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小荒沟遗址
出土陶器多为夹砂陶

遗址位于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北
部的古城子镇。本年度发掘面积为 1550
平方米，清理房址 4座、护坡 1道、半圆形
建筑1处、灰沟3条。出土遗物数量不多，
种类较少，大致可分为陶器、石器和铁器三
大类。陶器多为夹砂陶，陶色主要为黄褐
色、红褐色、灰褐色3种，以素面为主，也发
现了少量戳点与划纹陶片，器形可辨的有
壶、罐、钵、杯、纺轮和网坠等；石器以磨制
为主，打制为辅，主要有石斧、石锛、石刀、
石锤、石磨棒等。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遗
址的时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王义沟遗址
出土器物为西汉早期陶石铁器

遗址位于桓仁县北甸子乡北甸子村
盛家街村民组西南，2018 年度发掘面积
为 1050平方米，遗址共发现房址 5座、灰
坑2座、灰沟3条、墓葬1座、台基1处。从
出土的遗物来看，数量不多，种类较少，大
致可分为陶器、石器和铁器三大类。陶器
主要有壶、罐、甑、豆、钵、杯、纺轮和网坠
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有斧、锛、刀、
锤、凿、磨棒、镞、网坠等；铁器主要有鱼
钩、镞、钉等。根据出土遗物初定该遗址
时代应该在西汉早期。

塔山山城
城址后山曾有辽代砖塔

山城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街道
大陈相屯村东北的塔山上，山城依山而
建，平面呈五边形，周长约1200米。此次
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通过发掘，清楚
地了解到山城城墙的修筑方式及结构。
山城城墙保存较好，除东城门处有护坡石
墙外，城墙皆沿山脊随坡夯筑而成。另
外，山城城址后山顶处原有1座六角七层
辽代砖塔，塔山因此而得名。

青石岭山城
植物遗存丰富

山城位于盖州市青石岭镇。 2018年
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青石岭山城一号蓄
水池和四号门址开展。一号蓄水池位于
金殿山西侧约 200 米处，经试掘，该蓄水
池的形状为圆角长方形，长约80米、宽约
70 米，面积可能超过 5600 平方米。水池
周围存在砌筑规整的石墙，石墙宽约3米
至 4 米、残高 1.2 米至 1.5 米，呈台阶状向
池内延伸。接近蓄水池淤泥层的地层及
蓄水池的淤泥层中，发现了大量植物的根

茎、三角菱、小米、香瓜子、苍耳等，为复原
当时的环境和气候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
为乾陵的陵前殿址

遗址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樱
桃沟村民小组西北约 100 米的二级台地
上，东南距北镇市区约7公里。遗址所在
台地经过了全面考古勘探和局部发掘，北
部为一组大型四合院式建筑（新立辽代建
筑遗址），南部为较小的附属建筑。新立
辽代建筑遗址西南侧和北侧各有大型墓
葬1座。考古人员发掘出1组相对较完整
的建筑址。该组建筑是由北部主殿、南部
殿门和四周附属的廊庑组成的 1 组封闭
院落单元，建筑外围分布有排水道。

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少有一些用
于祭祀的瓷器、玉册、玻璃器等。考古人员
推断，该遗址是辽代乾陵的陵前殿址，而位
于遗址北部的大型墓葬为乾陵玄宫。这为
辽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琉璃寺遗址
推断其为辽代显陵建筑址

遗址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子村
西北约 3 公里的山谷中，四周筑有石围
墙，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门址位于东南，面
积约3.5万平方米。遗址内有四道接近平
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的五
级台地（五进院落），在第二、三级台地上
发现有大型中心建筑基址。

2018年度发掘了遗址中轴线上的两
个建筑台基，分别编号为一号建筑台基和
二号建筑台基，均为单体建筑，其方向完
全相同，两者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呈前、
后殿的布局。出土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
瓦件有棕红色琉璃质、绿琉璃质、三彩质、
灰陶质等，种类多样。遗址还出土了大量
石构件，包括石华板、石螭首和石狮首
等。考古人员推断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
是辽代显陵的陵寝建筑址。

洪家街墓地
是辽代名臣韩德让家族墓地

墓地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富屯村洪
家街村民组西北。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
4 座，均为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瓷器、
金属器等。在编号为Ｍ4 的墓室墓道两
壁、墓门、甬道两壁及东、西耳室墙壁等都
发现有壁画。值得一提的是，Ｍ4墓室的
地面上也绘有壁画，这在我省辽代墓葬考
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

根据文献和出土墓志铭文记载可知，
洪家街墓地为辽代大丞相韩德让及其继
承人的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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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每年年初，我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持续一
年的经典阅读计划。去年我的计划是重读鲁
迅，今年的计划是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元
旦开始这几天，我读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和

《生死场》。
《呼兰河传》开篇第一段就把我读傻了：“严

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
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
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
裂了……”怎么能写得这么好！

实在是惭愧，竟然是在人到中年时才认识
了萧红的好。大学时，萧红、萧军的名字和作品
都是写在现当代文学史里的，是当成了功课来
读的，但读不进去，总觉得他们所描写的百年前
的东北、东北的乡村早已跟现在没了关系。前
几年，还专门做过抗战时期东北流亡作家群的
稿件，但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人生故事。直到
这次重读，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放在里面，把这些
年里对东北这片土地的感受放在里面，让我读
出了眼泪。

我们以为已经走出了很远，其实还有很多
顽固的东西始终停留在那个地方，何止是当年
萧红的眼睛里看到的东北，还有整部现代文学
里描绘的中国。那些我们以为是在今天的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才会出现的问题，萧红们也曾经
思考过。真正读懂中国，可以从这里开始。

前两天看到了一则新闻，复旦大学教授陈
思和在2018年12月策划了一档音频节目《中国
文学大师课》，邀请到了多位当代著名作家参与
录制，讲述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作家作
品。节目的目的与我差不多——重新认识中国
现当代文学。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的一段话深
得我心：从 2001 年《百家讲坛》开播至今，从电
视到网络，唱主角的是传统文化。那是我们几
千年的旧传统。但是五四以来的新传统到哪里
去了，为什么在新平台上没有一席之地？似乎
我们一谈古诗、三国人物，甚至清宫戏，就很亲
切；一谈到鲁迅，反而很遥远。

这是一档符合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文化产
品，所有参与授课者都很努力地用今天的年轻
人会更感兴趣的方式吸引听众，这当然是好
事。但还只是个开头，以我读萧红的经历来看，
文本阅读才是亲近文学的最佳途径，希望更多
的年轻人能比我更早一些认识萧红，认识所有
现代文学史上这些天才的作家们。

我重读现当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今
年不仅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还是五四运动100
周年。五四以来的文学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丰富图景，特别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达到了
高峰。学者许子东在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
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鲁迅的

《狂人日记》时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的新文学一
起步就是高峰，不知幸与不幸。”这话或许有些苛
刻，但至少当我们准备迎接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
的高峰到来时，我们更应该知道100年前的第一
个高峰是如何形成的，又是什么样子的。

重读现当代文学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日，由辽宁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主办，北方出版传媒（上海）有限公
司、辽宁人民出版社等承办的六小龄童画传

《路》出版签约仪式暨“美猴王+”系列文化活动
发布会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画传《路》由六小龄
童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凝结而成，书中
披露了作者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时，全国
首家体验式“美猴王”书店落户辽宁北方新生活
书城，在设计上推陈出新、在融媒体展示上多种
多样。目前，该书店正在建设中。

“美猴王”书店
落户北方新生活书城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我省著名曲艺表
演艺术家许同贵的长篇传统评书著作《奇女魏
香莲》，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许同贵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文
工团副团长，不久前，刚刚获得辽宁省第五届曲
艺牡丹奖。据介绍，《奇女魏香莲》以主要人物
魏香莲的冤案为书眼，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
忠信与奸佞的人性较量，传递正能量，弘扬人间
正气。许同贵认为，评书，就是说人、说人物，所
以他把评书艺术的着眼点放在人物身上，这是
该书不同于以往故事评书的最明显特征。

长篇评书
《奇女魏香莲》出版

2018年度辽宁重要考古成果发布

从新石器至清末各时期考古均有收获
本报记者 王臻青

1月12日，2018年度辽宁省考古工作汇报会在沈阳举行。会议由
省文物局、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承办，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公布了14个考古项目成果，其
中主动科研考古13项、水下考古1项。

2018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学院、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及省内各市县文博单位完成了数十项考古调查、勘探及
发掘，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多项考古发掘。以上这些项目上起新石器时代，
下至清末，涵盖城址、建筑址、墓葬、沉船等不同性质遗址，成果丰硕，学术意义重大。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调查
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210余处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和研究有关红山文化
具体的生活方式、居住情况、人群来源等问
题，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了《大凌河中上游
红山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计划（2016- 2020
年）》，目前已经完成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
治县地区、建平县地区、凌源市北部地区的调
查工作。

2018 年度调查区域为建平县及凌源市
北部地区，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360余处，其
中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共210余处。这批丰
富的红山文化遗存，无论是数量，还是面积，
均取得了很大突破，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红
山文化遗存的内涵、生活遗址和墓地、祭祀遗
址的关系，以及开展聚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
材料基础。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
发现礼仪建筑遗址

牛河梁遗址位于凌源市和建平县的交界
处，第一地点位于牛河梁遗址中心位置的一
座海拔最高的山梁上，目前确认有 4 座建筑
址，其中 2号建筑址（以下称 N1J2）是第一地
点目前发现的四座建筑址中规模最大的一
座。以往考古发现显示 N1J2 的功能与牛河
梁遗址其他地点的积石冢类遗迹有所不同，
可能是与“女神庙”相关的特殊建筑，是牛河
梁遗址所代表人群的宗教礼仪活动中心。

通过发掘和测绘，考古人员进一步确认
N1J2是由多组山台构成的大型建筑址，其最
大建筑面积可能超过了3万平方米。除北山
台和东山台之外，新确认了 6 组山台。此次
发现的 2 座建筑址皆为地上建筑，出土遗物
以塔形器和筒形器为主，除常见彩陶纹饰外，
还发现了新的纹饰主题——方格纹，也出现
了打破原有规范的新的器形和纹饰的组合方
式。考古发掘为探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
期社会的文明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

土城子遗址
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

该遗址位于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土
城子屯西南。2018 年度考古工作主要是对
遗址进行了发掘、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和资
料整理，发掘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共发现灰
坑 178 个、房址 9 座、灶址 6 个。主体遗存属
于东周时期，较为重要的发现是一批房址，平
面形状为不规整的圆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
较小，在 5平方米至 14平方米之间。房址内
的灶紧挨墙壁设置，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几
种样式，有的房址内设两个灶。在发掘区内
还发现了属于东周时期的几个窖穴，平面均
为圆形，直壁平底，形制规整。

城山遗址
展现“凉泉类型”文化面貌

遗址位于铁岭市西丰县金星乡金星村东
小寇河右岸名为“城山”的山岗上。2018 年
度发掘揭露面积 1029 平方米。目前可确认
包含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中期、青铜时
代晚期“凉泉类型”、青铜时代晚期“新城子文
化”四期遗存。

“凉泉类型”遗存是本次发掘的主体遗
存，共发现房址3处、灰坑25个、灰沟4条，各
类遗物 400 余件。该期陶器以高柄豆、鋬耳
罐、横桥耳壶、钵、圈足罐为基本组合，豆座和
壶颈部常饰有戳印点纹的组合图案。此外，
发现的陶纺轮、陶网坠、石斧、石刀、石凿、细
石器等生产、生活工具数量众多，表现出较为
明显的渔猎经济特点。该遗址的发掘促进了
对“凉泉类型”遗存内涵及源流的深入研究。

沉船遗址位于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
南边海域。2014年夏，国家文物局水下考
古队依据资料线索与磁力仪物探数据，在
该处发现铁质沉船残骸，并推测为经远
舰。2018 年 7 月至 9 月，国家文物局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
沉船点展开专项调查工作。

2018年 9月 15日，考古人员发现了深
埋于海床面以下 5.5米处的悬挂于舰舷外
壁的“經遠”舰名,为木质髹金字体，由此确
证此艘沉舰为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沉舰经远
舰。此外，水下考古队员还在遗址清理中发
掘出一块木牌,清晰戳印有“經遠”二字，亦可
佐证对沉舰身份的判定。这次调查提取出水
大量遗物，标本达500余件，包括铁、木、铜、
铅、玻璃、陶瓷、皮革等材质。个别文物标本
还刻有德文铭牌，由此印证此舰由德国制
造。此次沉船调查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
水下考古工作者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本文图片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庄河沉船水下考古
发现戳印有“經遠”的木牌

小河北墓地
为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

墓地位于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小河
北村民组北部一座当地人称“白沙梁”的山
梁南端。小河北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历时两
年，共清理墓葬5座，均为砖室墓。出土器
物有陶瓷器、金属器和墓志等。另外，在
M1 的墓道两壁、东耳室墙壁等发现有壁
画，图案有车、马、人物、骆驼等。

结合小河北墓地的地理位置推断，小河
北墓地为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该墓地为
研究辽代丧葬制度、地域文化以及草原丝绸
之路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扎哈气遗址
一个综合性手工业作坊

遗址位于康平县沙金台乡西扎哈气
村。2018年度发掘房址2座、灰坑19个、灰
沟2条，出土金属加工铸造使用的坩埚（地
炉）20余个，丰富的陶、瓷、玉、石、骨、料、铁
器等小件工具、工艺品、生活用品及半成品
和加工原材料，以及“熙宁元宝”陶钱模和

“乹统元宝”辽产铜钱等遗物共计200余件。
这是沈阳地区首次发现辽金时期金

属、玉石、骨器综合性手工业作坊遗址，填
补了本地区该领域的考古发现空白。

庄河沉船水下考古现场。

琉璃寺遗址出土的石栏板。

小河北墓地出土器物。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日，“燃烧生命
的光与火——许勇、吕子扬师生画展”在沈阳市
图书馆举行。本次画展由沈阳市图书馆、沈阳
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主办。这是许勇和吕
子扬带领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大型题
材绘画创作中心的学生共同举办的一场师生联
展，展出作品49幅。

作为 2019 年沈阳市图书馆美术馆的开年
艺术展览，画展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沈阳师
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美术大型题材绘画创作
中心成立以来，已经出版画集十余部、大型题材
绘画创作作品百余幅，6 幅作品入选全国重大
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被国
家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许勇吕子扬师生画展
在沈举行

洪家街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出土的契丹文玉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