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是连续第 5 年对山城进
行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城墙、城门、蓄
水池、金殿山遗址、大型建筑址等遗
迹，及瓦当、陶器、石器、铁器及与冶炼
有关的炉渣等遗物。2019 年的工作
是继续发掘青石岭山城一号蓄水池东
南侧探沟、东北角楼。

一号蓄水池东南侧探沟发现了大
量炒钢渣、炉渣、坩埚残片等，为寻找
城内可能存在的冶炼遗迹、兵器作坊

等提供了重要线索；出土了许多马、
牛、狗、猪、鹿、蚬子等动物骨骼和遗
存，为探讨当时人们的饮食、生活等相
关问题提供了基础资料；确定了保存
在原位的踏碓遗存，为了解当时人们
的粮食加工方式、食用粮食种类等提
供了可靠信息。综合冶炼遗物、动物
骨骼、踏碓遗迹、大量陶器等因素，推
测这一区域可能是当时的生活居住
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

盖州青石岭山城：
发现官营手工业作坊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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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27日举办的辽宁省田野考古业务
培训班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2019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2019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历史系及省内各市
县文博单位，完成多项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在田野
考古、科技考古等方面均取得了斐然成绩。专家介绍，
科技考古就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
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
学。2019年，这些考古项目上启新石器时代，下至辽
金时期，涵盖城址、居住址、墓葬等不同性质遗存，成果
丰硕。

核心
提示

12 月 27 日下午,沈阳音乐学
院·北方研究生创新创业艺术团的
学子和沈阳市铁西区的群众文艺团
体联袂在铁西区文化馆小剧场上演
了“拥抱祖国”2020新年音乐会，让
群众在家门口欣赏了一场充满青春
气息的高雅文艺演出。

音乐会在铁西区文化馆民乐
团演奏的《我的祖国》《中国韵》中
拉开序幕，学子们表演的男声独唱

《中华情》《东风破》、女声独唱《亲
疙瘩下河洗衣裳》《新的天地》、男
女声二重唱《不忘初心》、小提琴独
奏《梁祝》、器乐与舞蹈《美丽的神
话》等节目令人耳目一新。演出在
铁西区文化馆重工之声民乐团倾
情献上的乐曲《欢庆》《步步高》中
落下帷幕。

为增强研究生创新意识，提高
研究生创业热情，2017 年 4 月，“盛
音乐舞”——沈阳音乐学院·北方研
究生创新创业艺术团成立。这是以
全体研究生为基础，研究生及分团
委为组织框架的创新创业团队，通
过面向社会的惠民支教、艺术实践、
儿童福利院慰问演出等方式，以专
业文化素养拓展为目的，融合创业
意识、市场意识、教育意识和经济意
识等新世纪人才所需的综合能力，
培养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集体主义精神，培养专业能力强、知

识涵盖广、适应社会需求、具备服务
社会能力的艺术类高层次人才。7
个月后，沈阳音乐学院与铁西区文
化馆签署了大学生艺术实践基地合
作协议，正式授牌铁西区文化馆为
沈阳音乐学院大学生实践基地。之
后，艺术团的研究生多次到铁西区
举办各类惠民演出活动，为群众带
来具有鲜明审美特征和重要精神价
值的艺术享受。

铁西区有由文艺骨干组成的各
类群众性文艺团体 150 余支，自
2011年举办首届新年音乐会以来，
通过一场高艺术水准的文艺演出辞
旧迎新，逐渐成为该区的一项品牌
文化活动。今年，沈阳音乐学院·北
方研究生创新创业艺术团的加入，
为这场音乐会注入蓬勃的新生力
量，在喜庆、热烈、温暖的基调上，又
增添了青春、时尚、亮丽的元素，使
音乐艺术呈现出更强的感染力。铁
西区文联主席商国华说，这项文化
活动接地气，群众就是演出主体，也
是演出的观众和受益者。沈阳音乐
学院研究生处处长冯子祥说，艺术
实践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之一，也
是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我
们倡导在舞台上挖掘人才、历练人
才、展示人才，这场音乐会的成功举
办，也有助于研究生在舞台上快速
成长起来。

一场充满青春气息的新年音乐会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
果、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阶段
性成果、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沈阳文学史（古代
卷）》日前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省内学者高翔主编，赵
旭、刘磊著作。2010年，由高翔主持
的《沈阳文学史》在沈阳市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立项，项目课题组
举办了沈阳文学历史的建构与书写
研讨会。该书又为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
成与研究”、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
目“古近代文献中的辽宁形象研究”
等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按计划，

《沈阳文学史》分古代和现代两卷，古
代卷现已出版，现代卷仍在编写中。

《沈阳文学史（古代卷）》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总工会主办的“辽宁职工文化大讲
堂”音乐艺术巡讲活动日前在沈阳
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务中心（沈阳
职工之家）开讲。在为期一周的时
间里，巡讲名家以组织培训的方式
现场讲授音乐知识，来自省内的职
工音乐爱好者、各企业基层职工代

表、省知名音乐家及省职工音协骨
干成员参加培训。

据介绍，此举旨在弘扬新时代
辽宁精神、劳模工匠精神，服务振兴
发展、服务职工群众，搭建职工文化
交流展示平台，促进职工文化建设
繁荣发展，不断壮大职工文化人才
队伍。

辽宁职工文化大讲堂
音乐艺术巡讲在沈开讲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一
场别开生面的芭蕾贺岁公益演出日
前在位于沈阳铁西区 1905 文化创
意园的君尚芭蕾舞蹈学院举行。这
是岁末沈阳规模最大的一场芭蕾公
益演出，以讲解结合演出的形式推
广、普及芭蕾艺术，免费邀请市民观
看。参演者年龄最小的才4岁。此
次芭蕾专场讲演结合的方式颇受观
众欢迎。

演出前，沈阳君尚芭蕾舞蹈学

院负责人、青年舞蹈家、时尚艺术家
刘笑君向观众介绍了芭蕾艺术的审
美特点、不同芭蕾流派的代表舞剧
以及如何欣赏芭蕾艺术，其中包括介
绍当天上演的芭蕾舞剧片段。据了
解，此次演出荟萃了观众熟悉的经典
芭蕾剧目中的著名舞段。其中包括

《仙女》《天鹅湖》《胡桃夹子》《堂吉诃
德》等芭蕾舞剧片段，少儿独舞《蓝
鸟》变奏曲、少儿群舞《精灵宝盒》，
以及原创双人舞《爱乐之城》等。

芭蕾公益演出荟萃经典剧目舞段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北京举
办第二届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光耀
杯”大赛颁奖典礼，我省作家刘国
强创作的《祖国至上》摘得中篇报
告文学一等奖。这是继获第五届
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后，该作
再次获奖。

《祖国至上》描写了全国时代
楷模、著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报效
国家的故事。原发于2018年第7期

《北京文学》，曾入选六个年度选本。
刘国强为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

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中篇小
说 30部，出版文学著作20部。曾获
中国传记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

刘国强获报告文学大奖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沈阳市版权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
大会在沈阳举行。之后，沈阳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在沈阳市版权
协会设立沈阳市著作权调解中心。

沈阳市版权协会会员单位涵盖
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数字传媒、

文化创意等领域。著作权调解中心
的设立旨在为有效预防和化解版权
纠纷，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中心充
分发挥协会版权专业优势，做好版
权纠纷调解工作，加大对侵权盗版
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了保护知识
产权的良好氛围。

著作权调解中心在沈成立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沈
阳大学冯玉萍艺术中心本钢文化体
育活动中心实践基地挂牌揭幕仪
式”近日在本钢举行。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当代中国
评剧领军人、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
者、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冯玉萍，多
年来主演的评剧作品颇多且屡获殊
荣，她长期致力于面向全国、走向海外
推广评剧艺术。由她担任主任的沈阳

大学评剧艺术研究中心首次入驻大
学，将传统文化植根校园。今年大型
原创历史评剧《孝庄长歌》在本钢上
演，数字电影的拍摄也在本钢文体中
心完成。揭幕仪式后，由冯玉萍出任
出品人、总导演、领衔主演的 2018年
度中国戏剧梅花奖戏剧数字电影工
程——《孝庄长歌》为本钢集团有限
公司的职工代表放映，让工人师傅们
欣赏了一部唯美的戏曲艺术大片。

沈阳大学冯玉萍
艺术中心实践基地在本钢挂牌

2019年度辽宁重要考古成果发布
从田野考古到科技考古均取得斐然硕果

本报记者 商 越 王臻青

2019 年，顺利完成了凌源市南
部地区的野外调查，在大凌河西支、
大凌河南支部分地区和青龙河流域
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90余处。其
中，红山文化遗址（墓地）共 57 处

（遗址49处，墓地8处）。
调查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和墓

地多沿河分布，两河交汇区域遗址
和墓地较丰富，遗址多选择临近水
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位
置。遗址和墓地多相伴分布，墓地
多位于山梁、山丘的顶部，遗址多位
于离墓地不远的坡地上。

这些红山文化遗址采集到的遗
物基本为生活器。其中，陶器以泥质
陶为多数，基本为泥质红陶陶器残
片，素面为主，部分器表饰黑彩；石器
包括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细
石器等。而从红山文化墓地中采集

到的遗物，以祭祀陶器为大宗。这
些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为进一步
认识凌源地区红山文化遗存特点、
分布规律奠定了丰富的基础。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调查：
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地57处

马鞍桥山遗址是一处以新石器时
代红山文化早期为主体的聚落址，还
包含早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可见
该遗址的内涵较丰富，年代延续较长，
时间跨度较大。2019年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展开第一次发掘。

此次发掘总面积1000平方米。共
发现房址 8 座、灰坑 24 个、灰沟 1 条。
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骨器和贝
器四类，数量达1000余件。陶器以夹
砂红褐陶为主，器形有筒形罐、钵、碗、
杯、器盖等，纹饰非常丰富，石器以磨

制为主，器形有斧、锛、刀等。
马鞍桥山遗址是辽宁省首次发掘

红山文化早期的大型聚落址，发现了
明确的不同类型的房址和灰坑等重要
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
重要遗物，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
了一批崭新的研究材料。在房址内还
首次发现人骨被有意放置于此，人骨
为二次捡骨葬，这种有别于牛河梁遗
址以积石冢方式埋葬的葬俗，对于进
一步认识和探究红山文化提供了一个
新的角度。

朝阳马鞍桥山遗址：
我省首次发掘红山文化早期大型聚落

本年度发掘面积共计539平方
米，总计清理房址 7 座、沟2条。房
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方形
或长方形，东西向成排分布，面积在
30平方米至60平方米之间，室内地
面上有大量日常生活用的陶质、石质
遗物。陶器器形有直腹罐、鼓腹罐、
杯等，器表有之字纹、弦纹等。石器

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磨棒、敲砸器、石
料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

考古人员发现，此次发掘清理
的房址均为兴隆洼文化时期遗存，
文化内涵单纯，出土遗物数量众多，
有利于探索他尺西沟古代居民的社
会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形态以及宗
教信仰情况。

阜新他尺西沟遗址：
清理7座半地穴式房址

北崴遗址是一处包含青铜时代、
战国、汉代、辽金时期遗存的聚落遗址。
2019年8月至11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北崴遗址进行了500平方米的考古
发掘，发现了青铜时代至西汉早期的56
个灰坑、7条灰沟、16座墓葬、3个瓮棺等
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质、石质、铁质遗
物及少量的铜质、玉质遗物。

首次发现了一批年代约为西周至
春秋时期的墓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
墓，墓向均为西北-东南向，以单人仰
身屈肢葬为主，一般随葬1件至3件遗
物，器形有壶、钵、碗等，也随葬玛瑙
玦、纺轮、铜梭等遗物，遗物摆放在墓
主人的头部、腰部或下肢处。根据地
层关系、器物形态，认为这批墓葬的年
代不晚于郑家洼子类型，能够填补沈
阳地区新乐上层文化与郑家洼子类型
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缺环。

此外，还首次发现了战国至西汉

早期的遗迹，出土了大量的泥质灰陶、
夹砂红陶等遗物，器形有豆、盆、瓮等，
出土大量的铁器、少量的刀币、铜镞、
鱼钩、玉蚕形器等。丰富了遗址的文
化内涵，为研究战国燕、秦及西汉在辽
东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沈阳北崴遗址：
首次发现一批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

2019 年 6 月起，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对王义沟遗址进行第四次
考古发掘。本年度发掘面积800平
方米，共发现房址1座、灰坑3座、沟
1 条。出土遗物数量不多，包括陶
器、石器和铁器三大类。陶器主要
为夹砂陶，可辨器形有壶、罐、甑、
豆、钵、杯、纺轮和网坠等。石器以
磨制石器为主，铁器有、镞等。

遗址内出土20余件铁，说明当
时使用铁已很普遍。而铁的广
泛使用就是在战国至两汉时期。遗
址内出土的器物与宽甸满族自治县
刘家堡子遗址、抚顺莲花堡遗址出土
器物极其相似。遗址清理的两座房
址与抽水洞遗址清理的两座房址形制
相近，器物雷同。参考以上三处遗址，
初定该遗址时代应该在西汉早中期。

本溪王义沟遗址：
出土20余件西汉时期铁

近年来，我省发现的北方辽代墓
葬举世瞩目，出土了丰富的物质文化
遗存，其中金属器是辽代遗物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对辽墓出土部分银器、铜器、铁器
等金属器的检测分析发现，辽墓银器
在制作工艺方面，存在热锻、铸造工
艺；在加工工艺方面，鎏金工艺应用成
熟，尤其是贵族墓地，金属器物的加工
工艺更为精细；器物的连接工艺已达
到较为高超的水平。

铜器的制作技术大体延续了唐代
时期的工艺特征，制作工艺方面，存在
热锻、铸造、冷加工工艺；在加工工艺
方面，金装饰工艺使用较为广泛。

以冶金考古学的新视角开展对该
时期重要墓葬出土金属器的科学分析
与研究，不仅可以填补该时期金属器的
研究空白，还可进一步揭示该时期的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面貌，并在一定程度
上丰富辽金时期冶金技术史的资料。

（本文图片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科技考古：
辽代贵族墓出土银器工艺相当高超

2003 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建昌东大
杖子战国墓地进行了发掘，并在 45
号墓内发现了7枚“蜻蜓眼”。“蜻蜓
眼”即“镶嵌玻璃珠”，是指在单色玻
璃珠的母体上，镶进另外一种或几
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构成图
案。由于珠上的图案多是同心圆，
类似动物眼睛，在西方被称为“眼式
珠”或“复合眼珠”。

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蜻蜓
眼，是古代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
1550 年至公元前 1307 年）的产品，
随着西亚、中亚游牧民族迁移，蜻蜓
眼和其制造技术也不断向周边地区
传播，春秋时期开始在我国出现，多
出土于贵族墓葬。

考古人员通过X射线荧光光谱
等技术，对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出土
的7件“蜻蜓眼”进行了无损分析研
究。结果显示这些“蜻蜓眼”玻璃化

程度很高，基体、珠眼、眼底皆属于
钠钙硅酸盐系统，可以确定为来自
西方的进口玻璃。

东大杖子战国墓地“蜻蜓眼”玻
璃珠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出
土先秦玻璃器的空白，通过科技考古
研究，也为“蜻蜓眼”玻璃珠的产地、
工艺等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为中西
方早期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

科技考古：
战国墓七枚“蜻蜓眼”是进口玻璃

地点：凌源市南部地区
考古单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凌源市博物馆

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
调查中，郝杖子西山遗址采集到的陶片。

地点：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马鞍桥山
考古单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建平县博物馆

地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六家子村
考古单位：辽宁大学考古学系、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阜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

地点：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北甸子乡北甸子村
考古单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现地点：葫芦岛市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
考古单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现地点：省内多处辽代墓葬
考古单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地点：新民市法哈牛镇巴图营子村
考古单位：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地点：营口市盖州青石岭镇
考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崴遗址出土的陶罐。

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出土的“蜻蜓眼”。

马鞍桥山遗址发掘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