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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刮削器十分独特。

内蒙古博物院专家汪英华带领大

家观看了采石场，并对大窑文化遗址的

挖掘与保护过程进行讲解。汪英华说：

“从大窑石器制造场出土的遗物来看，

这里是一处极其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

它包括4个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

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同一处

地层保存有四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在国

内外是极为罕见的。”由于长期的雨水

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

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远古石器显露出

来。在考古专家的引领下，调研人员在

大窑遗址的四道沟查看了第四纪地层剖

面。该剖面高达16米，土质层次分明，

工作人员在每一地质时期的土层进行了

标注。一眼望去，可尽览地球沧海桑田

50万年到1万年前的地层变化，故而这一

地层截面被学界称为“无字天书”。专

家介绍，人类生活的地面每隔一定的年

代就会形成一个地质层，大窑文化遗址

的地层时间是通过放射性碳素断代、石

器型制鉴别等考古学方法测定得出的。

大窑文化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考

古文物工作者发现的重要遗址，是旧石

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重要时期证

明。这一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内蒙古

阴山地带早在远古时期就曾有人类活

动，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为我们打造和建设北疆文化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了解大窑文化的意义与考古内涵

后，会员们认为：作为人类文明起源与

发展的重要依据，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及

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宣传与推广，努力使

这一发现转化为基础知识，进入教学范

围，使中华文明起源多元的理论依据让

更多的人知晓。

在敕勒川草原，调研人员听取介

绍后认为，把山、水、草原等自然资源

与人文历史景观、民俗体验等活动相结

合，再辅助休闲娱乐服务功能的方式，

为本地文旅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

地层截面（无字天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