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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我国北方以畜牧业为

主要经济形态的早期青铜文化。在西辽河流

域的许多遗址中，夏家店上层文化直接覆盖

于下层之上，层次分明，通过碳 14 测定并经校

正推断其距今约 2300—3000 年左右。夏家店

上层文化在许多方面与红山文化没有必然联

系，严格来说它并不属于红山文化类型。

夏 家 店 上 层 文 化 并 不 是 下 层 文 化 的 发

展，两者无论从经济发展程度还是生产力水

平上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夏家店上

层文化，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过来的部落征服

了该地区并定居下来形成的新的文化体系。

从其遗址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赤峰市、辽宁

省朝阳市及河北省部分地区。主要遗址有夏

家店、蜘蛛山、宁城三座店、南山根、小黑石

沟、敖汉旗周家地、翁牛特旗大泡子、林西大

井和克什克腾旗龙头山等。有的学者认为它

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龙头山类型和南山根类

型，龙头山代表早期，南山根代表晚期。

据 红 山 文 化 暨 契 丹

辽文化研究基地研究成

果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

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下层

文化。与下层文化比较，

其有以下几个方面较为

落后：

第一，农业发展水平

不高且在经济生活中不

占有重要地位。石器仍

以磨制石器为主，打制石

器、细石器和骨器较少。

工具的种类也较少，尤其

是 未 发 现 石 质 掘 土 工

具。畜牧狩猎业则占有

相当大的比重。遗址中

普遍发现马、牛、羊、猪、

狗等家畜的骨骼，在动物纹造型艺术中也广

泛塑造这些动物的形象。

第二，陶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远不及

下层文化。陶器质地粗糙、烧制火候低、陶壁

厚薄不均，容易断裂。陶器种类较少，主要有

鼎、鬲、豆、罐、盆、钵等。

第三，建筑水平较低。建筑形式为窖穴

式、半地穴式和地上建筑三种状态。虽也有

夯筑和石块砌墙及屋内地面火烧痕，但其技

术先进程度远不及下层文化，房屋显得更为

粗糙，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聚落。

但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制作技

术比下层文化发达。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赤

峰林西县大井发现一座面积达 2.5 平方千米

的上层文化铜矿遗址。从该遗址 4 号坑道中

发现了与采矿、选矿、冶炼、铸造等整套工序

有关的工棚遗址 4 处，采矿工具 1500 余件，出

土各类青铜器达四五百件。这个铜矿的发现

意义重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青铜器制作

水平和规模相当高，同时也说明了夏家店上

层文化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本地

制造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种类丰富，具有

较高的艺术性。青铜器种类有 50 余种，总数

达几千件。根据使用功能可分为兵器、工具、

车马具、日用器具、装饰品、杂器六大类。兵

器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是青铜短剑。根据

剑柄形制不同，青铜短剑分为五种类型。

A 型：銎柄式直刃或曲刃青铜短剑。

B 型：短茎式曲刃青铜短剑。

C 型：T 形柄曲刃青铜短剑。

D 型：人体或动物体柄曲刃青铜短剑。

E 型：直柄直刃青铜短剑。

最有特色的有两把。一把剑柄两面为背

对的一对男女全身裸体雕像，头部在柄尾，男

性双手捧腹，女性双手交叉置于胸前，均作站

立状，脚部以剑格代示。剑身与柄部联铸在

一起，两侧叶刃弧曲，节尖和束腰显著。另一

把剑柄为对卧的双虎，虎头在柄端，虎尾与叶

尾相连。

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兵器、车马器，

以及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艺术。造型艺术

中有大量鸟、兔、鹿、熊、野猪、虎、豹等形象，

说 明 当 时 的 野 生 动 物 资 源 相 当 丰

富。

在造型艺术品中有两件器物对

当 时 的 狩 猎 生 活 进 行 了 生 动 的 刻

画：一件是南山根 M3 出土的铜环，

其环周铸出双人骑马追兔的情景，

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反映围猎

场面的形象作品；另一件是南山根

M102 出土的一件刻纹骨牌饰，其上

刻画人物狩猎和车马图形。图案的

一侧为两辆车，均为双轮、单辕、长方形车厢，

驾双马，车前立双犬。图案的另一侧为手持

弓矢的男子和两只马鹿，生动地刻画出猎人

张弓射杀马鹿的情形。这是一幅极其难得的

民俗画，生动地再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

的社会生活。

夏家店上层文化经济形态的主要内容是

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狩猎。夏家店上层文化

带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征，发达的

青铜器文化，丰富多彩的动物纹装饰艺术，低

水平的农业、制陶技术和房屋建筑等，均不同

程度地反映了早期北方民族文化的特征。尤

其是除了猪、狗、牛、羊之外，上层文化还开始

饲养马，马不仅用来骑乘，还用来拉车。骑马

和使用带轮畜力车在当时已较为普遍，马与

车向来被视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兴起的重要

标志。另外，研究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

北而南渐进迁移的。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

族属问题，学者认为是山戎的遗存。因为根

据文献记载，西周至春秋时燕北最为强大的

是山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正与此相当，

而且考古发现并证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当

时的北方草原地区是最为繁荣的，它所代表

的部落应该是非常强大的，因此视夏家店上

层文化为山戎的遗存不无道理。 （十七）

玻璃是现在生活中最常见的

材料之一，许多人会以为玻璃是

近代社会的产物。其实玻璃的出

现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最早出

现于西亚、北非等地，后来扩散到

欧洲地区。玻璃在西方的地位犹

如瓷器在中国的地位。最早的玻

璃都是不透明的，起源自地中海

东岸，也就是大航海以前的世界

中心，与车轮、青铜器一样从此地

向 四 方 传 播 到 欧 亚 大 陆 东 西 两

端。

而 具 体 到 赤 峰 地 区 ，早 在 辽

时期就出土了大批玻璃，其中有

来自西方的伊斯兰玻璃，也有中

国自制的国产玻璃。墨绿色带把

莲花纹玻璃杯，现藏于赤峰博物

馆南馆，这件文物是 2015 年出土

于 锡 林 郭 勒 盟 小 王 力 沟 辽 贵 妃

墓，口径 8.8 厘米，残高 8 厘米，通

体是浓郁的绿色，颜色和形制都

与当今人们的审美巧妙碰撞。在

当时玻璃一类的器物都是西方传

入而来，所以这件文物可以说是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证。文物和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

脉，更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

明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

世 界 文 化 激 荡 中 站 稳 脚 跟 的 根

基。

中华文化是多民族铸就的融

合文化，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

包容闻名于世，千百年来在同其

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

的生命力。而辽无论在时间还是

空 间 上 都 处 于 一 个 独 特 的 交 接

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淬炼出辽独

特 的 文 化 内 涵 。 辽 承 接 盛 唐 风

韵，又继承了匈奴、突厥、鲜卑的

部分文化传统，与五代中原政权、

北宋交往频繁。除此之外，辽还

积极开拓与西方的交通，通过沙

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源源

不断地输入西方的物质文化。这

个玻璃杯无疑是连接过去与现在

的纽带，让我们现在还能感受到

各种文明互相交融，绽放出灿烂

的光彩，体现了辽文化为中华文

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记者 于红璇 通讯员 王书宇）

——墨绿色带把莲花纹玻璃杯

1990 年前后，在一些机关单位

兴起办报办刊热潮，有的是在机关

的外墙上开辟一块地方，抹上水泥，

刷上墨水，用粉笔书写；有的在一块

黑板上，起一个刊物名称，开办几个

栏目，把本机关人写的文章抄录在

黑板上，一周或者两周更改一次，黑

板放在单位的门口旁或者显眼的地

方，上下班的人都能看到；高级一点

的是创办纸质的刊物或者报纸，有

的 是 蜡 纸 刻 印 ，有 的 是 铅 字 印 刷。

印 刷 质 量 虽 然 和 正 规 的 报 刊 有 差

距，但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这种办报办刊热，源于 1978 年

之后大量的青年人痴迷于文学创作

和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很多人把

写文章当作神圣的行为，会写字的

人好像不写几行诗、几句顺口溜式

的散文，近似小品文的小说，就显得

没文化。那是个崇拜文化的年代，

哪个人在省级刊物发表一篇文学作

品，就会一夜成名，受到众人热捧。

在那样的氛围下，急于表达的青年

人，在大报大刊没机会露面，就自发

组织起来，自办刊物和报纸，发表自

己创作的文章，自我阅读，小范围欣

赏，满足精神上的需要。

1988 年，我在阿鲁科尔沁旗政

协工作，旗政协和旗人大在一座楼

里办公，两个单位的青年人时常聚

在一起议论什么刊物发表了什么文

学作品，什么报纸上刊登了哪个作

家的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读

了有什么感受。有的青年人也学习

着写文学作品，也往外投，但是很难

发表。为了青年人有个发表作品的

园地，也是活跃文化气氛，旗人大政

协 团 支 部 就 创 办 了 刊 物《青 年 天

地》，1988 年 6 月 15 日 出 版 了 创 刊

号，创刊词中写道：“《青年天地》问

候各位朋友好。在辽阔美丽的草原

上，这是我们精心酿制的一杯奶酒，

献给各位朋友。她融进了我们的虔

诚和梦幻，她带着我们的希望和祝

福，愿她能带给您清馨和滋润。我

们的宗旨是通过她更好地学习文化

科学知识，增加生活乐趣，广泛交结

良友……”创刊号邀请我写了一篇

散文诗《青春赞》：“青春像雨，点滴

地积蓄起力量，纠合疾风和迅雷，放

声 地 哗 笑 ，在 笑 声 中 ，你 荡 涤 着 大

地，震动着山峦，摇撼着林木，冲击

着河流。你检查那些怯懦的灵魂，

扫 除 历 史 的 沉 渣 和 形 形 色 色 的 衰

败。你的震耳欲聋的掌声，赞许那

刚毅，庆贺那新生。于是，蓝天中彩

虹……”

这张油印小报由旗人大、政协

的团员青年分别担任责任编辑，由

人大的打字员迎春在蜡纸上打字并

油印。小报以流畅的语言、清新的

版面和青春的风采，深受人大政协

领导、干部职工、青年人的喜爱，构

筑起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青年

天地》编印三年，因机关的人员工作

调整和人员流动而停办。

除了集体办刊，个人也办类似

的刊物。1989 年 1 月，旗政协的勤

杂员李波和旗委办的丛培智、林宝

启创办了文学刊物《花露》，聘请旗

直机关有一定文学创作成绩的工作

人员当顾问，他们 3 个人轮流组稿，

就是约旗直机关喜欢文学创作的青

年人为刊物写稿，由丛培智负责设

计、打印成册，李波负责发行，送给

旗几大班子领导和各个机关单位的

文友。《花露》在各个单位产生了影

响，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提供稿件的

作者也越来越多。但是，它终究是

民间刊物，办刊的人都有各自的工

作，有的还很忙碌，办了 6期，被迫停

刊。

1991 年 1 月 20 日，阿鲁科尔沁

旗 出 现 了 一 本 刊 物《阿 旗 地 震 工

作》，这本刊物除了刊登地震知识和

信 息 ，也 设 置 了 副 刊 ，刊 登 文 学 作

品。刊物是旗地震台的台长甄国清

提议创办的，用意是普及地震知识，

活跃文化氛围，团结青年人，让更多

的人撰写有关抗震救灾方面的文学

作品，每月 1 期，4 开 4 版，在天山印

刷厂铅字印刷，发行全国、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地震系统和全旗各苏

木乡镇、旗直部委办局。主编是从

旗政协调到旗地震局的李波。这本

刊物 1993 年更名为《减灾信息》，内

容 作 了 一 些 调 整 ，集 科 学 性 、科 普

性、趣味性为一体，对宣传普及地震

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因为资

金不足，《减灾信息》只得休刊。

这种民间小刊小报，顺应了当

时的形势，是历史的产物，发表的文

学作品都比较幼稚，很多甚至算不

上文章，但是，它给爱好文学的青年

提供了释放的园地，锻炼了他们的

笔力，鼓舞了青年人的创作热情，增

长了他们写下去的信心。从这些小

报 小 刊 走 出 来 的 文 化 人 、记 者 、作

家，大有人在。

余音绕梁：后红山文化之夏家店上层文化
○王升

1990年前后的机关文化

丝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

■原典

四方所归，心行者也。……
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
忘焉，可以来矣。

■释义

“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语出《管
子·形势》。该篇由自然界的一些
现象，论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
规律。关于君主与民众的关系，
管子认为，国君真心实意地修德
施道，四面八方的民众才会归
附。所以，对于还没有见面就让
人产生亲近之心的君主，民众就
可以投奔他；对于令人久久不能
忘怀的君主，民众应该归附他。

习近平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
盟总部的演讲中引用这句古语，
舍弃其历史语境下的含义，将旧
时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引申为当今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
关系，从而赋予其新的内涵。“未
之见而亲焉”，没见面就产生了亲
近感，这里指超越空间；“久而不
忘焉”，时间再久也不会忘怀，这
里指超越时间。超越了时空的友
谊，就可以使国家之间、民族之间
的关系更加融洽。习近平借此表
达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穿越
时空的传统友谊。

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管子·形势》

图为夏家店上
层文化 T 形柄、人
体或动物体柄、直
柄青铜短剑。

唐淑君 摄

砧子山

○吕斌

弘扬六德文化
塑造德善赤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