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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嘎墓地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 0 ＆ｇｂ：－Ｕ

陈巴尔虎旗呼 和诺尔镇 （ 原名完工镇 ） 东约
一

、
工人 目 漂走

￣
与 发

6 公里 的
一个傍河台 地上 ， 北距海拉尔河干关于蒙古族的 起源有不 同 的传说 和多

流约 6 0 0米
’ 南约 1 公里为滨 （ 哈尔

＼

￣

＼

￣￣

ｙｒ
—￣

＾了＼

—￣

ｒｊ

滨 ） 洲 （ 满洲里 ） 铁路 ， 东距呼伦

贝 尔市区约 5 5公里 ， 东北距陈巴尔 ．

虎旗政府所在地巴彦库仁镇约 3 6公

里 ，
西北与东乌珠尔苏木隔河相距

！ 市
、

约 7公里 （ 图
－

） 。 墓地所处細现
＼ ）

为缓坡沙丘 ， 地表植被稀疏 ， 南侧
＾

ｘＩ

沙地与草原 的分界线尤为明显
，
总

￣

＇

■

‘
ｙ

＼／／Ｈ＾Ｉ

图
一

墓地位置示意图

？ 7 5 （
总 7 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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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说 ，

至今尚无定论。 开展蒙古族寻根探文化性质与年代 ， 了解墓葬的埋藏和保存状

源研究 ， 同时在其发祥地域开展元朝帝陵 的况 ， 寻找与蒙古族源相关的重要考古遗存 ，

探寻调查 ， 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社会意经 内蒙古 自 治区文物局批准 ，
对墓 口暴 露

义 。 2 0 1 2年 8月
，

“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出地表的 6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从清

研究
”

被正式列 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理情况看 ，
岗嘎墓地的墓葬以独木棺为主要

委托项 目 （ 批准号为 1 2＠ＺＨ 0 1 4 ） 。 本项 目葬具 ，
随葬品丰富 ，

主要有装饰品 、 生活用

将以科学构建蒙古史前史为主要学术 目标 ，具 、 骑射用具等 ，
属典型的游牧民族文化遗

系统阐释成吉思汗统
一蒙古高原之前的蒙古存 。 棺木样品经碳十 四测年 ， 其年代为公元

族起源 、 形成和发展 的早 期历史 ， 揭示森 8 
￣

 1 0世纪 。 2 0 1 4年 7 
￣

1 0月
，
经国家文物局

林 、 草原民族崛起的原因 、 机制 、 特点及对批准 ，
呼伦贝 尔联合考古队对岗嘎墓地进行

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 。 在项 目了系统钻探和正式的考古发掘 ，
取得丰硕成

实施过程中 ， 将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 ， 采取果
，
这是呼伦 贝尔地区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

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方式予以推进 。 通过发现之一 ， 为探寻蒙古族源提供了最新的考

在呼伦贝 尔地区系统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古实证资料 。

掘工作 ， 为蒙古族源研究提供系列考古实证一，

资料 ， 同时开展历史学 、 民族学
、
人类学 、

一

、 王要考古 收获

民俗学 、 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 ， 推出具 2 0 1 4年的发掘区位于岗嘎墓地东侧 ，
发

有 国际影响力 的蒙古族源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掘面积为 6 8 0 平方米 ， 清理出 墓葬 1 6 座 （ 图

果 ， 确立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作为蒙古族发二 ； 图三 ） 。 墓葬均叠压在黄色沙土层下 ，

祥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打破黑色沙土层 。 从墓坑的形制看 ， 均为长

2 0 1 3年 8 月 ， 根据陈 巴尔虎旗民族博物方形土坑竖穴墓 ，
底部平整 。

馆专业人员 提供的线索 ，
由 中国社会科学共有 1 5 座墓葬发现了 木质葬具 ， 其中 9

院考古研究所 、 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座墓葬 （ Ｍ 7
、
Ｍ 9

、
Ｍ ｉ ｌ

，Ｍ 1 3 － 1 5
．Ｍ 1 8

、

所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呼伦 贝 尔民族Ｍ 2 0
、
Ｍ 2 2

） 的葬具为独木棺。 独木棺多是

博物院组成的呼伦 贝尔联合考古队
，
对陈 巴根据人的身形大小选择一段松木 ，

将中部凿

尔虎旗岗嘎墓地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调查 ，
空制作而成 ， 保留树干的两端成为实心的棺

在地表采集到陶器


碎片 、 铁镞等遗物一
｛

及人骨 。 从米集陶
广
一
—

Ｍ 2 2 ［Ｃ
一
一

＾Ｍ 1 2 ＼＼

片 的特征看 ，
分为＼ｍｍ＼

泥质灰陶与夹砂灰？
1 5

一

一

褐 陶两大类
，
轮制＆

Ｈ 3
—
＾

－

陶与手制陶共存 ，

可辨认 出罐 、 壶两

种器形
， 据此初步

判 断岗嘎墓地应该

是一处古代游牧民ｏ
！

Ｍ 1 6

＾Ｍ^

族 的文化遗存 。 为
‘



了搞清楚该墓地的图二 2 0 1 4年发掘 区墓葬分布图

？

 7 6  （总  7 9 6
）

？



呼伦 贝 尔联合考古队 ： 内蒙古陈 巴 尔 虎旗 岗嘎墓地

独 木棺 的形制结构 和使用

方式提供 了珍贵 资料 （ 图

以木板棺作 为葬具的

墓 葬有 6 座 （
Ｍ 8

、
Ｍ 1 2

、

＇

■Ｍ 1 6 ，Ｍ 1 7 、 Ｍ 1 9
、
Ｍ 2 1） 。

岗 嘎墓地发现的 木板棺均

呈长方形 ， 残朽严重 ， 只

保 留有棺木腐烂痕迹 。 木

Ｉ

板棺麵侧棺壁较长 ，
两

端棺板较窄 ，
略超 出两侧

棺壁 。 其 中 Ｍ 8
、
Ｍ 1 7 的 葬

图 2 0 Ｗ年发掘区局部 （ 航拍 ， 上为东 ）具较为特殊 ， Ｍ 8在木板棺

头 ； 埋葬 时将死者和随葬品 放置其内 ，
用内底部铺垫

一层桦树皮 （ 图
一

一

） 。 Ｍ 1 7 的

树皮或兽皮包裹 。 每座独 木棺大小不
一

， 棺墓主人是
一

位儿童 ， 其棺盖之上覆盖
一层桦

木粗细也不尽相 同 。 其中
，

Ｍ 7 的独木棺长树皮 ，
棺壁板痕迹清晰 ， 东北侧和西南侧棺

1 ． 7 3
、 宽 0 ． 3 7 ￣ 0 ． 4 5米 （ 图 四 ）

；
Ｍ ｉ ｌ的独木壁均长 1 ． 2 8

、 棺壁 内侧宽 0 ． 2
1
￣

 0 ． 2 7米
；
东南

棺长 1 ． 7 3
、
宽 0 ． 4 7 ￣ 0 ． 5 5 米 （

图五
） ；

Ｍ 1 3 的端棺板长 0 ． 4
、 厚 0 ． 0 2 ￣ 0 ． 0 3 米 ； 西北端棺板

独木棺长 1 ． 7 2 、 宽 0 ． 4 2米 （ 图六 ） ；
Ｍ 1 5 的长 0 ． 4 2 、 厚 0 ． 0 4 ￣ 0 ． 0 5米 。

独 木棺长 2 ．

1 、 宽 0 ． 4米 ； Ｍ 1
8 内 西南侧的独由于风烛破坏 ，

Ｍ ＩＯｆ义存墓坑底部 ，
未见

木棺长 1 ． 9 3 
￣

 2
、 宽 0 ． 4 9 ￣ 0 ． 5 米 ， 东北侧的独棺木残留痕迹 ，

已无法准确判断葬具的形制 。

木棺长 1 ． 8 ￣ 1 ． 8 4
、 宽 0 ． 4 ￣ 0 ． 4 7米 （ 图七 ） 。墓主人葬式多为仰身或侧身屈肢葬 ，

少



数为仰身直肢葬 。 头

■ＨＨ
ｉｌ：

和未成年男性 ， 这是

在呼伦贝 尔草原首次

发现的以独木棺作为

細嫩＊＿

（ 见图七 ） 。

在这批墓葬中出

图四 Ｍ 7 （ 东北—西南 ）土 的 随 葬品 十分丰

？

 7 7  （总 7 9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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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 活用 具 、 装 饰

＆ 、 聽用具等 。

纟测具主要有 陶

罐 等 。 在此 次 发掘

的 1 6 座墓葬 中 ， 有
■

 1 1 座随 葬 陶 器 ， 共

有 1 5 件 ， 其中有 4座

墓葬各 出 土 2 件 ， 其

余墓葬 皆 出土 1 件 。

、

图五 Ｍ ｉ ｌ （ 东南—
■

西北 ）陶 器 多 出 土于 墓 主

＾
，

』

．人 口、 部 ． ｍ柯

ＩｊｓＪＢ －

＿｜Ｉ＾ＨＨＨ
ａｐＳ腿之 间 。 例 如 ， Ｍ ｓ

  
于墓主 人 足 部 （ 图

－

三 ）

＾

葬 2件 陶罐 ，

1錢±人头部 和

足 部 （ ）

ｍ ｉ ｉ細 葬 陶 罐 和

图六 Ｍ ｌ 3 （ 西南
—

东北 ）陶 壶 各 1 件 ， 出 土

于墓 主人 足 部西 侧

（Ｍ五 ）
Ｑ
陶器

制法 可分两类 ，

一

‘、

．

‘
．

、 ＼类 为 轮制 ， 另
一

类

Ｃ
、

‘

：

：
、

、＾ ：ｊ
ｒ

；为 手 制 。 质 地 为夹

【 胃＾
‘

、

砂 陶 或 泥质 陶 ， 多

7 ＾ ，
，＾｜ 8Ｗ

ｌｗ
－Ｓｗ

一

：
图 一六

；
图

图七 Ｍ 1 Ｓ（ 东北 4 西南 ）装饰 品 包 括 有

？

 7 8（总 7 9 8
）

？



呼伦 贝 尔联合考古队 ： 内蒙古陈 巴尔 虎旗岗嘎墓地

瑙 珠 饰 、 玻 璃 珠

银质耳饰等 。

■ 肺 1 件棒形饰 ，

出 自 Ｍ ｉ ｌ墓主人左

；

■ 侧肩胛骨之上 ， 青
「

…

”
．

二 ．二 ：

＇

：： ｒ
＃

：

＿

￡

白色 ’ 初步判断应

■
为細玉。 棒形饰

两端稍粗 ， 中间微

ＨＨＨｋ 9＾Ｈ＾Ｈ 3Ｂ＾ＨＩ＾＾ＨＨＩ 纟日 ， 騎共有八棱

图八 Ｍ 2 0 （ 西南—东北 ）八面
；

一

端 有 钻

ＭＭＳ／Ｓ^ ＾ ｒ ．孔 ， 近钻孔的端面

圆润 ， 另一端呈斜

面状 ；

Ｅ三
．珠 2 枚 、 玛 瑙珠 ］

头脏 巾和头骨左
一

、 Ｍ
＝

圆

＝
图九 Ｍ 2 0独木棺头端 （ 东北—西南 ）钻孔

；

1 枚玛谁Ｉ 珠

■
出 自墓主人颈部右

侧 ’ 酱红色 ’ 翻

有找《 ，
纵

截 面 呈 枣 核 形 ，

中 间 有 钻孔 （ 图

￣ ，

ｉｓ

ＳＳ
图一〇 ＩＶＯＯ独木棺脚端 （ 东北—西南 ）（ 图 二 〇 ） ； 还

？

 7 9 （总 7 9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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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出 土铜 带饰 的
＇

＆ ＇

＇“‘

、），（ ．

乂 、：

＇

＾Ｗ
＇

墓葬有 5 座
，
通常每

飾
￣

8 件 。
體

－＾ 二

图
一一

Ｍ 8（ 西—东 ）

条完 整 的 铜带饰 ，

、
Ｊ ．Ｗ．， ？

■Ｈｆｌ 环绕分布于墓主人的腰际 （ 图二－ ） ：
．

鶴难：

、

”ｈＩ ｒＡｉｌＪ 带饰 出土时有单件放置也有组合分布 ，

ｈｖ
ｊＷＢ

｜
Ｈ 形状有方形 、 环形 、 半圆形 、 心形 、 长

． ：＿
．

觀 細賴 ， 纖并纖而纏

ｆ
＂

谁 謂 白勺缠枝纹
；

铜带饰的背面多有皮质物附

‘
ｗ
￥ＳＳｌｖ．着

，
工艺精堪 （ 图二二 ；

图二三 ） 。 铜

＿＾＾Ｐ＿
＝＝

輔内 ， 其中 1

Ｉ
、

濟＾
‘

“： 、

、

、

， ｙ 丨 ※ ‘ ： 树皮箭囊共出有 3件
， 其中 Ｍ 7 出土的 1 件

顺置于墓主人上身右侧 ，
紧贴西南侧棺

图一二Ｍ 8 出 土陶器及木杆铁箭镞 （ 南
—北 ）壁

， 底面略呈椭圆形 ，
长约 8 4厘米

，
是

1＾＾岗嘎墓地 已发现最长的桦树皮箭囊 （ 见

图 四 ） 。 Ｍ 9 的 ］ 件为长条筒状 ， 出土时

Ｍ发纖杆雌
， 難瓶扁 ， 开裂

严重 。 Ｍ 2 0 出 土了桦树皮箭囊和铁箭镞 1

套 、 引把 、 马鞍 ！付 。 桦树皮箭麵置

Ｋ＾Ｈ＾Ｋ＾ 9 ！

＾
Ｈ 于墓主人上身左侧 ， 保存较好 ； 铁镞露

ｖ＾ｒｔｎ．

■
出箭囊 ， 靠近墓主人头部左侧 ， 锈蚀严

、
： ： ． ｍ＜重

；
木 弓 置于墓主人右肱骨右侧 ，

紧贴

翻謹
， 贿餅 ， 其±缠绕有桦树

ｍ＾ｒ皮 ？

’
木马鞍置于独木棺内东南端 ，

被挤
‘ “

压变形 （ 见图 九 、 图
一

〇 ） 。 Ｍ 2 2 出土
图－三 Ｍ 1

0 出 土陶壶 （ 西南—东北 ）

铁镞 1 4枚
， 集 中放置在墓主人左股骨上

有 1 枚呈灰色 ， 略残
，
柱状体

，
中部略粗 ，端 ， 可分？产形 、 窄方形 、 柳叶形三种形状 ，

两端稍细
，
表面光滑 。 Ｍ 1 8 出土 了 2枚玛瑙皆锈蚀严重 （ 囝二四 ） 。

．

8 0 （
总 8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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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 丨 編

图一ｅ＿ （ Ｍ 9
： ｎ图

一

六 陶壶 ＿ ：

2 ）

图一五 陶罐 （
Ｍ 1 8 ：1 ）

三 、 学术价值及相 关 问题

岗嘎墓地的发掘 ，
有助于构建呼伦贝 尔ｎ 鐘 （ Ｍ 1 8 ： 2 ）

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序列 ，
通过与本 学术价值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地区相关考古材料的比较分析 ，
能够初步推断第

一

， 岗嘎墓地现已探明分布有墓葬 8 6

岗嘎墓地的文化性质与年代。 所取得的发掘和 座
，
是呼伦贝尔草原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古

研究成果 ，
对于探寻蒙古族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墓群 ， 经过考古发掘的墓葬 已有 2 2座 。 墓葬

？

 8 1 （总 8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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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 来呼伦 贝 尔草原最重要的

ｈ
ｉ ＾Ｓｒ－Ｉ－次考古发 现 。 《 元史 ？ 祭祀

ｆ志 》 记载蒙古皇族用独木棺作

＾

；
ｉ

＇

：

；－＼
ｊ

ＮＨｌ 为葬具 ，

‘ ‘

棺用香楠木 ， 中分为

广： ／ ．

ｙＵ
二

， 刳 肖 人形 ， 其广狭长短 ，

仅足 容身而 已
”

1

1

，

0 明 人叶子

多
1

ｍｍ ：

，
＜Ｊ＊ 9 ｜ｍｙ？ 奇在 《 草木子 》 中 曾记述 ：

“

元

／ ？
“

ｆ ｊＰ － 、 ：
：

’

ｉ ，ｋｗ 朝棺裹 ， 用椋木二片 ， 凿空其
＇

；＾
巾 ，細働 为棺 置遗

．

？

体其 中 ， 加髹漆毕 ， 则 以黄金

Ｈｍ为 ＿ ，
－

： 圈定 ， 送 至應园

布情况 （
两南－东北 ） 二

岗

＝；
现的独木棺的形制 ，

为后世冡

古皇雌用独 木棺作为類找

到 了重要源头 。

第二 ，
从葬具形制 、 酵

习俗 、 随葬品 特征等方面看 ，

．

岗嘎墓群与呼伦 贝尔草原 已 知

（ ：的扎赉诺尔 ｍ及拉布达林ｗ等鲜

卑墓麵存 、 以 巴彦库仁
⑶
为代

图一儿 玛堪珠 （ Ｍ ｉ ｌ ： 4 ）阁二Ｏ 玛瑙珠 （ Ｍ 1 5 ：

2 ）表的典型辽代墓葬遗存均明显

分布密集 ， 排列有序 ， 独木棺为主要葬具 ，不 同 ， 而与西乌珠尔
ｗ

、 谢尔塔拉
1

7
1

墓葬遗存

木板棺数量偏少 ，
随葬品丰富 ，

具有典型游有一定共性 。

牧 民族文化的特征 。 墓地 的年代大致为公元西乌珠尔墓地位于陈巴尔虎旗政府所在

8
￣

1 0世纪 ： 岗嘎墓地的发掘 ， 是进人 2
1 世地巴彦库仁镇丙北约 8 0公里的沙丘台地上 ，

南距海拉尔河约 0 ． 5 公 Ｉ

丨

！

，

灣 1 9 8 6 年 和 1 9 9 5 年经过两次
＂

‘

－

＾
！

＿ ＜■ ， 應

ｗＨｒ＞＾ｊｍｒ

＇

Ｉｆ £Ｊ乙
‘

ｒ叫 ＂

；」鴨 ，

丨

．

． 叩

＂
？ 》

＿

＇

欠频
ｖ

：－ 

ＭＭ懷 （满 ｍ ｖ
．

；

＇

＼木板棺 ， 打地墓
；
第 ？类

；、

＜

；

，＿純 賴 ．

丨
化 ｜ 中

＾Ｔ＾ｒｊＰ
＇

＇

ｉＶＨ 墓 1
暢年清理的 3座墓葬

＾ｇ
ｒ均 以独 木 棺作为葬具 ， 是

，；

￥ ：

： ‘： －

将 圆 木 截出 所耑 长 度 ， 顶

戴 繁
＇

＇

． ｉ ．

…

、

’

Ｉ 部修整 出平 而 ， 中部挖出

“长方形 凹槽
，
将死者和 随

图二一Ｍ 2 2 出土铜带饰 （ 西南—东北 ）葬品放人 凹槽 内 8 6 Ｍ 2 、

？

 8 2（总 8 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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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铜带饰 （ Ｍ 2 2 
：

 2 9  ）图二三 铜带饰 （
Ｍ 2 2 ： 2 5 ）

盖板 的东南部铺盖有桦树

皮
， 保存完整 ；

Ｍ 7棺盖板

ｉＷＷ ｉ

．

．

．

雜铺一层禅树皮 ’ 中

部有
－纵列较整齐的 小圆

孔 ，西細

ＨＵＨｐＨＭＨＭｉＰ 侧瞻树皮原體合在－
‘

＇

1
＂

ＩＪＩＴＴ
”

起 的 。 谢尔塔拉墓地没有

发现独木棺 ，
这一点与 岗

图二四 铁镞 （ Ｍ 2 2 ： 4 0 －

1
￣ 7

）嘎墓地明 显不同 。 但是 ，

8 6 Ｍ 3 的 独木棺保存完整 ， 前者长 1 ． 9
、 宽岗 嘎墓地所发现的木板棺均有盖无底 ，

个别

0 ． 5
￣ 0 ． 5 5 米 ， 后者长 2 ． 1 4

、 宽 0 ． 7 2米 。 岗嘎墓葬棺底或棺盖板上铺桦树皮的习俗与谢尔

墓地与西乌珠尔墓地所发现的独木棺形制相塔拉墓地的葬俗比较接近 。

仿 ，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共性 ， 而 岗嘎墓地现西乌珠尔墓地所发现的 6 座墓葬均为仰

已发现的独木棺的数量和所 占 比例明显多于身屈肢单人葬 ，
头 向 朝北或西北 ，

随葬品

西乌珠尔墓地。 西乌珠尔墓地所发现的 2座放置在墓主人头部 、 足部 、 双腿之间或身体

木板棺 ， 棺体近似长方形 ，
头端略宽 ，

尾端
一

侧 。 例如 ，
8 6Ｍ 2墓主人身体右侧放置 1 件

稍窄 ；
四角各立一根方形木柱 ， 其上凿出长桦树皮木 弓 ， 左肱骨上压放 了 1 件木马鞍。

方形卯孔
，
棺壁板两端各有凸 出的榫头插人 9 5 Ｍ 2墓主人头部左上端和足部左下端分别放

卯孔 内 。 9 5 Ｍ 2 的木板棺保存完整 ，
无盖无置 1件陶罐和 1 件陶壶 ； 墓主人身体右侧顺置

底 ，
与岗 嘎墓地所发现的木板棺形制不同 。1 件桦树皮箭囊 ，

内装 1 2枚箭 ，
均为 木杆铁

谢尔塔拉墓地位于海拉尔区谢尔塔拉镇镞 ； 箭囊之上压放 1 件皮革缝制的弓 囊
，
内

东约 5 公里的台地上 ， 南距海拉尔河 2公里 ，装 1 件木弓 ； 墓主人腰部放置有木马鞍 ，
双

1
9 9 7 、 1

9 9 8年共发掘了1
0座墓葬 。 从保存较股骨间发现有铁马镫 。

好的 8座墓葬的葬具情况看 ， 除 Ｍ 6为一棺一谢尔塔拉墓地以单人葬为主 ，
成年男女

椁外 ， 其余 7座墓葬内 均为单棺 。 木板棺 的双人合葬墓仅有 1 座 。 葬式 以侧身屈肢葬为

形制分为有盖有底 、 有盖无底 、 无盖无底三主 ， 俯身屈肢葬仅有
一

例 ， 墓主人头 向均朝

类 ， 其中有盖无底的木棺占绝大多数 ，
共有东南 。 随葬品集中发现于木棺内 ，

从出土位

6座 ； 有盖有底和无盖无底 的木棺各有 1 座 。置看可以分为 四种情况 。 （ 1） 直接压放或

在棺盖板上铺盖桦树皮的共有 3 座墓 ， 其 中扣置于墓主人身上 ，
如Ｍ 6 墓主人身上压放大

Ｍ ｌ棺盖板的西北端残存有桦树皮 ；
Ｍ

1
0棺木弓和木柄铁矛各 1 件

，

Ｍ 1 0墓主人的头部扣

？

 8 3（总 8 0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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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件木盘 。 （ 2 ） 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周围或存命名 为
“

谢尔塔拉文化
”［

ｌ 3
ｉ

，
代表了公元

身体
一

侧 ， 如Ｍ 8 墓主人头部东北侧放置陶 7 ￣ 1 0世纪活动在呼伦 贝 尔草原 的室韦人的

罐 、 陶壶各 1 件 ，

Ｍ 9墓主人头部两侧分别放遗存。 岗嘎墓地的新发现 ， 极大丰富了对于

置陶罐和桦树皮罐各 1 件 ，
Ｍ 4 和Ｍ 6 内的桦树谢尔塔拉文化内涵的认识 ， 为研究室韦人的

皮箭囊均顺置于墓主人背部
一侧 。 （ 3 ） 枕历史以及探索蒙古族的起源 ， 提供 了科学的

放在墓主人头骨下方 ，
如Ｍ 6墓主人头下枕放考古实证材料 。

1件木材和桦树皮制作的马鞍 。 （ 4
） 佩戴在第三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类

墓主人耳部 、 颈部及手 、 足腕部 ， 如Ｍ ｌ墓主学实验室对采集 自 岗嘎墓地的 1 8例人骨标本

人耳部佩戴 1 件金耳坠 ，
颈部佩戴 1 0枚玻璃进行了形态学鉴定和人类学观测 。 在性别与

珠组成的串饰 ， 左手腕部佩戴 1件银镯
；

Ｍ 1 0年龄鉴定过程中 ，
根据标本的具体保存情况

墓主人左 、 右耳部各佩戴 1 件鎏金银耳坠 ，及部位 ， 对骨骼的各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

颈部佩戴 9 6枚玻璃珠组成的串饰 。共鉴定 出男性 1 1 例 、 女性 4例 ， 疑似男性 、

墓主人多为屈肢葬是上述三处墓地的共女性各 1 例 ， 无法判断性别者 1 例 。 标本中可

同特点 。 从随葬品的功能和特征看 ， 陶器是判定年龄范围者 1 7 例 ，
根据阶段性年龄分布

主要的生活用具 ，
以罐 、 壶为主要组合。 装情况可知 ， 该墓地古代居民死亡年龄主要在

饰品 中各类珠饰和耳环流行 。 骑射用具的种青年 （ 1 5 ￣ 2 3岁 ） 、 壮年 （ 2 4 ￣3 5岁 ）
、 中

类和数量丰富 ，
弓 、 箭 、 箭囊多成组出现

，年 （ 3 6 ￣ 5 5岁 ） 三个阶段 ， 尤以壮年为多 。

马鞍 、 马镫 、 马衔等十分常见。 这些共性足根据相对完整 的颅骨样本进行观测 ，

以印证西乌珠尔 、 谢尔塔拉和岗嘎三处墓地在颅型特征方面 ， 岗嘎墓地 出土的人骨并不

之间存在密切的 内在联系 。 谢尔塔拉墓地的存在明显的两性差异 。 颅指数以圆颅型 （ 指

两座女性墓 中均 出土有玻璃珠 串缀成 的项数范围 8 0 － 8 4 ． 9 ） 为主
，
另有两例男性个体

饰 ， 岗嘎墓地的三座女性墓中在墓主人的颈为较圆的 中颅型 （ 指数范围 7 5 ￣ 7 9 ． 9 ） ，

一

部均出有红色玛瑙珠等饰品 ，
这与古代文献例疑似顶骨人为变形 的女性个体为特圆颅型

中记载室韦人
“

俗爱赤珠 ， 为妇人饰 ， 穿挂 （ 指数范围 8 5 
￣

 8 9 ． 9 ） 。 颅长高指数以低颅

于颈 ， 以 多为贵 ，
女不得此 ， 乃至不嫁

”
【

8
］型 （ 指数低于 6 9 ． 9 ） 为主 ，

另有两例男性个

以及
“

富人以五色杂珠垂领
” ［

9
1相印证 。 成体为正颅型 （ 指数范围 7 0 ￣ 7 4 ． 9 ） 。 颅宽高

组 的 弓 、 箭 、 箭囊 、 马具等骑射用具的 发指数均表现为阔颅型 （ 指数低于 9 1 ． 9 ） 。 鼻

现
， 与古代文献中记载室韦人

“

用角 弓 ，颧 角多数较大 。 这些测量结果与历史上发

其箭尤长
”［

1 °
］

以及
“

兵器有角 弓 楛矢 ，
尤善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 、 鲜卑等游牧民族

射
” 1

1
1

1相符合 。的颅面特征颇为相似 ， 均属于低而阔 的颅型

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 ，
从头骨形态与 圆颅型相结合 ，

且面部形态颇为扁平 ，
又

特征和颅面特征综合来看 ， 谢尔塔拉墓地出与 现代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面

土人骨具有蒙古人种的
一

般特征 ，
如卵圆形特征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 。 中央亚细亚类型

颅 ， 眉 弓 、 眉 间突度不发达
，
面部扁平 ， 鼻主要分布在现今的蒙古国以及我国的 内蒙古

根凹陷浅 ， 鼻骨突度弱等 。 特别是普遍的颅地区 ， 在广义的地理单元上属于蒙古高原地

型特点
，
如短阔颅型 、

颅较低 、 垂直颅面指区
，
是当今蒙古族的主体人种类型 ， 烦型以短

数大及额坡度较倾斜等 ，
显示谢尔塔拉人群颅 、 阔颅和偏低的正颅型为主要特征 ， 面部

更接近蒙古人种北亚类型
＿

。 在以往 的研究高 、 宽而且极为扁平 。 岗嘎墓地的相关发现与

中
， 将西乌珠尔和谢尔塔拉墓葬为代表的遗研究 ， 为确立呼伦贝尔草原作为蒙古族起源地

？

 8 4 （总 8 0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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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鋈＝
考古学 、民

鮮与人类学等多学

職合磁 ， 力争取

．

＇

：：

，＾Ｈｏｆ
－

＇―

一

：－二 得具有创新性的蒙古
二

一細研究成果 ， 科学

／

‘

删聽古史前史 的

： 框架 。 推进蒙古族源
‘

‘

夕 的深人研究 ， 科学阐

ｔ3Ｋｍ—
‘ 斤 ．

． 释在中华民族相互融

妙， Ｗ”＿
： ，＝

兀

图二五 发掘现场墓葬套箱整取
巾

’

族所发挥的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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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 区的发现 ： 凉 山考古

四十年 》 简介

《

一

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 ： 凉山古 、 两汉时期考古 、 蜀汉两晋时期考古 、 唐

考古四十年 》 由凉山彝族 自 治州博物馆 、 凉宋时期考古六个部分对凉山地 区的考古学文

山鼻族 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联合编著 ， 科学 出化进行了系统介绍和研究 ，
并提出 了凉山考

版社 2 0 1 5年 5 月 出版发行 。 该书为 1 6 开精装古学文化圈和东亚大陆
“

Ｘ
”

形文化传播带

本 ，
正文共 7 3 4页 ， 约 1 1 8 万字

，
文后附有彩的新概念 ， 书中还包括了与凉山地区有关的

色图版 1 6页 。 定价 3 6 8元。专题考古 、 民族学 田野调查和科技考古等内

这是一本结合资料集 、 志书 、 研究著作容。 本书对于全面了解凉 山地区考古工作的

于一体的考古学专著 ， 总结 了以四川省凉山基本概况具有重要价值 ，
可供从事考古学 、

彝族 自 治州为主体的地区 1 9 7 4￣ 2 0 1 3年 4 0年历史学 、 民族学等方面研究 的专家学者以及

间 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成果 。 全书分为石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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