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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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在古代最著名 的交往通道是西域 、 中部草原的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和东

汉建立的丝绸之路 ， 在这之前有金属之路 。部草原的蒙古高原以及中 国内蒙古东南部等

金属之路位于更北的草原地带 ， 始于金属时几个区域 （ 图
一

） 。 这一时期西部草原主要

代 ， 并被丝绸之路所取代 。 金属之路体现了分布着前斯基泰和早期斯基泰文化 ， 中部草

东西方的碰撞与交融 ，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原是以图瓦的阿尔然王冢为代表 ， 东部草原

化格局 。 在公元前 １千纪初 ， 欧亚草原地区则包括蒙古高原的石板墓文化和中国北方的

人群在技术 、 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发生夏家店上层文化。 其中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

了重大的改变 。 大多数学者把这种大范围 巨国北方地区这
一时期最为发达的青铜文化 ，

大变革的原因归结于游牧社会的兴起。 但是它的青铜器
一方面继承了商末周初北方青铜

游牧经济直到公元前 ７世纪左右才在整个欧器的
一些传统 ， 并对后来的东周时期的北方

亚草原得到普及。 在欧亚草原地区已发现的青铜器有所影响
［
１

］

；
另
一方面它与欧亚草原

明确属于游牧经济兴起时期的相关遗存数量地区文化有广泛的交往 。 本文力图 以整个欧

很少 ， 资料相对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遗存主亚草原为视角 ， 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分

要分布在西部草原的 黑海北岸和库班河流期为基础 ，
通过对武器 、 车马器和动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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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公元前９
￣ 前７世纪欧亚草原主要遗存的分布区

Ｉ ． 黑海北岸和库班河早期游牧遗存 Ｉ
Ｉ ． 南西伯利亚早期游牧遗存 ＩＩ Ｉ

． 石板墓文化 ＩＶ ． 夏家店上层文化

艺术等主要特征的分析比较 ，
展示这一交往已经衰落了 ， 而该文化最为发达的阶段是西

过程
，
再现当时的草原金属之路 。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 公元前９￣ 前８世纪 ） 。

、参照 已有的分期结果
［
８

］

，
我们将夏家店上层

一

、

暴５怎去曼ｆ
化文化整合成形成期 （ 西周早

、 中期 ） 、 繁荣

及其 同 铜奋力 期期 （ 集 中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 和衰落期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欧亚大陆东部地区最（ 春秋中期 以后 ） 。 衰落期遗存数量少
， 青

为发达的晚期青铜文化之一 ［
２

］

， 该文化是 ２ ０铜器种类和形制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 ，
而且缺

世纪 ６０年代 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遗址乏与欧亚草原对比的材料 ，
因此本文的研究

发掘后而命名 的 从 目前发表的资料看 ，主要集中在形成期和繁荣期遗存 。

该文化分布 中心主要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

一

） 形成期遗存

木伦河 、 英金河和老哈河流域 。这一阶段 的典型墓葬有克什克腾旗龙

自 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以 来 ，
积 累 了头 山 、 翁牛特旗大泡子墓

＿和建平水泉

丰富 的发掘资料 ，
其中包括

一些大型的贵族城子 ７ ７０ １ 号墓葬
１

１ １

１

等 。 这一时期青铜器中

墓葬 ［
４

］

。 对该文化的基本内涵 、 分期 、 年代的典型器物是銎柄剑 （ 图二
，

Ｉ 、 １ １ 、 １ ２ 、

和族属等多方面 内容都有过专门论述
｜

５
】

。 依１ ８ ） 和齿柄刀 （ 图二
，

４
、

１ ３
、

２ １）
， 数量

据碳十四数据和共存的中原青铜礼器 ，
可将多并且有明显 的演变规律 。 此外 ， 武器 中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范围定在西周早期到还有镞 （ 图二 ，
２

、
３ 、 １ ９

、
２０ ）

，
工具则

春秋 中期 ， 即公元前 １ １
￣ 前 ７世纪 １

６
］

，
也有还包括空首斧 （ 图二 ，

５
、

２２） 、 环首翘尖

学者认为其下 限可以延续到春秋晚期
１

７
１

。 虽刀 （ 图二
，

１ ４ ） 、 凿 （ 图二 ，
６ 、 ２ ３） 和锥

然对文化年代下限存在不同意见 ， 但有一点（ 图二
，

２４ ） 等器物 。 青铜器中基本不见车

比较明确 的是 ，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春秋中期马器 ， 或许反映 了这时期人群对马和马车的

．

８ ６ （总 １ １ ６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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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尚不普及 ，
还不具备早期游牧文化 的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偏安

一隅
， 实力较弱 ，

没

基本要素 。 动物纹装饰艺术非常少见 （ 图有与南部中原人群发生大规模 的直接联系 ，

二
，

１ ０ ）
， 装饰品 中大多是

一些联珠饰 （ 图车马器和动物纹装饰在文化中也并未普及 ，

二
，

８
、

１ ７
、

２７ ） 和小 的泡饰 （ 图二 ，
７ 、他们应该是

一

支兼营
一定畜牧业的定居人

１ ５
、

１ ６
、

２ ６
、

２ ８
、

２ ９ ）
，
以及少量

“

Ｓ
”

形群 。

饰 （ 图二 ，

９ ） 和双尾饰 （ 图二 ，

２ ５ ） 。 另 （二 ） 繁荣期遗存

夕 卜
，

也不见典型的 中原式铜礼器和其他与 中已发表的大型墓葬和 出土 的大部分青铜

原文化相联系的铜器 。 我们认为在形成期夏器多属于这
一阶段 Ｕ

２
１

。 与前一 阶段相 比 ，
不

＇

＾
类
武器工具装饰品

年Ｗ


〇＿＿
＿

＿

西ＪＧ）
｜

ｉ

１ｆ ！ｎｉ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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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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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

羣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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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夏家店上层文化形成期遗物

１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８ ． 铜銎柄剑２

、
３

、
１ ９ ． 铜镞４ 、 １ ３ 、 １ ４ 、 ２ １

． 铜刀５ 、 ２２ ． 铜空首斧６
、

２３ ． 铜凿７ 、 １ ５ 、 １ ６ 、

２６ 、 ２８ 、 ２９ ． 铜泡饰 ８ 、 １７ 、
２７ ． 铜联珠饰 ９ ．

“

Ｓ

”

形铜饰件 １ ０ ． 铜动物纹饰件 ２０ ． 骨镞 ２４． 铜锥 ２５ ． 铜双尾饰

（
１
￣

１ ０．克什克腾旗龙头山Ｍ ｌ 出土 ，
１ １

￣

１ ７ ．翁牛特旗大泡子出土 ， １ ８
－

２９ ．建平水泉城子Ｍ７７０ １ 出土 ）

．

８ ７（
总 １ １ 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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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主要器物形制发生 了改变 ，
器物种类和出装饰有成排的鹿和鸟等动物纹饰 （ 图 三 ，

土数量都大大增加 。 依据签柄剑和铜盔等器９￣１ １） 。 类似的成排动物纹装饰也出 现在

物的形制变化可将繁荣期进
一

步划分为早晚其他短剑上 （ 图三
，

１ ２ ） 。 动物形柄或柄首

两段 。短剑也屡有发现 ， 这些动物装饰包括对卧的

１ ．武器 武器中青铜短剑的数量和种类虎 （ 图三
，
７ ） 和相对的鸟 （ 图三 ，

８
） 等形

都很多 ，
以銎柄剑 、

人体或动物形柄铜剑和象 。 管銎类武器既有北方地区较为常见的管

平首剑
Ｍ
为主 。 銎柄剑分直刃和 曲刃两种 ，銎斧 （ 图三

，

２２ ）
，
也有中原戈与管銎相结

与形成期的銎柄剑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 是这合的管銎戈 （ 图三
，

２３） 和銎内戈 （ 图三 ，

一文化最具特色的铜剑 （ 图三 ，

１
、
４

、
５） 。２ １） 。 青铜镞主要有双翼柳叶形有铤镞 （ 图

平首剑是这时期新 出 现的器物 ， 柄部往往三
，

２ 、 １ ３ 、 １ ４
）

、 燕尾式双翼无铤镞 （ 图

Ｊ１
期

Ｉ？
Ｉ２３

‘

１

Ｉ／［
１ ８

１ ９

Ｍ 

一

｜ＩＩ１／／：Ｚ

ｉｉｎｉ
２５

Ｕ９１０１ １Ｖ
１ ２２２

８



图三 夏家店上层文化繁荣期铜武器
１ 、 ４

￣

１２ ？ 剑 （ 小黑石沟Ｍ８０６ １ 、 小黑石沟Ｍ８５０ １ ： ３６ 、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ＩＭ２ ： ４ 、 南山根Ｍ １ ０ １ 、 汐子北山嘴７５０ １ 、

小黑石沟 ７５ＺＪ：

７ 、 小黑石沟Ｍ８ ５０ １ ：３９ 、 小黑石沟９２ＮＤＸＡＩＩＭ５ ：１ 、 天巨泉７３０ １ 、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ＩＭ３： ６
）２ 、

１ ３
？

１ ７ ． 镞 （ 小黑石沟Ｍ８０６ １ 、 小黑石沟 ８ ５Ｎ ＤＸＡＩＭ３
、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 ＩＭ３ 、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 ＩＭ ２

、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ＩＭ

１
０

、 梁家营子８０７ １）３ 、 ２４ 、 ２５ ． 盔 （ 小黑石沟Ｍ８０６ １ 、 汐子北山嘴７５０１ 、 小黑石沟Ｍ９６０
１ ：１

６４ ）１ ８ 、

１ ９ ． 剑鞘 （ 小黑石沟Ｍ ８５０ １ ：４０ 、 汐子北山嘴 ７５０ １）２０ ． 直 内戈 （ 小黑石沟Ｍ８５０ １ ：４２
）２１ ． 銎内戈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ＩＭ２：６
）２２ ． 管签斧 （ 小黑石沟 ８ ５ＺＪ

： ９ ）２３ ？ 管銎戈 （ 小黑石沟８ ５ＺＪ
： ８

）

？

８ ８ （
总 １ １６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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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１５ ） 、
三翼有铤镞 （ 图三

，
１ ６ ） 和双翼具 。 马衔内环主要有水滴形和圆环形两种形

三角形有铤镞 （ 图三 ，

１７ ） 四种形制 ，
不见制 。 单体的马衔外环多为马镫形 （ 图 四 ，

銎孔式铜镞 。 其中双翼三角形有铤镞在西周 １ ５￣１ ７ ） ， 还有形制较为特殊的两节马衔

时期中原地区很常见
［ １
４

ｉ

。 铜盔在早段中线没间 以 另外 的圆 环连接的 （ 图 四 ，

１ ８ ） 。 单

有弧尖 （ 图三 ，
３ ） ，

与西周早期的琉璃河燕体的青铜镳仅在小黑石沟 出土２件鹿头弧形

国墓地和西周中期的 昌平白 浮墓地
［
１
５

］

出土的镳 （ 图 四 ，

１
、

２ ）
， 与 日本东京博物馆 ［

１ ８
］

以

盗形制
一致 ，

可以看作是其发展和延续
［

１６
ｉ

。及山西吉县上东村 ［

ｌ ９
ｉ和鄂尔多斯 等地的较

类似的铜盔在晚段仍然流行 （ 图三 ，

２ ５ ）
，
为相似 。 铜节约有

“

Ｘ
”

形和十字形的 四通

但新 出现了 中线有小弧尖 的铜盔 （ 图 三 ，式 （ 图四 ，

２３
、
２４

） 和鸟形 （ 图四 ，

２２ ）
，

２４ ） 。 类似风格的铜盔也见于卡约文化
［ １ ７

］

。在 四通式节约上往往装饰有兽面或其他纹

这种形制在境外的黑海沿岸更加流行 ， 因此饰
，
常见于中原西周时期的车马坑 中 ，

例如

这种铜盔的 出现可能体现 了西来因素 的影琉璃河
［
２ １

］和张家坡
［＠
墓地 。 此外 ，

还有当卢

响 。 青铜剑鞘 ， 分单联和双联两种 （ 图三 ， （ 图 四 ，
１ ９ 、 ２０ ） 、 车轭 （ 图四 ，

２５ ） 、 几

１ ８ 、 １ ９ ） 。 此外 ， 还有一定数量的直内三穿字形 弓形器 （ 图 四 ， ３ ） 和铜铃饰 （ 图 四 ，

铜戈 （ 图三 ，

２０
） 和典型的东北系青铜短剑２ ６

￣２ ８） 等其他一些车马饰件 。 小黑石沟

（ 图三 ，
６ ） 。Ｍ８５０ １ 出土的圆雕兽头状的车衡末饰件见于

这一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武器有两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 图 四 ，
２１ ） 。

点值得关注 ： 首先是与南部中原文化关系密这
一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车马器有两

切 ， 武器中出现了 中原地区最为典型的铜戈个特征 。 首先 ， 墓葬中除了马衔和马镳等御

和双翼三角形铜镞 ，
以及与中原铜戈相结合马器外 ，

也随葬车轭 、 车軎和衡末饰等
一些

的銎内戈和管签戈 ； 其次与东部东北系青铜车器 ，
而且在宁城南山根出土的刻纹骨板上

器也有较多的联系 ，
这里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描述的狩猎场景中也突出 了马和车 （ 图五 ，

典型的东北系青铜短剑 ， 并制造出签柄曲刃２７
） ， 这说明车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中 占

剑和动物形柄曲刃剑等融合型武器 ， 这应当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其次
， 夏家店上层文化

是长期的接触和交流的结果。车马器与中原的车马器关系密切 ， 例如骨板

２ ．车马器 车马器发现的数量较多 ， 出上描述的马车 、 四通式节约和衡末饰等器物以

土相对比较集 中 ， 除了征集的器物外 ， 大及水滴形内环的马衔等都见于中原地区
ｆ
２３

］

。 钉

都 出 自规模较大的石椁墓 中 ， 而 明确 出车齿状驯马器在中原地区的演变轨迹从公元前２

马器的石棺墓和土坑墓 目 前仅有小黑石沟千纪晚期的晚商时期
一

直到春秋早期 ， 这种精

９ ２ＮＤＸＡＩ ＩＭ １ １和 ８５ＮＤＸＡＩＭ２两座墓葬 。 马衔巧的设计理念应源自 中原地区 ［
２４

］

。

和马镳数量最多 ， 可以分为衔镳一体和衔镳３ ．动物装饰艺术和其他装饰品 繁荣期

分离两大类 。 衔镳
一

体的造型数量最多 ， 以的动物纹装饰非常发达 ， 而这种装饰在形成

双节马衔为主 ， 也有一定数量的直棍式单节期基本不见 。 动物装饰艺术按其功能分为

马衔 （ 图四 ，
１ １￣ １３ ） 。 马镳一种是没有向两种 ，

一种是实用器上的动物装饰 ， 例如

内的钉齿突起的 ， 这类镳上有的饰有虎纹 ，刀和剑的柄部及其柄端 （ 图五 ，
１
￣ ８

） 、 马

有 的呈管状或短柄三圆环 （ 图 四 ， ４
￣

８ 、衔 （ 图五 ，
９ 、 １０ ） 、 铜簪 （ 图五 ， １ １ ） 、

１４ ） ， 这些器物都属于普通的御马器 ； 另一容器 （ 图五 ，
１ ３） 和其他器物上 （ 图 五 ，

类则是镳上有向 内的钉齿状突起 （ 图 四 ，１ ２
） 。 这种装饰早期很少 ， 繁荣期开始流

９
￣

１２ ） ， 应是
一

种专 门用来驯服烈马的器 行
；
另一种是繁荣期出现的专门展示动物形

－

８９
（总 

１ １６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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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衔和马镳其他车马器

衔镳
一体衔镳分离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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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夏家店上层文化繁荣期铜车马器
１ 、 ２

、
４
￣

１ ３ ？ 马镳 （ 小黑石沟Ｍ ８ ０６ １ 、 小黑石沟Ｍ ８０ ６ １
、 小黑石沟Ｍ ８ ５０ １：１

７ ２
、 小黑石 沟 ８ ５ Ｚ Ｊ

：５ 、 小黑

石沟 ９２ Ｎ ＤＸＡＩ ＩＭ １ １：２ ７
、 小黑石沟 ８ ５ ＺＪ

：６
、 小黑石沟 ８５Ｚ Ｊ

：１ ９ 、 南 山根 Ｍ １ ０ １ ：１ ０ 、 小黑石沟 ８ ５Ｚ Ｊ
： ２ 、

小黑石沟 Ｍ９ ６０
１ ：２６

、 小黑石 沟Ｍ ９６ ０ １ ：２ ７ 、 小黑石沟 ９２ Ｎ ＤＸＡ Ｉ ＩＭ １ １ ：３ ０ ）３ ． 几字形弓形器 （ 小黑石沟

Ｍ８０６ １） １ ４
？

１ ８ ． 马衔 （ 小黑石 沟Ｍ８ ５０１ ： １ ７３ 、 小黑石沟 ９２ ＮＤＸＡＩ ＩＭ １
１： ２６ 、 小黑石沟 ８ ５Ｚ Ｊ

：３ 、 天巨泉 ７３０ １ 、

小黑石沟 ８ ５ＺＪ
：４ ）１ ９

、
２０ ． 当卢 （ 小黑石沟Ｍ％０

１：２４ 、 小黑石沟Ｍ８５ ０１： ６ １ ）２ １
． 车衡末饰件 （ 小黑石 沟

Ｍ８５０ １ ：７６
 ）２２

￣

２４ ■ 节约 （ 小黑石沟Ｍ９６０
１ ：１ ５２ 、 １ ４ ９ 、 １

３９
）２５ ． 轭 （ 小黑石沟Ｍ８５０ １ ：６４ ）２６

？

２８ ． 銮铃

（ 小黑石沟Ｍ ８５０ １： ７２
、 小黑石沟Ｍ ８５０ １ ：６９ 、 小黑石沟Ｍ８５０ １： ７０ ）

象的物件 ， 主要是牌饰 （ 图五
，

１４￣２６
） 。地区也有非常广泛的分布 ， 体现了夏家店上

动物装饰 的主题以 虎和豹 、 鹿 、 鸟 、
马

、
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 。 但各地特点

羊 、 犬等动物形象为主
，
还有牛 （ 见图五

，不同 ， 欧亚草原中部流行躯体瘦长的雪豹形

２５ ） 、 猪 （ 见图五 ，

１ １ ） 及一些抽象的动物象 ， 西部是整体略呈三角形 的卷曲动物纹牌

纹 （见图五 ，
２６ ） 。 节约上还装饰有抽象的饰 。 夏家店上层文化卷曲动物纹是正视或侧

兽面纹和蝉纹 （ 见图四
，

２３
、

２４ ） 。视的虎 ，
爪和尾端为环形 ， 前后腿上都有同

卷曲动物纹的装饰风格在夏家店上层文心圆纹 ［

２

＼ 这种正视与 同心圆特点还见于夏

化中很有特点 ，
主要表现的是卷曲 的虎或豹家店上层文化的其他动物装饰 （ 见图 五

，

等猫科动物的形象 ， 多为单独的牌饰 （ 见图１
、

１ ０
、

１ ９ 、
２６

） 。

五
，

１４
￣

１ ８ ） ， 也出现在剑柄和马衔上 （ 见这时期还流行立体圆雕和平面浮雕或透

图五
，

７
、

９ ） ， 类似的装饰风格在欧亚草原雕的单体动物 ，
包括鸟 、 虎 、 羊和蛇等形象

？

９０（总 １ １７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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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上 的动物装饰单纯的动物装饰和刻纹骨板其他装饰品

議 黑麗愚Ｓ 早 誓 ｍ？ｊｗ

Ｓ
２３ ４５８１ ８ １

９２０

ＩＯｆ

｜ｉ

卞 響
ｉｓ

３０ ３ １

Ｉ６議 ？

’

＿—
＾１

图五 夏家店上层文化繁荣期动物装饰艺术

１
￣

６ ． 铜剑柄饰 （ 小黑石沟７５ ＺＪ ：７
、
天 巨泉 ７３０ １ 、 小黑石沟ＭＭＯ ｌ ： 抑

、 小黑石沟ＭＮ ＤＸＡＩＭ ３ ：６ 、 小黑石沟

９２ＮＤＸＡ Ｉ ＩＭ５：

丨 、 汐子北 山嘴 ７５０１）７ 、
８ ． 刀柄装饰 （小黑石沟９ ８Ｎ ＤＸＡＩ １ＩＭ５ ： ９ 、 小黑石沟Ｍ８ ５０１ ：８５ ） ９ 、

１ ０ ． 马镳装饰 （ 小黑石沟 Ｍ８５０ １ ：１ ７ ３ 、 小黑石沟Ｍ８ ５０ １： １ ７２）１ １ ． 簪 （ 小黑石沟 ９３ＮＤＸＡ腿口 ：
４

 ）骑马

追兔饰件 （ 南 山根Ｍ ３ ：６ ） １ ３ ． 容器 （ 小黑石沟Ｍ８ ５０ １ ：３２） Ｉ ４
￣

２６ ＋ 牌饰 （小黑石沟 ９２ＮＤＸ Ａ腿 ５ ：４
、 小黑

石沟 ９８ＮＤ ＸＡ ＩＩ ＩＭ １ ７ ：４ 、 小黑石沟 ９８Ｎ ＤＸＡＩ Ｉ ＩＭ５ ：

】 ３
、 小黑石沟Ｍ８ ５０ １ ：１ ６７ 、 小黑石沟Ｍ ８５０ １： １ ６５

、 小黑石沟

９９ＺＪ ：２
、 梁家营子８０７１ 、 南山根 Ｍ４ ：２８

、 小黑石沟 Ｍ８５０ １ ： 〖５７ 、 南 山根Ｍ １
０ １ 、 小黑石沟Ｍ８５〇 ｌ：ｍ

、 小黑石沟

Ｍ ８５０ １： １４６
， 小黑石沟ＮＤＸＡＩＭ３ ：１ ８ ）２７ ． 刻纹骨板 （ 南山根 Ｍ １ ０ １）２８

、 泡饰 （ 小黑石沟 ８ ５ＮＤＸＡＩＭ １：１
、

小黑石沟Ｍ％０ １ ：６６５）３０ ． 双尾饰 （ 夏家店Ｍｌ １ ）３ １
． 耳环 （小黑石沟 ９２ＮＤＸＢ Ｉ１Ｍ４： ３

 ）３２ 

￣

３４ ． 联珠饰 （ 小黑

石沟Ｍ％０ １  ：４３ ３ 、 小黑石沟Ｍ％０ １
：４３ ５

、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ＩＭ２： ３ １ ）３５ ． 勺形饰 （小黑石沟 Ｍ９６０ １：２３ ） （ 未注明

质地者均为铜器 ）

（ 见图五 ，

２０￣２３ ） 。 多体动物饰牌大都是方草原广泛使用战车 ； 其次还说明这种 图像

同
一种动物的排列 （ 见图五 ，

２５ ）
，
少见野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 的岩画艺术有密切的关

兽搏斗的风格 。 浮雕的成排动物纹饰 （ 如成系
；
最后还为草原的同类岩画提供了可参考

排的鸟纹 、 鹿纹 、 马纹 ） 多见于刀和剑的柄的年代
ｐ８

］

。 宁城南山根 Ｍ３中 出 土的
“

双人骑

部 （ 见图五 ，

２
、 ３ 、

５
、

４
） 。 两个动物相对马追兔

”

的器物 （ 见图五 ，
１
２ ） 也都反映了

的装饰 （ 如相对的卧虎 、 卧马和鸟首形象 ）骑马围猎的场景 。

主要见于短剑的柄端或柄部 （ 见图五 ，

１
、这个时期 的装饰品大都延续了形成期

６
、

８ ） 。 宁城小黑石沟征集的铜剑 在剑柄的种类 ，
包括泡饰 （ 图五

，

２８
、
２ ９ ） 、 联珠

与剑身的 中脊线 （ 见图五 ，
１） 饰满了这种饰 （ 图五 ，

３２
？

３４ ） 和双尾饰 （ 图五 ，
３０

）

繁缛的动物装饰 ， 十分罕见 。等 ，
双尾饰与形 成期 的 同类 器 （ 见 图二 ，

宁城南 山根Ｍ １ ０２出土的骨板上
１
２７

１

刻有马２５ ） 有明显的演变规律 。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

车 、 猎手 、 狗和鹿 （ 见图五
，

２７ ） 。 原报告弹簧耳环 （ 图 五
，

３ １） 和勺形饰 （ 图五 ，

认为 ， 车马的图像几乎和 甲骨文 、 金文的字３ ５ ） 等许多早期不见的装饰品 。

体一致 。 但这种驾双马的车的图像与蒙古 、繁荣期的动物装饰艺术种类繁多 ，
内涵

图瓦和阿尔泰乃至 中亚各地的岩画上的图像极其丰富 ，
与形成期不发达的动物装饰形成了

也十分相像 。 这个图像 的意义首先说明 了夏鲜明的对比 。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许多装饰艺术

家店上层文化以及出有这种图像的岩画 的北都具有 自身特色 ， 其中虎的造型是中国北方乃

？

９ １ （总１ １７ １ ）
？



ｆ４２ ０ １ ５年第 １ ０期

至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年代最早的 ， 但同时这里石板墓文化是分布于蒙 古东部及其 以

的装饰艺术也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 。北的 贝加尔地区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

综合夏家店上层文化武器 、
马具和动物考古学文化 。 它的早期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大

装饰艺术分析 ， 我们可以发现在形成期该文体同时 ， 晚期与中 国北方的东周时期的玉皇

化人群 自 身特色明显 ， 但实力相对较弱 ， 与庙文化相当 。 在武器中 ，
石板墓文化和夏家

周邻文化的联系较少 。 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店上层 文化中都出 土有
一

定数量 的形制相

期的繁荣期 ， 夏家店上层文化迅速崛起 ， 与似的铜头盔 （ 图六 ，
１

、
２

、 ６
￣

８ ） 。 在工具

中原人群大量接触 ， 主要表现在车马器和青中 ，
两个文化中都流行无耳空首斧 。 空首斧

铜礼器上 。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发展过程 中不上有一个用来固定的穿孔 ， 部分斧身上还装

仅与南部中原人群保持者密切的关系 ， 与境饰有折线三角纹 （ 图 六 ，
３

、
４

、
９

、
１ ０ ） 。

外欧亚草原地区人群之间也存在着
一

定的交御马器中都使用被称为几字形的 弓形器 ， 夏

往 ， 以下我们将通过分析青铜器展现它们所家店上层文化中 的这件器物 出土于小黑石沟

反映的草原金属之路。Ｍ ８ ０６ １（ 图六 ，
１ １） ， 年代大约相 当于西周

一 …
、

、ｈ晚期 ，
石板墓文化出土的 同类器年代也应大

二
、 夏家店

、

上层文
、

化 与 队亚致相当 （ 图六 ，
５ ） 。 还有几件国外博物馆所

草原 文化 的联 系藏的 出 自 东北
网及其周邻地区相关的器物

［
３０

】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 图七 ）
，
也可能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或稍晚

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是与北部蒙古时期的 ，
这些器物说明中国北方地区 的御马

和外贝 加尔地区的联系 ，

一个是与西部的南器形制 比蒙古高原的更为复杂 。

西伯利亚地区以及黑海沿岸地区的联系 。夏家店上层文 化与石板墓文化 的动物

（

一

）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蒙古和外 贝 加装饰艺术和装饰品的联系则更加广泛 。 刀剑

尔地区 的联系的柄部都流行成排的鹿 、 马和鸟的纹饰 （ 图

ｉｆｆｒｔ
１２ｃ

３４５

ｊ ＨＡ〇〇０ｉ
ｇ ＃｜

６８１ １

图六 石板墓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
１

、
２ 、 ６

？

８ ． 铜头盔 ３
、
４ 、 ９ 、

１
０ ． 空首斧 ５

、
１ １ ． 几字形弓形器 （ １ ． 蒙古额姆根特 ２ ． 蒙古和鲁托斯特 ３ ． 外贝

加尔采集 ４ ． 外贝加尔扎卡緬窖藏 ５ ． 外贝加尔塔普哈尔 山墓葬 ６ ． 南 山根 Ｍ １ ０１ ７
、 １ １

． 小黑石沟Ｍ８０６ １８ ． 瓦

房中 ９ ． 龙头山 １ ０？ 小黑石沟Ｍ８５０ １）

？

９ ２ （总 １ １７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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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文化中 ， 但在稍晚的

ｔｆＬ宣化小 白 阳墓地 、 玉皇庙

墓地以及鄂尔多斯地 区都

Ｃ ｔ 脅ＴＴ＃ 有发现 （ 图 九 ，
丨

、
２

） 。

ＷＪ｜Ｉ
Ｉ１尤其是在小 白 阳墓地 出土

＼
ｇ
ＦＶ／２＾ 的联珠娜饰与石板墓文

＾晷务Ｔ— 化的形制完全
一

致 。 从这
１２３一

点分析 ，
石板墓文化联

珠棍形饰的年代也比夏家
１ 、 ２ ． 传出 自 东北 ３ ． 传出内蒙古＆

店上层文化的年代略晚 。

八
，

１
、

２
、

１ ５ 
￣

１ ８ ）
， 有的刀首还装饰有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 铜器与蒙古东部

兽 （ 图八 ，
３ 、

１ ８ ） 。 勺形饰 （ 图八 ，

４
、

５
、和外 贝加尔地区 的比较可 以看出 ， 夏家店上

１ ９
、

２０ ）
、 弹簧形耳环 （ 图八

，

８
、

２４
） 、层文化最典型的武器和工具 ，

即銎柄剑和齿

双尾饰 （ 图八 ，

９
、
２ ５

） 、
联珠饰 （ 图八

，柄刀并不见于石板墓文化
；

空首斧是两地最

１ ０￣ １ ３
、

２６￣２９） 以及其他一些饰牌 （ 图相似的 ，
这主要是由两地森林草原环境决定

八
，

６
、
７

、
１ ４ 、 ２ １

￣

２３
、

３０ ） 的形制几乎相的
； 其他相似的青铜盔和几字形器都是偶然

同 。 勺形饰在中国北方地区分布广泛 ，
两周的 ；

只有成排动物纹 、 立兽与装饰品是两地最

之际的尺寸接近 １ ０厘米或 １ ０厘米以上 ， 春秋为相近的 ，
反映了这两群人在审美情趣以及装

中期以后勺形饰的尺寸明显变小 ， 大都在５厘 束方面的共性。

米左右 ，
甚至更小 。 石板墓文化中 的尺寸小（二 ）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南西伯利亚和

很多 ， 说明石板墓的勺形饰应略晚于夏家店黑海沿岸 的文化交往

上层文化的同类器 。 石板墓文化中流行的联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南西伯利亚和黑海

珠棍形饰件 （
图九 ，

３ ） ， 虽然不见于夏家店沿岸地区文化的距离要远得多 ， 联系也 自 然

ｒｆｉｆ８ｉｌ３
－

ｂ

－

§

袁ｋＯ圈１
（１１ １

Ｈ
ｊ

ＰＵＳＩ Ｊ！Ｉｌｌｌ
ａｉ

ｉ

ｊＩＩｌＵ－

ｉ

１ ５
＂

ｌ ６ １ ７ １ ８
１
９２〇２２



２８２９

图 ／Ｖ 石板墓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
１
￣

３ 、 １
８ ． 铜刀４

、
５

、 １ ９ 、 ２０ ． 勺形饰６
、
７

、
１ ４

、
２

１
￣ ２３

、
３０ ． 铜饰牌 ８

、
２４． 铜耳环９

、
２５ ． 双尾饰 １０ ￣

１ ３
、

２６
￣

２９ ． 联珠饰 １
５
？

１ ７
、 铜剑 （ １

． 蒙古苏赫巴特尔 ２ ． 蒙古曼莱苏木 ３ ．蒙古戈壁省 ４
￣

８
、

１ ４． 外贝加尔德沃尔

茨 ９ ． 蒙古采集 １０ ． 阿莱苏堤 Ｍ ｌ１ １ ． 奥洛沃亚纳亚Ｍ３１ ２ 、 １ ３ ． 蒙古阿斯格特恩Ｍ ｌ １ ５ ．天巨泉７３０ １ １６ ． 小黑石沟

Ｍ ８ ５０ １１ ７ ． 小黑石沟 ９２ ＩＮＤＸＡｎＭ ５ １ ８ ． 小黑石沟 ８５ＮＤＸＡ ＩＭ２ １ ９ ． 南 山根Ｍ４２０ ． 小黑石沟Ｍ％０ １２ １ 、 ２４ 、 ２５ 、 ２７ ．

周家地 ２２ 、 ３０． 龙头 山 ２３ ． 南山根遗址 ２６ ． 水泉城子 ２８ ． 小黑石沟 ２９ ． 大泡子短剑墓 ）

？

９３（
总 １ １７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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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ｒ＼部草原地区 的主人 ， 其遗存
一

般被称为前斯

］＼（２）基泰文化 ， 年代大约在公元前９
￣ 前７世纪 。

＾ｊ伯利亚的联 系表现在两地 的平首剑 （ 图
一

Ｋ １ １Ｔ１
／
Ｓ ＼Ｂ〇

，

１
、

２
、

１ ８ 、 １ ９ ） 。 阿尔然 二号冢的

（ （ ｜
｜／（ｒ－

ｒ
ｊＤ

＇

Ｃ剑 中脊处装饰繁縟风格纹饰 以及装饰位置

（
（ 图
一 ０

，２ 丨 ） 也同 夏家店上层文化小黑

（

Ｊ（
＼ｐ

ｉＴ
ｐ石沟的征集品 （ 见图五 ，

ｉ ） 。 夏家店上层

‘ 、 ＇｜
：＾）

－

－
／文化与黑海沿岸的联系反映在繁荣期晚段流

Ｍ ）（ ｆｔ棚有弧尖的铜盔上 （ 图
－

〇
，
５

、
３９ ） 。

” 丨
）

ｆｆｌｌ
ｏ

ｊ］黑海北岸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都有镂空剑鞘

（ （ ） ／（ ）

ｊｎ
ｊｊｒｒＳ（ 图

一

〇
，
３

、
４

、
３７ ） ， 但形制差异较大 。

（
（ ）（

Ｉ卜ｙｎ从整个草原的 文化联 系看 ， 中部草原

（

ｊ＾ｙ与西部草原联 系更为紧 密 ， 如 两地的剑首

ｊｆｉ＼＼ｐ
ｉ都有菌首装饰 （ 图

一 〇
，２ ０ 、

３６ ） ， 表 日月

？．：；ＭＨ ）二者可能属 于 同
一

时代 ，
驭翼有＃铜镞以

Ｎ／Ｖ７０及铜镞尾部
－

侧还都有
－

外凸 （ 图
－

〇
，

１２３２ ２
、

３ ８） 。 夏家店上层文化 、 南西伯利亚

图九 石板墓文化和中国北方出土的联珠棍形饰件地 区 和黑海沿岸在武器方面都存在相似 的
１ ． 宣化小白 阳墓地 ２ ． 鄂尔多斯征集 ３ ． 石板墓明‘ 、

＇

从 ｗ？ 曰 ｍ—士沾奸 田
、

了 曰器物 ， 这种相似性是 文化父往的结果还是

少得多 ， 但是它们仍然存在着
一定的交往 ，相 同 的时代特征还需要更多 的 考古 资料来

这主要体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大墓中见到确定 。

的与中部草原阿尔然王冢的联系 ， 其次则是这时期各地区的青铜马具都 比较发达 ，

西部草原的黑海沿岸前斯基泰文化。地域特征明显 ，
但仍然有相似性 。 首先 ， 夏

阿 尔 然王 冢位 于 亚洲 腹 地 的 南 西伯家店上层文化与 中部 草原都流行衔镳
一体

利亚 的 图 瓦 地 区 。 已 经发 掘并 发表 的 资御马器 ，
种类多而同

一

种类 的数量少 ，
可

料包括 １ ９７ １
？

１ ９ ７４年发掘的
一号王冢 １

３ １

１和能处于金属衔镳的初期实验阶段 ，
小黑石沟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 ２年发掘的二号王冢
｜

３ ２
］

。 目前对于Ｍ８０６ １与阿尔然二号王冢的马具十分相近 ，

阿尔然
一号王冢 的年代参考碳十 四数据可后者也有 相当数量的 复合衔镳 。 二是夏家

以定在公元前 ８世纪
｜
３ ３

１

，
也有学者根据与黑店上层文化流行外环为马镫形的马衔 （ 图

一

海北岸前斯基泰文化 的诸多相似性定在公〇
，

６ ？ ８ ）
，
这种形制在各地草原都有 ， 但

元前 ９￣ 前 ８世纪 １
３４

１

。 阿尔然二号王冢的年代是与南西伯利亚的阿尔然
一

号王冢中类似的

可以 晚到公元前７世纪 ｜

３ ５
］

。 这两座王冢基本马具最为相似 。 阿尔然
一号冢既有外环是马

可 以代表图 瓦乃至整个南西伯 利亚地 区公镫形的马衔 （ 图
一

〇
，

２６ ？ ２ ８ ）
，
也有外环

元前 ９￣ 前 ７世纪最具特色的早晚两个 阶段是圆形的马衔 （ 图
一

〇 ，

２３￣２５ ） 。 黑海沿

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特点 。 西部草原 的岸主要是外环为圆形的马衔 。

黑海沿岸 ， 在公元前 ７￣ 前４世纪是斯基泰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马镳 （ 图一〇
，

９
、

（ Ｓｃ
ｙ
ｔｈｉａｎｓ ）

， 在斯基泰人之前 ， 辛梅里安人１ ０） 与黑海沿岸 的相似性 ， 首先体 现在两

（ Ｃ ｉｍｍ ｅｒ ｉ ａｎ ， 也被译为金麦里人 ） 是黑海北地的 马镳都是起源于金属质地的勺 形镳 ，

？

９４（总 １ １７４
）

？



邵会秋等 ：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之路

Ｊ １ １ｊｉ ｌ ｌ．Ｉ＃ １＿
秦 巢 ！ｋＭ Ｕ６ｉ飞Ｉｉ ２１ ３

Ｉ
ＩＩＩ

＇

３１１Ｉ＾ｆｍ

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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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〇３４３５

黑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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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Ｍ ＾ｖ

／＼
＇

 ． ． ．

Ｉ Ｉ Ｓ ；ｉｎｎ＾
＂

＇

＾ １ １Ｉ ｆ

ｉ ｆＩ＾ＵＴｆｅ ｉｉ ｉｖ
ｙ ５〇 ５ ｉ ！ ５３

域３６３ ７＾

３ ９ Ｊ

＾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ｙ

图一 ０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南西伯利亚及黑海沿岸出 土遗物

１
、
２

、
１ ８

￣

２ １
、

３ ６ ． 铜 剑３
、

４
、

３ ７ ． 剑鞘５ 、 ３９ ． 铜盔６ ￣ ８
、

２３ ￣ ２８
、
４０

￣

４３ ． 马衔９
、

１ ０
、

２９
、
４４

￣

４８ ． 马

镳 １ １ 、 ３０ 、 ３４ 、 ３ ５ ． 群鹿纹 １
２
￣

丨 ７
、

３ １
、

４９
￣

５ １ ． 卷曲动物纹 ２２ 、 ３ ８ ． 铜镞 ３２、
３３

、
５ ２

、
５３ ． 三棱形饰件 （ １

、

１ ４． 小黑石沟９２ＮＤＸＡ ＩＩ Ｍ５２
、

８ ． 天巨泉７３０ １３
、

１ １
、

１ ５
￣

１ ７ ． 小黑石沟Ｍ８ ５０１４ 、 ５ ． 汐子北山 嘴７５０１６ ． 小黑石

沟９２ ＮＤＸＡ Ｈ Ｍ １ １７ ． 小黑石沟８５Ｚ Ｊ９ 、 １０ ． 小黑石沟Ｍ８０６ Ｉ１
２ ． 小黑石沟 ９２ＮＤＸＡ Ｕ Ｍ５ １３ ． 小黑石沟９８ＮＤＸＡ １ＤＭ １ ７

１ ８ 
￣

２０ 、 ２２ 

￣

２９ 、
３

１ 、
３５ ． 阿尔然一号王冢 ２１ ． 阿尔然二号王冢 ３０ ． 阿尔泰地区 ３２ 

￣

３４． 图瓦 ３６ 

￣

３８ 、 ４ １ 、 ４２ 、

４４

－

４７ ． 北高加索和黑海北岸 ３ ９
、
４３ 、 ４９

－

５ １ ． 克列尔梅斯墓地 ４０ 、
４８

、
５２

、
５３ ． 新切尔卡斯克 ）

而且同步发展 ，
由宽短向细长形演变

［

３６
］

（ 图在动物装饰艺术方面 ， 夏家店上层文

——

） 。 以阿尔然王冢为代表的中部草原流化 的种类较 为复杂 ， 有虎 、 豹 、 鹿 、 鸟 、

行三孔马镳 （ 图
一

〇 ，
２９ ） ，

而且这种三孔马 、 羊 、 犬 、 牛和猪等写实的动物形象 ，
还

马镳多为骨制 ， 应该是来源于当地之前的卡包括
一些抽象的动物纹 。 南西伯利亚地区的

拉苏克文化 中 的三孔骨马镳
Ｐ７

１

（ 图
一二 ） 。装饰均为野兽纹 ， 种类相对较少 ， 但大都生

中部草原正是继承了骨质马具而进人发达游动写实 ， 体态优雅 ， 尤其是在阿尔然
一号王

牧文化 ，
流行在整个草原上的马镳恰恰是这冢中 。 而黑海北岸地区早期的装饰主要是受

种从骨镳发展来的三孔马镳 。 所以 中部草原到希腊和近东地区农业文明影响 的几何纹和

的文化是游牧时代物质文化的主要来源 。 黑花形饰 ， 真正意义 的动物纹 出现较晚 。 三个

海地区最早是外环为双环的马衔 （ 图
一〇

，地区的联系首先体现在卷曲动物纹上 （ 图
一

４０ ） 和三孔勺形镳 （ 图
一〇

，
４ ８ ）

， 但后来〇
，

１２ 
￣

１ ７ 、 ３ １
、
４ ９￣５ １ ）

， 中外学者对此

突然 出现了与阿尔然王冢形制
一

致的外环为有较多的研究
［

３ ８
１

。 有国外学者认为这种装饰

大圆环和马镫形马衔以及三孔马镳 （ 图
一 最早可能源于中 国的玉猪龙的形象

［
３ ９

］

。 近年

〇
，

４ １
￣ ４７ ） ， 可看作是来 自南西伯利亚地来的研究将整个欧亚草原地区的卷 曲动物纹

区的影响 。分为不同起源的三大区 ， 即以 内蒙古为 中心

．

９５ （总 
１ １７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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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方 区 、 以萨彦 －阿尔泰为 中心的中 央 区曲动物纹的分区与本文的分区完全重合 。

和 以黑海沿岸及其周邻地区的西方区 。 东方东部草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 中部草原

区流行正视或侧视的虎的形象 ，
爪和尾端有的南西伯利亚地区的联系还体现在浮雕群鹿

环形
， 前后腿上都有同心圆纹 （ 见图一〇 ，纹装饰

，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群鹿纹多是在剑

１ ２
、

１ ６
、

１ ７ ）
；
中央 区为躯体瘦长的雪豹形柄上 ， 纹饰多成排排列 （ 见图

一

〇
，

１
、

２ 、

象 （ 见图一〇 ，
３ １ ）

；
西方区外轮廓不是圆１ １） ； 南西伯利亚地区用群鹿装饰的器物种

的
，
而是近三角形 （ 见图

一

〇
，

５０
、

５ １） 。类更加广泛 ， 在铜镜 、 刀柄和鹿石上都有表

各地的卷曲动物纹拥有独立的起源
，
但又相现 （ 图

一

０
，３０

、
３４

、
３ ５ ） 。 从形象上看 ，

互影响 和渗透
， 才形成

一

个整体
｜

４（
）

）

。 这种卷两地存在着一些相似性 。 中部草原与西部草原

ｍｍ｜

父往更为频繁 。 在細伯利亚的阿尔然王豕和

 黑海北岸地区都出土
一

种三翼的珠饰 （ 图
一

Ｉ， 崎ｆ琴〇 ，
３２

、
３３

、
５２

、
５３ ）

， 而且形制完全一致 ，

『 飞 １翻醜可能存捕直数流 。

ａＡＬ＊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装饰艺术不仅与

｜＾１整个草原有联系 ， 而且还为欧亚草原创造了

ＩＡ賤特色的动物风格 ， 后来逐渐流行于东部

ｆ１冒 １Ｉ

＾
草原 。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虎牌饰 （ 见图五 ，

＼Ｊ▼／ｒ２２ ） 在欧亚草原年代最早 。 它的源头在中 国



１
 ２３＾４

的 中原地区具有
“

戎狄
”

性的墓葬中 ， 在年

ｎ代为西周 晚期 的甘肃宁县宇村发现了青铜虎

｜ ｜｜
｜

ｉ

ｆ牌饰和虎形青铜器
１

４ １
１

， 这种虎牌饰
一

支在玉

＃ｉｆ］
Ｉ

Ｉ皇庙文化晚期演变成马牌饰 ， 另
一

支传人内

ＪＶ＼｜ ［｜蒙古岱海地区 ， 在那里由卧式变为站立 ， 由

地＼ｖＩＩ Ｉ单体变为虎唾兽牌饰 ， 并且一直保留 到匈奴
Ｋ

Ｉｆ

＂

时期
｜

４２
］

。

＾

６＾７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蒙古和外 贝加尔地区

图
一
一

中 国北方和欧亚草原的铜勺形马镳石板墓文化的联系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形成期

就已经出现 ， 到繁荣期动物纹和装饰品几乎完

全相同 。 这种联系有进
一

步

＊

ｇ加强的趋势 。 这种高度的相

＾ＩＩ Ｉ〇 ；Ｉ？
－

ｒ Ｊｆ） 論 Ｍ 公元前２千纪初 ， 在中国北

ｑ
ｉ

￣

；
ｙｉ

￣

ｗｉｙｙ
，

＇／ｆｅｔｎ 方和蒙古高臟出现以翘尖

？４化的
，
也有新近 出土在榆

５＾林火石梁遗址房屋居住面



■年代相当于前２千纪初的 。

图一二 卡拉苏克时期出 土骨马镳 （ 均 出 自 托罗戈扎克遗址 ）据此 ，
我们 曾 按照契尔耐

？

９６ （
总１ １７６） 

？



邵会秋等 ：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之路

赫对欧亚大陆冶金区的划分标准 ， 提出 了
“

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根据其分布可以分

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
”

这一概念 ［
４３

１

。 前２为三类 ： 第
一

类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特有的青

千纪初正是这个冶金区的雏形 。 从商代晚期开铜器 ， 例如銎柄剑和齿柄刀
；
第二类是中国

始这个冶金区进人繁荣期 ， 形成了独特的青铜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共有的 ， 例如泡形饰 、

器组合
， 代表性器物有兽首 、 铃首 、 蛇首装饰双尾饰和棍形饰等 ； 第三类是夏家店上层文

的剑 、 刀和马镳以及琢戈等 ，
这些青铜器向西化与中部和西部草原共有的 ， 例如卷曲动物

传播到米努辛斯克盆地 ， 是中 国北方和蒙古高纹 、 野猪纹 、 中线有弧尖的铜盔和铃首长棍

原冶金区范围最大的时期 。 而到了夏家店上层形马镳等 。

文化时期 ， 中 国北方与蒙古高原及外贝加尔地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西方草原的相似性仅

区人群的交往不仅体现在功能性的武器与工具仅存在于这个文化的繁荣期 ， 有与中部草原的

上 ， 更重要的它们存在形制一致的装饰品和相相似性 ，
也有与西部草原的相似 。 这些出有相

似的动物装饰风格 ， 这些表明中 国北方地区与似器物的地点与广袤的欧亚草原相比
，
实在是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人群可能存在着贸易或迁 太渺小了 ’
这些点与点之间完全找不到联系的

徙等深层次的交流 ， 这个时期人群间的文化认通道 。 但是这些若明若暗的点确实说明了夏家

同进一步加深。店上层文化从繁荣期开始加人到黑海沿岸到南

最近新出版 的 《 陕北 出土青铜器 》
一西伯利亚草原同步发展的游牧化进程中 。

书发表了陕北榆林县征集的双尾饰
１

４４
１等 ， 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小黑石沟与阿尔然一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同类器基本相同 。 如何解号冢相似器物首先是平首刀剑 （ 见图
一〇

，

释这种现象 ？ 难 道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传播１
） ， 其次是卷曲动物纹 。 但是这里的卷曲

到 了这里 ？ 如果从中 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动物纹 （ 见图
一

〇
，

１ ７ ） 与阿尔然
一号冢相

区 的 概念 出 发就容易 理解这种现象 了 ： 在比略显原始 ， 动物的首尾没有真正地卷曲到

中 国北方长城沿线 向北到蒙古东部地区和贝
一起 。 夏家店上层文化更多地是与阿尔然二

加尔地区存在着一个青铜器冶金区 ， 在这号冢相似 ， 如装饰繁缛的短剑 、 青铜马衔与

个区域内存在着相似的青铜器制作传统 。 所马镳 。 因此以小黑石沟为代表的夏家店上层

以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各种青铜器的分布范围文化的繁荣期的年代应该略晚于阿尔然一号

是不同的 ，
这是由它们的文化性质决定的 。冢

，
而早于阿尔然二号冢 。 根据夏家店上层

文化的年代 ， 我们赞同阿尔然
一

号冢

｜

断代的后一种意见 ， 即可以早到公元

ｌ

：

〇
ｊ

）（Ｑ）ｔＫ前９世纪末 ，
因为小黑石沟和东南沟

Ｉ ｆ ｉ
，

｜ｙ｜
／ｈｉ［

１ 类型为代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

ｒ ｉ。丨 ｜Ｗ１为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公元前 ８世

ｂ
Ｉ＼／

ｙｐｉ ｉｉ＼＼＼＼＼ 纪前期 。 阿尔然王冢与夏家店上层文

Ｍ ＇

／
（
／１＼ ＼ＬＪＵ＊分别代表了欧亚草原的中部与东部

（

Ｌ

＂ＷｊＴ

＂

／Ｆ７
游牧时代的起源 ，

它们应当是各 自独

Ｌ７ｊｙ立起源 的 ，
两者的相似当是反映了时

，
２３

＇

＾Ｚ／６＾代的特征 。 这种同步发展现象 ，
反映

——１了草原各地之间频繁的文化交往 。

图一三 公元前２千纪初出 土铜刀ｐ 、 卜亩汝出

１
、

２ ． 蒙古出土３ ． 俄罗斯外贝 加尔 ４ ．ｉ ｆ疆天山北路墓地 ５ ． 内蒙根据上又才析 ’ 夜 １
丨

Ｊ

口ｍ鱼构 甲

古奈曼东犁 ６ ． 陕西榆林火石梁 ７ ． 甘肃干骨崖墓地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金属之路 ： 在以

？

９７（
总 １ １７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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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公元前 １ １世纪末到石椁墓 》
，
《考古学报 》 Ｉ９７３年第２期 。

公元前７世纪 （西周到春秋中期 ） 的 中国北方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

与欧亚報的交往 ，

－方面是继承了原有建《 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 １ 〇 ２号石椁墓 》
，

《考

立的联系 ，
不断地加深与蒙古高原和外贝 加

， ｒ
－？ｃ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５１所等 ： 《小黑石沟

小地区的联系 ，
两地在工具上都使用适 《森夏家店上层文化舰发掘报告 》

，
科学出版

林草原的空首斧 ，
在武器和车马器方面偶有＆ ２〇〇９￥ 。

相近的铜盗和御马器 ’ 在动物装饰和装饰品
［
５

］
ａ ．朱永刚 ： 《夏家店上层文化初步研究 》

，
见

方面的相似说明两地人群在文化认同与装束《考古学文化论集 （

一

） 》 ，
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８７

方面有相当的
一致性 ， 这是

“

中国北方－蒙古年 ； 《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 》 ，

高原冶金区
”

发展的继续 。 另
一方面 ， 中国《考古学报 》 Ｉ＂８年第２期 。

北方东部地区在公元前９世纪末开始与西方的ｂ ．靳枫毅 ： 《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 》
，

草原交往 ， 与阿尔然王冢青铜器的相似性代《考古学报 》
Ｉ９８７年２期 。

表 了与麵伯利亚地区的联系 ， 甚至可以间
ｃ －ｍｍ ：

接与西部草原的則斯基泰和早期斯基泰文化』 ^

ｆ
－ｍ＋ｊｒ八ｄ ．刘国祥 ：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允 》
，

进打交往 。 欧Ｍ励賴部分与亚■分《軸学报 》 ２＿年第‘

的交往路线在这
一

时期彻底打通 ， 整个草原ｅ ＿王立新 ： 《辽西区夏至＿＿文化格局与经

地区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大的整体 ， 各地出现济形态的演进 ＞ ， Ｉ ：考古学报＞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

的卷曲动物纹就是最好的证明 。 而南西伯利亚［
６

］
ａ ．乌恩岳斯图 ：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 ，

地区则是这个整体的 中心地区。 这也是公元前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７年。

７世纪后整个草原游牧时代形成的基础 ，
而夏ｂ ．同

［
５

］
ａ 〇

家店上层文化就是东部草原最为典型的代表 ，［
７

］ 
ａ ．赵宾福 ：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

为揭示草原金属之＿供了重要 文化研究 》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年 。

附记
：
本文 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

同
［

５
］
ｄ 。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Ｊ

青铜
，ｆ

早期
”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酸古克

时代 中 国 北万与 欧亚草原 的 父＃ （ 编了
：

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 、 二次发掘简报 》 ，

１０
ＪＪ
Ｄ７７〇００ １ ） 研究成果 ， 并得到 了 国 家社科《考古 》 １９９ １年第８期 。

基金项 目 （ 编号 １ ２ＣＫＧ００６ ） 的 资助 。

［ １ ０］ 贾鸿恩 ： 《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 》 ， 《文

＾ｍ物 》 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

！

［
１ １

］
建平县文化馆等 ： 《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

［ １］ 杨建华 ：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葬及相关遗物》 ， 《考古》 １９８３年第８期。

发展中的传承作用 》 ，
见 《边疆考古研究 》第７［

１ ２］ 同 ［
５

］
ｄ Ｄ

辑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年。ｔ

ｌ３
］
所谓平首剑是指短剑柄首为长条形平顶 ，

有的侧

［
２

］
乌恩 ：

《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古面有
一个凸钮或凹窝 ， 详见杨建华 ： 《冀北周代

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 ，
见 《边疆考古研究 》第青铜文化初探》

， 《中原文物 》 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

１辑 ；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 》 ， 科学出版［
１４

］ａ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社 ，
２００７年 。 （ １９ ７３

－

１ ９７７ ） 》
，
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９ ５年 。

［
３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张家坡西周

《 内蒙古赤峰药王庙 、 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墓地 》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１９９９年 。

告 》 ， 《考古 》 １９６ １年第２期 。［
１ ５

］ 
ａ ？ 同 ［

１４
］
ａ 。

［
４

］
ａ ．辽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 ： 《宁城南山根的ｂ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 《北京地区 的又

一

重要

．

９ ８（
总１ １７８

） 

■



邵会秋等 ：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之路

考古收获》 图９
，
《考古》 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Ｋｕｒ

ｇ
ａ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ｆｙ

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Ｔｉｍｅ
） ，

［
１６

］
同 ［

６
］
ａ〇１ ９８０ ．ｂ ．Ｌｅｏｎ ｉｄＭａ ｒｓ ａ ｄｏｌｏｖ

，
！

ＴＡｅＣＶｉｎｍｅＷａｆｌ

［
１７

］
青海省文物处等 ： 《青海文物 》 图版６７ ， 文物出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ｏｒｄｉｏｎＴｕｍｕｌｉ Ｆｏ ｕｎｄ ｉｎｔｈｅ

版社
，

１９９４年。Ａｌ ｔａｉ Ｂａｒｒｏｗｓ
，

ｉ ｎＫｍｇ
ａｎｓ

，Ｈｉｔｕａ ｌＳｉ

＇

ｔｅｓ
，
ａｎｄ

［１
８

］
东京国立博物馆 ： 《大草原 ＣＯ骑马民族中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 ｔ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Ｂｒｏｎｚｅａｎｄ ＩｒｏｎＡｇｅ ， ＢＡＲ

国北方 Ｃ
７）青铜器 》 图２８

， 东京美術株式会社 ，Ｉ 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Ｓ ｅｒｉｅｓ

，

８９０
，２０００ ．

１９９７年 。［
３ ２

］
ＶｏｎＫｏｎ ｓｔａｎｔｉｎ Ｖ．Ｃｕ

ｇ
ｕｎｏｖ

，
細

’

＂ｙｃＡｅ

［ １９
］
吉县文物工作站 ： 《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２／／３７１／ｒａ

，
Ｖｅｒｌａ

ｇ
Ｐｈ ｉ

ｌ
ｉｐｐ

器 》 ，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９期 。ＶｏｎＺ ａｂｅｒｎ

？

Ｍａｉ ｎ ｚ
，Ｂｅｒｌｉｎ ， ２０ １０ ．

［
２０

］ 中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韩国高句丽研究［
３３

］ 同 ［
３１

：^

财团 ： 《 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
３４

］ 同 ［
２

］
。

化 》第 １４３页图４７
，

２００６年 。［
３５

］
同 ［

３２
］
。

［
２ １

］
同 ［ １４＞ 。［

３ ６
］
杨建华 ： 《试论

“

勺形器
”

的用途——兼论晋

［
２２］ 同

［
１４

］
ｂ 。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武装化与移动化 》 ，

［
２３］ 同

［
１４

］
。见 《公元前 ２千纪的晋陕髙原和燕山南北》

，
科

［
２４

］
井 中伟 ： 《 夏家店上 层文化 的青 铜钉齿马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年 。

具北方草原与中原青铜文化交往的新证之［
３７ ］ 

Ｓｏｐｈｉ ｅＬｅ
ｇ
ｒａｎｄ

，

Ｔｈｅｅｍｅｒ
ｇ
ｅｎ ｃｅｏｆ ｔｈｅＫａｒａｓｕｋ

一

》 ， 见 《边疆考古研究》第９辑 ， 科学出版社 ，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８０
（
２００６

）
：
８４３－８ ５９

，ｆｉ
ｇ

． ｌ ４Ａ ．

２０ １０年。［
３ ８

］
ａ ．Ｅ ．Ｓ ．Ｂ ｏ ｇｄ

ａｎｏｖ
，

ｔｈｅｏｒ ｉｇｉｎｏｆ ｔ ｈｅｉ
ｍａｇ

ｅｏｆａ

［
２５

］
林沄 ： 《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 》

，
见 《林沄ｐ

ｒｅｄａｔｏｒｃｏｉ
ｌｅｄｕｐｉ

ｎａｂａｌ ｌ
ｉ
ｎｔｈｅ

“

Ｅａｓ ｔｅｒｎ

学术文集 （二 ） 》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年。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ｏｆ ｔｈｅＳｃ
ｙ
ｔｈ ｉａｎｒ ｅａ ｌｍ

， ，

［
２６

］
同 ［

４
］ 

ｃ〇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Ｅｕｒａｓｉａ
ｔ４

（
２０

）
２００４ ．

［
２７

］
同

［
４

］
ｂ。ｂ ．乌恩 ： 《略论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

［
２８］ 林沄 ： 《对南山根Ｍ １０２出土刻纹骨板的一些看卷曲动物纹形象》 ， 《考古》 ２０〇２年第 １ １期 。

法》 ， 见 《林沄学术文集 》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ｃ ．同 ［２５
］
。

版社
，

１９ ９８年 。［
３９

］
同

［
３８

］
ａ 。

［
２９

］
ＥｍｍａＣ ． Ｂｕｎｋｅｒ

，
ＮｏｍａｄｉｃＡ ｒｔ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 ｔｅｒｎ［

４０
］
同

［
２５

］
〇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Ｓｔｅｐｐｅ
，ＴｈｅＭｅｔｒｏ ｐｏｌｉｔ ａｎＭｕｓｅ ｕｍｏｆ［

４ １
］ 许俊臣 、 刘得補 ： 《甘肃宁县 出 土西周青铜

Ａｒ
ｔ 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２００２
，
ｆｉ

ｇ
．２８ ＾ ２９．器 》 ， 《考古》

１９ ８５年第４期 。

［
３０］ａ ．ＥｍｍａＣ ．Ｂｕｎ ｋｅ 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ｒｏｎｚｅ ｓｏｆ
ｔｈｅ［

４２
］
杨建华 ： 《匈奴起源新探 》 ，

见 《庆祝张忠培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Ｓｔｅｐｐ
ｅｓ

ｆｒｏｍＡｒｔｈｕｒＭ． Ｓａｃｋｌｅｒ生八十岁论文集》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年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ＡｒｔｈｕｒＭ．ＳａｃｋｌｅｒＦｏ 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４３

］ 杨建华 ： 《商周时期 中 国北方冶 金区 的 形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１ ９９７

，Ｐ．３ ３２ ．成
——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 》 ， 见

ｂ ．郑绍宗 ： 《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公元前２千纪的晋陕髙原与燕山南北》 ， 科学

物纹青铜饰牌》 ，
《文物春秋》 图９０

，１ ９９ １年第出版社 ，
２００８年 。

４期 。［
４４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陕北出土青铜器 》榆林

［３ １］
ａ ． Ｇｒ

ｙ
ａｚ ｎｏ ｖ

，
Ｍ ．Ｐ ．

，ＡｒｚｈａｎＴｓａｒｓｋ ｉｉｋｕｒｇａｎ１ １７ 、 输林２１７
，
巴蜀书社

，
２００９年 。

ｒａｎｎｅ ｓｋｉｆｓｋｏ ｖｏｖｒｅｍｅｎｉ
（
Ａ ｒｚｈａｎ ，Ｔｈ ｅＴｓａ ｒ（ 责任编辑 新 华 ）

■

９９ （总 
１ １７９

）

．



４３Ａ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

本期要览

山 东泰安市大 汶口 遗址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３年发掘简报 ２０ １ ２年 １ ０月 至２０ １ ３年６月 ， 对大汶 口遗址进行

了两次发掘 ， 发现成片的大汶 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居住区 ， 并清理了房址７座
，
这些房址均为方

形地面建筑 。 出土遗物以陶器 、 石器和骨器为主 。 这是首次在大汶 口遗址内发现如此集中的房

址和有明确规划的居住区 ， 对研究大汶 口遗址的聚落形态有着重要的意义 。

内蒙古科左中旗哈 民忙 哈新石器时代遗址 ２０ １ ２年 的发掘 ２０ １ ２年７￣９月
，
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

发掘 ， 清理半地穴式房址 １ １座 、 灰坑 １ ９个 、 墓葬６座 、 环壕２条 ，
出土陶器 、 石器 、 玉器 、 骨蛘

器 ５００余件 。 其中 ， 房址内 出 土多层人骨 、 木构件和大量玉器 。 发掘表明该遗址是
一处史前大

规模双环壕聚落遗址 ，
文化面貌十分独特 。

上海福泉山遗址吴 家场 墓地２０ １ ０年发掘 简报 ２０ １ ０年 １ ２月 至２０ １ １年 １月 ，
对福泉山遗址吴家场

等三个地点进行发掘 ， 清理了４座良渚文化墓葬及其他遗迹。 本文重点报道了吴家场的４座 良渚

文化墓葬 ， 其中Ｍ２ ０７为 良渚文化晚期权贵大墓 ， 随葬玉琮 、 璧 、 钺 ，
以及象牙权杖 、 人头盖

骨碗等重要遗物 ， 由此可以确认吴家场墓地是人工堆筑的 良渚文化权贵墓地 。

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 ２０ １ ０年发掘简报 ２ ０ １ ０年 ６ ￣

１ １月 ，
对西城驿遗址进行发掘 ， 发现房

址 、 墙体 、 灰坑 、 灰沟 、 墓葬等遗迹 ， 出土陶器 、 石器 、 玉器 、 骨器 、 铜器 、 炼铜炉猹 、 矿石

等遗物千余件 。 遗存可分为马厂晚期至四坝早期之间和四坝文化时期两个阶段 。 本次发掘对研

究四坝文化来源 、 河西走廊早期冶金技术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看草原金属之路 夏家店上层文化经历了形成期 、 繁荣期和衰落期三

个阶段 。 繁荣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最为发达 ， 其青铜武器 、 车马器及动物纹装饰艺术除

部分与 中原地区相似外 ， 还出现了较多欧亚大陆草原青铜文化的因素 。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欧亚

大陆草原金属之路东部草原最为典型的代表 ， 为揭示草原金属之路提供了重要证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