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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黑石沟遗址从发掘到整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作为当年参加发掘的人员，深感惭愧！
由于种种客观、主观上的原因，如发掘人员众多，人员变动较大，资料年代久远，当年发掘技术、能
力方面不高，且辗转数年，当年熟悉情况的发掘人员调动，资料多次搬迁等原因，造成发掘资料的欠
缺和不全，使得整理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尤其1985年所发掘的小面积的试掘，现仅存墓葬和灰坑的部分文字资料和实物，探方的记录等均已缺
失，故其地层堆积情况及墓葬的分布情况难以了解。
1992年发掘的B I和BⅡ区两批墓葬，由于为钻探式发掘，也未能绘制总平面图，故其墓葬分布情况难
以掌握。
整理工作从2002年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由田丽绘制了部分器物底图，曹建恩制作了大部分器物卡片
，张亚强进行了遗迹单位的统计等相关工作。
2005～2006年，由我及曹建恩、党郁对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工作，我旨在对这一遗址的重要性和对
发掘资料的科学态度，希望能将这批资料尽快整理，从而尽快将这批尘封约20年的资料能尽可能完整
地展现给读者。
　　2007年初，又经商讨，认为几次科学的发掘虽然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对该遗址的文化内
涵及时代判定等方面有重要的价值，但陶器完整器物较少，大多为标本残片，发掘中的墓葬数量虽然
较多，但出土器物较少，资料的份量难以囊括小黑石沟遗址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故再一次组织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恩、党郁、田丽、李宁和敖汉旗博物馆刘海文以及
宁城辽中京博物馆李义等对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赤峰博物馆等地收藏的小黑石沟发现、征集的器物进
行了整理，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字记录、照相和绘图记录，与遗址内出土的器物统一进行了分型研究。
由刘海文、党郁对小黑石沟遗迹图进行了整理和清绘，遗物图由田丽、李宁、刘海文完成最后的清绘
工作，党郁、孙金松对部分遗迹图和总平面图进行了电脑绘制。
最后由我、曹建恩以及党郁、李义完成了报告的写作任务，我和曹建恩审稿并进行了最后的定稿。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宁城辽中京博物馆李义、文长江以及赤峰市博物馆刘冰、于海燕同志的大
力帮助，在最后的校稿过程孙金松做了大部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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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小黑石沟历年发掘获得的资料为主，加上历年征集、采集的实物资料，对这一遗址的主要文化
内涵——夏家店上层文化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总结。
    本书适合从事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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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二节　遗址的地理位置发掘概况　　一、遗址地理环境　　遗址位于赤峰市
西南40公里，甸子乡东南约3公里，小黑石沟村东南台地之上。
西侧即为村庄的农家所在以及通往大黑石村的乡间道路，向西约l公里处即为由西南向东北流经的老哈
河。
三面环山，东为东山、西南为公颅山，西北与鸡冠山相望，东高西低（图一；彩版一）。
　　二、遗址发现及发掘经过　　1975年宁城文博部门在旧金属回收公司发现一批青铜器，大小共50
余件，经辗转调查，确认为宁城小黑石沟遗址的墓葬出土。
并撰题为《小黑石沟发现的青铜器》一文发表于l984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上。
l980年6月在该遗址之上又发现了M8061，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金器等，材料发表于《文物资料丛刊》
第9辑。
　　1985年4月，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村民在高约6米的土坎上取土时，因坍塌露出一座石椁墓。
乡政府闻讯赶到，及时保护了现场，追回了分散的文物并报与上级文化部门。
4月上旬，赤峰市文物站（今赤峰市博物馆）会同甸子乡文化中心站、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宁城文
化局对墓地进行勘查，发掘清理了这批墓葬，获得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考古资料。
该资料由于牵涉多家单位，器物辗转调拨，材料不全，本书在发表于1995年第5期《文物》上《宁城小
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一文基础上，对随葬品从整个遗址的角度上进行了重新记录和汇集。
并介绍了征集到的一批较为重要的属于该文化的青铜车马器和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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