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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遗存看辽金时期对东北地区的开发

孟庆旭

摘要：本文通过辽金时期的考古学遗存整理与分析，认为辽代

早、中期，通过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取得了快速

发展。辽代晚期，出于政治经济需要，对东北西部及中部地区，进

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金代初期，对阿什河

流域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开发。金代中期，随着城市建制和山川祭祀

礼仪制度的建立，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及文化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金末元初，东北地区割据政权东夏国开发了东部山区及滨海地区，

辽金时期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

历史贡献。

关键词：辽代 金代 城址 遗物 发展

作者简介：孟庆旭，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辽金考  古。

东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生存，留下了著名的金牛山人、榆

树人等古人类化石。到了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先民依靠并开发本

地的自然环境资源，开始制作陶器、玉器、骨器，并进行渔猎、耕种，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生业模式。至扶余、高句丽和渤海国时期，都不同程度地促进

了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这一点，史学界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通河、饮马河及西流松花江流域辽金城址发掘调查资

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CKG02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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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定论。同时，近年来东北地区的大量考古工作也表明，东北地区辽金时

期考古遗存的数量和规模远远高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现将这些考古遗存

梳理归纳如下，以期更直观地表现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发展情况，由于辽金

两个王朝疆域广阔，故而本文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不限于现代的东北三省行政

区划，还包括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  区。

一、辽代早中期

辽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契丹及其附属民族自身发展较慢，故而虽然控制

了较大的疆域，但是未能对整个王朝疆域进行广泛开发，这一时期，辽王朝

主要对其腹心区域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进行建设开发，因此，在这区域留下了

大量的辽代早期考古学遗  存。

赤峰地区是辽王朝的腹心地区，辽代早、中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赤峰

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辽王朝建立不久，即于公元 918 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巴

林左旗修建辽上京。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先后对辽上京进行过调查和小规模

试掘。自 2011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进行了连续科学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

作。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面积，通过对宫城城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南门（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9）、东

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7）的发掘，了解了辽上京宫城的建制和沿用情况。辽代在赤峰地区还建

有辽中京、怀州、庆州、龙化州等城，这些城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赤峰地

区的开  发。

2013 年，对辽上京西南的南山窑进行了发掘，发掘显示，遗址西Ⅰ区有

料礓石层，“采集到的匣钵窑具与三叉形支钉等均在此区域内发现，推测该区

域或与瓷器生产活动有关”（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辽上京

博物馆等 2017）。同时调查显示，在城址的西北，还有大规模的瓷窑址，用

于生产粗瓷。在赤峰市松山区猴头沟乡，也分布有缸瓦窑址，并经过多次发

掘（佟柱臣 1944；王建国 1987）。2008 年，彭善国、周兴启等人对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的各处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彭善国等 2009），调查研究认为，

这些窑址的主要生产年代为辽代。上述窑址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辽代赤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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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尤其是辽上京周边陶瓷业的发  展。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遗址内，有一座七级八角的辽代白塔，1988 年

至 1992 年对该塔进行了修缮。“施工期间，于塔刹内发现一批辽代重要佛教文

物”（德信等 1994），其中包括各种材质的佛像、佛塔、银器、瓷器、丝绸、佛

经等。通过对出土丝绸工艺的研究发现，辽代的丝绸制作工艺“上承大唐，许

多唐代丝绸史上的疑点，可以在辽代丝绸上找到答案或是开门的钥匙；下接宋

金，大量宋金丝绸上的特点可以在此找到源头”（赵丰 2000）。发现的大量佛经

用纸“属于北方造纸体系，是一种质量一般的书写印刷用纸，反映出辽代中期

造纸工艺及水平状况虽不及北宋，但也发展得较为成熟完善”（王珊等 2019）。

大规模的印刷佛经也反映了辽上京地区印刷业的兴 盛。

除此之外，历年的考古工作还发掘清理了大量不同等级和规格的墓葬，

如 1953 年发掘清理的赤峰大营子辽代墓葬（郑绍宗 1956），经金毓黻（金

毓黻 1956）考证为辽国驸马赠卫国王萧屈列之墓，周边分布有其家族墓葬。

1992—1994 年，对阿鲁科尔沁旗的耶律羽之家族墓进行了发掘清理（齐晓

光，王建国 1996）。 2000 年对巴林左旗的韩匡嗣家族墓地进行了清理发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2）。同时在“辽中京城址附近还清理发掘一批

汉人中、下层百姓墓”（盖之庸，李权 2019）。

由此可见，在辽代早、中期，赤峰地区生活的不仅有契丹族，还有汉族

贵族和大量的各族平民。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赤峰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不仅体现在大量城的修建上，在社会经济方面，陶瓷生产、造纸、印刷、纺

织等行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与进  步。

二、辽代晚期

到了辽代晚期，除了辽国核心的赤峰一带，其它区域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2016—2017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辽宁省北镇市琉璃寺遗址进行了发

掘清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9），清理出规

模庞大的台基式建筑群，发掘者从建筑形制和出土建筑构件分析判断为辽代

帝王寝陵建筑，始建年代不晚于辽中期，使用年代为辽代中晚  期。

2013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省辽阳市小屯镇冮官村遗址（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三座完整的瓷窑和大量

的瓷器、窑具，以及少量的陶器和钱币等遗物。通过出土遗物对比，发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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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冮官屯窑址始建年代应为辽末金初，主要使用时间为金代。冮官屯瓷窑

规模大，烧制时间长，其产品在东北地区的金代遗址如金上京、肇东市八里

城、前郭塔虎城内多有发  现。

辽代佛教盛行，据《辽史》记载，辽清宁八年，春、泰、宁江州 3000 人

受具足戒为僧尼。辽晚期佛教的盛行促进了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西部地区

经济文化的发展。2009—2010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白城市永平遗址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出由 7 座大型台

基式建筑构成的辽晚期建筑群，同时也出土了显示建筑性质的佛像残块和带

有多种图案色彩的壁画残块。发掘者认为该遗址为辽代晚期寺庙。2009 年，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白城市金家遗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2）进

行了清理发掘，清理出台基式建筑一座，金家遗址根据其出土的人物塑像及

彩绘来看，其性质也应为寺庙建筑，发掘者认为金家遗址年代为金代，最新

研究表明，金家遗址内 TJ1 出土遗物均不晚于辽代晚期。因此，金家遗址性

质也是辽代晚期寺庙  址。

城四家子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儿河北岸，2013—2014 年，吉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址中轴线北部的一座大型建筑台基进行了发掘清理，“此次

发掘完整地揭露了一座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高台式建筑基址及相关附属建

筑设施”（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2016a）。辽代始

建的是高台殿堂式建筑，倒塌堆积内出土了大量佛教泥塑残件及建筑用的砖

瓦饰件，其中部分绿釉琉璃瓦上带有墨书文字，在这些文字中发现了“兴教

院”“大安八年”“大安九年”等字样，明确了该建筑为辽代晚期的寺庙遗址。

辽代晚期，仅在白城市周围就发掘清理出 3 处大型佛教寺庙遗址，这些寺庙

的兴建，不仅仅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兴盛，也从侧面推动了建筑等相关手工行

业的发  展。

辽代晚期东北地区的发展不仅仅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因素，政治上的

影响也不可忽略。捺钵制度是辽金两朝特有政治制度。据《辽史》所载，从

辽圣宗统和元年（公元 983 年）起，经兴宗、道宗到天祚帝保大二年（公元

1122 年），在 139 年的时间里，有 106 年进行过春捺钵活动，其活动地域多

在长春州区域，即今洮儿河下游到查干湖一带。春捺钵活动留下了大量考古

学遗存，孟庆旭、武松等考证有三类遗存与春捺钵活动相关。“第一类是分布

于湖沼岸边的由大量的夯垫土台群组成的遗址（孟庆旭，武松 2019）。”此类

遗址在吉林省发现较多，主要集中于乾安县花敖泡和前郭县查干湖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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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

单位对花敖泡和查干湖附近的春捺钵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发掘，通过调查在

花敖泡东南岸后鸣字区发现春捺钵营地，地表现存土台 900 多座，“高度多

在 1.5 ～ 2.5 米，大型土台子的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

研究中心，乾安县文物管理所 2016）。在查干湖沿岸发现腾字区、藏字区和

地字区三个营地遗存，调查显示“查干湖西南岸 3 处遗址土台的总数量超过

1000 座”（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8）。

春捺钵作为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必然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辽重熙八年

“城长春”，辽长春州即为今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城址，城址周长 5748 米，

是吉林省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辽代城址，2013—2016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对城址进行了连续 4 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城墙（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白城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2016b）的发掘及研究显示，城址为辽代始建，

城址内建有多处大型建筑群、粮仓等设施，城址内拥有制陶、制作骨器、玉

器等手工业作坊，在城址外还有大型平民居住区和砖瓦窑。城四家子城建成

后，即成为辽代吉林省西部的经济中心城市，辽代末期的多次政治、军事行

动，均以此为基地展开，极大促进了辽代晚期吉林省西部的发  展。

辽末金初之际，为了应对来自女真的压力，辽代统治者曾多次加强边防，

在辽金边境形成了宁江州、黄龙府两个中心支点和一系列的小型城堡。这些

城址的建设，促进了辽代晚期吉林省中部地区的发展。这一区域此前的各个

时期，城址都非常稀少，到了辽金时期，仅仅德惠、农安两个市就发现辽金

时期城址 49 座，其中一大部分为辽末所  建。

宁江州即为今吉林省松原市境内的伯都古城（李建才 1994：155—167）。

2017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该城址进行了

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及研究表明，城址周长为 3205 米，城墙上设有马面、角

楼及城门瓮城等防御设施，城墙外有护城壕，城址防御性较强。城址内有大

型建筑台基，陶瓷器等遗物分布密集，显示了较发达的经济水平。“宁江州作

为辽中后期的经济军事重镇，也为辽帝春捺钵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和

军事安全保障（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9）。”

2017—2018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农安黄龙府所在的伊通河及附

近饮马河、西流松花江流域的辽金城址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工作，本次调

查在西流松花江南岸发现了城子里城址、瓦盆城城址等一批辽代小型城址。

在饮马河两侧，发现了城岗子城址、杏山城址、双城子南城等一批辽代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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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这些城址，多扼守交通要冲，地势险要。应当为辽代晚期巩固边防所

兴建。其中城岗子城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0）于 1998 年进行过发

掘，发掘者根据出土遗物推测城址年代为金代。2018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再次对该城址进行了发掘，并对城墙进行了解剖，结果显示“城墙起建

于第五层辽代文化层上，同时第四层文化层叠压于城墙护墙上，故而该城墙

当建于辽代，城内金代遗迹遗物较少，主要使用时间也应为辽代”（孟庆旭，

李含笑 2019）。

由此可见，在辽代晚期，辽国境内赤峰及周边的辽宁西部地区，在经济

建设上仍然不断发展，同时，通过佛教文化的传播及政治活动的需要，吉林

省西部地区也得到了切实的发展建设，出于巩固边防的军事需要，吉林省中

部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城址，虽然这些城址军事性质浓厚，但是在城市建制方

面仍然推动了吉林省中部的发  展。

三、金代初期

公元 1115 年，原生活在阿什河、拉林河流域的女真族完颜部建立金国，

随后攻灭辽和北宋，统一了广大北方地区，定都上京会宁府，位于今天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在金朝建立前后，为了对外战争和巩固政权的需要，

对完颜部所在的阿什河流域及其周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  发。

1961—1962 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组织队伍对哈尔滨市东南的五道岭地区

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发现矿坑一处，残留矿洞 10 余个，“据估计，这些古

洞可以取出铁矿石四、五十万吨”（黑龙江省博物馆 1965）。并且在附近的山

坡上发现大量炼铁炉遗址。在其周边的葛家屯、东川、西川、永兴屯、迟家

屯等村屯附近均发现了冶铁遗存。在东川屯附近的山上还发现小型山城，当

是为周边冶铁遗存提供安全保障的城堡。该区域开采的铁矿不仅在原地冶炼，

研究表明，还有部分铁矿石沿水路运输至大庆等地区进行加工冶炼（裕林

2007）。遗址地表采集的遗物与金上京出土遗物风格一致，其时代也应该为金

代初期，甚至可能在辽末即已有开采利  用。

公元 1115 年，金人建都会宁府，关于金上京，前人多有著述考证。自

2013 年起，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

查、测绘和发掘工作。金上京由南北两城构成，部分城墙共用，城址整体平

面形状略呈曲尺形，二城周长约 11 公里，总面积约 6.28 平方公里。城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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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城门 12 座，并修建有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2013 年，对城址外城的

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通过地层关系确认了城址始建年代（黑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 2014）。2014 年对南城南垣西门址进行了发掘清理，明确了城门的

形制和结构（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9）。2015 年对皇城西部的大型建

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解了皇城内部完整的大型建筑址结构（黑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 2017）。2016—2017 年对皇城东部宫殿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

大型宫殿建筑，为了解金代都城尤其是皇城宫殿结构和布局（黑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 2018）。金人建国之初，“‘金源内地’尚无大规模城郭，只有一

些零散相连的军事城堡”（赵永军 2011）。金上京的营建，极大地推动了“金

源内地”的发  展。

金初，除了营建了金上京外，金人宗室贵族还大量营建私城。1988 年黑

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发掘清理了一座大型金代贵族

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发掘者根据出土带墨书文字的木牌考证“墓主人

应该是完颜晏（完颜斡论）”（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9）。该墓葬东侧

不远即为城子村古城，该城址曾经出土的带有“上京翟家记”戳记银锭以及

各类瓷器，与金上京出土遗物风格一致，其年代也应与金上京一致。赵里萌

认为“城子村城址使用时代与完颜晏墓共时，性质当为完颜晏家族私城无疑”

（赵里萌 2019：123）。

这样的贵族私城不止完颜晏家族一处。1979—1980 年，吉林省文物工作

队对吉林省舒兰市小城镇内的完颜希尹家族墓地进行了清理发掘修复工作，

发掘研究将这个墓地分为五个墓区，其中第二墓区出土有带字残墓碑数块，

经考证为“大金故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即第二墓区为完

颜希尹本人的墓葬区。2011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

研究中心对完颜希尹家族墓葬区周边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显示，墓葬区附

近存在着金代聚落，调查显示“小城公社驻地东面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时仍能

看到边长 100 米左右的城墙，但后来由于农业生产，城墙被夷平，但在 1979

年仍能看到南北城墙残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 2012）。该城址和聚落，应该与完颜希尹家族私城有  关。

1988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长春市三道镇丰产村的金代墓葬

进行了发掘清理，发掘清理出大量石碑的残块，部分残块上还留有“锋军

取”“统诸”等字样。与《柳边纪略》中抄录的完颜娄室神道碑碑文中“王领

先锋军取马邑被敌于雁门”相合，可以认定该墓葬区为金初宗室贵族完颜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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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家族墓（刘红宇，安文荣 1991）。那么，其家族居邑也应在此左  近。

由此可以看出，在金代早期出于统治需要和生产力水平所限，金人与辽

人一样都选择着重建设自己的腹地。除了正规的都城建制以外，在金初战争

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人口的金代贵族也营建了自己的居邑私城，在此背景下，

形成了金初短时间内“金源故地”及周边的快速发展局  面。

四、金中期

金代初年，随着对辽、宋战争的胜利，金朝统治疆域急速扩大，为了有

效进行统治，金朝统治者将大量女真人迁入中原地区，据统计“女真族为主

的猛安谋克经过太宗、熙宗移民中原后‘约一百三十余千户’。也就是说移民

中原的女真人口及后裔 234 万人”（郝素娟 2016：32）。大规模的移民结束了

辽末金初东北地区的发展势头。很多原本繁华的大型城址荒芜甚至废弃。城

四家子城址的发掘中大型建筑址只有辽代始建和金代中晚期改建迹象，金代

早期的遗存稀少，应该与此相关。至海陵王时期，金上京亦被废  弃。

到了金代中期，尤其是世宗、章宗两朝，东北地区重新得到了重视与发

展，金世宗省事故都，重新修复了金上京，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上

京皇城内发掘清理出的晚期遗存即属于此时兴建，其南城南垣西门址亦为此

次修复并包砖。1975 年和 1979 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克东县蒲峪

路故城进行了前后两次发掘清理（张泰湘，景爱 1987），在城墙内发现一枚

“大定通宝”钱，有力地证明了蒲峪路故城在金代中晚期有包砌墙砖的修复。

城址还发现一批典型的金代中晚期遗物，证明了金代中期以后，蒲峪路故城

的兴盛情  况。

2000 年，为配合长白公路拓宽工程建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松原

市塔虎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对塔虎城南门址及城

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城墙发现叠压有金代的灰坑与灰沟，在城墙垫土中还出

土有北宋“大观通宝”钱币。说明城址始建年代不早于金代。在城内清理出

房址 65 座，灰坑 87 座，灰沟 6 条，炼铁炉 2 座、陶窑 2 座（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17）。发掘出土了以陶、瓷器为代

表的大量金代遗物，研究者据此认为塔虎城为金代肇州（彭善国 2015），兴

盛于金代中晚  期。

金 世 宗 年 间， 除 省 事 故 都 外， 还 对 东 北 各 地 的 名 山 大 川 兴 庙 致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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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安图

市金代长白山神庙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出三重台基式宫殿址，四周

建有围墙，南开一门，正对长白山主峰。遗址出土了 5000 余件遗物，其中包

括带有“癸丑”“金”等字样的汉白玉材质玉册残件（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18）。“结合遗址的规模、地望，以及其建筑营

建的严整精巧和遗物的精细做工，可确认该遗址为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

的神庙（赵俊杰 2015）。”长白山神庙的兴建，极大促进了东北地区礼仪制度

的发  展。

金代中晚期，在大型城址复兴、东北地区岳镇海渎祭祀礼仪制度建立

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种发展在手工业上体现最为明显。

2014—2015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大

安市尹家窝堡遗址进行了发掘。“尹家窝堡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永

丰村尹家窝堡屯西北约 2.5 千米处，新荒泡西南岸（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

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发掘清理大量遗迹，其中有 5 座淋卤

坑，淋卤坑平面形状呈凸字形，由收集卤水的深坑和析出盐分的浅坑构成。

坑内四壁还存留有用于加固的木板，底部铺有草席，淋卤坑周围还发现有较

为密集分布的大型灶址，这些迹象与四川地区煮盐厂情况类似。说明该遗址

同样为古代制盐遗存。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和铜人像等遗物，风格与塔虎城内

遗物一致，说明其时代亦为金代中晚期。《金史·食货志》中多次出现关于肇

州盐的记载，尹家窝堡遗址距金代肇州（今松原塔虎城）不远，此次发掘有

力地印证了史料中关于金代盐业生产的记载，也反映了金代中晚期以制盐为

代表的手工业的繁  荣。

1978 年，大连谭家屯发现一处金代窖藏（刘俊勇 1983），出土了大量铁器

以及铜钹两副、铜锣两面。1996 年，瓦房店市台后村出土了六件铜钹（赵云积，

刘俊勇 2000）。部分铜钹上有刻有“铜院官”“复州都纲司”等字样。金代厉行

铜禁政策，以世宗朝尤甚。章宗明昌二年，官营及官控民营作坊生产铜器，均

需经官方审查，加刻检验官押记，方可使用。因此，这批窖藏铜钹的使用年

代，也应在金代中晚期。这批乐器，应为佛教法器，除了反映金代中晚期辽东

地区佛教兴盛外，也从侧面反映了金代中晚期铜器生产的工艺水 平。

金代中晚期东北地区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前期的发展政治性因

素占比较大，在此背景下，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相对于金代中期的

大型城址的修葺以及岳镇海渎兴庙祭祀等大型工程，经济上普遍得到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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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对滞后，反映经济发展的主要遗存年代要稍晚于上述大型工程遗存的

年  代。

五、金代末期及元代初期

考古发掘表明，东北地区大多的辽金时期城址都废弃于元代，这种迹象

当与金末元初的战争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金末元初，原金朝将领蒲鲜万奴

在东北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东夏，在长时间内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疆域范围，

在其控制范围内，考古发现表明社会经济等方面有明显的发  展。

2013—2019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图们市磨盘村山城进行了长期

的考古工作。磨盘村山城位于布尔哈通河岸的城子山上，历年的发掘清理了

东城门、北城门，并解剖了部分城墙，证实了城址原为渤海国时期修建，东

夏时期再次修葺使用。在城内发现了金属冶炼作坊、大型院落，并清理出三

座采用柱网式础石为基础的大型建筑址。在建筑内发现的大量碳化粮食，确

认该类建筑为大型的粮仓。“磨盘村山城因为出土了东夏国‘天泰三年’造的

‘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等文物，学界将其定为东夏国南京故址的观点已无异

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 2015：70）。”

磨盘村山城的发掘表明东夏时期金属冶炼继续发展，大型官仓的发现说明东

夏时期粮食作物征收管理已有成熟的制度，从侧面反映了东夏时期东夏疆域

内农业产生的发  展。

类似的官仓遗址不仅仅在磨盘村山城内有发现，2005 年，吉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敦化市江东区及林胜乡的“二十四块石”遗迹进行了清理（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化市文物管理所 2009），发掘显示，该遗迹并非是

以往所认为的渤海时期遗存，遗迹内出土遗物均为金代风格。其柱网式础石

分布与磨盘村山城官仓遗迹一致，且遗址所在位置历史上均处于东夏国控制

范围内，因此，这两处“二十四块石”遗存也应是东夏时期粮仓遗存。此类

遗存在黑龙江省镜泊湖沿岸（吕遵禄，孙秀仁 1991）、吉林省汪清县兴隆村

（尹铉哲 2002）等地均有发现，这些粮仓遗迹，充分说明了东夏时期农业生

产以及管理的发  展。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绥芬河畔分布有克拉斯诺亚罗夫斯科耶城址（В. А. 霍

列 夫 1985：11： ；Н. Г. 阿 尔 杰 米 耶 娃，В. А. 霍 列 夫 2000：270—272；Н. 

Г. 阿 尔 杰 米 耶 娃，А. Л. 伊 夫 里 耶 夫 2000）， 城 址 规 模 庞 大， 城 内 设 有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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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城内有大型台基式建筑址，城址内还出土有东夏国年号“天泰七年”

的“耶懒猛安”印以及“大同七年”的铜权。因此，俄罗斯学者 Н. Г. 阿尔

杰米耶娃、А. Л. 伊夫里耶夫（Н. Г. 阿尔杰米耶娃，А. Л. 伊夫里耶夫 1996：

101—102）等认为克拉斯诺亚罗夫斯科耶城址为东夏国的上京开元  城。

东夏时期并非只有都城类政治中心才兴建城址，在继承和沿用金代及之

前所修建城址的基础上，为了满足政治、军事等需要，东夏时期也新修建了

很多城址。2019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汪清县满台山城进行了考古调

查与勘探工作，工作显示，山城依山势修建，易守难攻，城址内分布有多个

居住区和冶铁作坊。城址内出土遗物风格均属于金代。“汪清满台山城与磨盘

村山城空间距离较近，年代一致，且使用时间较短，因此，汪清满台山城应

该是东夏国所兴建的诸多山城之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汪清县文物管

理  所）。”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东夏时期城址据统计共有 33 座，除克拉斯诺亚罗

夫斯科耶城址外，还有坐落在游击队河畔的赛加城址，1963 年起俄罗斯学者

Э. В. 沙弗库诺夫 a 即开始对城址进行考察与发掘，之后 Т. А. 瓦西里耶娃、

О. С. 加拉克季奥诺夫等学者也参加了对赛加城址的长期发掘工作，发掘显

示，赛加城址防御性较强，城内设有内城，大型夯土台基建筑，以及数百座

房址，城内还有陶器制作作坊（Т. А. 瓦西里耶娃 1983：80—86）、金属冶炼

作坊（О. С. 加拉克季奥诺夫 1966：39—41）等手工业区。城内出土遗物中有

“治中之印”以及带有东夏年号的“大同二年”字样的铜秤盘和砝码。说明了

该城址在东夏时期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  位。

这些城址和遗物的发现，充分说明了东夏国时期对于东北东部山区及滨

海地区的管理与开发。通过各类粮仓、作坊类考古遗存，可以看出东夏国时

期，上述区域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而各类官印及砝码的出土，则说

明了东夏国时期对该区域有效的社会管理。如果说金初通过对岳镇海渎兴庙

祭祀为东北地区尤其是东部山区带来了社会礼仪制度，那么东夏国则通过城

市、度量衡等相关建制，为东北地区东部山区和滨海地区带来了社会经济管

理制度。因此，东夏国时期对上述区域的社会发展贡献是不可忽略  的。

a  参见：Э. В. 沙弗库诺夫、В. Д. 连科夫：《1992 年帕尔季赞斯克地区赛加城址考古考察

总结》，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P-1，№17450，75 页。赛加城址自 1963 年 Э. 
В. 沙弗库诺夫考察发掘起每年都有考察总结，出于篇幅考虑，本引文只列其最后一年的

总结，其余予以省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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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在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发展具有时段

性和地域性，其具体的发展为辽早中期对内蒙古东南部的开发；辽代晚期对

东北中西部的开发；金初对东北中部阿什河流域及周边的开发；到金代中期

东北地区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以及金末元初东夏国对东北地区东部山区及

滨海地区的开发。有学者通过文献研究指出，辽代中期东北地区“南半部已

发展成为辽境内有名的农业区，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已达到更高发展水平

的情况下，北半部却刚刚进入使用铁器和交易上还停留在以物换物的阶段”

（林荣贵 1992：26）。通过考古遗存材料，我们更直观地看出辽金时期社会经

济发展的时空不均衡  性。

通过考古遗存我们提出辽金时期不同时段不同地域有着不均衡的发展，

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时段地域之外，东北其它地区没有发展。如吉林省中部

地区城岗子城址、那拉街城址均出土有辽代早期陶器。说明在辽代早期东北

中部地区也有一定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平缓的、连续而广泛的，并不如同

期内蒙古东南部突出。任何时空的发展都不是空中楼阁，辽金时期不同时段

不同地域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如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新戈

尔杰耶夫卡城址（В. И. 鲍尔金，А. Л. 伊夫里耶夫 2002：46—58）在东夏国

时期的遗存下叠压着金代早期遗存，只不过金代早期遗存从规模形制上均小

于东夏国时期遗  存。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发展，体现在城市建制、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管

理制度等诸多方面，不难看出这些制度背后中原文化的影子。通过这些制度

的建立推行，在经济文化上将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连成一体，为现代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形成做出了历史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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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Meng Qingxu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the efforts of people of several ethnic groups led to a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ern Inner Mongolia under the rule of the early and mid-Liao Dynasty. 

In the time of the late Liao Dynast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has 

promoted a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at area, while in the time of the 

early Jin Dynasty, the Ashi River Basin and surrounding areas were developed 

and during the time of the middle Jin Dynast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 system as well as a system of sacrificial rituals in the mountains and 

along the rivers, we can see a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region.

Keywords: Liao Dynasty; Jin Dynasty; city site; cultur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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