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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001

序言

作为一个名词文物"的内涵有点奇妙，不言似乎自明，育之始

觉难以概括，以卒于时至今日也未能形成一个国际通用的统一定义。 宽

泛地说，文物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存留下来的遗物、遗迹，

具有两大基本特征， 一是必须是人类创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二

是必须是己成为J)j史的过去，且不可能重新创造。由此可知，文物是人

类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也因此成为各地不可复制的历史宝藏。

《盘锦市文物志》是展示盘锦地区之历史宝藏的文化地图。本志书

的编撰，以盘锦地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所形成的文物

普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了有关文献和2014年以前的其他调查

与研究成果。

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已进行过三次。第一次

始自 1956年，规模小且不规范，没有留下统计数据;第二次在1980年至

1984年，规模和成果都远远超出第一次，但由于受到资金、技术等客观

因素的制约，仍然存有疏漏;第三次在2007年6月 至2011年 12月，此次普

查规模最大，且有信息网络、数码相机、 GPS卫堕定位仪等现代科学技

术的加人，因此取得了空前丰硕的成果。

"二普"展开之时，盘锦地区隶属营口市。 1982年，由辽宁省、营

口市、 ft山县、大H~县联合组成了两支文物普查队 o 其中盘山县队队长

为崔德文，副队长为刘春喜，队员有李凤举、沈光斌、杨洪琦、王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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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洼县队队长为杨庆昌，副队长为李泽鑫，队员有申国俭、郭德

森。辽宁省文化局巡视员为韩宝兴。两支普查队同时于3月 15 日开始了对

盘山县、大洼县的文物调查，到 1982年底结束。

其间于盘山县发现遗址、遗迹等197处，大洼县发现46处。两支普查

队分别对这243处遗址、遗迹及于其中发现的遗物做了科学的分析、断

代和详细的记录、绘图，且配合了部分摄影。 1983年，又对其中重点文

化遗址做了复查，并有选择地进行了尝试性发掘，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

的文物档案。这是盘锦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文物档案。

今日看来 二普"期间盘锦地区最重要的发现，当属大洼县小盐

滩遗址。该遗址在1982年发现的当年，就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韩宝兴先生确定为汉代房县故城址，证明盘锦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

时期，就已有了史上第一个建置。不过由于盘锦当年正处于从营口分出

而独立建市的阶段，该重要发现并未能受到相应的重视。另一个重要发

现，是高升镇的北沙岗遗址，于该遗址采集的彩陶片及"之"字形纹红

陶片，确定了盘锦地区远古文明之"来龙去脉"的"来龙将其渊源

指向了红山文化。

，， -普"期间，盘锦市亦组建了两支文物普查队。其中一队队长为

杨洪琦，副队长为刘春喜、宋颖，队员有王冶、符宇、马野、段学斌、

于秋望;二队队长为王利福，副队长为王维军，队员有孙伯威、苑晓

明、高楠、祁龙、邹一开。两支普查队兵分两路，分别对盘山县和双台

子区、大洼县和兴隆台区进行了同步的文物调查与复查。此次普查工作

在2008年 10月 17 日正式启功，至2011年 12月圆满结束。

三年多时间里，普查队对"二普"期间发现的243处遗址、遗迹等

逐一进行了现场复查，并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对部分遗址的原有断代结

果进行了慎重修正。此外，新发现73处遗址、遗迹，进而对这新、旧

316处遗址、遗迹，分别进行了记录、摄影、测绘、 GPS定位等工作，形

成了完备的文物档案。与此同时，又根据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辛占山先

生的指示，特别对盘锦境内的辽河水系诸河流进行了实地勘察，形成了

一份翔实的报告，以附录形式收录于本志书之后。

此次普查的科技含量更高，各方面数据也因此更为精确。其中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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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欣悦的发现，当属辽东苑马寺草场高平苑遗址，该发现使盘锦地区在

明代的历史文化地图更趋完荐。

两次文物普查，消解了很多人一直以来对盘锦地 l主形成的两个误

识:一是盘锦 元史可考;二是盘锦没有文化。目前的考古发现已然表

明，作为退海之地的盘锦，甲在5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

了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中华文明保持了同步。这样的事实大部分归功于

{;;~铺地区所独有的吨 f地、岗子地等高岗地的存在，这些地区以远远刮

l'f, Jt周围地表的地理优势，得以成为人类在这片低沌温地中的最早的文

明载体。

文物普查是科学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基础工作。这里的"基础"

二字尤其需要注意 ， 它意味着还有保护与利用这些文化遗产的后续性工

作需要进行，而这些工作则更为任重道远。通过 "三普 "档案可知，很

多在 "二普"期间尚且完好的iii址、遗迹、遗物等，都已在短短的30年

间消失或者损毁，这相当于盘锦地区的历史宝藏在一块紧接着一块地被

时光淹没。期望 《盘锦市文物志》的问世，在使人们了解盘锦地区之历

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并切实落实到行动

中来，从而使我们能够为后代留下y::多的历史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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