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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燃

煤的？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小米，是

通过哪条线路传到西方的？在青铜

时代，伊犁地区冶炼业发展状况如

何？入选 3 月 29 日评出的 2018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吉仁台

沟口遗址的发掘，为这些问题提供

了答案。

作为距今 3600年至 3000年的青

铜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吉仁台沟

口遗址发掘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

前 考 古 学 文 化 序 列 提 供 了 宝 贵 资

料，也为西天山地区人群生业方式

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研究提

供了重要资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

区此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标志着新疆史前聚落
考古进入新阶段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尼勒

克县科蒙乡，地处伊犁河三大支流

之一的喀什河北岸。遗址在 2015 年

被发现，并于当年和 2016 年进行了

两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 2500 余平

方米，揭露房址 20 座。这两次考古

发掘确认了该遗址是伊犁地区发现

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

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对研究新疆

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

落形态等具有重大价值。

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2018 年 5 月至 11 月，新

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

对吉仁台沟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

古发掘，发掘面积 2000 余平方米，清

理房址 17 座、窑址 2 处、墓葬 2 座，还

发现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 200 余

座。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房址区南

约 1000 米处新确认了一处大型高台

遗存，对该遗存的勘探和局部解剖

成为 2018年度的重要工作。

“高台是一 处 面 积 为 1 万 多 平

方 米 的 正 方 形 建 筑 遗 存 ，规 模 大 ，

形 制 特 殊 ，但 其 具 体 性 质 还 不 清

楚 ，或 是 一 座 古 城 ，或 是 一 处 祭 祀

场所，或是一座大型墓葬。”遗址发

掘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阮秋荣说，该遗存地处喀什河沟

口，沟通东西，可以把喀什河流域的

青铜时代遗存串联起来，地理位置

特别关键，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新疆

史前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

整的石构建筑遗存，在同时期欧亚

草原地区也难得一见。

阮秋荣表示，史前文化研究是

新疆考古相对薄弱的环节。新疆地

区史前遗址发现少，考古发掘更少，

且发掘的多是墓葬，各区域的史前

文化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尚未完全

建 立 。 吉 仁 台 沟 口 遗 址 聚 落 规 模

大 、文 化 延 续 时 间 长 、文 化 堆 积 深

厚、包含的文化遗存量大，标志着新

疆史前聚落考古进入了新阶段。

发现迄今人类最早使用
燃煤的遗存

吉 仁 台 沟 口 遗 址 共 发 现 遗 物

1000 余件（套），其中陶器和石器最

多，还有少量铜器、骨器和铁器等，

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牛、羊、马等家

畜的骨骼以及与冶铸相关的遗存。

考 古 人 员 在 遗 址 中 发 现 了 大 量 煤

灰、煤渣、未燃尽煤块、煤坑等，表明

在 3000 年前，吉仁台沟口人群已经

充分认识到煤的特性，并将其广泛

应用于生产生活。“在中原地区，战

国 至 秦 汉 时 期 的 遗 址发现用煤迹

象。因此，我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战国

时期开始使用煤炭资源。此次吉仁

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使用燃

煤的遗存，将人类对煤的使用历史上

推千余年。这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

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阮秋荣说。

遗址集中出土的 2000 余粒炭化

黍更令考古人员振奋，这是伊犁地

区首次发现青铜时代的该类作物。

黍，即小米。2001 年，在内蒙古自治

区敖汉旗距今 8000 多年的兴隆沟遗

址，考古人员发现了最早的小米遗

存 ，实 证 了 小 米 起 源 于 中 国 的 推

断。考古证据显示，距今 4500 年前，

栽培的黍已经从中国北方传播到了

中 亚 地 区 ，并 继 续 向 西 传 播 至 欧

洲。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的炭化黍

为其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同时，该遗址也发现了少量源自西

方的农作物遗存，为揭示早期农作

物的东西交流路线提供了新视角。

此外，遗址发现的坩埚、炼渣等

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使该

遗址成为新疆史前唯一有明确冶金

证据链的遗址。遗址还出土几件铁

块和较多铁炼渣。专家指出，这些

新发现对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史前冶

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反映畜牧经济向游
牧经济转变

遗址一系列遗存、遗物的出土

反映了该地区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

的 转 变 过 程 。 考 古 人 员 根 据 地 层

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出土陶

器特征，将遗址主体遗存分为 3 个

时期：第一期流行中间有长方形火

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出

土 的 陶 器 大 多 是 筒 形 罐 、折 肩 罐 ；

第二期房屋规模变小，形制趋于简

陋 ，陶 器 口 部 比 第 一 期 小 ；第 三 期

很 少 见 房 屋 ，常 在 坡 地 上 发 现 火

塘 、石 堆 和 煤 堆 的 遗 迹 组 合 ，平 底

器仍是主流。

专家认为，三期房屋从大到小、

从规整到简陋，陶器由筒形罐到圜

底器，反映了公元前 2 千纪后期到公

元前 1 千纪初，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

业方式从较为稳定的畜牧经济向游

牧经济的转变过程。

“遗址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很多

学术问题只有开展扎扎实实的田野

工作才能解决。系统调查和高质量

发掘是下一步考古工作的重点。”阮

秋 荣 表 示 。 对 于 遗 址 的 发 掘 和 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丛德新建议，在遗址周边区域

开展系统调查，进行大批量测年，建

立更完善的伊犁河流域编年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志军表示，遗址发现了大量动物

遗骸，应进行量化分析，将其与畜牧

向游牧的转变联系起来，同时对遗

址中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做同位

素分析，了解不同时期人类的食性

特征，进一步判断当时的生业方式

和农牧结构。

4 月 13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

常市东北大鼓传习所内，五常市京旗

风艺术团和五常市银河艺术团的演

员们在认真排练东北大鼓《赞五常》

《京旗出关》《我爱你五常》等曲目。

辅导老师付国儒、史文学不时为演员

们指出不足、纠正动作。付国儒说：

“我们要拿出一台像样的东北大鼓专

场晚会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有着 260 多年历史的五常东北

大鼓是五常市的文化符号，在群众心

目中有很高的地位，保护好、传承好

东北大鼓，有利于繁荣群众文化、提

升地域影响力、促进文化强市建设。”

五常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

廷忠说。

抢救性保护70多个曲目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东北大鼓曾一度繁荣，

东北大鼓艺人最多时达 170 余人。近

年 来 ，随 着 文 化 娱 乐 方 式 的 日 渐 丰

富，东北大鼓的表演群体日渐萎缩，

甚至人才青黄不接。对此，五常市加

大对东北大鼓保护力度，从成立五常

市东北大鼓保护协会、五常市说书馆，

到编撰囊括东北大鼓经典唱段、历史、

特色等内容的“五常东北大鼓系列丛

书”，多措并举保护传承五常东北大鼓

的成效日益显现。

其中，2010年，五常市首期东北大

鼓研讨会邀请该市兴隆乡的王亚芹与

吉林省长春市的田野、榆树市的高贵

等 20多位东三省知名东北大鼓表演艺

术家。这些艺术家除了交流表演技

巧、从艺心得和经验外，还在研讨会现

场表演了拿手作品，五常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现场录制。截至目前，该活动已举办

12期，共收录名家曲目 30余个。

五常市非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还多次到吉林、辽宁等地走访了李淑

华、沈静恒等 30 多位老艺人，通过视

频、文字、图片等形式，搜集整理出 30

多个曲目。通过近几年的发掘搜集，

五常市累计整理出 70 多个东北大鼓

曲目，为东北大鼓的传承打下了坚实

基础。五常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

付朝鹰说：“东北大鼓老艺人相继去

世，我们搜集整理的东北大鼓曲目就

显得尤为珍贵。”

青少年培训基地学生上千

东北大鼓技艺掌握起来并不容

易，仅打板一项，一般学会得半年，再

加上很多年轻人不喜欢这项曲艺，东

北 大 鼓 传 承 一 度 面 临 困 境 。 2013

年 ，五 常 市 非 遗 保 护 中 心 主 任 李 文

会邀请出身东北大鼓世家的五常市

五常镇居民陆凤芝担任五常市东北

大鼓传习所和东北大鼓青少年培训

基地的辅导教师。陆凤芝每天早来

晚走，将自己掌握的技能悉心传授给

学员，目前，经她培养的学员很多能

独立登台演出。

陆凤芝所在的五常市东北大鼓

传习所每年都要举办 4 次以上的培

训，每期培训班时长一个月；东北大

鼓青少年培训基地每年培训学生多

达上千人。此外，五常市还通过师带

徒、走下去请上来、送出去请进来、以

演代训等多种方式，扩大五常东北大

鼓传承群体。

据了解，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

五常现有 200 多名东北大鼓表演骨

干，其中青少年 50 多名，13 名学生表

演 的 群 口 五 常 东 北 大 鼓《我 爱 你 五

常》在多项活动中亮相，深受观众喜

爱。五常东北大鼓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高晓华也正准备与抖音、快手等平

台合作，通过新媒体传播五常东北大

鼓，扩大东北大鼓的影响力。

7年打造两个民间艺术团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五 常 市 探 索 出

“群文+专业”的模式对五常东北大鼓

进行传承。当地在 7 年间打造了两个

东北大鼓民间艺术团，其中由 14 人

组成的五常市京旗风艺术团以向青

少年传授为主，由 13 人组成的五常市

银 河 艺 术 团 以 向 成 年 人 传 授 为 主 。

此 外 ，五 常 市 龙 滨 戏 传 承 中 心 杨 艳

杰、姜涛、马兰、贺海燕、车艳敏 5 位专

业演员组成的专业传承队伍以向政

府 机 关 和 企 事 业 单 位 人 员 传 授 为

主。这支专业传承队伍还大胆创新，

把过去以说单口为主的五常东北大

鼓变成了说双口和群口，由于形式新

颖、视觉冲击力强，新式五常东北大

鼓受到越来越多观众喜爱。

作为文化惠民艺术团体，五常市

京旗风艺术团和五常市银河艺术团

每周在五常市五常镇的广场或社区

至少表演一次东北大鼓，每次至少表

演 4 个节目。专业传承队伍和这两支

群文艺术团也经常合作，将五常东北

大鼓送到乡镇村屯、田间地头。五常

市京旗风艺术团团长孟庆霞说：“老百

姓喜欢东北大鼓，我们也演得投入。”

五常市还积极搭建东北大鼓的

展示平台。在该市每年的广场文化

艺术节、团拜会、春节晚会等各种文艺

活动中，五常大鼓是必演节目。五常

市还支持东北大鼓走出去，先后参加

了黑龙江省农民文化艺术节、黑龙江

省群星奖比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非

遗日展演、全国非遗曲艺周等活动。

五常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费勇表示，下一步，五常市将通过“东

北大鼓+旅游”“东北大鼓+文创”“东北

大鼓+教育”等方式，在传承技艺的基

础上，推动东北大鼓走向演出市场。

听 ，鼓 声 越 来 越 响
——黑龙江省五常市保护传承东北大鼓扎实有效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

伊犁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获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西藏

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获悉，西藏

地方戏曲剧种的普查报告正式完

成。报告重新划分了西藏地方戏

曲剧种的类型，将其分为夏尔巴玛

尼戏、巴贡戏、昌都藏戏、门巴戏、

蓝 面 具 藏 戏 、白 面 具 藏 戏 六 大 种

类，为西藏地方戏曲剧种的界定提

供了科学依据。

西藏于 2016 年开展地方戏曲

剧 种 普 查 工 作 ，内 容 涵 盖 剧 种 名

称、声腔、艺术渊源、形成时间、流

行区域、剧目、音乐、表演艺术、舞

台美术等。

本次普查报告的最大亮点是

将巴贡戏、夏尔巴玛尼戏列为独立

剧种。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

所所长努木介绍，在普查资料基础

上，工作人员参照《中国戏曲志·西

藏 卷》和 非 遗 普 查 名 录 建 设 等 数

据，并结合专家建议，将两部戏列

为独立剧种，它们对西藏戏剧发展

史研究有很好的史料补充价值。

流传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定结县陈塘镇的夏尔巴玛尼戏，每

年只演一部戏，剧目主要是传统八

大 藏 戏 中 的《朗 萨 雯 蚌》《智 美 更

登》《诺桑法王》，从音乐唱腔、服饰

道具、表演程式和表演习俗来看，

它保留了更多藏戏的早期特点；有

“西藏戏剧之祖”称谓的巴贡戏，源

于公元 12 世纪，它不仅有完整的戏

剧结构和表演形式，还有独特的唱

腔、面具、服饰和古朴的舞蹈动作，

对研究西藏文化艺术发展史、民风

民俗有着重要价值。

近 年 来 ，在 国 家 的 大 力 保 护

下，西藏各地的戏剧艺术得到有效

保护，包括藏戏在内的诸多民间文

化发展势头比较乐观。截至目前，

蓝面具藏戏有 138 支民间演出队、

白面具藏戏有 3 支民间演出队、昌

都藏戏有 1 支民间演出队、巴贡戏

有 1支民间演出队、门巴戏有 1支民

间演出队、夏尔巴玛尼戏有 1 支民

间演出队。 （李 键）

本报讯 （驻 山 西 记 者 杨 渊

郭志清）4月 11日，山西太原首家非

遗研究基地——太原市小窑头非

遗文旅小镇正式挂牌。目前，该小

镇已经引进晋绣等 21个非遗项目。

小窑头村是太原晋商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历史积淀深厚。太原

市以“品味酿造·鉴赏非遗·小窑头

大文化”为主题，打造了第一家以

非遗资源为建设基础、以文化产业

发展为动力、以旅游开发为支撑的

特色小镇。该小镇以胡家大院的建

筑形制为样板，统一将 20 余处古村

院落进行修缮改建，形成统一的古

建风格，为每个非遗项目开辟一个

小院，便于非遗传承人打造独立的

展示、教学空间。

据悉，小镇成立了以村两委为

主体的非遗文旅小镇管理委员会，

以现代管理模式解决招商引资、物

业管理、村民利益分配等问题，今后

将以非遗展示、民宿旅游、休闲农

业、教育体验等配套板块与非遗小

镇中心板块协调建设，促成多元业

态发展模式。

太原拥有 2500 年建城史，非遗

资源丰富，相关非遗项目分散民间，

建设小窑头非遗文旅小镇有助于对

非遗项目进行集中保护和提供政策

支持，摆脱非遗传承面临的困境。

▼ 出土的大型房址

本报讯 4 月 7 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黄洛

红瑶寨举办“长发节”，瑶族群众开

展长发梳妆、民俗巡游、红瑶纺织

工艺展示、红瑶服饰 T 台秀等活动，

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

“‘三月三’长发节”是广西龙

脊的传统节日。活动当天，各村寨

红瑶女精心打扮，身着节日盛装，

到黄洛红瑶寨参加一年一度的“长

发节”。“红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

因日常穿红色服装而得名，主要聚

居在桂北地区泗水乡、和平乡一带

的山区。红瑶妇女蓄发习俗世代

相传，在红瑶女的心中，长发寓意

“长长久久，兴旺发达”，象征着长

命和富贵。黄洛红瑶寨被誉为“天

下第一长发村”，寨中妇女头发最

长的 2.72 米。2014 年，黄洛红瑶寨

被国家民委评为首批“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

近年来，龙胜各族自治县全面

实 施 民 族 文 化 挖 掘 、保 护 和 传 承

工 程 ，着 力 打 造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文

化 旅 游 ，多 彩 民 族 文 化 资 源 成 为

当地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

抓手。2018 年，该县接待国内外游

客 860.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

实现旅游总消费 105.08 亿元，同比

增长 26.0%。 （宾 阳）

西藏地方戏曲剧种普西藏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报告显示查报告显示：：

藏戏等民间文化发展势头乐观

山西太原打造非遗文旅小镇

广西龙胜红瑶“长发节”风景亮丽

4 月 13 日，为期 9 天的“京都博雅 瓷韵芳华”——2019 陶瓷文化展在北京

潘家园市场启幕。近百家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知名陶瓷企业和工作室携青花、

粉彩等特色陶瓷制品进行展销，多位陶瓷艺术家现场为陶瓷爱好者讲解陶瓷

文化，并带来精彩的瓷艺表演。

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红瑶女在梳洗长发 潘志祥 摄

考古探秘

▲ 考古人员在吉仁台沟口遗址

现场进行发掘

◀ 出土的铜刀、石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