，已

有近千处遗址。盘锦地处辽河入海口，有专家学者在研究《山海经》时提出，

大禹治水首先从辽河口溯源而上，而辽河源头乃红山文化所在。故研究红山文

化，对于挖掘北方文明发源、发掘盘锦地域文化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盘锦因为红山文化、辽河文明，其历史身份和文化内涵因而有了全新的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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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和阐释。而今由河向海发展，其城市文明再造有了更高的起点和更大的空

间。这使盘锦人更加充满了自豪和光荣，必须主动承担起归集整理红山文化、弘

扬辽河文明的历史重任。

二是红山文化厚重的历史和辽河文明独特的文化是我们盘锦 4130 平方公里

土地上 140 万人民的骄傲。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家乡的历史和人文，激发

了我们对家乡盘锦的无比热爱，也成为建设滨海新盘锦不竭的精神动力资源。

第二节 辽河———红山文化特质

文化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远古文化的形成是以时代发展变迁为主线条，经

过不断拓展而形成的认知、驾驭、使用、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发展史。远古时代的

文明，都是发源于河流沿途。因为受远古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限制，一切生命都

要有水才能保证生存，远离水源，则危及人类生息。所以，所有文明都发源自河

流，如：黄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文明等，中外概莫如

此。

史前文明研究都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是对器物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

一种科学推断。换句话说，远古文明的鉴定，是建立在对出土文物（器物） 鉴定

的基础上产生的。

“新石器时代”指的是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在考古

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有三：开始制造和使用

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产生时间各

不相同，年代大体从一万年前开始，结束于距今五千年至两千年不等。目前已经

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多以发现地的地名而命名，红山文化就是因首

次发现于赤峰红山而得名，归类于新石器时代。

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化中，红山文化

具有典型的北方文化特征，有专家评论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

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的优秀文化。

红山文化于 1935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遗址，1955 年获得正式命名，

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6000 年～前 3000 年。它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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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西辽河、大凌河以及河北滦河、桑干河等流域，分布面积达 20 万平方公里，

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

红山文化是独立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自身发展起来的中国北方有代表性

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文化。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其文化遗址和文物两方

面。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当属辽宁省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文化遗

址，那是一处大型的坛、庙、冢结合的人文景观，为中国史前文化中所仅有；其

次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那里有石砌建筑群、神像群和玉器群。红山文化地区

出土的文物品类很多，有打制及磨制石器、陶器、泥塑和玉器等，这些文物反映

了红山先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红山前段文化出土中有一些具有权力象征

意味的石器和陶器，表明当时的燕辽社会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化和分层现

象，某些特殊人物已开始借用礼仪用器来突出权势或显示神圣。结合红山先民的

遗址分布，可知红山先民是以狩猎和畜牧为主，农业只是大面积粗放的生产，因

此，他们处于相对的定居和经常迁徙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决定了红山文化

分布地域广阔，而文化堆积层薄的特点。

红山文化覆盖地域较广，其典型地区就有 10 余处。主要包括赤峰红山、翁

牛特旗三星他拉、巴林右旗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敖汉旗四家子、建平县五

十家子、围场县下伙房、葫芦岛市沙锅屯、喀左县东山嘴、牛梁河、阜新县胡头

沟、盘锦市郊、康平县郊、开鲁县坤都岭、科左中旗新艾力等地，其中盘锦市郊

指的是盘山县高升镇文奎村北的文奎等遗址。

第三节 红山玉猪龙

在盘锦市目前最大的文化场馆———位于兴隆台区兴隆台街东段的辽河美术

馆，门前矗立着一座巨型雕塑———“红山玉猪龙”。这是展示盘锦文化元素的一个

重要符号。

红山文化区所发现的器物类文物，以石、陶器制品和玉器制品为主，具有极

高的文化研究价值。红山文化的石器主要是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如石斧、石

锛、石唐盘、石磨杵和石耜；数量众多的烟叶型或鞋底形石耜、大型石磨盘和石

唐樟等。石器中包含着数量巨大、小巧精制的细石器，如石核、细长石条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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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地域文化简明读本

玉猪龙 原件高 15厘米

钻、石箭头等，这些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农耕经济已比较发达，先民们已掌握精耕

细作的方法，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红山文化陶器有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两种，器物有各种罐、盆、钵、瓮等容

器，都是小平底。其中钵都为“红顶碗式”，有深腹、浅腹两种，主要器形是大

口深腹罐（大口，深腹、小平底）；罐有小口双耳罐、长颈深腹罐、敛口罐等。

夹砂陶为褐色，器形少，陶质粗，火候低。器表多饰有横压的之字纹和直线划

纹。陶器纹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彩绘花纹等，其中，压印“之”字形纹

是红山文化最有特征的纹饰。彩陶多见于泥质红陶器物上，用黑彩绘成并行线

纹、三角纹、菱形纹、鳞形纹、涡纹，以勾连式三角纹和菱形纹最具特色，具有

鲜明的地方色彩。彩陶的制法、质地、部分器形与花纹，同仰韶文化彩陶相近

似。

红山文化地区出土文物当中，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玉质好、品类多、工艺

水平高。大量玉器的成组出土，使红山文化不同于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红山

先民在墓葬与祭祀中都是以玉为主、陶器为辅，崇玉、爱玉、唯玉独尊，是红山

文化的重要特征。其中尤以 1971年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的大型墨绿色玉

龙为代表，它高约 26厘米，猪首蛇身，蜷曲若勾。后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和

辽宁文物店也发现了类似的玉龙。把以上几种类型的玉器形状与当时的文化联系

起来看，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应为满足宗教典礼需要而制作的。这种钩形玉器不

是一般的装饰品，它们在墓葬中多放置在死者的头胸部，说明红山文化已将玉器

作为礼器使用。红山文化遗址的玉器并非一种独立的器物群，与之相似的还有其

他地区出土的类似器物，现在已经有专家称之为“泛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是玉猪龙。玉猪

龙首次面世于 1975年。当年夏天，辽宁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人员在从赤峰市 （当时隶属于

辽宁省管辖） 到克什克腾旗的野外考古工作

中，无意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馆看到了一件极

为罕见的文物珍品：大型圆雕玉龙。此件玉

龙呈钩曲形，高 26厘米，通体磨光，墨绿斑

斓，姿态盘曲腾跃，颈上扬起一长鬣，尾部

尖收而上卷，势若凌空，那形体恰似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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