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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宁省考古学会这次在新宾召开学术研讨会，并以秦汉魏晋时期考古作为讨论的重点，从我省近20多
年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看，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
因为辽宁地区秦汉魏晋时期的考古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的较多，如辽阳汉魏时期遗址与墓群的
发掘、燕秦长城的调查和以冯素弗墓为代表的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清理发掘等。
不过70年代以来，我省考古工作进入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将重点放在辽西地区，
放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战国以后的考古工作做得相对较少。
虽然1979～1982年全省文物普查后有所改进，重要的如姜女石秦宫遗址的发掘，但与先秦时期考古相
比，仍显薄弱。
辽宁省秦汉魏晋时期考古真正有较大进展是在近些年，表现为不仅有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相当资料
的积累，还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我的研究重点不在这一阶段，但长期在辽宁从事考古工作，也经常有所接触，觉得这一时期的研究与
先秦时代相比，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目前对常见器物特征的把握仍然不够细致和准确。
如战国与汉，西汉与东汉，西晋与东晋，辽与金之间典型器物的差别，以及每一个阶段更详细的分期
和标准器物的把握。
中原地区这些阶段的分期是很细的，对每一时段的特征性器物较为敏感的变化点也掌握较多。
从东北甚至大北方地区来看，辽宁地区的优势就在于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经常有典型中原器物共出，
特别是辽西地区，这是对当地文化断代最方便的标准和工具，也是从考古类型学上断定东北以至东北
亚地区诸考古文化年代的一条最为可靠的途径和标尺，但目前还没有把这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资料积累程度和研究深度有关，如典型器物类型学划分仍较为粗简，当然也可能
与北方及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有关，如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都有不同
于中原之处。
还有与中原地区发展的同步性与不平衡性。
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建立年代序列和选择断代标准器时需要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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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辽宁地区近年考古资料与研究论文的文集。
全书分为简报篇和论文篇两大部分，内容侧重于燕秦汉至魏晋时期的考古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宁省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成绩和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等研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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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上文所述，东汉中晚期的鲜卑遗存与东汉前期的重要差别之一是其文化成分中增加了来自东
北地区西部文化因素以及来自匈奴的文化因素。
这两种文化因素在东汉中晚期鲜卑遗存中的分布状况有所不同。
在长城地带的鲜卑遗存中，来源于东北地区西部的马形牌饰、带圈点纹骨器分布均匀，大多数鲜卑墓
地都有发现。
马形牌饰也见于东北地区西部的东汉中晚期左右的鲜卑遗存中。
这说明鲜卑所吸收的来自东北地区西部的民众及其文化传统，在东汉中晚期已经成为鲜卑民族和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
来源于漠北匈奴的网格纹牌饰则不同：其分布的最东界是在张北地区，集中分布区域是内蒙古乌兰察
布盟南部及其紧邻的晋西北地区，其中形制与漠北网格纹牌饰最接近的类型都发现于这一中心区域。
另一种与漠北匈奴有明显渊源关系的器物是二兰虎沟墓地发现的双龙纹透雕牌饰，该墓地也位于网格
纹牌饰集中分布的乌兰察布盟南部。
冀北大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则不见上述两种器物。
这两种鲜卑遗存中与匈奴文化有明显渊源关系器物的分布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东汉中期被鲜卑所吸
收的大批北匈奴人，在东汉中晚期集中分布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南部及晋西北地区，向东延可伸到
冀西北的张家口地区。
而这一区域正是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以及其后来的北魏前期政治中心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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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辽宁考古文集2》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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