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一 甘 肃 早 期 铜 刀 分 布 示 意 图

1.火 烧 沟 2.干 骨 崖 3.西 城 驿 遗 址 4.东 灰 山 5.皇 娘 娘 台 6.

永 登 蒋 家 坪 7.大 何 庄 8.魏 家 台 子 9.东 乡 林 家 10.商 罐 地

11.杏 林 12.磨 沟

Abstract ：Single blade bronze knives had emerged earlier and been used for longer period in Gansu province . More -
over , new types had constantly sprung up during its development . Ring -pommel?knives first appeared in the Hexi
corridor region around 3700 years ago , had influenced the emergence of Ring-pommel?knives in surrounding regions .
The prevailing of Single blade bronze knives in Gansu province wa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tradition of stone osteotome blades which had been formed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
Key Words ：Gansu ； single blade bronze knives ； Ring-pommel knives

甘肃早期单刃铜刀初步研究

陈国科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从 早 期 青 铜 时 代 到 早 期 铁 器 时 代 ， 铜 刀 几 乎 遍

布 了 整 个 欧 亚 大 陆 的 北 部 区 域 ， 成 为 铜 器 中 的 主 要

器 类 。 甘 肃 地 区 发 现 铜 刀 以 单 刃 刀 为 主 ，数 量 大 、形

制 多 ，是 当 地 早 期 铜 器 中 的 代 表 性 器 物 之 一 。 学 者 多

认 为 甘 肃 铜 刀 源 于 本 地①②， 也 有 学 者 认 为 其 来 自 于

欧 亚 草 原③④， 或 认 为 在 受 到 欧 亚 草 原 影 响 的 同 时 进

行 着 区 域 创 新⑤。 甘 肃 地 区 和 欧 亚 草 原 地 区 在 早 期 文

化 发 展 中 存 在 着 密 切 交 流⑥，但 交 流 的 时 间 、路 径 、方

式 等 都 很 模 糊 ，铜 器 间 的 关 系 也 不 清 晰 ，甘 肃 地 区 早

期 单 刃 铜 刀 来 源 仍 不 明 了 。 本 文 试 就 甘 肃 境 内 早 期

单 刃 铜 刀 的 类 型 、年 代 等 问 题 进 行 一 些 分 析 ，进 而 就

其 与 周 边 区 域 铜 刀 之 间 的 关 系 及 来 源 等 问 题 进 行 一

些 探 讨 。

一、 主要类型

甘 肃 目 前 所 见 早 期 单 刃 铜 刀 ， 主 要 分 布 在 河 西

走 廊 及 洮 河 流 域 （图 一 ），在 马 家 窑 、马 厂 、齐 家 、西 城

驿 、四 坝 等 文 化 均 可 见 ，时 间 跨 度 约 为 公 元 前 三 千 纪

前 段 至 公 元 前 两 千 纪 后 段⑦。 涉 及 遗 址 包 括 马 家 窑 文

化 东 乡 林 家 ，马 厂 文 化 永 登 蒋 家 坪 ，西 城 驿 文 化 张 掖

西 城 驿 二 期 ，四 坝 文 化 火 烧 沟 、干 骨 崖 、东 灰 山 、西 城

驿 三 期 ，齐 家 文 化 皇 娘 娘 台 、大 何 庄 、商 罐 地 、杏 林 、

摘 要 ：甘 肃 单 刃 铜 刀 出 现 年 代 早 、沿 用 时 间 长 ，在 发 展 中 不 断 涌 现 出 新 的 形 制 ，环 首 刀 在 距 今 3700 年 前 后

出 现 在 河 西 走 廊 地 区 ，对 周 边 地 区 环 首 刀 的 出 现 产 生 了 一 定 影 响 。 甘 肃 单 刃 铜 刀 的 流 行 ，是 对 这 一 区 域 自 新

石 器 时 代 以 来 形 成 的 石 刃 骨 刀 使 用 传 统 的 继 承 和 发 展 。

关 键 词 ：甘 肃 ；单 刃 铜 刀 ；环 首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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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家 台 子 、 磨 沟 等 。 器 形 可 分 为 复 合 型 和 一 体 型 两

类 。 A 类———复 合 型 ，是 将 刀 刃 嵌 入 骨 、木 等 材 质 的

柄 手 中 而 形 成 的 一 种 复 合 型 工 具 ， 依 装 柄 方 式 可 分

四 型 。 B 类———一 体 型 ，指 刀 身 、刀 柄 一 体 制 成 ，材 质

相 同 ，依 柄 部 特 征 可 分 为 两 型 。 各 类 型 刀 依 背 、刃 等

形 制 可 分 凹 背 弧 刃 、直 背 凹 刃 ，凸 背 凹 刃 等 式 别 。 过

细 致 的 划 分 对 于 把 握 铜 刀 的 阶 段 性 特 征 变 化 意 义 不

大 ，故 在 此 不 作 式 别 分 析 。

Aa 型 柄 舌 不 明 显 （图 二 ）。 最 早 发 现 于 东 乡 林 家

马 家 窑 遗 址 ，该 刀 通 长 12.5 厘 米 ，短 柄 长 刃 ，刀 尖 圆

钝 ，微 上 翘 ，弧 背 ，刃 部 前 端 因 使 用 磨 损 而 凹 入 ，柄 端

上 下 内 收 而 较 窄 ，并 有 明 显 的 镶 嵌 木 把 的 痕 迹⑧。 在

蒋 家 坪 、皇 娘 娘 台 、磨 沟 、火 烧 沟 、东 灰 山 及 青 海 互 助

总 寨 都 有 发 现 。 这 类 刀 在 尾 端 直 接 装 骨 、木 柄 等 （图

三 ）。

Ab 型 背 部 平 直 ，呈 片 状 。 在 魏 家 台 子 、西 城 驿

二 、三 期 均 有 发 现 。此 类 刀 应 是 在 背 部 装 柄 （图 四 ；3、

4）。

Ac 型 背 部 有 凸 脊 ，呈 片 状 。在 皇 娘 娘 台 、西 城 驿

遗 址 三 期 有 出 土 。 新 疆 哈 密 地 区 的 天 山 北 路 墓 地 中

也 曾 有 发 现 。该 类 刀 应 与 Ab 型 相 似 ，在 背 部 装 柄 ，背

部 凸 脊 是 为 了 让 刀 身 嵌 入 柄 首 ，结 合 更 为 紧 密 。 （图

四 ；1、2）

Ad 型 柄 舌 不 明 显 ，柄 端 有 一 近 圆 形 孔 。 在 火 烧

沟 、磨 沟 都 有 发 现 。 （图 二 ；10-12）应 是 在 尾 端 装 柄 ，

圆 孔 可 能 是 为 了 楔 入 铆 钉 以 便 更 好 地 固 定 柄 手 。

Ba 型 刀 柄 与 刀 身 分 界 明 显 ，有 较 长 的 柄 手 。 在

皇 娘 娘 台 、大 何 庄 、磨 沟 及 西 城 驿 、干 骨 崖 都 有 发 现

图 三 Aa 型 铜 刀 装 柄 方 式

1a.柄 部 放 大 1b.磨 沟 木 柄 铜 刀 1c.残 存 木 柄 4.互 助 总 寨

骨 柄 铜 刀

图 二 Aa、Ad 型 铜 刀

1.林 家 2.蒋 家 坪 3、8、10、11.火 烧 沟 4、7、12.磨 沟 6、9.皇 娘 娘 台

图 四 Ab、Ac 型 铜 刀

1.皇 娘 娘 台 2.西 城 驿 3.西 城 驿 4.魏 家 台 子

图 五 Ba 型 铜 刀

1.皇 娘 娘 台 （刀 柄 ）2.大 何 庄 3.磨 沟 4、5.干 骨 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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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 ）。

Bb 型 刀 柄 与 刀 身 分 界 明 显 ，有 环 形 首 。 主 要 发

现 在 齐 家 文 化 和 四 坝 文 化 遗 址 中 ，商 罐 地 、杏 林 、西

城 驿 、干 骨 崖 等 均 有 出 土 （图 六 ）。

二、 年代与分期

东 乡 林 家 遗 址 为 马 家 窑 文 化 晚 期 遗 存 ， 年 代 为

公 元 前 2740 年⑨，出 土 铜 刀 年 代 应 与 遗 址 年 代 相 当 。

马 厂 文 化 的 年 代 一 般 定 在 公 元 前 2453-公 元 前 1900
年⑩，永 登 蒋 家 坪 遗 址 出 土 铜 刀 年 代 亦 在 此 年 代 范 围

图 七 甘 肃 地 区 早 期 铜 刀

1.林 家 2、4-7.皇 娘 娘 台 3.蒋 家 坪 8、10、11、26..西 城 驿 9.魏 家 台 子 11、13、18、19.火 烧 沟 16、17.东 农 山 12、

14、15、20、25.磨 沟 22.商 罐 地 23.杏 林 24.大 何 庄 27-29、35、36.干 骨 崖 30、31.占 旗 32-34.沙 井 文 化 37.临 洮

灰 咀 38.永 靖 黑 头 咀

图 六 Bb 型 铜 刀

1.西 城 驿 2.杏 林 3.商 罐 地 4-6.干 骨 崖 7、8.占 旗 9-11.沙 井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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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内 。 西 城 驿 铜 器 年 代 为 距 今 4000-3700 年輥輯訛，据 最

新 的 认 识 ， 四 坝 文 化 和 齐 家 文 化 的 铜 器 年 代 分 别 定

在 距 今 3700-3300、4000-3500 年 左 右輥輰訛。 一 般 将 辛 店

文 化 年 代 定 在 距 今 3600-2600 年 、 寺 洼 文 化 的 年 代

在 距 今 3300 年-2500 年輥輱訛， 沙 井 文 化 年 代 为 公 元 前

1000 年-公 元 前 400 年輥輲訛，三 者 铜 器 年 代 应 与 自 身 文

化 年 代 相 当 。

结 合 铜 刀 的 变 化 特 征 ， 可 将 甘 肃 早 期 铜 刀 整 理

为 四 个 大 的 阶 段 ，整 理 如 图 七 。 第 一 阶 段 ，距 今 4450
年 以 前 ，相 当 于 早 期 青 铜 时 代 晚 段輥輳訛，以 东 乡 林 家 马

家 窑 铜 刀 为 代 表 。 一 般 将 其 划 分 为 复 合 型 ，有 柄 舌 。

第 二 阶 段 年 代 在 距 今 4450-3700 年 ，

相 当 于 中 期 青 铜 时 代 ， 以 蒋 家 坪 、皇

娘 娘 台 铜 刀 为 代 表 。 以 复 合 型 为 主 ，

出 现 背 部 装 柄 的 新 形 制 刀 ；一 体 刀 出

现 ，且 在 柄 部 进 行 装 饰 （图 五 ；1）。 第

三 阶 段 ， 距 今 3700-3500 年 ， 相 当 于

晚 期 青 铜 时 代 早 段 ，以 火 烧 沟 、东 灰

山 、西 城 驿 三 期 、大 何 庄 、磨 沟 、商 罐

地 、杏 林 等 出 土 铜 刀 为 代 表 。 此 期 形

制 多 样 ，复 合 型 刀 在 既 有 形 制 的 基 础

上 出 现 了 新 形 制 。 一 体 刀 亦 出 现 了 新

类 型 ，在 柄 部 出 现 环 首 ，个 别 在 环 首

上 有 附 加 装 饰 （图 六 ；1、2）。 第 四 阶

段 ， 距 今 3500 年 左 右 ， 晚 至 寺 洼 文

化 、沙 井 文 化 早 期 ，相 当 于 晚 期 青 铜

时 代 晚 段 ，以 干 骨 崖 、占 旗 等 墓 地 出

土 铜 刀 为 代 表 。 复 合 型 铜 刀 逐 渐 减

少 ，一 体 刀 继 续 上 一 阶 段 形 制 ，柄 部

更 为 精 致 ，环 首 刀 的 数 量 占 有 绝 对 优 势 ，部 分 刀 柄 首

有 一 圆 孔 ，可 视 为 环 首 的 变 体 。 在 甘 肃 地 区 ，环 首 刀

至 早 期 铁 器 时 代 都 一 直 存 在 。

从 复 合 型 刀 到 一 体 型 刀 、 从 柄 舌 不 明 显 到 刀 柄

与 刀 身 有 明 显 分 界 、从 无 柄 首 到 环 首 的 出 现 ，甘 肃 地

区 单 刃 铜 刀 的 发 展 ， 在 前 后 阶 段 呈 现 出 较 强 的 延 续

和 承 继 ，发 展 轨 迹 清 晰 。其 中 Ab 型 刀 仅 见 于 甘 肃 、新

疆 东 部 地 区 。 Bb 型 环 首 刀 的 出 现 大 致 在 第 三 阶 段 ，

年 代 为 距 今 约 3700 年 左 右 ，之 后 甘 肃 地 区 在 很 长 时

间 里 保 持 了 环 首 刀 的 传 统 ， 而 不 见 中 国 北 方 地 区 所

见 的 铃 首 、兽 首 、菌 首 等 。

图 八 青 海 地 区 早 期 铜 刀

1、 2.上 半 主 洼 3、4、10、11、13、16、17 潘 家 庄 5.山 坪 台 6.宗 安 寺 7、8.诺 木 洪

9、12、15 大 华 中 庄 14.乱 山 18.上 孙 家 寨 （据 《青 海 地 区 青 铜 时 代 文 化 研 究 》图

4.3、图 4.6 改 绘 .）

图 九 新 疆 地 区 早 期 铜 刀

A 天 山 北 路 遗 存 B 卡 拉 苏 克 文 化 C 南 湾 类 遗 存 D 香 宝 宝 类 遗 存 E 伊 犁 河 流 域 文 化 F 察 吾 乎 沟 口 文 化 G 苏 贝 希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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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

1、与 境 内 地 区 间 的 关 系

在 北 方 地 区 的 夏 家 店 下 层輥輴訛、 大 坨 头輥輵訛、 朱 开 沟

輥輶訛，以 及 中 原 二 里 头輥輷訛，山 东 岳 石輦輮訛等 文 化 中 都 发 现 了

铜 刀 。 主 要 有 复 合 型 和 有 柄 手 的 一 体 刀 、 环 首 一 体

刀 。 但 这 些 铜 刀 的 年 代 大 都 不 早 于 二 里 头 文 化 时 期 ，

大 致 与 甘 肃 地 区 铜 刀 发 展 的 第 三 阶 段 相 当 。 西 北 地

区 铜 刀 起 步 早 ，形 态 进 步 ，类 型 丰 富 ，成 为 纯 粹 的 技

术 输 出 地 ， 对 中 原 区 和 东 北 区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响輦輯訛。

尽 管 齐 家 文 化 、 四 坝 文 化 及 天 山 北 路 墓 地 出 土 的 环

首 铜 刀 没 有 长 城 地 带 中 段 环 首 刀 那 么 典 型 ， 但 年 代

早 ， 完 全 可 以 作 为 探 讨 北 方 系 环 首 铜 刀 起 源 于 西 北

部 地 区 的 依 据輦輰訛。在 新 疆 地 区 的 天 山 北 路 、焉 不 拉 克 、

南 湾 、察 吾 乎 、苏 贝 希 、伊 犁 河 流 域 、香 宝 宝 等 各 类 文

化 和 遗 存 中 都 有 铜 刀 发 现 （图 九 ），在 青 海 地 区 的 卡

约 文 化 、诺 木 洪 等 文 化 中 也 有 铜 刀 出 土 （图 八 ），但 就

目 前 资 料 来 看 ， 它 们 的 年 代 未 有 早 于 甘 肃 早 期 铜 刀

者 。

2、与 境 外 地 区 间 的 关 系

中 国 境 外 欧 亚 大 陆 北 部 地 区 青 铜 时 代 的 单 刃 铜

刀 可 以 初 步 划 分 为 四 个 阶 段 ，整 理 如 图 一 〇 。 可 以 看

出 ，在 第 一 、二 阶 段 ，单 刃 刀 很 少 ，且 仅 见 复 合 型 ，与

甘 肃 境 内 的 Aa 型 接 近 ，不 见 甘 肃 境 内 所 见 的 Ab、Ac
型 。 在 第 三 阶 段 ，复 合 型 形 制 更 为 规 整 ，但 种 类 单 一 ，

没 有 新 的 形 制 ，在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铜 器 中 有 类 似 于

甘 肃 所 见 Ac 型 ，但 两 者 仅 是 装 柄 方 式 相 似 ，而 刀 形

差 距 较 大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所 见 为 弧 形 刃 ，一 般 称

之 为 刮 刀 （图 一 三 ；4）。 这 一 时 期 有 柄 一 体 刀 突 然 出

现 ，且 出 现 动 物 形 柄 首 和 环 形 柄 首 。 第 四 阶 段 ，复 合

型 刀 出 现 尾 端 有 圆 孔 的 新 形 制 ，与 甘 肃 地 区 Ad 型 相

似 ，一 体 刀 延 续 了 上 一 期 的 形 制 ，主 要 有 素 柄 、环 首

及 柄 首 饰 动 物 或 其 它 造 型 三 类 。 整 体 来 看 ，欧 亚 大 陆

北 部 地 区 单 刃 铜 刀 的 出 现 年 代 较 早 ，在 发 展 中 ，复 合

型 刀 具 有 较 好 的 延 续 性 ， 但 其 种 类 不 及 甘 肃 地 区 所

见 丰 富 ，而 一 体 刀 的 出 现 较 为 突 然 ，尤 其 环 首 、动 物

首 刀 ，一 开 始 便 以 极 成 熟 的 面 貌 呈 现 出 来 。

李 刚 认 为 复 合 柄 、 浑 铸 柄 刀 可 能 有 着 多 个 起 源

地 ，中 国 境 内 的 马 家 窑 文 化 、齐 家 文 化 分 布 的 地 区 即

有 可 能 分 别 是 这 两 类 刀 子 的 起 源 地 之 一 ， 在 伊 朗 高

图 一 〇 欧 亚 草 原 地 区 早 期 单 刃 铜 刀

1.希 萨 尔 2.阿 凡 纳 谢 沃 3.卡 累 利 阿 4、5.阿 巴 舍 沃 文 化 6.斯 鲁 勃 纳 亚 文 化 7、10-18.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8、9.安 德 罗

诺 沃 文 化 19、20、27、28.彼 得 罗 夫 卡 II 21-23、25.达 尔 文 琴 24、26.楚 斯 特 29.阿 曼 格 尔 迪 30.卡 米 什 诺 伊 31.萨 尔 加

利 32.雅 夫 兰 卡 33.查 尔 科 夫 乌 鲁 斯 34-36.卡 拉 苏 克 （据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及 《欧 亚 大 陆 北 部 的 古 代

冶 金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现 象 》相 关 图 版 改 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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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有 可 能 存 在 另 一 个 起 源 地輦輱訛。 胡 博 曾 指 出 ，齐 家 文

化 杏 林 的 弓 背 有 柄 刀 、 皇 娘 娘 台 的 一 件 残 刀 柄 和 互

助 总 寨 的 骨 柄 铜 刀 与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式 铜 器 颇 为

相 似輦輲訛。梅 建 军 认 为 ，从 西 北 地 区 环 首 弓 背 刀 、骨 柄 铜

刀 等 可 以 看 到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文 化 的 影 响輦輳訛。 杨 建

华 等 也 认 为 齐 家 的 铜 刀 大 大 晚 于 欧 亚 大 陆 的 青 铜 时

代 中 期 ，与 塞 伊 玛 的 组 合 略 有 相 同 之 处輦輴訛。 研 究 者 多

将 甘 肃 地 区 早 期 铜 刀 的 来 源 指 向 了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

3、与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铜 刀 关 系 的 再 认 识

（1）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铜 刀

刀 是 塞 伊 马－图 尔 宾 诺 类 型 最 有 特 色 、数 量 最 大

的 器 物 ， 但 绝 大 多 数 都 是 双 刃 刀 ， 单 刃 刀 的 比 重 很

小 ，可 分 为 弧 背 动 物 柄 首 （图 一 一 ；1-5）、弧 背 环 首

（图 一 一 ；6-8）、弧 背 柄 首 三 类 （图 一 一 ；9），多 分 布

于 乌 拉 尔 山 以 东 区 域輦輵訛。 帕 瓦 青 格 认 为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动 物 形 柄 首 单 刃 铜 刀 形 制 的 出 现 与 环 首 铜 刀 有

关 ，环 首 刀 的 出 现 应 要 早 一 些 ，早 到 公 元 前 第 二 千 纪

中 叶 ，出 现 在 哈 萨 克 斯 坦 ，并 由 此 区 域 沿 额 尔 齐 斯 河

向 北 传 播輦輶訛。 这 看 似 为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的 动 物 形 柄

首 单 刃 刀 形 制 的 出 现 寻 找 到 了 源 头 ， 但 是 一 个 新 的

问 题 是 ，环 首 刀 最 早 源 于 何 处 ？ 目 前 在 哈 萨 克 斯 坦 境

内 寻 找 环 首 刀 的 起 源 仍 有 困 难 。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在 中 亚 山 区 阿 尔 泰 、天 山 形 成

时 在 冶 金 方 面 与 奥 库 涅 夫 之 间 的 关 系 密 切 ， 但 在 奥

库 涅 夫 尚 未 发 现 单 刃 刀 的 证 据 。与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年 代 相 当 且 存 在 相 互 交 流 的 阿 巴 舍 沃 、斯 鲁 勃 纳 亚 、

安 德 罗 诺 沃 等 文 化 中 都 有 单 刃 刀 发 现 ， 然 其 形 制 与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类 型 的 刀 ，尤 其 是 动 物 首 、环 首 单

刃 刀 之 间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差 距 ， 双 刃 刀 在 这 些 文 化 中

更 具 传 统 。 而 在 这 些 文 化 区 更 早 的 冶 金 文 化 中 ，单 刃

刀 的 发 现 也 是 极 为 有 限 的 。 希 萨 尔 、阿 凡 纳 谢 沃 、卡

累 利 阿 等 虽 有 单 刃 铜 刀 发 现 ，但 他 们 与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之 间 年 代 相 隔 久 远 ，承 继 关 系 不 明 。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单 刃 刀 的 出 现 表 现 出 一 些 突 然 性 。 在 这 些 文

化 之 后 的 晚 期 青 铜 时 代 晚 段 单 刃 刀 更 为 流 行 ， 也 更

容 易 看 出 一 些 变 化 的 过 程 。

从 分 布 区 域 上 来 看 ，在 晚 期 青 铜 时 代 早 段 ，单 刃

刀 主 要 分 布 在 乌 拉 尔 山 以 东 地 区 的 欧 亚 草 原 及 南 部

边 缘 地 带 ，乌 拉 尔 山 以 西 区 域 较 少 见 。 在 晚 期 青 铜 时

代 晚 段 的 后 塞 伊 玛 时 期 ，单 刃 刀 在 东 乌 拉 尔 地 区 、哈

萨 克 斯 坦 北 部 和 中 部 、 阿 尔 泰 以 及 中 亚 地 区 发 现 较

多 ，在 东 欧 地 区 也 较 为 少 见 。 从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类

遗 存 的 文 化 传 统 及 与 其 相 接 触 的 同 时 期 文 化 中 ，都

难 以 看 出 源 头 ，在 没 有 发 现 更 为 直 接 的 证 据 之 前 ，从

其 分 布 的 地 域 来 考 虑 ， 可 能 和 中 国 北 部 地 区 更 为 相

关 。

（2）西 城 驿 环 首 铜 刀 的 发 现

李 刚 认 为 ， 黄 河 中 下 游 地 区 的 连 柄 浑 铸 环 首 刀

可 能 与 齐 家 文 化 有 关輦輷訛。 西 城 驿 遗 址 新 发 现 的 一 件 铜

刀 ，对 我 们 认 识 环 首 刀 的 出 现 具 有 重 要 启 示 。 该 铜 刀

发 现 于 F78 活 动 面 ，为 凹 背 、弧 刃 ，刀 尖 上 翘 ，环 形

首 ，环 首 明 显 ，在 环 首 端 部 有 一 鹰 首 饰 。 刀 柄 与 刀 身

没 有 明 显 的 分 界 ，但 柄 手 部 分 厚 钝 ，柄 手 缘 部 微 凸 ，

两 侧 均 饰 有 多 道 长 线 和 短 线 纹 。 通 体 长 19.5 厘 米 ，

刃 部 最 宽 处 2.5 厘 米 （图 一 二 ）。 属 西 城 驿 三 期 （四 坝

文 化 ），年 代 在 距 今 3700 年 左 右 。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式 铜 器 的 年 代 ，契 尔 内 赫 曾 定 在 公 元 前 16 至 公 元 前

14 世 纪 ，后 又 修 正 为 公 元 前 22 至 公 元 前 18 或 17 世

纪 ， 而 张 良 仁 认 为 其 年 代 范 围 应 在 公 元 前 21 至 14
世 纪輧輮訛，其 年 代 上 限 早 于 四 坝 文 化 。 从 现 有 的 证 据 来

看 ，西 城 驿 四 坝 文 化 环 首 铜 刀 的 年 代 ，不 会 比 帕 瓦 青

图 一 一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单 刃 短 剑

1-5，第 一 类 ；6-8，第 二 类 ；9，第 三 类 。 1.塞 伊 玛 2、6.罗 斯 托 夫 卡 3.图 尔 宾 诺 4.叶 鲁 尼 诺 图 5.朱 姆 巴 河 图 6.罗 斯

托 夫 卡 7、8.齐 甘 科 沃-索 普 卡 8.齐 甘 科 沃-索 普 卡 9.额 尔 齐 斯 （据 《欧 亚 大 陆 北 部 的 古 代 冶 金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现 象 》图 66-68 改 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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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所 提 及 的 哈 萨 克 斯 坦 环 首 铜 刀 的 年 代 晚 （前 两 千

纪 中 叶 ）， 也 即 不 晚 于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单 刃 铜 刀 年

代 。 西 城 驿 铜 刀 形 制 较 为 原 始 ，年 代 偏 早 ，在 甘 青 地

区 可 见 此 类 刀 的 发 展 轨 迹 。 其 形 制 不 仅 是 环 首 刀 的

早 期 形 态 ，而 且 为 后 来 环 首 出 现 附 属 装 饰 开 了 先 河 。

四、 来源再认识

1、外 来 影 响 的 可 能 性

甘 肃 地 区 单 刃 铜 刀 发 展 的 四 个 阶 段 可 以 与 境 外

单 刃 铜 刀 发 展 的 四 个 阶 段 相 对 应 。 就 目 前 资 料 来 看 ，

单 刃 铜 刀 在 伊 朗 高 原 的 希 萨 尔 文 化 中 的 出 现 在 早 期

青 铜 时 代 ，萨 彦-阿 尔 泰 地 区 的 阿 凡 纳 谢 沃 铜 刀 在 公

元 三 千 纪 前 半 段 ，属 早 期 青 铜 时 代 晚 段 ，森 林 草 原 地

带 的 卡 累 利 阿 铜 刀 属 中 期 青 铜 时 代 ， 中 亚 南 部 的 纳

马 兹 加Ⅳ-Ⅴ时 期 铜 刀 属 中 期 青 铜 时 代輧輯訛，中 国 西 北

地 区 的 马 家 窑 文 化 铜 刀 属 早 期 青 铜 时 代 晚 段 ， 在 出

现 的 年 代 上 ，马 家 窑 铜 刀 年 代 并 不 晚 ，可 以 说 它 与 其

它 几 处 铜 刀 年 代 相 当 ，难 以 确 定 谁 影 响 谁 。 如 果 存 在

着 相 互 影 响 ，那 么 这 一 影 响 的 途 径 尚 不 明 确 。 在 后 来

的 发 展 中 ， 甘 肃 地 区 的 铜 刀 在 各 阶 段 体 现 出 较 强 的

延 续 和 承 继 ，呈 现 出 渐 进 发 展 的 模 式 。 尽 管 与 奥 库 涅

夫 等 铜 刀 在 装 柄 方 式 上 近 似 （图 一 三 ），但 它 们 在 用

刀 传 统 上 有 着 本 质 区 别 ， 欧 亚 草 原 主 要 以 双 刃 刀 为

主 ，甘 肃 地 区 以 单 刃 刀 为 主 。 距 今 3700 年 前 后 环 首

刀 出 现 在 甘 肃 地 区 ，较 欧 亚 草 原 出 现 要 早 。 河 西 走 廊

的 四 坝 文 化 发 现 竖 銎 斧 、矛 、喇 叭 口 耳 环 等 铜 器 ，意

味 着 该 地 区 冶 金 在 器 物 形 态 上 受 到 欧 亚 草 原 的 影

响 。 在 频 繁 的 文 化 互 动 中 ，河 西 地 区 对 欧 亚 草 原 也 进

行 了 积 极 地 反 馈 和 影 响 。 河 西 走 廊 地 区 在 距 今 4100
年 就 已 开 始 大 规 模 的 冶 金 活 动 ， 而 且 较 早 形 成 了 石

范 铸 造 传 统 ，西 城 驿 环 首 刀 的 形 态 及 纹 饰 ，以 及 火 烧

沟 四 羊 头 权 杖 首 的 嵌 铸 技 术 等 ，可 能 对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铜 刀 的 铸 造 产 生 过 启 发 ， 欧 亚 草 原 环 首 铜 刀 的

出 现 很 可 能 是 受 河 西 地 区 影 响 的 结 果 。

2、单 刃 铜 刀 的 祖 型 证 据

关 于 铜 刀 的 祖 型 ，研 究 者 多 指 向 了 石 刃 骨 刀 。 郎

树 德 认 为 东 乡 林 家 铜 刀 与 该 遗 址 出 土 的 石 刃 骨 刀 非

常 相 似 ， 表 明 铜 刀 是 仿 骨 梗 石 刃 刀 的 形 制 铸 造 的輧輰訛。

有 学 者 也 曾 指 出 甘 肃 临 夏 魏 家 台 子 遗 址 出 土 的 齐 家

文 化 的 铜 刃 骨 刀 ， 至 少 其 结 构 和 形 态 上 是 源 于 石 刃

骨 刀 的輧輱訛。 吕 学 明 也 认 为 铜 刀 源 于 骨 刀 或 骨 梗 石 刃 刀

輧輲訛。 甘 青 地 区 是 石 刃 骨 刀 分 布 密 集 区 之 一 ，在 仰 韶 时

期 大 地 湾 遗 址 、马 家 窑 文 化 林 家 遗 址 、半 山 、马 厂 时

期 的 兰 州 花 寨 子 墓 地 、 土 谷 台 墓 地 、 景 泰 张 家 台 墓

地 、永 昌 鸳 鸯 池 墓 地 及 齐 家 文 化 皇

娘 娘 台 遗 址 等 均 有 相 关 发 现 （图 一

四 ）。 呈 现 出 始 用 时 间 早 、延 续 时 段

长 、类 型 多 样 等 特 点 。 除 石 刃 骨 刀

外 ， 在 东 乡 林 家 还 发 现 带 柄 石 刀

（H46:1）輧輳訛。 在 此 文 化 传 统 下 ，一 旦

具 备 了 冶 炼 、铸 造 技 术 ，生 产 铜 刀

是 自 然 的 事 情 。

3、冶 炼 技 术 的 支 撑

东 乡 林 家 除 发 现 铜 刀 外 ，还 于

灰 坑 （H54）中 发 现 了 “铜 碎 渣 ”，为

铜 铁 共 生 矿 冶 炼 不 完 全 的 冶 金 产

物輧輴訛。 而 且 这 一 铜 碎 渣 并 非 孤 例 ，在

该 遗 址 T57 第 4 层 中 也 发 现 两 块

因 风 化 而 成 碎 块輧輵訛。 铜 碎 渣 证 明 当

时 已 经 开 始 冶 金 实 践 ， 具 有 早 期 青

铜 冶 金 的 雏 形輧輶訛。 在 酒 泉 高 苜 蓿 地 、

照 壁 滩 马 厂 文 化 遗 址 中 曾 发 现 有 铜

图 一 三 装 柄 方 式 比 较

1.临 夏 魏 家 台 子 2.磨 沟 3.总 寨 4、6.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5、8.奥 库 涅 夫

7.格 拉 兹 科 沃

图 一 二 西 城 驿 三 期 环 首 铜 刀

生

业

与

社

会

83- -



锥 、 铜 块 ， 在 张 掖 西 城 驿 遗 址 发 现 了 这 一 时 期 炼 铜

渣 ，表 明 在 马 厂 时 期 甘 肃 冶 炼 活 动 依 旧 进 行 。 在 河 西

走 廊 地 区 ，已 发 现 多 处 西 城 驿 文 化 、齐 家 文 化 、四 坝

文 化 及 略 晚 的 骟 马 文 化 存 在 冶 炼 活 动 。 从 最 早 铜 刀

的 发 现 一 直 到 后 来 发 展 的 各 个 阶 段輧輷訛，甘 肃 地 区 都 有

冶 炼 活 动 存 在 ，对 于 铜 刀 的 制 作 ，不 存 在 冶 金 技 术 上

的 困 难 。

五、 结语

单 刃 铜 刀 在 世 界 各 地 出 现 的 年 代 相 当 ， 难 以 看

出 相 互 间 的 影 响 。 石 刃 骨 刀 、有 柄 石 刀 等 单 刃 铜 刀 祖

型 的 存 在 以 及 冶 炼 活 动 的 出 现 ， 让 马 家 窑 时 期 的 先

民 拥 有 生 产 铜 刀 的 能 力 。 单 刃 铜 刀 在 发 展 中 不 断 出

现 新 的 形 制 。 环 首 刀 在 距 今 3700 年 前 后 出 现 在 河 西

走 廊 地 区 ，其 影 响 东 至 中 原 及 北 方 地 区 ，南 到 青 海 地

区 ，西 及 新 疆 ，在 与 欧 亚 草 原 文 化 的 交 流 中 ，也 对 其

可 能 产 生 影 响 。 甘 青 地 区 是 石 刃 骨 刀 的 重 要 使 用 区

域 ，单 刃 铜 刀 的 流 行 ，是 对 这 一 区 域 用 刀 传 统 的 继 承

和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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