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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这本考古报告，报道的是1986年对白金宝遗址
进行第三次发掘所获得的资料以及经研究所得到的认识或信息。
从1986年到这本考古报告面世的2009年，历时23年。
这23年所经历的与这本考古报告有关的往事，有的记忆模糊，有的记忆较为清晰，此刻一并浮于脑际
，现据我的记忆和朱永刚提供的《白金宝遗址考古工作大事记》，择其要者，梗概记述如下。
（1）198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上任的所长，来到家中，言辞恳切，特意向我表示，为进一
步做好黑龙江省考古工作，邀请吉林大学到黑龙江省从事考古研究与教学。
东北考古教学与研究，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个战略重点，在张家口和晋中两个考古教学与科研基
地已转入室内整理与编写报告阶段而不便继续安排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基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诚意邀请，我便决定将国家文物局委托吉林大学举办的考古专修班84级学员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
安排在黑龙江，并拟以此为起点建设吉林大学第三个考古教学与科研基地。
（2）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986年春，我派张文军带着朱永刚前去哈尔滨和黑龙江省文管会洽谈。
事出意外，对方却在选择发掘地点、谁主持负责考古队工作、合作双方各参加考古队的人数、是否应
让吉林大学留存部分教学标本和编写考古报告的分工等方面，步步设置难题，会谈艰难进行。
不仅如此，会谈的艰难还在于在谈到下一议题时，他们又往往推翻已达成的上一议题的协议，于是又
只得回头再协商原已达成的协议，如此反反复复协商。
我拟于黑龙江建设吉林大学第三个考古教学与科研基地的设想，已成为了奢望，此时，能安排好国家
文物局委托吉林大学举办的考古专修班84级学员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便成了我唯一追求的目标。
尽管我方做了很多让步，但协议终难达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将协商的情况向国家文物局相关
方面负责人黄景略做了汇报，在黄景略的干预下，我们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在协商过程中，张文军完全按照我的意见行事，并在坚持原则、实行必要的妥协方面，显示出其协商
的才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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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在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的考古报告
。
这是迄今嫩江下游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该遗址堆积厚，时代跨度长，文化内涵丰富，依据层位关系及对出土遗物的分析比较，遗址可划分为
四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期为夏至早商时期的小拉哈文化；第二期为年代相当于晚商时期的白
金宝二期文化；第三期属于白金宝文化；第四期是晚于白金宝文化的汉书二期文化。
其中第一、二期文化遗存为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填补了以往考古工作的空白，由此确立了松嫩平原夏
至战国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编年体系。
本书附插图181幅，彩色图版10幅，黑白图版106幅。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以及边疆史地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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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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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典型三角纹有内填平行线、中分线、等形三角式样，排列方式以二方连续正倒交错的横列为主
，亦有对顶三角、直列的侧三角等（图一二○）。
内叠加三角纹是由外边框大三角和其内填充的多种排列方式的小三角构成。
主要式样有等腰非对称式和直角边侧列式等多种式样（图一二一）。
折线交错三角纹折线纹除单独使用，也与其他式样纹饰配合使用。
纹饰组合以横向二方连续为主，其间饰有正倒等腰三角、直角边三角、侧列三角纹等（图一二二，1
～7）。
交错叠压三角纹边框多为等腰三角形，内填充对称或侧列小三角形，它们颠倒相错，又彼此以直线或
折线相缀联，虽然构形繁复，但排列富有韵律，显示了非常独特的风格（图一二三）。
外叠加三角纹实际上是一种三角纹的组合方式。
以内填平行线三角和空心三角，沿斜线呈梯形排列，所饰三角纹或对顶或对称（图一二四，2）。
梯格纹梯格纹是一种少见的纹饰，一般线条较粗，少有变化（图一二四，1）。
此外，在三角纹的多种排列形式中也有呈梯格构形的。
回形纹回形纹也是一种折线纹，二方连续构图（图一二二，8～10）。
己字纹己字纹往往单独出现在筒形罐的主画面上，既有单线也有复线，多数为反己字构形（图一二五
）。
己字纹与其他几何纹相比较，纹样疏朗，饰纹略显潦草。
这种纹饰与折线纹有关系，只见于第三期遗存晚期单位和地层。
十字纹多出现在饰纹面积最大的陶器上，如筒形罐。
这种纹饰以四边对称内填平行线的三角纹为底纹，与由此形成的空心十字形组成，凹线与凸纹构成的
图案十分赏心悦目。
十字纹有菱形边框单体式、菱形边框联体式和矩形边框等多种式样（图一二六，1～5）。
标本中还发现亚字纹，这里所示亚字纹实际是十字纹的变体（图一二六，6、7）。
不同之处在于亚字纹没有底纹，系凹线直接构形，而十字纹采用的是以凹线为底纹的反衬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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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报告刊布的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在肇源县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
的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
1986年上半年，为安排国家文物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考古学系前身）举办的考古专修班（84级）
田野考古实习，本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南张忠培策划，许伟、张文军等组织，拟在嫩江下游
开展考古工作。
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陈奇等建议下，吉林大学考古系张文军、朱永刚、卜工、陈冰白会同黑
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赴兰西、肇源和杜尔伯特等县，对多处古遗址踏查、选点。
经双方协商，决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肇源县白金宝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正式田野考古发掘从6月13日开始至同年9月25日结束，历时105天。
本次发掘由张忠培领队，谭英杰、朱永刚任工地执行领队。
参加人员有：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延铁、金太顺、赵虹光，黑龙江省博物馆安路、贾伟明，吉
林大学考古专业教师陈全家。
吉林大学考古专修班张克举、尚小波、唐音、罗随祖、蔡宁、王殿英、张金栋、杨泽蒙、胡延春、哈
达、胡晓农、包青川、吉平、戴富杰、苗润华、赵国栋、张晓峰、周广济、王琦、贺林20名学员参加
发掘，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野外工作结束后，教师指导学员对发掘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并编写出实习报告。
以上工作得到了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地方有关部门的多方关照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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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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