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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卫犷所见萨称有戈备理要铃与饰牌

冯
,

恩学
吉林大学考古 学来

T h e n i n e b
r o n z e b e l l s h a n g i n g f r o m t h e o e e u p a n t ` w a i s t b e l t

, u n e a r t h e d in t h e

T o m b N o
.

3 8 i n D e li e s id u i
,

R u s s ia a r e ju s t t h e s a m e a s t h o s e u s e d i n S h a m a n t ie r e l i
-

g i o u s e e r e m o n ie s T h is d i s e o v e r y i n d ie a t e s t h a t t h e X i o n g n u o e e u p a n t 15 v e r y l ik e l y

t o b e a w o m a n S h a m a n a n d i t a l s o s u g g e s t s t h a t m e t a l w a is t b e l t s h a d a l r e a d y e o m e

i n t o e x is t e n e e i n t h e X i o n g n u A g e
.

T h e r e a r e a l s o s o m e g l a s s b e a d s a n d s t r i n g s o f

s t o n e b e a d s h a n g in g f r o m t h e w a i s t b e l t
,

w h i e h h a v e t h e s a m e f u n e t io n s a s t h e b e l l s
。

T h e b e a d s a r e t h e p r im i t i u e f o r m o f
“
w a i s t b e l l s

” 。

T h e g o ld e m a g e o f g o d e s s u n -

e a r t h e d i n t h e N o
.

7 T u r k i e t o m b i n G u o y i

—
b a l a

,

R u s s i a
,

t h e g o d e s s m a y h a v e

b e e n t h e f i r s t a n e e s t o r f o r s h a m a n i s m
。

T h e d e e o r a t e d o r n a m e n t s u n e a r t h e d i n t h e

N u z h e n t o m b s f r o m L i a o D y n a s t y a n d M o h e t o m b s h a d o r i g i n a t e d f r o m t h e X i o n g n u

o P e n w o r k o r n a m e n t s 。

T h e e x e a v a t i o n o f b
r o n z e o p e n w o r k o r n a m e n t s a n d b e l l s i n

V u z
h e n t o m b s f r o m M i n g D y n a s t y i n L i a o n i n g p r o v i n e e r e f l e e t s t h e f a e t t h a t t h e u s e

o f t h is k i n d o f o r n a m e n t h a d e x t e n e d t o M i n g D y n a s t y
。

萨满教是广泛存在于北亚和东北亚的原

始宗教
。

萨满教创世神话中的第一位萨满都

是女萨满
,

供奉神抵也以女性神为主
,

可知

萨满教起源于母系社会
。

猛玛神是萨满教普

遍供奉的重要神灵
,

它参与了 创世活动
,

是

它用撩牙开劈了 山川沟谷
,

形成了人们看到

的地貌
,

而猛玛象在全新世 已基本灭绝
,

依

此可推测萨满教在旧石器时代已产生
,

并延

续至今
。

萨满教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变其外

形与 内容
,

但其基本的宗教信仰观和祭祀基

本形式却世代延续下来
。

萨满教认 为宇宙是多层次结构
,

有三
、

九
、

十三等等诸层
。

每层都居住着善神和恶

神
。

世上万物各有司神
,

却无一主神控制全

局
。

萨满俗称为
“

大神
” ,

是族众的保护人
,

为了祛灾驱魔
,

或为指导生产
,

或为求得军

事胜利而周旋于各层神灵魔怪和人之间
。

她

的灵魂能游荡飞升
,

克服重重艰险找到所需

请的神
,

并使之附体
。

在二神配合下 (二神

负贵接待请来的神
,

解释神的动作和要求指

示
,

送走神等 )
,

神能与人沟通
。

萨满请神的

祭祀形式需要在近于 昏迷状态中进行
,

通过

特征的或模拟的动作和声响表演来完成
:

如

火神来则吃火炭
、

跑火池
;

蛇神来则仰面朝

天
,

蠕动前行
,

故俗称为跳大神
。

响器是萨

满请神祭祀必需的工具
,

其中最主要的是腰

铃和鼓
。

相传腰铃是天神阿布卡赫赫战裙上

的佩物
,

它的震动声音使恶魔害怕
、

头晕
。

萨

满佩腰铃才能请神驱魔
,

铃声震响还表示萨

满飞升入天请神
,

或请来的神行走搏斗而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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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德列斯堆 3 8号墓腰部附近遗物分布

出的震动声音①
。

鼓声铃声代表云涛
、

河流
、

激战之宏阔音
。

在 日常生活中
,

只有马和骆驼等畜力或

爱犬才佩带铃挡
,

以防止走失
,

确定方位
,

或

显示威风
。

常人是不能也不便佩带铃档
。

萨

满神器的腰铃为萨满专用
,

由专职侍神人员

保存
,

一般族众受严格禁忌限制不能接触腰

铃
,

从而强化萨满的特权和神圣②
。

因此
,

古

代墓葬中佩于人身上的铜铃都应是萨满的神

器法具
。

孔青铜环形牌位于腰之两侧
,

3 件

双马纹青铜牌和 2 件 回首猛兽纹牌

相 间分布于中间
。

2 件青铜环被压

在双马纹牌之下
,

中部还有 l 件铁

环
。

饰牌之下有数量很多的玉髓珠

和玻璃珠
,

呈串链状分布
,

左侧还

有 9 件小型的钟形青铜铃
。

在两股

骨之间还斜置 1 根圆柱形的
“
短鞭

杆
” ,

下端有 l 枚白色石珠和 2 枚五

株钱
,

五株钱压在左侧股骨上③
。

从分布位置分析
,

环形牌和动

物纹牌应是墓主人腰带上缀着的牌

饰
,

铜环和铁环是腰带的连接部件
。

铜铃是挂在腰带上的
,

或编成串链
,

或单独悬挂
。

因此
,

此墓主应该是

一位女性老萨满
。

该墓出五株钱
,

5 件动物纹透雕牌饰与

外贝加尔西南部的德列斯堆匈奴墓地是
1 9 3 。 年被 发现的

,

因 出土动物纹牌 饰而闻

名
。

1 9 8 4 年又发掘 了第 38 号墓
,

为土坑竖

穴
,

长方形 木棺
,

匈奴墓 中常见的动物纹牌 饰风格一致 ( 图

二 )
,

环形牌上的水滴式的纹样也见于辽宁西

岔沟墓出土的牌饰上④
。

西岔沟墓出 土的铜

镜等遗物年代应断在汉武帝到西汉末
。

达维

多娃和米亚耶夫把德列斯堆 38 号墓的年代

断在公元前 l 世纪是可信的
。

那么
,

萨满之

铜 腰铃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就 已经 出现

了
。

萨满教产生于 旧石器时代
,

在使用金属

腰铃之前
,

必有一个使用石块
、

骨块等非金

属质的原始腰铃阶段
。

南西伯利亚的克拉斯

诺雅尔斯克的恩加那善人萨满教供奉的双头

帐神之腰带上就挂着串珠⑤ (图三
:
1 )

。

满族

神话 《乌布西奔妈妈 》
、

《东海沉冤录 》
、

《两

单 人 仰 身 直 肢

葬
,

头 向北
,

人骨

经鉴 定 为 60 岁

的老年女性
。

头

部有缝于帽上的

装饰品
,

右手处

有黍粒
,

左手处

有雪松籽
,

其余

随葬品 皆分布于

腰部或偏下部位
(图一 )

。
2 件镂

·

3 0
·

图二 德列斯堆 38 号墓 出土的膜带牌饰 和铜铃



世罕王传 》 中

描 述 萨 满 祭

祀
,

其萨满腰

间佩饰是 围挂

各种形状 的粗

陋的有色石块

和用兽毛编织

的系带
,

甚至

将石块佩饰坠

在 萨 满 神 帽

上
。

萨满跳神

时
,

随着舞步

使相撞的石头

发出各种和谐

的声响
,

夜间

还 能 发 出 微

光⑥
。

德列斯

堆 38 号 墓 主

的头部有
“

缝

于帽上的装饰

品
” ,

腰带之下

有大量玉髓珠

图三 1
.

恩加那善 人的帐神 (神偶 ) 2
.

满族的抓鼓 (鼓 神背面 )

3
、

4
.

突厥墓 中的悬铃饰件 5
、

6
、

7
.

金代青铜 人像

和玻璃珠呈链串状分布
,

这些珠子也能在夜

间 月光或火光照耀下发出微光
,

与神话描述

的情形相符
。

因此
,

这些珠饰也是
“

腰铃
” ,

而不会是缀于衣袋上 的饰件
。

石铃与铜铃共

见于一带
,

反映了匈奴时期处于石铃向铜铃

过渡的情形
。

萨满教鼓有两种
,

第一种是神鼓
,

俗称

抓鼓
。

体小而扁
,

有圆形
、

椭圆形
、

长条形
。

皮革蒙面
,

面上绘神界图案
、

神偶像
,

鼓背

中间有抓手 (把柄 )
,

缀以铜钱和彩布条
。

用

法是左手抓鼓背的桥形抓手
,

右手持鼓鞭敲

击
。

神鼓声代表着云涛
、

风雷
,

表示萨满或

请的神驾云在空中飞行
,

所以神鼓鞭被喻为

萨满坐骑⑦
。

另一种是抬鼓
,

圆形体大而重
,

声音宏阔粗犷
,

代表高山险峰
、

惊涛骇浪
、

山

崩雪 陷
。

德列斯堆 38 号墓在腰铃之下有一条

圆柱形的
“
短鞭杆

” ,

可能就是萨满敲击神鼓

之鼓鞭
。

根据神鼓上缀铜钱和布 帛彩条还可

以推测该墓的五株钱和白石珠都是神鼓上的

缀物
。

1 9 8 5 年在南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 尔

斯克边区的郭伊巴拉 (位于叶尼塞河上源的

一条支流阿巴坎河附近 ) 发掘了突厥时代的

家墓
。

在 7 号墓中发现了 2 件鸟展翅形的金

饰件
,

鸟翅尖各悬 1 件铜铃
,

上端两侧各悬

1 件铜铃
,

中 间是一人像
,

背面上端有一挂

钩⑧ (图三
:

3)
。

该墓还伴出菱形悬铃饰件
,

上角有穿纽
,

左
、

右
、

底角 皆悬挂 1 件小铃
(图三

:

4)
。

该墓年代被断为公元第 1 千纪末
,

即相当于晚唐
、

渤海时期
。

俄 国南西伯利亚
、

中亚和我国新疆的突

厥墓前往往有石人像
,

即通常所言的突厥石

人
。

斯科别列夫认为饰件上的人像是突厥墓

前石人雕像的仿制品
。

突厥石人实质上是萨

满教替身偶的一种表现
,

突厥石人的身份是

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

主要有两种观点
:

一

种是突厥有杀人于墓前立石人之俗
,

石人是

被杀掉的战败者像
,

持杯供奉英雄
;

另一种

观点认为石人是英雄本人的像
,

持杯饮酒
,

受



人祭拜
。

饰牌上的人像不可能是这两种身份

的人
,

因此
,

不能仅仅着眼于胸前持物这一

特征就把它看作是墓前石人的仿制 品
。

实际

上
,

突厥石人流行左手持酒杯或酒壶
,

右手

按在腰带之军刀上
,

绝大多数石人有胡须
,

是

身经百战的男子武士
,

女像极罕见
,

仅在中

亚等个别地区有所发现
。

而此件佩饰上的人

像没有军 刀之类的武器
,

胸部有明显的双乳

特征
,

斯科别列夫认为是女神像
。

其双手于

胸前持拿一盒状物
,

不是饮酒之具
,

差别甚

为明显
。

我国 内蒙古
、

东北和俄国 的远东南部都

曾发现过金代铜人像
,

头上有一个吊纽
,

也

是佩挂于人身上的物件
。

俄国远东南部发现

的这类铜人像最多
,

以女像为主
,

穿戴打扮

不一
,

为女真萨满教所崇拜的各种神偶像
。

铜

人像的造型风格与突厥佩饰上的人像相 同
。

民族都有鹰雕变成第一位女萨满的传说
。

如

满族有的族姓传说
,

鹰神从火中叼 出一个石

蛋
,

生出第一个女萨满
。

有的族姓传说
,

天

神阿布卡赫赫让一只母鹰从太阳那里飞 过
,

把光和火装进羽毛里
,

带到世上
,

神鹰被火

烧毁翅膀
,

死于海里
,

鹰魂化成了女萨满
。

布

里亚特人传说最初 的萨满是鸳与女人所生
。

雅库特人传说萨满是神鹰之后裔L
。

古突厥

人传颂神鹰与一女子在岩洞相交
,

生出世界

上第一个女萨满⑧
。

所以
,

我认为这件佩饰可

能是突厥萨满佩带的萨满始祖像
。

突厥的菱形和鸟展翅形饰件的挂铃方式

与鲜卑步摇完全相同
,

因此
,

这些饰件的创

作是效仿鲜卑步摇
。

四

7o 年代在黑龙江省绥滨三号墓地的第 3

如滨海边 区赛加城 出土的 1 件铜人像
,

下部造型呈倒 梯形
,

双手于胸前捧 盒
( 图三

: 5 )
,

另 1 件 的头部 与之相近⑨

(图三
:

6 )
。

手捧之盒可能是能恩惠于人

的神盒
,

与饮酒无关
。

突厥曾一度统治

蒙古高原
,

东际于辽海
,

鞋辐与突厥之

间 曾存在着文化上的直接交流
。

例如
,

在

吉林市查里 巴鞋鞍墓出土的碟蹬带镑L

与俄国阿 尔泰地区杜埃克坦 3 号突厥墓

出土的带铸 。 在外形和花纹上都极为类

似 ( 图四
: 1

、

2)
,

显然是突厥带铐东传

之物
。

女真来源于鞋鞠
,

又都崇信萨满

教
,

女真与突厥在文化上存在着联系也

就不足为怪了
。

在俄 国滨海边区乌苏里区诺沃尼利

科发现的 1 件铜人像 O 背部扎 系双翅
,

昂首曲膝
,

向前飞行
,

显然是萨满升天

请神形象 ( 图三
:

7)
。

满族萨满野祭请

飞虎神
、

鹰神
、

布星神都要在背部扎系

双翅
。

郭伊巴拉 7 号突厥墓的带人像饰

件作为一个整体观察
,

亦是戴神帽的女

萨满
,

背带双翅
,

悬挂铜铃
,

头后圆形

的神光板表示有着特殊的神功法力
。

该

饰件的双翅特大
,

有如蒙古高原上的大

鹰之翅
。

富育光
、

孟慧英在 《满族萨满

教研究 》 的鸟神祭祀中列举了北亚许多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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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1
、

2
.

桐带铸 (1
.

吉林查里巴株相墓出土 2
.

俄 国阿尔泰地区杜埃

克坦 3 号突厥墓 出土 ) 3 、 4
、

5
、

6
、

7
、

8
.

株辐墓和辽代女真墓

出土的牌饰 (3 ~ 5
.

吉林杨屯株相墓出土
; 6

.

绥滨三号墓地女真墓

出土 ; 7
、

8
.

俄国科尔萨克 沃墓地 出土 )



图五

l一 4
.

三女神牌饰与满族神偶 ( 1
.

双城村金墓出土
;2

.

赛

加城 出土 ; 3
.

满族的船神
;4

.

满族的三女神 ) 5
.

奥洛奇人

萨满的祭 台和神柱 6
.

赛加城 出土的牌饰

号墓中出土了一条猪皮腰带
,

折叠 4 层
,

带

面上缀有 19 块青铜的方形镂孔牌
,

牌下端系

着小铜铃 15 枚L
。

铜铃是圆形的
,

两侧有小

耳
,

底有透音缝
,

顶有 吊纽
,

吊纽直接贯于

带镑之下端穿孔内 (图四
:

6)
。

这类牌饰在

鞋鞠 和辽代 五国 部女 真墓葬中 有大量的发

现
。

如吉林市的杨屯L ( 图四
:

3一 5) 和查里

巴株鞠墓
、

俄国的犹太 自治州乃依费尔德鞋

辐墓 O
、

科尔萨克沃 (图四
:

7
、

8) 和纳杰 日

金斯科耶的五国部女真墓L
、

绥滨三号的五

国部女真墓等
。

此类牌饰的主要特点是呈方

形或长方形
,

有的上缘作并列的正视鸟形
,

或

由鸟变成的锯齿形
,

有长条形和十字形镂孔
,

有直线和之字形纹饰
。

此外还伴出少量的 圆

形和盔形镂孔牌饰
。

王培新认为二者可以 配

合使用
,

把它们统称为鞋辐一女真系铜带饰
,

并对其形制的变化进行了较详细研究
,

认为

它出现于 6 世纪中期以后
,

到 12 世纪初 消

失L
。

本文亦沿其称呼
。

与鞋辐一女真系铜带饰伴 出的铜铃不但

数量多
,

种类也多
,

有圆形
、

长圆形
、

圆形

两侧加耳
、

圆形加面像
、

蛙形架连铸双铃
、

铎

形等多种
。

铜铃与牌饰的连接方式除直接贯

于透孔外
,

还有以绳或环连接的
。

因为在查

里巴墓地出土的牌饰下缘完整
,

铜铃的 吊纽

完整
,

二者应以绳或环连接
。

铜铃的性质是

萨满法器之腰铃 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
。

王

培新又进一步提出鞋辐一女真系带饰也是萨

满通神的专用法器L
。

鞋鞠一女真系铜带饰风格独具
,

有鲜 明

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

但追其来源
,

我认

为来 自匈奴的透雕牌饰
。

镂孔的 圆形和盔形

牌饰与外贝加尔德列斯堆 38 号墓的环形牌

饰存在着渊源关系
。

方形牌饰与该墓的动物

纹牌饰也有渊源关系
。

双马纹牌的上缘作展

翅的鸟形
,

牌饰的设计变幻而神秘
,

有浓烈

的通神色彩
。

鞋辐一女真系牌饰不但在外形

上与之近似
,

也有镂孔这一最主要因素
,

而

且唯一所见动物形象也是位于上缘的十分简

约的正视鸟像
。

匈奴时代是透雕青铜腰带牌

饰的极盛时代@
,

除了有大量的 图案丰富的

透雕动物纹牌饰之外
,

还有长方形的几何纹

牌饰
,

以直线
、

之字形纹为主
,

而直线和之

字形纹 又是鞋鞠一女真系 牌饰上常 见的纹

样
。

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明显的
。

匈奴之后的鲜卑仍沿 用透雕动物纹牌

饰
,

但出现了明 显的衰落@
。

三燕时期的腰带

和马具的透雕几何纹却十分发达@
,

三燕处

于 4一 5 世纪上半 叶
,

与鞋辐一女真系铜带饰

出现的时间接近
。

随着突厥的兴起
,

透雕牌

饰和马具在欧亚草原上趋于消失
,

而流行浅

浮雕的写实的动物纹和花草纹牌饰
。

位于草

原之东的平原山区之株辐
,

一方面在 日 用腰

带上接受了突厥风格的腰带牌饰
,

另一方面

在萨满教祭祀中的腰带牌饰却仍保留了透雕

镂孔的古制
,

并融进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和表

达宗教信仰的符号 (如之字纹可能表示蛇类
.

3 3
.



神
,

十字表示通四方
,

竖条孔象征通天 )
,

多

层次的设计似乎看起来繁琐
,

却暗示着萨满

教多层次的宇宙观
,

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

鞋鞠一女真系铜带饰
。

匈奴萨满的动物牌饰

特点是形象
、

变形
、

夸张
,

而袜鞠一女真萨

满的几何纹牌饰艺术特点是简化图形
、

抽象

符号和复杂组 合
。

后者更适 合在一小块牌饰

上表达更多的象征内容
,

以体现萨满教多神

灵崇拜的性质
。

1 9 8 0 年在黑龙 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代

女真墓地发现了 5 件带有 3 人图像的铜质腰

带牌饰
,

因牌小
,

图面锈蚀
,

人像面 目不清
,

发表了一幅线图
,

极为简略
,

仅勾勒出了人

的基本轮廓⑧ (图五
:
l )

。

滨海边区赛加城也

发现了 3 人图像的腰带牌饰L (图五
:

2)
,

3

人都是正面像
,

尖顶
,

双手于胸前持物
。

根

据近十几年大量的东北满族民间萨满教调查

资料而知
,

满族神偶 中表现女神有几种方法
,

其中 之一是 用尖顶表示女性神L
,

如浑春满

族胡姓供 奉的船神二姐妹 皆作尖顶 (图五
:

3) ⑤
。

女真为满族先世
,

尖顶像也可能是女神

像
,

受此启发
,

再细审双城村和赛加城出土

的 3 人像腰带牌饰
,

双乳都明显突起
,

因而

可以肯定都是女神像
。

这是金代女真腰带牌

饰 中仅见的人物类牌饰
。

阿城双城村与滨海

边 区的赛加城相距较远
,

牌饰上的人物图案

完全雷同
,

故推测与某一流传甚广的萨满教

传说有关
。

创世三女神是满族萨满教神话中

最 主要的神话之一
。

最早的人形神是在云
、

水
、

雷感中诞生的宇宙三姐妹
,

她们形影不

离
,

同时出现
,

·

同时隐去
,

六只眼观望六个

不同方 向
,

主宰宇宙大地的安宁L
。

其中就有

天神阿布卡赫赫
,

她是光明
、

正义创造的不

可战胜的大神
。

另一位布星神司天空星星
,

没

有她 的帮助萨满就不可能通天请神
,

是萨满

背灯祭 (夜间熄灯祭祀 ) 的主要祭祀神
。

在

浑春满族那木都鲁氏仍珍藏着家传二百余年

的三女神神偶L
。

神偶被放在桦树皮制作的

椭圆形盒内
,

盒正面雕刻云朵
、

水和女性生

殖器
,

象征着宇宙源出的物质和三女神的诞

生
。

三女神用圆木制作
,

大小
、

形状相同
,

并

排插入一个套中
,

表示形影不离 ( 图五
:

4 )
。

我认为金代铜带饰上的 3 人图像就是萨满教
。

3 4
。

图六

1
.

阿南耶夫城出土的小镜 2
.

那乃人大萨满的服饰

创世三女神传说的故事图
。

赛加城 6o 号房址 中还出 土 1 件特殊 的

铜牌饰
,

通高 6
.

4 厘米
,

底座是十字形花托
,

托的左右叶和下叶各有一个透孔
,

花托之上

是树枝形弯枝
,

顶枝站立两只鸟
,

下枝蹲坐

两只鸟L (图五
:
5 )

。

今俄国境内的分布于哈

巴罗夫斯克的奥洛奇人
,

萨满祭祀在村外林



图七 明代女真墓出土的牌饰

中设祭祀场
,

安置一些雕刻花纹的木柱 (称

为
“
图

” )
.

柱子头是木制的类人形像和动物

头像
,

鸟位于最高柱子顶端
,

柱子最高达 8一

10 米
。

鸟最大者达 1 米
。

祭台分两层
,

上面

设祭猪狗等牺牲@
。

柱和台多层次
,

像征着宇

宙是多层次的
,

鸟位于柱之最顶
,

表示通天

(图五
:
6 )

。

赛加城出土的这件牌饰也是鸟位

于枝头
,

且分层次
,

也应是萨满用具
。

十字

在萨满教中是通四方
,

十字形托加上高枝立

鸟
,

表示萨满能通达 四方 天地之神灵
。

据
《满族萨满教研究 》中介绍满族各姓神帽不尽

相同
,

有饰鹿角者
.

但多饰鸟
,

鸟 的数目不

等
,

数 目多少 由各姓 自定
。

每姓内萨满头饰

鸟的多少表示萨满神力大小
、

等级高低
。

故

赛加城出土的这件牌饰应是萨满神帽上的饰

物
。

赛加城出土的这件帽饰上的鸟是站在树

枝上
,

此树 枝似 与萨满教世 界观之
“
宇宙

树
”

信仰有关
。

《不列颠百科全书 》 1 9 80 年版

萨满教条载
: “

宇宙典型的萨满教世界观见于

东北亚诸民族中
。

在他们看来
,

宇宙充满 了

居住灵体的众天体
。

他们 自己的世界是圆盘

形的
,

像个浅碟子
,

中部有一孔通向下层世

界
。

上层世界位于 中层世界即地球之上
,

它

有一个比中层世界大许多倍的拱顶
。

地球即

中层世界位于水中
,

驮在一头巨兽的背上
,

它

可能是一只龟
,

一条大鱼
、

一头公牛
,

或者

一头猛玛
。

这些动物一活动即引起地震
。

地

球被一宽阔的带子围绕着
。

地球上有一高柱

子与上层世界相接
。

上层世界有许多层—
三层

、

七层
、

九层
.

或十七层
。

地球的中心

长着一棵
`

宇宙树
’ ,

上接上层世界诸神灵的

居所
” 。

宇宙树即天人相接的象征
。

满族萨满

保持的神谕道
:

登天云
,

九九层
,

层层都住

几铺神@
。

那乃人萨满教神话中宇宙神树枝

间生活着本氏族的先人和亲属的灵魂鸟
,

灵

魂鸟飞降到大地上最近的树枝上
,

再进入妇

女腹中
,

就产生 了后代生命母
。

满族许多姓氏

至今仍供奉本族的神树
,

野祭之神竿 (即神

柱 ) 用 山最高处的树制 作
,

选九权者象征九

层天
。

在金代城址中还经常遇到小型的带吊纽

的镜子
,

如滨海边区阿南耶夫城 32 号房址中

出土镜子为 圆形
,

直径 6
.

8 厘米 ( 图六
:

1 )
;

赛加城 77 号房址出土的镜子为花边形
,

直径
5

.

3 厘米
,

顶部 皆有小吊纽@
。

俄国境内的那

乃人 (我国所称的赫哲人 ) 之大萨满
,

在神

帽上有铁质的枝叉头饰
,

佩挂小铜镜
,

披上

用熊
、

狐狸
、

狼等的毛皮制作的条带
,

胸下

佩挂较大的铜镜L (图六
:

2 )
。

在 《满族萨满

教研究 》 刊出的 刁落哈拉大萨满的彩色图版

上也能清楚看到神帽之盔前挂着 1 件 小型铜

镜
。

道教和佛教都视铜镜为照妖镇魔之法器
,

但在萨满教中
,

铜镜除了有降妖镇魔作用外
,

·

3 5
.



奋馨 赢
图八 赛加城址出土的牌饰和铃

图九 现代满族腰铃

角形镂孔牌饰
,

牌饰上侧边有简化的

鸟头
,

下缘有吊纽两个
,

纽中穿挂着

两条 由花形和 8 字形节交替组合而成

的花链
,

链下端挂着小铜铃
。

其中大

者通长 28 厘米
,

小者通长 7
.

6 厘米
。

还伴出 圆形镂孔牌饰
、

三角形镂孔牌

饰和蝶形楼孔牌饰@
。

圆形镂孔牌饰

仍基本保留着棘辐一女真系牌饰中的

圆形牌饰风格
,

只不过外圈楼孔 由 4

个变成 8 个
,

内圈 镂孔 由 8 个变成 4

个
。

其它形状的牌饰是方形牌饰的变

体形式
,

主要特点是外形富于变化
:

不

再拘泥方形
;

镂孔没有主次之分
,

出

现错位排列方式
;

鸟像 由正视变为侧

视
; 铜铃悬于链上

,

链悬于牌之吊纽

上
。

12 一 13 世纪的赛加城出土的 1 件

菱形透孔牌可能是明代女真透孔牌饰

的先声 ( 图八
:

3)
。

《满族萨满教研究 》刊出的彩色图

版中
,

有满族萨满腰铃
,

是在皮带上

吊大活环
,

环上挂长锥形铁铃或铜铃

(图九 )
。

圆形铃历代变化不大
,

锥形

铁铃虽然变得细长
,

但仍能看出是由

矮的锥形平底铜铃演化而成
。

布里亚

特人在萨满腰带上仍缀镶太阳形的铜

质圆环
、

金属小铃档@
。

那乃人的萨满

腰带上也保留缀金属牌饰的传统
。

萨满所用的腰铃和各种饰牌是萨

满教宗教观念的集中体现和使神与人

联系的重要工具
,

在西伯利亚的匈奴

墓和突厥墓
,

在我国东北和俄国远东

南部的鞋辐墓和辽代五国部女真墓
,

还是太阳
、

光 明
、

温暖的象征
,

萨满征服某

一恶魔区
,

探索某一未知的天界
,

都要依靠

光明照耀L
,

所以萨满神帽前佩带 l 件小铜

镜
。

五

1 9 8 9 年在辽宁 省铁岭市银州 区 发现 一

座明代女真人墓
,

出有明代青花瓷碗
、

镂孔

铜饰件
、
1 42 颗蓝色琉璃珠

、

玉磺
、

铁链等物
。

最引人注 目的是 4 件组合佩饰
,

大小各 2 件
,

结构相同 (图七
:

1
、

2 )
。

上端是一个近于三
·

3 6
·

以及在滨海的金一东夏国 的城址和辽宁的 明

代女真墓中陆续发现萨满的腰铃和饰牌
,

从

考古上证实了萨满教是北亚和东北亚区域性

宗教
,

有着悠久的稳固的宗教形式和信仰核

心
。

6一 n 世纪的鞋辐和女真墓葬中发现的

腰铃和牌饰最多
,

其它则只是偶尔 出现
,

其

原因应是葬风所致
。

《辽史
·

礼志 》 记契丹在

正旦时驱除帐内外之鬼魔的仪式是
: “
令巫十

有二人鸣铃
、

执箭
,

绕帐歌呼
,

帐内爆盐梦

中
,

烧地拍鼠
,

谓之惊鬼
。 ”

这与女真立新房

之驱鬼仪要执箭
、

爆盐
、

晃腰铃
、

烧地拍 鼠



仪式同L
,

所以也是萨满鸣腰铃驱鬼魔
。

但辽

代契丹墓 中却未发现能明确判定为萨满的腰

铃和牌饰
。

金代女真人墓中还未发现腰铃和

悬铃之牌饰
,

但在赛加城址中却有出土 (图

八 )
,

该城未发现早期遗物
,

属于金到东夏国

时期
,

反映金代女真人仍使用鞋鞍一女真系

牌饰
。

满族负有盛名 的大萨满采用特殊葬法

安葬
,

一般萨满则与族众葬俗无异
,

若依此

思路推想
,

鞋辐和五国部女真人可能流行萨

满用腰铃和牌饰入土之葬俗
,

而其它朝代则

只有某些萨满 才能把 腰铃和牌 饰作为随葬
口
口口 。

注 释
:

①②⑥⑦0 ⑧L⑧LL@ O L富育光
、

孟悠英
: 《满族萨满

教研究 》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

1 9 9 1 年
。

③ A
·

B
·

达维多娃
、

C
,

C
·

米亚耶夫
: 《出 自德列斯堆墓

地的青钥膜带牌饰 》 , 《苏联考古 学 》 1 9 8 8 年第 4 期
.

④ 孙守道
: 《 “

匈奴西岔沟文化
”
古墓群的发现 》

,

《文物 》

1 9 6 0 年第 s
、

9 期合刊
。

⑤@ L 0 苏 联科学 院民族研究所
: 《西伯利亚民族 》 第 6 55

一 “ 6 页
,

莫斯科
·

列宁格勒出 版
,

1 9 5 6 年
.

⑧ C
·

T
·

斯科别列夫
: 《带古突厥女神像 的佩饰 》

,

《苏联

考古学 》 1 9 9 0 年第 2 期
.

⑨O LLO 匆 3
·

B
·

沙 弗库诺夫
: 《 十二一 十三世纪女真

—
乌底改文化和远东通古斯 民族起源问题 》

,

莫斯科
,

1 9 9 0 年
。

L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吉林永吉查里巴株鞠墓地 》

,

《文物 》 1 9 9 5 年第 9 期
。

@ B
·

H
。

多布赞斯墓
: 《亚洲游牧 人饰牌腰带 》

,

新西伯 利

亚
,

1 9 9 0 年
。

L 孙秀仁
、

千志耿
: 《论辽代五国 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 》

,

《东北考古与历史 》 第 l 辑
,

文物出 版社
,

1 9 8 2 年
.

L 吉林市博物馆
: 《吉林水 吉杨屯大海猛遗址 》

,

`考古学集

刊 》 5
,

中国 社会科学出 版社
,

1 9 8 7 年
;

吉林 省文物工

作队等
: 《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 掘 》

,

《考古学集

刊 》 7
,

科学出 版社
, 1 9 9 1 年

。

O 奥克拉德尼科夫
: 《犹太 自治州 乃 依费尔 德镇的株辐墓

地 》
,

《西伯利亚考古 文集 》
,

新西伯利亚
,

1 9 6 6 年
。

L B
·

E
·

麦德维杰夫
: 《黑龙江女真文化 》

,

新西伯利亚
,

1 9 7 7 年
。

LL王培新
: 《株辐一女真 系铜带饰及相关 问题 》

,

《北方文

物 》 1 9 9 7 年第 i 期
。

⑧ 乌思
, 《 中国 北方青铜透雕带饰 》

,

《考古学 报 , 1 9 8 3 年

第 l 期
,

杜正胜
: 《动物纹饰与 中国古代北方 民族之考

察 》
,

《内象古文物考古 》 1 9 9 3 年第 1
、

2 期合刊
。

@ 乌兰察布盟博物馆
: 《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 》

,

《 内蒙古文

物考古文集 》
,

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1 9 , 3年

。

O 田立坤
: 《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 》

,

《文物 》 1 9 9 4 年第 n

期
。

@ 阎景全
: 《黑 龙江 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 土文物整理

报告 》 , 《北方 文物 》 1 9 9 0 年第 2 期
。

。 铁岭市博物馆
: 《铁岭银 州 区喜庄子明 墓 沙

,

`辽海文物学

刊 》 1 9 9 1 年第 2期
。

〔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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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村发现鱼形玉佩

这件玉佩是 1 9 8 6 年春
,

于吉林省长岭县三十号乡腰井村 ( 屯 ) 北 5O 米处的一新石器时

代遗址中采集
。

玉佩为青玉质地
,

呈环状椭圆形
,

通体磨光
,

素身无纹
,

最大外径 4
.

4
、

厚 0
.

3 厘米 (图

版二
:

3)
。

其上有裂痕一道
,

在一端的边缘上磨出一个豁 口
,

并于其上方钻一圆孔
,

两者组

合在一起
,

形成了一个十分形象的鱼的头部
。

在佩的上部边缘处
,

又有一
“
U

”

形豁 口
.

仔细

观察
,

知其原本是一个穿绳系佩的小孔
,

后因残损所致
。

据考古发掘资料
,

腰井子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吉林农安左家山类型极为相似
,

属新石器早

期偏晚阶段的遗存
,

距今约 7 0 0 0 年左右
。

(部 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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