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左 后 旗 呼 斯 淖 契 丹 墓
越

张 才自 忠

197 7年 7 月 下 旬
,

在 内蒙 科尔沁 左 翼后

旗呼 斯淖 公社 所在 地 以 北沙 丘 中
,

发 现一 座

古墓
。

部分随 葬 遗物 已 被 人 挖 出
。

哲 盟 博 物

馆得 知 消 息后
,

即 派 人 进 行 了清理
。

根据墓

中出 土 器 物
,

推 断 此 墓 是 较早 的 契 丹 墓 葬
。

谁
一 地 理 位 t 与 葬式

呼 斯 淖 公 社 位于 科 左 后 旗 所 在地 甘 旗 卡

镇 东40 公 里
。

墓 葬在 公 社 大 院东 北 方 向 0
.

5

公 里 许 的 沙 崖壁 上
。

沙 崖 之 下 为 一 条 南北 向

的 风蚀 沟
,

崖 顶 至 沟 底 约 5 米
。

沙 崖 的 上 部

为流动 的 黄 沙
,

其下 为 黑 灰 色 沙 土
,

较坚

硬
,

厚约 2 米
,

再下 为 细 颗 粒 白 沙
。

墓 葬 上

口 开于 黑 沙 土 层 上 部
,

因 长 期风 化
,

墓 葬的

一 侧 已 露 出 底 部
,

部 分 道葬品 暴 露 于 沙 崖 壁
_

七
。

墓 葬为 土 坑 竖穴 墓
,

南北 向
,

墓 口 距 地

表0
.

2 米
。

墓 口 长 3
.

6
、

墓 深 2
.

5
、

墓 底 长
2

.

5
、

宽 1
.

6 米
。

无 葬 具
。

人 头 骨 在北 端
,

头

旁放 置罐
、

壶 等生 活 用 具
。

左 侧 放 一 具羊 骨

架
,

右 侧 及 腰部 放 铁 剑
、

铁链 等 武 器
。

脚 部

放鞍 马具
。

清理 时 在 南端 发 现 平 行的 两 条胫

骨和 排 骨
,

知为 仰 身直 肢 葬
。

死者 为 男性
,

从 其智 齿 尚未 出 全 和 头 骨

骨缝 愈 合 等 情况 推 断
,

死 时年 龄 应 在 二 十 五

岁 到 三 十 岁 之 间
。

书

二 出土 遗 物

墓 葬 中出 土 遗物 包括 陶 瓷器
、

铁 器
、

铜

么

器
、

骨 器等类
,

分 别介 绍 如 下
。

(一 ) 陶 瓷 器

黄釉 盘 口 壶 一 件
。 口 盘 形 似 碗

, 口 外

侈
。

细 颈
,

折 肩折 腹
,

平足
。

口 盘 中部
、

颈

下 部
、

肩上 部
、

肩折 部
、

腹 折 部 各有 压 印 锯

齿形 附加堆 纹 一 道
,

颈 部 有 凸 弦 纹 两 道
,

肩

上 部 有 凸 弦 纹 三 道
。

肩部
、

腹 部 又 各 有 凹 弦

纹一道
。

壶 内外 通 体 施 黄 釉
,

有 微 小 开 片

纹
,

足 下 有 釉瘤
。

壶 胎 为 红 褐色 陶 质
。 口 径

1 1
.

2
、

高2 5
.

5
、

腹 径 18
.

5
、

足 径9
.

8厘 米 ( 图

版 贰
: i ; 图 一

: 2 ) 。

青黄 釉 盘 口 壶 一 件
。

口 盘似 碗 形
, 口

外 侈 卷 沿
,

鼓 腹
。

肩 部有 一 道 凸 棱
,

上 腹 部 有

数 道 凹 弦 纹
。

内外 通 体施 青黄釉
,

出 现 微 小 开

片
。

平足
,

足 底 部 尚留 有 三 个支 钉的 痕 迹
,

并 存釉瘤
。

壶 胎 为 黑 灰 色 陶 质
。 口 径 13

、

高
2 8

.

8
、

腹 径 18
.

8
、

足 径 9
.

7 厘 米 ( 图 版 贰
: 2 ;

图一
:

6)
。

鸡 冠 壶 三 件
。

形 制 相 同
。

磨 光 黑 陶

质
。

上 扁下 圆
,

凹 底
。

一 侧 有一 凹 槽
,

槽上

下 各 有 一 穿 纽 ; 另一 侧 只 有 凹 槽
,

无 纽
。

鸡

冠 中 间有一穿 孔 ( 图 版 贰
:
3)

。

扁 壶 两 件
。

同 式
。

磨 光 灰 陶 质
,

火 候

较 高
。

身 扁 圆
,

两 面 各 有 两 条 同 心 圆 棱
,

侧

面 中 间内收
,

形 成 一 道 凹 槽
。

长颈
,

斜 口
,

微卷 沿
,

颈 部有 一 道凸 弦纹
。

颈 两 侧 肩部 各

有一 系
。

高 圈 足
,

底 上 凸
。

其 中较 大 的 一 件

口 径 8
、

高 30
、

腹 径 19
.

2厘 米
,

足 底 面 呈 椭

圆 形
,

直 径 4
.

8 x 8
.

2 厘米 ( 图 版 贰
: 4 ; 围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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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奋

一 : 5 )
。

陶 壶 一 件
。

磨 光 灰 陶
。

长 颈
,

斜 口
,

沿 微 外卷
。

鼓 腹 上 划 出 不甚 明 显 的 六 瓣瓜

棱
。

腹 下 部 施 蓖 纹
。 口 径 12

.

8
、

高29
.

4 、

底

径 9
.

8 厘 米 ( 图 版 贰
: 5 . 图 一

: 1 、。

带 盖 陶 罐 一 件
。

磨 光 灰 陶
。

直 颈
,

直

口 ,

平 沿 宽 唇
,

圆 肩
,

鼓 腹
。

肩颈 接 合 部 有

一 道 凸 弦 纹
,

腹 下 部 施 蓖纹
。

口径 13
.

2
、

高
23

.

8
、

底 径s
。

8 厘 米 ( 图 版 贰
: 6 . 图 一

: 3 )
。

陶 罐 一 件
。

形 体 较 小
,

大 口 ,

直 颈
,

鼓 腹
,

素面
。

口 径7
.

4
、

高9
、

底 径4
.

4 厘 米 (图

一 : 4 )
o

( 二 ) 铁 器

铁 雷 上 窄下 宽
,

略 呈 梯形
,

表面锈 蚀

较重
。

高 6
.

4
、

宽 14
、

口 部 厚 1
.

4厘 米
。

纵 剖

面 呈v 字形
,

壁 厚 0
.

2 厘 米
。

爱 长 方形
,

长

13
.

3
、

宽 1
、

深3
.

5厘 米
。

盈 内尚 留 有木 柄 残

段
。

盈 中部 有 一铁 铆 钉 与 两 壁 相 连
,

为 固 定

舀柄 之 用 ( 图 二
: 5 )

。

铁 斧 一 件
。

刃 部 残 宽 约 4
.

5
、

斧 高

卜

叮户
。 . 「

与

一二。

‘ 图一 1
.

陶 壶 2
。

黄釉 盘 口 壶 3
.

带盖 陶阅
4

.

陶 雄 5
.

扁壶 e
.

青 黄釉 盘 口 壶 吸均 1 / 助

8
。

2
、

顶 部3
.

4 x 2
.

2 厘 米
。

长 方 形 毋
,

谁 口

1
.

8 x o
.

7厘 米 ( 图 二
: 1 )

。

铁铲 两 件
。

残 破 严 重
,

只 存尝 部和 少

部 铲 身残 段
。

一 件 较 浑 重
,

残长 6
.

6 厘 米
。

盈

为2
.

5 x 1
.

3厘 米 的 椭 圆 形 ( 图 二
: 2 )

。

另

一 件较精 巧
,

残 长 6
.

8 厘 米
。

盈 为薄铁 卷成

的 圆 筒形
,

长5
.

3
、

盘 口 直 径 1
.

6厘 米
。

其上

部 有一 铁 丝 环
,

直径 约0
.

15 厘 米
,

为加 固铲

柄 之 用
。

尝 内 尚 遗 有 木 柄 残 段 ( 图 二 :

3 )
。

铁 剑 一 件
。

银 钾
,

银 首
,

木 鞘 外 包

银 皮
。

剑 钾 契 云
、

水
、

鸟 纹 饰
。

剑 首为 两 块

堑 以 兽 面 的 银 片
,

敷于 木 质剑柄 的 两 面
,

用

空 心 铆 钉 铆 合
,

两侧 及 端 部 用 银 皮 包 裹
,

用

银 钉钉 固
。

空 心 铆 钉孔 可 系剑 穗
。

已 残断
,

残长 10 1厘 米 ( 图 七 )
。

铁 矛 一 件
。

锋 已 残 断
,

残 长 1 6
.

5 厘

米
。

为 四 棱形
,

截 面 长 方
,

长 1
.

4
、

边 宽0
.

8

厘 米
。

盈 为 卷筒形
,

壁 厚 0
.

3 厘 米
,

卖 内 尚

存 木质 矛柄 残 段 ( 图二
: 6 )

。

铁 匕 一 件
。

残 长 7
.

6
、

宽 2
.

4
、

背 厚
0

.

4厘 米
。

铁链 分 八 式
。

I 式 十 一件
。

锋 为 扇形
,

茎 与 艇 之 间

有 结
,

方 艇
。

茎 长 6 一 7 厚0
.

2
、

刃宽 4厘

米 ( 图 二
:

8)
。

n 式 一 件
。

锋端 分 叉
,

其下 与 l 式相

同 ( 图 二
: 9 )

。

111 式 一件
。

锋 为三 冀式
,

茎 长 4
.

3.

翼残 长2
.

5 厘 米 ( 图二
: 10 )

。

W 式 八件
。

茎为 柳叶 式
,

截 面 为 菱

形
。

挺为 四 棱 形
,

茎 艇 间 有 结
。

茎 长 8 一
8

。

5
、

宽 约 1
.

5米 厘 ( 图 二
: 15 )

。

V 式 两件
。 ‘

茎 与 IV 式 近
,

但短 而 厚
,

茎 下 结不 显 著
。

长4
.

5一5
、

宽 1
.

2
、

厚0
.

7厘

米 ( 图二
: ] 3 )

。

VI 式 一件
。

茎 上 段 为 柳 叶 式
,

中 间起

脊
,

下 为 圆 柱 式
,

茎 与 挺 间 有 明 显 的 结
。

长

6
、

宽 1 厘 米 ( 图二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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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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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铁斧 2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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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铁 徽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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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骨 管 5
.

铁 苟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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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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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式 铁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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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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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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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

.

,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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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锣 圈六 铁 马衡

、 田 三
、

1
.

空心 球 形 饰
形份件 7 ‘

带 圆 形 扣盯

衫
2

、

8
,

二 悯 带 扣 s
,

一 日 形 饰 件
盆0

,

1 1 长 形 饰 件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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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汾

姐 式 一 件
。

茎 上 段 为剑式 锋 刃
,

截 面

为 菱形
,

下 段 为 束腰 形
,

截面 椭 圆
。

茎 与艇

间无 明显 的结
。

长 5
。

7
、

宽 l 厘 米 ( 图 二 :

14 )
。

祖 式 二 十一 件
。

茎 为 四 棱形
,

锋 呈 菱

形
。

茎 截面 6 x 4
、

锋宽 l
。

5
、

厚0
.

2 厘 米
。

挺 为圆 柱形
,

挺 与茎 间 的结不 显著 ( 图二 :

12 )
。

马 橙 两 副
。

同 式
,

铁制
,

锈 蚀严 重
。

踏部 为弧 形
,

有 四 个 方孔
,

下 有 三 道 加 强

肋
。

镜 梁为 圆柱 形
,

穿部 高 出橙 梁
,

为方形

( 图 四 )
。

马街 两 副
。

同式
,

铁制
,

因 锈蚀 严重

只 存一 副 半 ( 图 六 )
。

铁 釜 一件
。

锈 蚀 较重
。 口 微 内斜

,

短

直 颈
,

肩部 有两 钮
,

各穿 一小 圆环
。

鼓 腹呈

球形
,

腹 中部 有一 周 凸 棱
,

当是 铸 造时 留 下

的 合 范 浇 口
。

三 扁方 足
,

足 高 13
、

宽 2
.

3 、

厚0
.

7厘 米
,

足 上 部与 下 腹 部间铸 有加 强 肋
。

釜 高17
.

5
、

直 径 1 7
.

4 厘米 ( 图 八 )
。

( 三 ) 铜 器
、

铜饰

铜 镜 一 件
。

亚 方形
,

较薄
。

素面
,

圆

钮
,

表 面 鉴 银
。

镜 面 仅局 部 锈 蚀
,

保 存 较

好
。

直 径 1 1
.

4 厘 米
。

铜 铃 五 件
。

近球 形
,

婆金
,

已 大 部 分

剥 蚀
。

直径 5
.

5厘 米 ( 图 五 )
。

铜 带扣 十 一件
。

分 三种
.

表 面 婆 金
。

但大 部分 剥 蚀 ( 图三 : 2
、

R
、

9)
。

蝉形 饰 件 婆金
。

形 如蝉
,

中间起 脊
,

一 端为 尖头
,

另一 端 有一 圆 窝
。

背 面 有 三

钉
,

尖端 一
,

另一 端 二
。

分为 大小 两种
:

大

的六 件
,

长4
.

2
、

宽 1
.

9厘 米
。

小的 十八 件
,

长3
。

1
、

宽 1
.

9厘 米 ( 图 三
: 5

、

右)
。

圆 形 饰件 分 两 种
。

一种 六件
。

婆 金
。

中 间突起
,

顶部为 一 个圆 窝
,

周 围有三 个弧

形镂 孔 ( 图 三 : 8 )
。

另 一 种 两 件
。

铜 质 薄

片
,

签 银
,

亦 有三 个弧 形镂 孔
,

大 小 与 I 式

相 同
,

当 为组 合 使用 ( 图 三
: 4 )

。

长形 饰件
,

分 为 厚薄 两 种
,

各 一件
,

大

小形 式相 同
,

背面 两 端 各 有一 钉
。

厚者 婆金

( 图 三
: 10 )

,

薄 者 签 银 ( 图 三 : 11 )
。

这

种饰 件 当为组 合使用
。

椭圆 形 扣 钉 两件
。

鉴 银
,

中间有 椭圆

形 孔
。

背 面 有三 只 铜钉
。

大 者 长 3
.

8
、

宽2
.

5

厘 米
。

小者 长2
.

4
、

宽 1
.

5厘 米 ( 图 三
:

7)
。

空 心 球形 饰 一 件
。

姿 银 ( 图 三 :

1 )
。

( 四 ) 骨 器

骨 管 两 件
。

同 式
。

已 残
,

似 为器物 之

柄
。

一头 较细小
,

内存 铆钉 , 一 头肥 圆
。

骨

管 内有 铁 锈痕迹 ( 图 二
.

4 )
。

骨 链 一 件
。

已 残
,

柳 叶 式
。

残 长
12

。

3
、

宽 1
.

2 厘 米 ( 图 二
.

7 )
。

( 五 ) 其 它

玛 瑙 饰 一件
。

白玛 瑙质
,

如蝉形
,

一

端 有三 支铜 钉
,

当 与 其他 部件 铆 合 使 用
,

类

似 替饰
。

长3
.

5
、

宽 1
.

4厘 米 ( 图 三
: 1 2 )

。

砺 石 一 件
。

土 黄 色
,

细 砂 岩
。

体 积
一1

。

7 x 2
.

3 x l
.

6厘 米
。

出 土 遗物 中还 有 一 些 铜 薄 片 饰 件
、

铜

箍
、

铜 扣 钉
、

铁 钉 等
,

因锈 蚀成 残片
,

器形

已 不 可 辨认
。

三 关 千 族 属 与时 代 的讨 论

心
田八 铁盖

此 墓 随 葬品 中多 见 契 丹 氏 族 的 生 活用

具
,

如 鸡 冠 壶
、

扁 壶
、

长 颈 斜 口 肉 壶
,

以 及

第 期.



骨 铁等
,

墓 中 并 随葬 羊骨 架
,

这 是 契丹 人 的

葬 俗
,

再 根据墓 葬 的 地 点
,

推断墓 主人 可 能

是契 丹 人
。

墓 中出 土的 两件 盘 口 壶
,

表现 出 唐 代 前

期的 风格
。

黄釉 盘 口 壶 上 的 锯 齿形 堆 纹 与隋

大业 四 年的 李静 训 墓 � 中出 土 的青瓷 小堪 上

的 装 饰特 点相 同
,

壶的 釉 色 与早 期唐 三 彩 中

的黄 釉相 同
,

壶 颈 部 的 凸 旋 纹也 是这 一 时 期

瓷器 的装饰 特 点
。

出 土 的亚 方形 铜 镜为 唐代

中晚 期的 典型 铜镜
。

铁 釜也 属唐 代 以 前 的 形

制
,

这 类 釜 以 后 被 六耳大 铁 锅 取 代
。

铁 剑 上

的银 质剑 怀
、

剑 首均契 刻 唐 代 风 格 的 花 纹
。

马镬 在金 属马镜 中为较早 的 形 制
,

隋 唐 时 期

多见
。

兵 器 中既有 唐代 的 银鞘 铁剑
,

又 保 留

着契 丹 文 化 中较原 始 的 骨 铁
。

在辽 代 墓 葬 中 多见 鸡 冠 壶
,

但 均 为 瓷质

或 釉 陶 质
。

此墓 出 土 的 陶 质 鸡冠 壶 形 制较 为

原 始
,

与唐 开 元 天 宝 时期 的 瓷 制仿 皮 囊壶 �

比 较相 似
,

其 时 代应 早 于 辽
。

墓 中带 盖陶 堆

亦属 较早的 类 型
。

辽 代 初 期 带 盖陶 堆 的 造 型

逐渐 变 高
,

腹 径 变 小 , 中期 以 后 变 化 更 加 明

显
,

陶 器群 中不 再 出 现象 此墓所 见 的 造 型
。

扁 壶 在 唐代 及 以 前 较为流 行
,

辽代 少见
,

同

种形 制的 扁 壶 不 见 于 辽代 的 墓 葬
。

墓 中出 土

的 长 颈斜 口 陶 壶 更 是契 丹 人 早 期 的 常 用 器

物 � ,

它 当是 由 更 早一 些 的 盘 口 壶 发 展 而 来

的
。

陶壶 腹部 的 瓜 棱 纹在 辽 代 少 见
,

而在 渤

海
、

株 揭文 化的 陶壶 上 则 是一 种 普 遍 的 纹

饰
。

所 以 我 们认 为此 墓的时 代在 契 丹建 国之

前
,

相 当于 唐代 晚期
。

从 墓 葬的 地 望说
,

自元 魏到 唐 代
,

这 里

一直 是 契 丹人 的 活动 地 区
。 《魏 书

·

契 丹

传 》 : “ 登 国中
,

国 军 大 破 之
,

遂 逃 进
,

与

库莫 奚 分 背
。

经 数 十年
,

稍 滋 蔓
,

有 部 落
,

于 和 龙 之北 数 百 里
, ”

一
。 ” 新

、

旧 唐 书的

《契 丹 传》 亦 载契 丹 地 域 当 演水 之 南
,

黄 龙

之 北
,

东 距 高 丽
,

西 与奚 接
,

南至 营 州
,

北

至 室 韦
。

和 龙 与 营州 即 今 之 辽 宁朝 阳
。

墓 葬

正 位 于 契 丹 人 的 活 动地 区
。

近 几 年 来
,

我 们 曾发 现 几 座 契丹 早期 的

墓葬
,

有 火 葬墓
、

土 坑 墓
、

砖室 墓
、

石 棺 墓

等
。

这 些 墓 葬 的 情况
,

说 明 唐 代 契 丹 人 随 着

生 产 的 发 展和 与 周 围 民 族 交 往 的 增 进
,

在 意

识 形 态 方面 出 现 了 新的 因 素
,

促进 了 契 丹 社

会 的 转 变
。

墓 葬 习 俗 的 变 化
,

大 量 随 葬 品 的

出 现
,

说 明 这 一 时 期契 丹 社 会已 经 存 在 着明

显 的 贫 富 差别
。

此 墓 中婆 金马 具 和 中原银 鞘

铁 剑等 贵重 物 品 都 作 为私有 财 产 而 随 葬
,

尤

其 是 明 显 的 例 证
。

( 杜 宝 山 同 志 参加 了此 墓 清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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