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 论 齐 家 文 化 墓 葬

谢 端 据

目前
,

我国考古学界对齐家文化的时代

问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提法
: 属于新石器时

代 ; 铜石并用时代① ;青铜器时代⑧ ;金石并

用期到青铜器时代⑧ 等等
。

现在
,

我们鉴于

齐家文化的遗址与墓地出现纯红铜
、

铅青铜

与锡青铜共存的情况
,

把齐家文化暂列为铜

石并用时代
,

亦即处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

青铜器时代早期
。

近三十多年来
,

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齐家

文化的聚落遗址与墓地 作 了 大 量 的 发掘工

作
,

尤其是以墓地的发掘为多
。

其中
,

比较重

要的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④ 、

永靖大何庄⑥ 、

秦魏家④ 、

户河齐家坪⑦ 与青海乐都柳湾⑧ 、

贵南孕马台④ 等
,

这几处都是规模较大保存

较好的氏族公共墓地
。

据 已发表的材料统计
,

经发掘清理的齐家文化墓葬已达 八 百 多座
,

出土遗物近万件
。

近年来
,

有不少同志根据

这些墓葬材料写了研究或讨论文章
,

这对深

人探讨齐家文化的有关问题
,

无疑是很有帮

助的
。

本文仅拟将齐家文化的墓葬材料进行初

步综合归纳
,

以正式发掘的材料为基础
,

适当

地结合一些民族学的材料
,

从而探讨齐家文

化墓葬的形制结构
、

葬具葬式
、

随葬品及其所

反映出来的有关问题
。

就此提出个人不成熟

的看法
,

抛砖引玉
,

展开讨论
,

以期把齐家文

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人
。

齐家文化的居民有自 己的 氏 族 公 共墓

地
。

一般位于聚落的附近
,

既有完整成片的

墓地
,

也有分布零散与居址交错在一起的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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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柳湾与杂马台等墓地
,

后者如大何庄与

皇娘娘台等墓地
,

房子与墓葬同在一遗址上
。

墓地的规模大小不一
,

大者共有墓葬三

百多座
,

少者几十座
。
例如 : 乐都柳湾墓地

齐家文化墓葬共有 36 6 座 ; 永靖秦魏家墓地

共有 1 38 座 ; 大何庄墓地为 82 座 ; 皇娘娘合

墓地为 88 座 ; 孕马台墓地只有 43 座
。

这种

墓葬数目的不同
,

大概是与当时 氏族或部落

规模的大小相适应的
。

墓地与居址一样
,
多位于黄河上游及其

支流两岸的阶地上
,

并以在第二阶地上的为

主
。

墓葬的形制结构是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为主
。

部分是圆形土坑墓与
“ 凸

”

字形墓
,

前

者有的是利用废弃的窖穴埋葬死者
,

后者的

形制较为少见
,

而且仅在甘肃西部与青海东

部地区发现
,

其它地区未见
。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皇长方形或圆角长

方形
,

四壁平陡
,
口

、

底同大
,

部分 口部略大于

墓底
。

在永靖大何庄遗址发现在墓坑的壁上

尚留有骨铲 (招 )一类工具刨挖的痕迹
,

我们

可借此了解当时此类工具使用的情况
。

墓坑

大小各墓地的情况不一
,

如皇娘娘台墓坑长

约 1
.

54一 2
.

3 、

宽 0
.

4 2一 0
.

9 8米
,

最大者墓 4 8 ,

坑长达 2
.

6 米
,

宽 1
.

48 米
。

大何庄墓坑一般

较小
,

长约 1
.

1一 1
.

95
、

宽 0
.

5一 0
.

57 米
。

墓坑

较小的
,

一般多属于小孩墓或屈肢葬墓
。

大

体说来
,

长方形竖穴墓坑长约 1
.

6一 2 、

宽 。
.

5

一 .0 7 米的居多
。

圆形土坑墓 也简称为圆坑墓
。
它多是

利用废弃的窖穴作为墓坑的
。
坑呈圆形或摊

圆形
,

一般口径为 1
.

53 一 2
.

56 米
。

在永靖张



家嘴发现的一座齐家文化圆坑墓
,

保存较好
,

坑壁平整
, 口 径与底径相若

,

人骨架是埋在坑

底的东侧
。

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时还发现九

座圆坑墓
。
这种用窖穴埋葬死者的匀俗

,

在

辛店文化时期中还继续存在
。

“
凸

”
字形墓 这是甘青地区远古文化中

很有特点的一种葬制
。

这种墓的墓室平面呈

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
,

墓室壁往上内收呈弧

形
,

即为洞室
。

墓室的一端伸出一墓道
,

作竖

穴状
,

一头大一头窄平面呈梯形
。

在墓室与

墓道之间往往有木板或木棍封堵
,

起着封门

的作用
。

有的在墓室 口还竖立一
、

二块扁平

的石板
,

也有的垒成一排石块
。

这种墓葬在

乐都柳湾的齐家文化 中发 现 了 48 座
,

保存

一般都较好
。

墓的规模一般较大
,

最 大 者

如柳湾墓 9 72 ,

系三人合葬墓
,

墓长达 4
.

2米
,

宽 2
.

25 米
,

墓道长 1
.

5 米
,

该墓结构较特殊

者
,

即在墓室口与墓道之间除立有木棍外
,

还

有一排石块 ;作一字形排列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
“ 凸 ”

字形墓已出现

在马家窑文化半山
、

马厂类型
,

它可能源于半

山
、

马厂类型
,

到齐家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

它是我国考古发掘中新发 现 的 最早 的 土洞

墓
,

也是代表了该地区比较 特殊 的一 种 葬

制
。

墓葬的方向绝大多数是朝向西北方
。

但

各墓地的情况又有所差别
。
例如秦魏家墓地

分南北两片墓地
,

前者头向西北
,

后者头向一

律朝西
。

皇娘娘台除头向西北外
,

还有头向

西南的
。

这种头向不同
,

反映出人们的一定

思想意识或宗教信仰
。
例如瑶族

,

他们认为

人从那里迁来
,

头就得朝向那里
。

布朗族认

为头应朝 日落的方向
。
侃族埋葬死 者 也向

西
,

他们认为日落西方
,

死者
、

的头向必须朝

西@
。

齐家文化的人们也是基于同样信仰支

配下形成的
。
他们把人从生到死比如太阳东

升西落
,

人死后就随着太阳落下
,

所以
,

在埋

葬时死者的头向多向西方
。

在甘肃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尚未发现木棺

之类的葬具
,

但在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的

墓葬却发现有木制的葬具
,

并且保存有结构

清楚的木构葬具
。
木构葬具既 用 于 成年人

,

也用于儿童
。

按其形制可分为独木棺
、

长方

形木棺与垫板等三种
。
据统计

,

出独木棺的

墓共 1 84 座
,

出长方形木棺的墓共 91 座
,

出

垫板的墓有 13 座
。

长方形木棺的四壁由木

板围拼成
,

棺外还有 由三块小木板构成的木

框架
,

木框架采用桦卯结构结合
。
垫板是用

一块大木板或二
、

三块木板拼接而成
。

其中

数量最多保存较好且具有特色的是 独 木棺
。

它是用圆木一段
,

削去上部一小半
,

再将中部

凿空成船舱状
,

底部稍削平
,

形似独木舟
。

有

的在棺上另置一棺盖
。

独木棺的两端多数削

成平头
,

但也有少数削成弧形的
。

棺身大小

相差无几
,

多数独木棺长约 1
.

6一 2 米
,

宽约

0
.

5 米
。

用独木棺验尸的葬俗
,

在我国少数民族

中可找到很多例证
。 例如四川的巴人即以船

棺为葬具 0
。

西藏偶县橙人
,

其埋葬死者的

葬具亦是以整段圆木控制成槽状
,

将死者曲

肢捆扎后放人檀中埋葬
。

云南沧源县班洪寨

与双江县大励峨寨等地的侃族
,

也以圆木挖

空为葬具
。

还有在镇康
、

耿马等地的萌龙族
,

潞西
、

东山
、

陇川
、

瑞丽
、

盈江
、

保山等地的景

颇族
,

金平县里加扎寨的哈尼族
,

新安寨的黄

苦聪人
,

以及独龙族
、

怒族
、

纳西族等
,

都有独

木棺验尸的葬俗 @
。

齐家文化的人们多居住在黄河上游及其

支流的沿岸
,

生前过河可能是以独木舟为交

通工具
,

死后又以独本舟为葬具的
。

在齐家文化墓葬中
,

曾发现有麻布一类

的衣着
。

例如永靖大何庄 34 号基
,

在人骨架

头部发现有红色布纹的痕迹
,

同时
,

在七十五

号墓死者脚旁的随葬陶罐上 (双大耳陶罐 )也

包有一层红色布纹的残迹 0
。
这种麻布可能

原来即呈红色
,
也可能是在麻布上撒储石粉

末的
。

从布纹发现的所在部位看来
,

表明当

时死者的头部与脚部在埋葬时都覆盖着麻布

考 古



的
。

这是齐家文化居民葬俗的一个特点
。

现

在云南有些少数民族
,

如金平县的苦聪人
,

迄

今还存在这样的习俗
。

至于在死者身上撒红色格石粉末
,

那是

基于某种思想意识或是什么宗刻言仰? 还可

以进一步研究
。

不过
,

我们一般推侧这种红色

褚石粉末是表示
“
鲜血

” ,

即生命复活的象征
。

他们认为它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
。

齐家文化居民的埋葬方式是多种多样

的
。
从墓葬的类别上

,

可分为单人葬与合葬

墓两大类
。
从葬式上

,

又可分为仰身直肢葬
、

屈肢葬
、

侧身葬队二次葬
、

俯身葬等几种
。
为

了比较具体地了解各种葬式的数量及比例情

况
,

我们根据皇娘娘台
、

大何庄
、

秦魏家等墓

地单人葬的材料L ,

作一齐家文化葬式统计

表
:

M 13

- - - L - 二-

图一

5 0厘来

逗画画不口
皇娘娘台 }

3 8

}
` 4

}
7

} } 1于
,

大 何 庄 }
5 7

}
’ 弓

} } } } “

秦 魏 家 }
” 9

}
2

} }
3

}
’

}
’ U S

数 量 {
_

194 卜阳 }
7

}
3

{
`

}
“巧

亘 分 比 }
” z

·

5% }
` “

·

”% }
3% }

`
·

3% !
` ,

·

斗% }
` UU%

单人墓平面图

秦魏家 M 3J 1
.

高领双耳罐 2 双大耳罐 3
.

陶盆
4

.

骨匕 5
.

骨针 6
,

双耳罐
秦魏家 M 75 1

.

石璧 2
.

单耳罐 3
.

单小耳罐 斗
.

小石块

从表中可看出
,

仰身直肢葬者占总墓数

的 82
.

5落
,

屈肢葬占 12
.

多关
,

二次葬占 3外
,

侧身葬占 L 3多
,

俯身葬占 0
.

4 界
。

这说明仰

身直肢葬是齐家文化的主要葬式
。

仰身直肢葬 即仰身平躺
,

两手垂直身

旁
,

两脚伸直并拢
。
以秦魏家墓 7 , 为例

,

该

墓人骨架特为完整
,

不仅躯体骨骼完好
,

而且

连不易保存的腕骨
、

指骨与距骨
、

趾骨等都保

留下来
。

可做为这种葬式的典型代表
。

头向

西北
,

面朝上
。

在死者胸前放置石璧一件
,

脚

下方放有单身陶罐等随葬品
。

又墓 1 3 ,

骨架

亦完整
,

面朝东
,

右手略弯曲
。

墓主人为中年

女性
,

随葬品有陶盆与骨针等
,

均放在脚下

方
,

其中
,

比较特殊的是骨针与骨匕是放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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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陶盆内 (图一 )
。

屈肢葬 上身侧卧或近似仰身的
,

微侧
。

下肢弯曲
,

但弯曲的程度却有明显差别
。

一

般是股骨与胫骨间的夹角作 90 一 12 00 屈肢
,

有的则向上弯曲
,

紧贴胸前
。

如大何庄墓 3 7 ,

为小孩墓
,

股
、

胫骨间作 90
“
屈肢

。

墓 59
,

狈少

身
,

股
、

胫间弯曲特甚
,

无随葬品
。

秦魏家墓

32
,

侧上身
,

右手往上弯曲
,

墓主人为成年男

性
。

墓 56
,

上身微侧
,

下肢稍作弯曲
。

皇娘

娘台墓 59
,

葬式较特殊
,

两手屈向胸前
,

左腿

在前
,

右腿压在左腿上
。

墓 8 6 ,

为圆坑葬
,

下

肢弯曲特甚
,

呈蹲坐状
,

右手压在骨架下
,

手

指在脚跟旁边
,

左上臂外举
,

尺骨下垂于腿

前
,

墓主人为男性
,

无葬品L (图二儿

这种屈肢葬的含义是什么? 学术界曾有

过种种解释
,

他们有认为是象征胎儿在母体

内的样子
,

人死后埋在地腹内要恢复到原先

在母腹内的状态 ; 或者说是怕死者向生人作

祟
,

因此用绳子将其 捆 缚 以阻 止 其灵 魂出



走L 。
云南独龙族对屈肢葬式解释为人死是

一种不醒的长眠
,

故应仿其生前面朝火塘侧

身屈肢睡眠的姿态
。

永宁纳西族在火葬前要

用麻布带子捆绑尸身
,

以象征生前的蹲坐姿

势@
。

这些解释和实例都可以做为研究齐家

文化屈肢葬的借鉴
。

侧身直肢葬 仅在秦魏家发现三座
。
人

骨架往右侧卧
,

左手垂直身旁
,

右手被压在骨

架下
,

两脚伸直并拢
。

墓 49
,

人骨架保存较
,

好
,

但缺头骨
。

随葬品有骨匕和陶豆陶容器

等五件 (图二 )
。

墓 4 8 ,

葬式较为特殊
,

身首

已分离
,

身上还压有大砾石一块
。

二次葬 包括皇娘 娘台 发 现 的
“
乱葬

墓
” 唇

。

这种葬式骨架都比较零乱
,

多身首分

离
,

或肢体不全
,

或残断的肢骨堆放在一起
,

所以也称为
“
残骨葬 ,’o

这种葬式多利用废弃的窖 穴 放置骨架
,

有一个或两个个体的
,

均为成人
。

除个别外
,

一般无随葬品
。

实行二次葬的含义是什么 ?

我们推测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
,

即认为

血肉是属于人世间的
,

必等到血肉朽腐后
,

才

能作正式的最后埋葬 ; 这时候死者才能进人

鬼魂世界@
。

俯身直肢葬 在秦魏家与贵南朵马台都

月 声吞

臂臂臂
伙伙线口口

瞬瞬瞬

秦魏家 M 32

秦魏家 M 91

秦魏家 M 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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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单人葬平面图
.

小石块
.

瓶 2
.

敞 口罐 3
.

碗 4
.

高领双耳罐 5
.

侈 口通
.

敞 口罐 2
.

骨针 3
.

豆 4
.

骨匕 5
.

侈 口罐
.

碗 2
`

骨针 3
.

双大耳罐 魂
.

侈口罐 5
.

小石块

无葬品
无葬品

有发现
。

秦魏家发现一座 (墓

9 1)
,

人骨架完整
,

上身稍向

左侧扭转
,

右手弯曲
。

随葬

品有陶瓶等陶容器五件 (图

二 )
。

杀马台发现的俯身葬

材料比较重要
。

孕马台共发

现 43 座齐家文化墓葬
,

死者

不论男女老少都是面向下的

俯身葬@
,

这种同一墓地无

一例外地全部俯身的葬俗在

齐家文化墓葬 中还是首次发

现
,

也是我国考古发掘 中所

罕见的
,

似乎具有地区性的

特点
。
它为研究齐家文化的

葬俗增添了新的内容
。

关于俯身葬墓主的身份

问题
,

曾有些学者作过研究
,

他们有认为作俯身葬的人是

奴隶或近似奴隶的人@
,

有

的却持不同的意见@
。

根据

孕马台墓地的情况分析
,

尚

不能说明这种俯身葬的墓主

人都是奴隶
,

因为处在齐家

文化这个发展阶段上
,

虽已

出现殉葬墓
,

还不可能出现

成批殉葬的奴隶墓
。

齐家文化居民除盛行单

考 古



人葬外
,

还有合葬的习俗
。
据永靖大何庄

、

秦

魏家
、

武威皇娘娘台
、

乐都柳湾墓地统计
,

合

葬墓共 68 座
。

这种合葬既有成年男女合葬
,

又有成年人与儿童合葬以及多人合葬等几种

葬式
。

其中以二人成年男女合葬为主
。

成年男女合葬墓 包括二人与三人合葬

等
。
皇娘娘台发现 10 座

,

秦魏家 16

( 3 ) 俯身直肢与侧身屈肢合葬 仅在秦

魏家发现一座 (墓 5 2 )
,

俯身者居右为男性 易

屈肢者居左为女性
,

右下肢弯曲
,

被压在男性

的右腿下
。

随葬品较为丰富
,

除陶豆等陶容

器五件外
,

还有猪下颇骨 ” 块
,

小石块 40 块

(图四 )
o

座
,

柳湾共 23 座
。

按人骨架的不同姿

势
,

可分为下列几种 (参见附表 《齐家

文化合葬墓简表 )))
。

( l) 仰身直肢与侧 身 屈 肢合葬

这种合葬墓的墓主人经鉴定
,

仰身直

肢者为男性
,

侧身屈肢者为女性
。

两

者的位置既有男左女右
, 也有男右女

左
,

前者发现在皇娘娘台
,

后者主要发

现在秦魏家
。

多有陶容器等随葬品
。

其代表性墓例有
: 皇娘娘台墓 38

,

男

左女右
,

男性面朝上
,

女性面向男性
。

随葬品有玉璧与陶豆等陶 容 器 五件
,

比较少见的是死者口内各含有绿松石

珠三颗 (图三 )
。

这大概是我国迄今已

知的最早 口含实例
。
墓 7 6 ,

葬式较奇

特
,

男性为仰身直肢
,

女性背向男性
,

两手并拢举于胸前 (图三 )
。
秦魏家墓

4 5
,

两具人骨架保存较好
,

男性上身稍

向左扭转
,

女性右腿搭在男性的腿上

(图三 )
。

墓 1 0 5 ,

人骨架保存完好
,

男

性仰身直肢
,

女性侧身屈肢
,

面向男

性
,

两手均扒在男性的左肩上
,

显示两

者的亲密关系 (图三 )o

( 2 ) 侧身直肢与侧 身 屈 肢 合葬

这种葬式较为少见
,

仅在秦魏家发现

两例
。

葬式特点是男性为侧 身直肢
,

女性为侧身屈肢
。
均有随葬品

。

如墓

5 0 ,

人骨架尚完整
,

男右女左
,

相向而

葬
,

随葬有骨匕
、

牙饰等
,

不见陶器 (图

四 )
。

墓 3 7
,

侧身直肢者居左
,

屈肢者

居右
。

随葬品除骨针外
,

还有陶豆等

多件
,

皆置于脚下方 (图四 )
。

/ 万

。

橇
,

妞任5

9
,

二
_ .

.0F 瓦米 二
环 1幅

图三 合葬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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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叼 三人男女合葬 在皇娘娘台发现三

座
。
经鉴定为一男二女合葬

,

男性仰身直肢

居中
,

两女性屈肢位列男性的左右侧
。

并面

向男性
,

随葬有陶器与铜器等器物
。
如墓 48

,

蓦的规模大
,

随葬品丰富
。
人骨架上涂有褚

石粉末
。

随葬品除陶豆
、

尊
、

罐等陶容器十件

外
,

还有石
.

璧 83 件
,

小石块 3叭 个
。

多置放

于脚下方。 (图四 )
。

这些男女合葬
,

女性应是殉葬者
,

其葬式

也显示出女性降居从属或被奴役的地位
。

成年人与儿童合葬墓 在皇娘娘台与秦

魏家均有发现
。

前者两座
,

后者六座
。

成年

才丈

1 0 0

孰
曰
、

曰

业

/

弓 4

户饭 )秘
奋赫硅

M , Z

M任8

扒 , 叭
、 一 _ .̀

一色 0厘米 M ’ 7

图四 合葬墓平面图
皇娘娘台 M铭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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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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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耳折肩罐 3
.

三耳艘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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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小耳缺
6
、

7
、

9
.

单耳罐 8
.

敞口罐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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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璧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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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瑞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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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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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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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块

秦魏家 M 50 1
.

牙饰 2
.

骨匕 3
.

小石块

秦魏家 M 37 1
.

高领双耳罐 2
.

单耳罐 3
.

豆 4
.

侈 口罐 ,
,

骨针 6
.

小石块

人仰身直肢
,

儿童侧身屈肢或侧身

直胶
,

面向成年人
。
如秦魏家墓 5 1 ,

仰身直肢者为中年男性
,

其左为侧

身屈肢的六至七岁的儿童
。

随葬品

有骨匕与陶豆等七件 (图五 )
。
墓

65
,

人骨架保存完好
。

仰身直肢者

为成年女性
,

其左侧紧挨着埋下侧

身屈肢的七岁儿童 (图五 )
。
皇娘娘

台墓 2 7 ,

儿童侧身屈肢
,

位于成年

人右腿旁
,

上肢弯曲于面前
,

两腿弯

曲搭在成年人小腿骨上
,

这种葬式

较为少见。 (图五 )
。

秦魏家墓 6 ,

仰

身直肢者为中年男性
,

侧身直肢者

为 6一 7 岁儿童
,

紧挨前者的左侧
。

随葬品特丰 富
,

计 有 猪下领 骨 68

块
,

骨 匕与陶豆等陶器皿 , 件
。

这

是用猪下领骨随葬最 多 的 一座墓
,

墓主人又是 36 一 55 岁的男性
,

他很

可能是氏族内的富有者
。
这些附葬

于成人之侧的儿童
,

可能是他的小

孩
。

成年人与婴儿合葬墓 秦魏家

与大何庄各发现一座
。

成年人皆仰

身直肢
,

婴儿骨架多已腐朽不全
。

秦

魏家墓 3 ,

成年人骨架完整
。

婴儿头

骨完好
,

躯体已残朽
,

随葬有陶碗等

陶容器四件
,

该墓似为母子合葬 (图

五 )
。
大何庄墓 55

,

成年人仰身直

肢
,

婴儿骨骼已腐朽
,

位于前者两大

腿之间
,

头朝下
,

似是产后死去同时

埋下的
,

她们也应是母子关系
。

随

葬品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侈口 陶罐与

双大耳罐的罐口 均发现有红色布纹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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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 (图五)
。

小孩合葬墓 大何庄发现两座
,

皇娘娘

台发现一座
。

都是三个以上的小孩合葬在一

起
。
大何庄墓 84

,

人骨架三具
,

皆仰身直肢
,

中间者面朝上
,

左右两具面向中间
,

其中一具

下肢稍弯曲
,

无葬品 (图六 o) 墓 70
,

人骨架

三具
,

葬式不一
。

一为仰身直肢
,

身首分离 ;一

为葬式不明被压在前者的下面 ; 另一具上身

已残
,

下肢弯曲
。

随葬品仅侈口 陶罐两件 (图

六 )
。
皇娘娘台墓 1 ,

为四个小孩合葬
。 他们

皆紧挨并排埋葬
,

均侧身屈肢葬
,

随葬品有陶

器五件
。

这些孩子可能是某种特殊原因同时

死亡的
,

因此
,

死后同埋在一个坑内
。

另外
,

在广河齐家坪发现有多人合葬的

叠魏缠髓髓髓
耀耀耀

`

灿一~ 巴 0厘湘

图五 合葬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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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
,

多者达 8 人
、

13 人合

葬在一起国
。

这么多人合葬

在一个墓坑内
,

在同类文化

的墓地里是不见的
。

上述合葬墓中
,

最有代

表性的是成人男女 合 葬 墓
。

近年来除在甘青地区齐家文

化等墓地继续出现外
,

在我

国南方的江苏
、

福建等地的

原始文化墓 地 中也 有 所发

现
。
如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

两座成人男女合葬墓
,

男性

仰身直肢
,

居左
,

女性侧身屈

肢
,

居右@
。

与皇娘娘台同

类墓葬相似
。

福建阂侯白沙

溪头也发现这种合葬墓
,

如

墓 3 ,

男性仰身直肢
,

朽 岁
,

面向上
,

女性屈肢
,

50 岁左

右
,

面向男性@
。

其男右女

左的排位与秦魏家发现的同

类墓葬相似
。

这两处墓葬大

体上和齐家文化处于相同的

社会发展阶段上
。

同时
,

这种男女合葬的

习俗
,

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

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实例
。
如

云南怒族傈 僳 族 自治 州福

贡
、

贡山等地曾实行夫妻合

葬
,

葬式男性仰身直肢
,

女性

侧身屈肢
,

面向男性
。
新疆

察布查尔金泉的锡伯族
,

夫

妻无论死亡先后都须分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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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何庄 M 70
、

M别 小孩合葬墓平面图
1
、

2
.

侈 口陶罐 甲
、

乙
、
丙

.

人骨架

葬
,

夫为仰身直肢
,

妻为侧身屈肢
,

并面向丈

夫
。

排位是男左女右。 。

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材料
,

都表明在我国

古代的西北
、

西南
、

东南等地曾存在过成人男

女合葬的习俗
。

而其中尤以齐家文化的男女

合葬墓最引人注 目
,

它不仅数量多
,

而且很集

中
。

这种特殊合葬墓的发现
,

对探讨古代妻

妾殉夫的葬俗提供了重要例证
。
同时

,

它对

研究齐家文化的婚姻形态与社会性质等问题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齐家文化合葬墓曾经颜同先生鉴定
,

仰

身直肢者系男性
,

侧身屈肢者系女性
。
男女

年龄相仿
,

如秦魏家墓 52
、 1 05 等

,

男女二人

均为 21 岁以上的成年人
。

故从两者的性别

与年龄情况看
,

他们显然是夫妻 (妾 )合葬墓
。

至于女子是自愿还是被迫殉死
,

还有待于探

索
。

郭沫若同志说
: “

由男女合葬墓 中的骸

骨情况来看
,

很可能是女子 自愿殉死的
。

女

子屈肢依附着男子的左肩
,

表示着依依不舍

的情态 ” 。 。 我们从骨架保存的情况观察
,

两

人不分先后
,

都是一次同时埋葬的
。
同时

,

从

两具人骨架的位置与姿势看
,

男女并排
,

男的

仰身直肢
,

女的侧身屈肢
,

面向男性
、

显示出

女的处依附与屈从的地位
。
当时的氏族社会

已发展到父权制社会
,

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

治地位
。

井且
,

再参照氏族学妻妾殉夫的实

例
。

我们不无理由推断
,

这种成年男女合葬

中的女性是被迫殉死的可能性为大
。

成年男女合葬墓的出现
,

真实地反映了

当时的婚姻形态已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

制
。
它可能是齐家文化居民较为主要的婚姻

形态
。
至于一男二女的合葬墓

,

可以理解为

当时少数比较富裕的家长或氏族酋长过着一

夫多妻的婚姻生活
。

这种婚姻形态在解放前

一些少数民族中是不乏其实例的
。

齐家文化居民死后常把生前所用的生产

工具
、

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以及饲养的家畜等

埋人墓内
,

作为死者的随葬品
。

据秦魏家
、

大

何庄与皇娘娘台 (限第四次发掘墓数 )三处墓

地统计
,

共有 28 2 座墓
,

而有随葬品的墓 2 25

考 古



座
,

占墓葬总数 80 多
,

无随葬品的墓 57 座
,

占墓葬总数 20 务
。

这个比例表 明 大 部分墓

葬都有随葬品
。

随葬品既有石
、

骨器
,

又有

陶
、

铜器等
。
种类多样复杂

。

仅陶器一项
,

大

约就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器类
。

比较常见的有

陶碗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豆
、

侈 口粗陶

罐
、

陶壶与粗陶瓮等
,

同时
,

还出现少量的彩

陶
。

这种彩陶虽然在造型上与齐家文化同类

器物雷同
,

但在彩绘花纹上却别具一格
。
如

粗细相间的斜线纹
、

折线纹
、

菱形方格纹
、

三

角形纹
、

变形蛙纹
、

蕉叶纹或蝶形纹等都是很

有特色的纹样
。

这些陶器应是齐家文化居民

日常生活所用的器具
。

随葬品中的石
、

骨器
,

主要是石斧
、

刀
、

凿
、

铸
、

纺轮与骨针
、

锥
、

凿等
,

多是死者生前

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工具
。

这些工具放

在墓内
,

除少数没有固定部位外
,

一般都放置

死者的手臂旁
,

或脚下方及其附近
。

据大何

庄墓 5 的一件陶罐内装有粟粒 的 情况分析
,

粟应是当时居民的一种主要粮食
。

随葬的铜器有铜锥
、

铜镜
、

铜环与铜饰品

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
。

这些铜器经鉴定
,

既

有红铜
,

又有铅青铜与锡青铜等
,

制法上既有

冷锻
,

也有冶铸
。
说明当时的冶铜业已达到

一定的水平了
。
它的发现

,

对探索我国冶金

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

随葬品中还有绿松石珠
、

玛瑙珠
、

玉璧
、

牙饰与蚌饰等装饰品
,

多出自死者的胸部或

颈部附近
,

它多是小孩或妇女佩挂在身上的

装饰品
,

有的是挂在脖子上的项链
,

有的是耳

饰
,

有的是作为胸前的装饰品
。

这些都反映

了当时的居民具有一定的审美观点
。

在齐家文化的墓葬 中
,

还出现一种奇特

的随葬品
,

即在部分墓内撒放数量不等的小

石块
,

因颗粒小也称为小石子
。

据皇娘娘台
、

大何庄
、

秦魏家三处墓地统计
,

共 2 2 0 2 块
。

皇

娘娘台共 1 5 4 9 块
,

出自二十座墓中 ; 大何庄

共 12 6 块
,

出自六座墓中 ; 秦魏家共 义 7块
,

出自 21 座墓 中
。
小石块多是粗玉和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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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绝大部分是经过人工打击成
。

皇娘娘台

发现的粗玉
、

石片部分还留有截锯的痕迹
,

可

能是制作玉
、

石璧时剩下的废料
。
这种小石

块
,

多数是白色的
,

也有作浅绿色或灰揭色

的
。

各墓出土的数量不等
,

秦魏家少者两块
,

多者 1 05 块
。
皇娘娘台最多的一座墓 ( M 4 s)

竟多达 3 04 块L 。

墓内撒放这种小石块
,

究竟有何含义 ?学

术界曾有人做过不同的解释
: 一种认为墓内

放小石块是基于某种宗教信仰的需要@ ; 另

一种认为小石块在 日常生活中
,

能起着记数

的作用L 。

各家文化墓葬内普遍陈放这种小

石块
,

大概也同样基于这种意图的
。

从齐家文化不同类型的墓葬中
,

其墓葬

的规模与随葬品的种类
、

数量等均有明显地

差别
。
大墓规模大

,

随葬品丰富且种类多
,

小

墓则随葬品少
,

有的一件都没有
。

这种较大

的悬殊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财富的差

别
,

因为埋人墓内的都是死者生前所用的生

产工具
、

生活 用具与饲养的牲畜等
。

这里举

几个墓葬实例加以说明
。
如皇娘娘台墓 30

,

随葬陶器 37 件
,

石璧 1 件
,

猪下颗骨 5 件
,

共

43 件
。

墓 铭
,

随葬陶器 10 件
,

玉磺 1 件
,

石

璧 83 件
,

共 94 件
,

还有小石块 3 04 块L
。

秦

魏家墓 6 ,

除随葬猪下领骨 68 块外
,

还有陶

器 6 件与骨 匕 1 件
。

共 73 件
。

这是随葬猪

下额骨最多的一座墓
。

相反
,

有的墓如秦魏

家墓 1 6 、 2 6 、
68

、

76 等随葬品却一 无 所有
。

其中
,

最可说明问题的是猪下领骨
。

据皇娘

娘台
、

大何庄与秦魏家三处统计
,

共有 72 座

墓发现猪 下领骨
,

共计 , 90 块
。

但各墓出土

的数量不同
、

如大何庄少者 2 块
,

多者 36 块
。

秦魏家少者 1 块
,

多者达 68 块
。

猪是齐家文

化主要的家畜
,

也是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尺
。

墓

中出土猪下领骨的多寡表明了当时已出现贫

富分化
、

财产不均的现象
。

这种以猪作为财

富的标志
,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可以找到很多



实例
。

例如
,

海南岛黎族人民曾流行用猪或

牛的下领骨祭奠死人
,

并随着埋人墓中
。

云

南永宁纳西族人民
“

把平常吃剩的猪下领骨

挂在室内的墙上
,

一般作为财富的标志
” L ,

并以此眩催家庭的富裕及 其在社 会上 的地

位
。
还有侃族

、

景颇族
、

普米族和橙人等都把

家畜的头骨挂在房澹下
,

以多为荣
,

用以炫耀

自己的财富
。

其中
,

侃族
、

瑶族
、

普米族还流

行用猪头或猪下领 骨 随葬的 习俗L
。

富者

多
,

贫者少
,

贫富差别至为明显
。

猪是具有多种用途的家畜
,

除具有上述

职能外
,

还有其它的作用
。
如在生活中可提

供肉食 ;在各种宗教祭祀活动 中可作为祭品 ;

人死后进行埋葬时
,

猪头或猪下颗骨又成为

随葬品
。
同时

,

在古代物物交换中猪却成为

重要的一种交换等价物
,

起着早期货币职能

的作用
。
也可以说是 当时重要的一种实物货

币
。

这在国内外的民族学的材料可找到很多

例证
。

饶有风趣的是在有些民族 的
、

婚 姻中
,

往往以猪的多少作为联姻的条件
。

并且以猪

作为
“
流通货币

”

的L 。
从上述的材料 中

,

我

们就不难理解齐家文化居民为什么这样重视

以猪作为主要家畜了
。

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
,

是与生产力的发

展密切相关的
。

齐家文化处于金石并用时代
,

发展到晚斯并已进人青铜器时代了
。

这时金

属器已开始使用
,

当时生产力已发展到一个

新的阶段
。
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发生

变化
,

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

齐家文化

大体正处在这个急骤变化的发展阶段上
。

在齐家文化墓葬中已出现殉 人 的现象
,

在齐家坪
、

皇娘娘台
、

秦魏家与柳湾等地都有

发现
。
如齐家坪发现有 8 人与 13 人合葬墓

,

其中 13 人合葬墓
,

居中者为仰身直肢
,

其余

皆围统前者的周围而埋葬
,

葬式不一
,

有侧身

葬
,

也有屈肢葬
。

居中者当为墓主
,

其余可能

为被殉者
。 又如柳湾墓 乡1斗反映 更为 明显

,

墓主人是成年男性
,

有较好的木棺葬具
,

仰

身直胺位于棺内
。
棺外埋着一青年女性

,

面

向主人
,

一条腿却被压在棺下
。

墓 n 7 9 ,

在

墓正中有一独木棺
,

棺中为 35 岁 男 性
,

在

他的左右侧还殉葬有三 个 仅有头颅骨的男

性
,

年龄分别为 18 一 22 岁
、

10 岁
、 7 岁 (图

七 )
。

墓 9 79
,

为五人合葬墓
,

墓主 人 为 男

、、

))))))……………
图七 殉葬墓平面图

I
。

高领双耳陶罐 2
、

3
、

6
、

1 2一 1 5
.

陶壶 斗
、

5
.

侈
口陶峨 7

.

陶盆 8
、

10
、

1 1
.

双耳陶罐 9
.

鸦面陶罐

红诱
_

t

二
L

点。厘米

图八 殉葬墓平面图

柳湾 M 9 7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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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仰卧于独木棺内
,

人架保存较完好
,

其余 间战争
,

战胜者往往把掠夺来的女俘虏变成

四人仅存头颅骨
,

皆放在棺外东侧 (图八 )
。

墓 自己的妻妾
,

因此
,

被殉者多数是以妻妾的身

9 5 2 ,

系断肢葬
,

两手斜放在腰部
,

下肢被砍断 份出现的
,

表现在葬制上
,

她们与墓主人是同

倒置于两股骨间
,

似捆绑状@
。

这些实例是 埋在同一墓地
,

并且多数是与墓主人并排地

当时阶级压迫的缩影
,

是当时存在阶级对立 葬于同一墓坑内
。

的明证
。

当时的氏族社会已发展到军事民主制时

关于被殉者的身份
,

主要是有两种
:
一 期

,

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氏族或部落首领

是墓主人的亲属 ; 另一种是战俘
。

前者指墓 往往握有军事的和民政的全权
。
当时战争的

主人的妻妾或奴脾等
。

近亲相殉应是人殉制 主要目的是为掠夺家畜和财富
,

而不断进行

的共同准则L 。
在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类似的 的抢劫

,

并变成一种正常的营生
。

恩格斯写

情况
。
如苗族被殉的有妻

,

也有婶妾
。

据记 道
: “
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

,

是因为战争以

载苗族
“

夫死以妇殉葬
,

妇家夺去乃免
” L 。

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

云南景颇族也有类似的葬俗
。

常职能
” L 。

齐家文化的氏族社会正是军事

在齐家文化的殉葬墓 中
,

被殉者既有妻 民主制的最好范例
。

妾
,

又有战俘
。
因为随着 日趋频繁的部落之

附表一 齐家文化合葬墓简表

地地 点点 墓 号号 合葬人员员 葬 式式 随 葬 品品

永永永 M 5 555 成人 111 仰身直肢肢 侈口陶罐 3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靖靖靖靖 婴儿 11111 猪下领骨 2
、

小石块 999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何何何 M 7 000 小孩 333 甲
、

仰身直肢肢 侈 口陶罐 222

庄庄庄庄庄 乙
、

?丙
、

屈肢肢肢

MMMMM 8 444 小孩 333 皆仰身直肢肢肢

永永永 M 222 成人 222 右仰身直肢肢肢

靖靖靖靖靖 左侧身屈肢肢肢

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

魏魏魏 M 333 成人 111 右侧身直肢肢 陶碗
、

高领双耳罐
、

单耳罐
、

侈 口罐罐

家家家家 婴儿 111 左不明明明

MMMMM 666 成 人 111 右仰身直肢肢 陶豆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单耳罐
、、

儿儿儿儿童 lll 左侧身直肢肢 猪下颁骨 6 8
、

骨 匕匕

MMMMM 1888 成人 222 右仰身直肢肢 猪下领骨 1222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肢

MMMMM 3 000 成 人 111 右仰身直肢肢 陶豆
、

高领双耳罐
、

单耳罐
、

侈 口通
、

猪猪

儿儿儿儿童 111 左侧身屈肢肢 下领骨 4
、

骨针
、

骨匕
、

绿松石珠 呼呼

MMMMM 3丁丁 成人 222 右俯身屈肢肢 陶豆
、

高领双耳罐
、

单耳罐
、

侈 口罐
、

猪猪

左左左左左侧 身屈肢肢 下领骨 18
、

小石块 1222

MMMMM 4 222 成人 111 右仰身直肢肢 陶碗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侈 口罐
、、

婴婴婴婴儿 111 左不明明 猪下领骨 5
、

绿松石珠 2
、

小石块 1888

MMMMM 4555 成人 222 右仰身直肢肢 陶豆
、

高领双耳罐
、

瓶
、

侈口罐
、

骨针
、、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 骨匕匕

MMMMM 5 000 成人 222 右侧身直肢肢 骨匕
、

牙饰
、

猪下颇骨 3气小石块 1333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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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地地 点点 墓 号号 合葬人员员 葬 式式 随 葬 品品

永永永 M111 5成人 lll 右仰身直肢肢 陶豆
、

侈 口罐
、

单耳罐
、

双耳罐
、

穿孔骨骨

靖靖靖靖 儿童 111左侧身屈肢肢 器
、

骨锥
、

骨匕
、
小石块333

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

魏魏魏 M5222成人 222右俯身直肢肢 陶豆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侈 l : 1罐
、、

家家家家家 左侧身屈肢肢 猪下领骨 !55
、

小石 块 扣扣

MMMMM6 000成人 222右仰身直肢肢 双耳陶破
、

高领双耳罐
、

双大耳罐
、

骨骨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 针
、

猪下领骨6
、

小石块 000 1

MMMMM6 555成人]]] 右仰身直肢肢 陶豆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侈 口罐
、、

儿儿儿儿童 lll 左侧身屈肢肢 石铲铲

MMMMM111 8成人 222右仰身直肢肢 双大耳陶罐
、

高领双耳罐
、

侈 口罐
、

石石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胶胶 凿
、

绿松 石珠珠

MMMMM 8555成人 222右仰身直肢肢 陶豆
、

侈 口罐罐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肢

MMMMM9 555成人 222右仰身直肢肢 双大耳陶罐
、

高领双耳罐
、

侈 口罐
、

猪猪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胶胶 下领骨 555

MMMMM9 777成人 lll 右仰身直肢肢肢

儿儿儿儿童 111左侧身直肢肢肢

MMMMM1333 0成人 222右仰身直胶胶 陶豆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侈口罐
、、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 猪下领骨
、

绿松 石珠珠

MMMMM10 555成人 222右仰身直肢肢 侈 口陶罐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罐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肢

MMMMM0 1 888成人 222右仰身直肢肢 侈 口陶罐
、

双大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瓶
、、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 敞 口罐 ,

猪下领骨 1222

MMMMM 1 1 555 成人 222 右仰身直肢肢 陶豆
、

单耳罐
、

高领双耳罐
、

侈 口罐
、

长长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胶胶 颈罐罐

MMMMM 12 444 成人 222 右仰身直肢肢 陶碗
、
双大耳罐 2

、

高领双耳罐
、

侈 口口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胶胶 罐 222

MMMMM 1 3咚咚 成人 111 右仰身直肢肢 侈 口陶罐 2
、

双大耳罐 2
、

高领双耳罐
、、

儿儿儿儿童 111 左侧身屈肢肢 绿松石珠
、

猪下领骨 巧巧

MMMMM 1 3 888 成 人 222 右仰身直肢肢 高领双耳陶罐
、

石凿
、

小石块 3555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肢肢肢

武武武 M 111 小孩 斗斗 皆侧身屈肢肢 陶罐 4
、

彩陶罐罐

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皇皇皇 M 1 000 成人 111 皆仰身直肢肢 无无

娘娘娘娘 小孩 lllllll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台台台 M Z斗斗 成人 333 仰身直肢肢 陶器 1 6
、

铜锥
、

绿松石珠
、

石璧璧

侧侧侧侧侧身屈肢 22222

MMMMM 2 777 成人 111 仰身直肢肢 陶豆
、

双大耳罐
、

双小耳罐
、

折肩罐
、

单单

小小小小孩 lll 侧身屈肢肢 耳罐
、

壶
、

偏耳罐
、

石璧 2
、

小石子 2888

MMMMM 2888 成人 222 不 明明 石壁 3
、
石凿

、

猪下领骨骨

一
1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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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地 点点 墓 号号 合葬人员员 葬 式式 随 葬
`

品品

武武武 M999 2成人 222左仰身直肢肢 陶碗
、

双大耳罐 2
、

折肩罐
、

直口罐 2
、、

威威威威威 右侧身屈肢肢 双小耳罐 2
、

单耳罐 斗斗

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皇

娘娘娘 M 000 3成人 222左仰身直肢肢 陶碗
、

尊 4
、

双大耳罐 2
、

折肩破 2
、

豆
、、

娘娘娘娘娘 右侧身屈肢肢 侈口 曲颈罐
、

双耳罐 2
、

双小耳罐巧
、

直直

台台台台台台 口罐
、

单耳罐 7
、

壶
、

石璧
、

猪下颁骨 555

MMMMM 3888成人 222左仰身直肢肢 陶豆
、

尊
、

双大耳罐
、

折肩罐
、

双耳罐
、、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 单耳罐 2
、

石璧 5
、

绿松石珠 6
、

小石石

子子子子子子 5333

MMMMM牛 666成人 222左仰身直肢肢 陶尊
、

折肩罐 2
、

单耳罐 5
、

双小耳罐 3
、、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 石漩 6
、

猪下颇骨 2
、

小石子 2666 1

MMMMM888 4成人 333左侧身屈肢肢 陶豆
、

尊 2
、

折肩罐
、

单耳罐 3
、

三耳罐
、、

中中中中中仰身直肢肢 双小耳罐
、

敞 口罐
、

石璧 8 3
、

玉瑛
、

小小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 石子 3叫叫

MMMMM 5222成人 222左仰身直肢肢 陶豆
、

尊
、

折肩罐
、

双大耳罐
、

单耳罐 ... 4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胶胶 直 口罐
、

石璧
一

0 2
、

猪下领骨 7
、

小石子子

9 222222222220
、

粗玉石片 444

MMMMM 5444成人 222左仰身直肢肢 陶碟
、

折肩罐
、

单耳罐 6
、

壶
、

侈口罐
、、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 双小耳罐 2, 绿松石珠 6
、

猪下领骨
、

小小

石石石石石石子 555

MMMMM 5 777 成人 222 乱 葬葬 双耳陶罐
、

侈 口罐罐

MMMMM 5 888 成人 222 左仰身直肢肢 石璧 2
、

猪下颁骨骨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肢

MMMMM 6 666 成人 333 左侧身屈肢肢 石璧 巧巧

中中中中中仰身直肢肢肢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肢

MMMMM 6 888 成人 222 乱 葬葬 单耳陶罐 2
、

双大耳罐
、

双小耳曦
、

石璧璧

MMMMM 7 111 成人 222 左仰身直肢肢 石罐
、

绿松石珠 斗斗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肢

MMMMM 7 666 成人 222 左仰身直肢肢 单耳陶罐 3
、

双耳罐
、

侈口罐 i双小耳耳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 罐 2
、

石璧 2
、

小石子 6 4
、

粗玉石片 444

乐乐乐 M 6 333 成人 222 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 2
、

双耳罐
、

双耳彩陶罐
、

侈 口罐
、、

都都都都都都 高领双耳罐
、

单耳罐
、

尊
、

盆
、

粗陶瓮
、、

柳柳柳柳柳柳 石凿凿

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淹

MMMMM 26 999 成人 222 皆仰身直肢肢 侈 口陶罐
、

尊
、

粗陶双耳罐罐

MMMMM 3 1 444 成人 222 左仰身直肢肢 侈 口陶罐
、

单耳罐
、

双耳陶罐
、

粗陶双双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 耳罐
、

纺轮 222

MMMMM 8 5 888 儿童 222 右不明明
、

折腹陶罐 2
、

双大耳罐 2
、

高领双耳罐
、、

左左左左左仰身直肢肢 单耳越
、

粗陶双耳罐
、

石斧斧

MMMMM g石333 成人 111 仰身直肢肢 陶豆
、

彩陶壶
、

双耳彩陶罐
、

粗陶瓮
、

粗粗

儿儿儿儿童 111 不 明明 陶双耳罐
、

石斧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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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农
... . . . . . . . . . ~ ~~ ~ ~

一一 墓 号号 合葬人员员 葬 式式 随 葬 品品

地地 点点点点点点

乐乐乐 M9 6 666 成人 lll 右侧身屈肢肢 陶杯
、

单耳陶罐罐

都都都都 儿童 lll 左不明明明

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

淹淹淹 M9 7OOO 成人 222 不 明明 陶壶
、

粗陶双耳罐罐

MMMMMg丁 222 成人 333 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3
、

双耳罐 2
、

三耳罐
、

双大耳罐 3
、、

鸽鸽鸽鸽鸽鸽面艘
、

折腹罐
、

粗陶皿耳罐 2
、

敛 口口

瓮瓮瓮瓮瓮瓮
、

盆
、

高领双耳罐 3
、

单耳罐 3
、

侈 口口

罐罐罐罐罐罐
、

带嘴罐3
、

陶纺轮
、

绿松石饰 2
、

串珠珠

MMMMMg了999 成人 555 中仰身直肢肢 海贝贝

余余余余余不明明明

MMMMM9 9000 成人 222 左仰身直肢肢 陶壶 9
、

双耳罐
、

双大耳罐
、

双耳彩陶陶

右右右右右侧身屈肢肢 罐
、

高领双耳罐
、

粗陶双耳罐 2
、

盆
、

粗粗

陶陶陶陶陶陶瓮
、
敛 口瓮

、

石镶
、

凿
、

刀
、

骨傲
、

骨锥锥

MMMMM q9 2222222222222 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 6
、

双耳彩陶罐 3
、

双大耳罐 2
、

尊
、、

成成成成人 22222 彩陶壶
、

粗陶瓮
、

敛口瓮
、

石纺轮
、

玉玉

饰饰饰饰饰饰
、

海贝 3 444

MMMMM10 0 8888888888888 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 4
、

双大耳罐
、

盆
、

粗陶双耳罐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人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MMMMM1 0 0000000000000 2 右仰身直肢肢 单耳陶罐
、

石斧
、
绿松石饰饰

`̀̀̀

成人 222 左侧身屈肢肢肢

MMMMM1 0 3 9999999999999 皆仰身直肢肢 双耳彩陶罐
、

双大耳罐
、
粗陶双耳磁

、、

成成成成人 22222 侈 口罐
、

单耳罐
、

鹦面罐
、

粗陶瓮
、

敛口口

瓮瓮瓮瓮瓮瓮
、

石斧
、

镶镶

MMMMMI O6 1111111111111 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 2
、

双耳彩陶罐 2
、

双耳罐
、

双大大
成成成成人 22222 耳罐 2

、

高领双耳罐
、

孟
、

粗陶双耳耳

罐罐罐罐罐罐
、

粗陶瓮
、

陶纺轮
、

绿松石饰
、

石斧斧

MMMMMI通0 6666666666666 右仰身直肢肢 无无
成成成成人 222 左侧身屈肢肢肢

MMMMM1 1 1 2222222222222 右仰身直肢肢 粗陶瓮
、

石刀刀
成成成成人 222 左侧身屈肢肢肢

MMMMM】1 7 9999999999999 中仰身直肢肢 陶壶 7
、

双耳罐 3
、

高领双耳罐
、

盆
、

侈侈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人 222 余不明明 口罐 2

、

鹦面罐罐

MMMMM1 0 2333 儿童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 2
、

粗陶双耳罐
、

石球球儿儿儿儿儿儿儿儿童 2222222

MMMMMl 3 2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
、

双耳彩陶罐 2
、

双耳罐
、

盆
、、

成成成成人 22222 尊
、

高领双耳罐
、

粗陶瓮
、

敛 口瓮
、

石石

凿凿凿凿凿凿
、

镇
、

纺轮轮

MMMMM1 3 3 777 成人 222 右仰身直肢肢 陶壶 3
、

单耳罐
、

双耳彩陶罐
、

双耳耳
左左左左左侧身屈胶胶 罐

、

粗陶瓮
、

高领双耳罐
、

带嘴暇
、

粗粗
陶陶陶陶陶陶双罐

、

绿松石饰
、

石 斧斧

MMMMMl呼朽朽 成人 222 皆仰身直肢肢 陶壶 1斗
、

双耳彩陶罐
、

双耳暇
、

敛口口

瓮瓮瓮瓮瓮瓮
、

高领双耳罐 3
、

四耳罐
、

石凿凿

MMMMM1 4 6 888 成人 222 臂仰身直肢肢 陶壶 5
、

双耳罐 2
、

双耳彩陶雄
、

盆
、、

鹦鹦鹦鹦鹦鹦面谈
、

粗陶瓮
、

高领双耳雄
、

石斧
、、

石石石石石石刀
、

骨锥锥

1 6 0 考 古



释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 :欢甘肃永

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
》 , 《

考古学报》 1 9 7 4年

2 期
。

甘肃省博物馆 :’<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 ,

《
文物考古工作三+ 年

》 ,

文物出版社
。

安志敏 : 欢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
《 , 《
考古学

报
》 1 9 8 1 年 3 期

。

甘肃省博物馆 : 《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

报告
》 , 《
考古学报

》 1 9 6 0 年 2 期 ; 《
武威皇娘娘

台遗址第四次发掘
, , 欢
考古学报>>l 9 78 年 4 期

。

同①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 : 《
甘肃永

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
》 , 《

考古学报
》 1 9 7 , 年

2期
。

同⑧
。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 : 《
青海乐都柳湾

原始社会墓地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 >>,
《
文物

》

l , 7 6年 z期
。

《
我省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

》 , 《
青海 日报

》

1 9 7 8 年 2 月 1 5 日
。

宋兆麟
、

黎家芳
、

杜谁西 : 《
中国原始社会史

》 ,

文物出版社 1始 3 年 ; 李仰松 : 《
沉族葬俗对研

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 启发
》 , 《
考古>>l 9 61

年 7期
。

四川博物馆 : 《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 ,

文物出

版社 1 9 6 0 年
。

夏之乾 : 《
从考古学和 民族学材料看葬具的产

生和演进
》 , 《

民族研究
》 19 a2 年 2 期

。

在文中

提到我国西南地区少数 民族使 用独 木棺的情

况
。

其中比较特殊者
,

有苦聪人在独木棺外还
用藤条捆紧

。

崩龙族用一种树胶加松香封闭棺
的缝隙

,

然后再用绳捆紧
。

侃族用三道竹蔑将

独木棺的底盖捆紧
,

并用牛粪和灰水之类涂于
底盖缝隙内

,

使其密封
。

柳湾墓地也发现在木

棺外加三道木框架
,

也是起着捆紧加固的作用
。

同① ;据
《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全平县

苦聪人社会经济调查
》
记载 : 尸体的包裹方式

是先用芭蕉叶或旧布将死者头和脚包扎好
,

再

以树皮上下各一块将尸体包 上
。

同①
、

④
、

④ 。

同④ 。

高去寻 : 《
黄河下游屈肢葬问题

》 , 《
中国考古学

报
,

第二册
。

宋兆麟 : 《
云南永宁纳西族葬俗

》 , 《
考古

》 1 9 6 4

年 呜期
。

甘肃省博物馆 : 《
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

掘
》 , 《
考古学报

》 2 9 7 5年 4期
。

L 夏缩 : 《
临桃寺注山发橱记

》 , 《
中国考古学报

,

第四册
。

@ 同。 。

@ 赵光贤 : 《
关于殷代俯身葬问题的一点意见>>,

《
考古通讯

》 1 9 5 6年 6期
。

@ 马得志
、

周永珍 : 《
我们对殷代俯身葬的看法

》 ,

《
考古通讯

》 1 9 5 6 年 6 期
。

@
、

⑧ 同④
。

L 同⑧
。

L 汪遵国 : 《
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

》 , 《 中国考

古学会第一次考古学会论文集
》 1 20 页

。

⑨ 福建省博物馆 : 《
福建闽侯白沙溪头新石器时

代遗址发掘简报
》 , 《
考古

》 1夕s 。年 呼期
。

L 夏之乾 : 《
试论氏族公社时期夫妻埋葬习俗的

演变
》 , 《
云南社会科学

》 1 9 8 2年 , 期
。

@ 郭沫若 : 《
对临夏合葬墓的一点说明

》 , 《
考古

》

1 9 6 4年 s 期
。

L 同④
。

L 孙作云 : 《
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

》 , 《
民族杂志

》

第 5卷 l 期
。

文中提到贵州三都县的水族
,

遇

到妇女不育或生怪胎时
,

就要去敬岩石
。

据
《
羌

族简史简志合编
》
记载 : 羌族崇拜白石

,

确认白

石为神
,

白石可以代表种种的神灵
,

而以供奉在
屋顶上的白石代表最高的天神

,
认为它是万物

的主宰
,

能祸佐人畜的
。

@ 同L ,

云南纳西族用石子记数
。

通常选大
、

中
、

小三种石子
,

小石代表个位
,

中者代表十位
,

大

者代表百位
。

这说明小石子是起 着记 数的作

用
。

@ 同④ 。

@ 同。
。

L 同L
。

@ 同L ,

云南独龙族在解放前进行交换时有这样
的固定比率 : 小猪 l 条 2 。 寸锅 1 口 ` 苞谷 50

筒
。

中猪 1 条二 1尺 6寸锅 l 口 ~ 苞谷 10 。 筒
、

大猪 1 条 = 1 尺 8 寸锅 1 口 ` 苞谷 15 。 筒
。

肥

猪 l 条 ~ 2 尺锅 1 口 ` 苞谷 2 50 筒
。

又如金平

县牛塘寨黄苦聪人
,

其价值形态是 : l 条 80 至
1 00 斤重的猪等于 2 件衣裳等

。

0 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 `
青海柳湾

》 ,
文物出版社 l夕8 4 年

。

L 顾德融 : 《
中国古代人殉

、

人牲者的身份探析
》 ,

《
中国史研究

》 1 9 82 年 2 期
。

L 李宗防 : 《
黔记

》
卷二

。

卿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四卷 16 0 页

,

人民出版

社 z夕7 2 年
。

③⑧④

⑥⑥

勿⑧

⑧⑧

@容

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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