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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鹏程

固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北麓，横亘关中通往

西域咽喉要冲，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左控五原，右

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形象地说明了固原重要的历史地

位。固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遗存

星罗棋布，文化积淀层次深厚。翻开尘封的历史，石器遗址渐次

展现，西周文化传播斯地；秦朝设县于原州，开创宁夏行政建制

之先河；昭襄王期筑长城，雄踞州西北十里；汉武帝五次巡幸，原

州地位愈显赫；“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名不虚传。北方

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在此碰撞，迸发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气

息。昔丝路古道，商贾云集；鎏金银瓶，当属国宝；罗马金币，璀璨

夺目；须弥古刹，传承千年；暮鼓晨钟，余韵袅袅；古迹遗存，不胜

枚举。今人视之，叹为观止。当此盛世华夏，我等同仁志士，应不

辱使命，使史海珍珠，再放异彩，使文化积淀，代有传人。

对固原历史文化的记录与研究，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志

书和经史子集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固原博

物馆和须弥山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建立，不仅为开展固原历

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组织和人力保障，而且为史学者搭建了一个

研究交流的平台。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固原西郊北周李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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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隋唐墓地等相继发掘，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文物重见天日，不

仅为固原悠久的历史贴上了厚重的标签，也为专家学者探索研

究固原历史提供了实物。至此，固原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新世纪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关于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整体推进，固原

的文化建设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固原古长城、开城安

西王府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丝绸之路”联合

申遗工作中，固原古长城、开城安西王府、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须

弥山石窟被列入申遗预备名录，这几处遗产的保护性建设和科

学研究工作同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2011年，须弥山石窟跻

身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行列，标志着须弥山石窟乃至固原的历史

价值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文化的意义，在于它表达人们的精神追求。文化的力量，深

深地根植于民族发展、创新、融合的沃野之中。从事文化工作近

十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文化

研究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就斐然。这些成绩，一方面是各

级党政领导科学决策和重视支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广大文

史工作者辛勤耕耘，奋发努力的结果。他们深入考古、科研一线，

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探索研究，一本本有影响的专著相继问世。

如薛正昌的《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罗丰的《胡汉之间》、徐兴亚

的《西海固史》、马建军的《固原考古发现与研究》等，从不同侧面

和角度，反映了固原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对固原文化的

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原固原博物馆副研究

员杨明先生，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在文博战线，几十年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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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收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著述颇

丰。在考古战线，其严谨治学之精神堪为后世学者之典范。杨老

生前坚持身体力行并倡导子女要为固原的文博事业作出成绩。

其长女杨慧玲同志为完成父亲杨明先生的遗愿，会同须弥山石

窟文物管理所的杨坤、安永军以及原州区图书馆的欧阳秉聪等

人，经过两年多的整理和研究，编辑完成了《固原考古札记》一

书。书中所述，重点描述了对古文化遗址、历朝历代古墓葬的发

掘过程，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考古发现和寻踪探秘，具有一定

的史料价值，也为文史爱好者提供了一面探寻固原历史的丰富

棱镜。

编写出版这本书，既是对我们多年参与考古研究成果的阶

段性总结，也是对近年来固原文博工作中基础性资料的整理与

归纳。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抛砖引玉，启发和引导更多的历

史文化学者，加入到深度开发固原古文化科研工作的行列中来，

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活力，提高科研的水平和能力，为深入挖

掘固原文化资源，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促进固原的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诚如斯，则此生足矣！

是为序。

二○一三年十一月

（尹鹏程，系须弥山文物管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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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戎族的社会发展状况

【摘要】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两省

区古代戎族社会区域内，发掘清理了文化内涵相似，具有鲜明区

域特征的青铜文化地点。这种文化不同于“北方青铜文化”的典

型代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透过这些文化可看出当时戎族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甘、宁两省区；古代戎族；青铜文化；考古

春秋战国时期，在陇山以西，渭、泾河流域及歧、梁山以北的

广大区域内，生活着古籍记载的“西戎八部“和一些小的戎族部

落。这些戎族部落从兴起到消亡的社会发展状况，我国的典籍记

载少而简单，给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可喜的是，近

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两省区古代戎族社会

区域内发掘清理出了文化内涵相似、具有鲜明区域特征，与北方

其他地区风格迥异的青铜文化地点。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创造这

些灿烂文化遗存的人们共同体是当时活跃于这里的戎族，属于

戎族文化范畴。［1］本文借助考古资料，兼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

等方面的材料，探讨古代戎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

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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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戎族青铜器文化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以陇山为中心的甘肃东部和宁夏南

部山区陆续发现与清理了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分布地

点，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有学者通过器型学比较研究后指

出，这里的青铜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鄂尔多斯青铜

文化有诸多不同之处，属于两种文化类型。为了便于和其他考古

文化相对应，又体现文化特征和地理属性，把分布于甘、宁两省

区具有相似或相同文化内涵的青铜文化暂称为“黄土高原青铜

文化”［1］，创造者为戎族，即为“戎族青铜文化”。

（一）文化的发展和分布范围

甘肃东部的庆阳地区是戎族青铜文化分布的密集区之一。

自 1984年以来，该地区先后发现与清理了 9个春秋战国时期的

青铜文化分布地点，其中宁县平子乡 1个地点，庆阳县什社乡、

董志乡、赤城乡、后官寨乡 4个地点，镇原县庙渠乡、孟坝乡、太

平乡 3个地点，正宁县山河乡 1个地点。［2］此外，在秦安县发现

两个地点［3］，永登县榆树沟 1个地点［4］，在庆阳和平凉的个别地

方还有发现。

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是戎族青铜文化分布与发现的又一个

稠密区域，其分布特点多而密集。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北方

系青铜器”在这里就屡有发现。进入 80年代，在考古工作者的努

力下，计有 40个左右文化分布地点被发掘清理，其中经过科学

手段系统发掘规模较大、出土器物较多的分布地点有：固原县杨

郎乡马庄墓地［5］，彭堡乡于家庄墓地［6］。零星发现与清理的地点

有：固原县河川乡石喇村 1个［7］，吕坪村 1个［8］，程儿山乡 1个［9］，

南郊乡、西郊乡、河川乡还有发现。隆德县温堡乡、沙塘乡、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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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神林乡 4个。［10］西吉县新营乡 1个。［11］彭阳县交岔乡 1个地

点。［12］除固原地区外，中宁县还发掘清理了 1个地点。［13］盐池、灵

武、中卫等地、县的个别地方也有发现。［14］

在甘、宁两省区的分布范围内，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居住生

活着“西戎八部”和其他戎族部落。当时戎族主要活动于陇山以

西至渭水以及泾河流域，歧、梁山以北，在泾河、渭河、清水河、洛

河 4河流域。范围大致是西起黄河、北至黄河、东达黄河，南以陇

山为界。在这个区域内，绵诸戎居住生活在今甘肃天水以东、清

水县以南的地区，绲戎居住在今宁夏南部及临近地区，豲戎居住

在今甘肃临洮及附近地区，豲戎居住在今甘肃陇西县内，义渠戎

活动在今陕、甘、宁交界的大片地区，乌氏戎居住在今甘肃平凉

和宁夏南部，朐衍戎在今宁夏盐池和陕西定边及附近区域，大荔

戎居住在今陕西大荔地区。还有一些小的戎族部落，如陇西的冀

戎、六盘山一带有空桐氏戎等。这些戎族部落在自己的活动区域

内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遗存。

（二）浓郁的区域特征

甘、宁两省区戎族青铜器文化的墓葬形制、殉牲之俗具有独

特之处，科学系统发掘的墓葬和临时清理的小型墓葬其形制有

竖穴坑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两类，且出现了比较独特的头低足

高竖穴斜坡土洞墓、竖穴斜坡偏洞墓。这种戎族墓葬结构的多样

化，除戎族固有的葬俗外，显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墓葬无

论大小都殉有数量不等的牲畜头蹄骨，往往在同一墓葬中同时

殉有马、牛、羊头蹄骨，随葬的牲畜头蹄骨在墓葬中摆放的位置

不同，大型墓葬殉放在墓道之中，实际上墓葬的墓道多了一个功

能，同时兼作殉牲坑，看不出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在小型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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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牲之骨放置在墓坑之中，大多散置于墓主人周围。

甘、宁两省区戎族青铜器文化的主要代表器物以青铜器为

主，其余则为骨器、玉器、金银器、陶器、铁器、石器等。青铜器主

要有兵器、生产和生活工具、车马器和装饰品等，其中车马器和

装饰品占有比例最大，数量最多。在这众多的青铜器中，有许多

器型完全一致，如器物中有触角式和环首式短剑，有长胡、中胡

等多穿戈等；生产和装饰品有柄端空刀，长方形管状饰，有各种

透雕牌饰等；有车马器中的铃、当卢、泡饰。如此众多的同类器

物，是文化因素共性的具体表现，应属于同一渊源的文化。而有

些器物为北方其他

地区所鲜见，具有

浓郁的区域特征。

典型代表，如固原

杨郎马庄墓地 12号墓出土的铜柄铁剑，瘤状首，椭圆柄遍布凸

点纹，中空，剑格前略成舌状，分 4瓣紧裹剑身。其 11号墓出土

的斧，由内口向外口逐渐收缩，中部饰两周凸棱，凸棱上饰贝纹，

其余部位分别饰以“回”字形纹、变形虺纹和绳索纹。其 4号墓出

土的铃，呈椭圆口，半环形纽，铃面有品字形排列的三矩形镂孔。

这些器物制作工艺精良，性质独特，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骨器在这个区域内出土数量仅次于青铜器，较周围地区发

达。器形丰富多彩，使用范围从生产到生活都有。制作材料都是

动物的骨骼，工艺精良，造型别致，精雕细琢，采用了磨制、刻花、

抛光等精湛技艺，地方特色十分浓厚，这是该区域内青铜文化中

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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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的聚合与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进步，戎族与

周围毗邻的鄂尔多斯的青铜文化，汲取了秦国和中原华夏族的

文化因素。［15］所以，戎族青铜文化在保持了原有区域特征的基础

上，呈现了聚合与交融的现象。

一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传播冲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

源于鄂尔多斯及其临近地区，到了商周时期日臻完善，与此同时

拥有这种文化的部族也开始强大起来。从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就广为扩散，影响到了周围临近地区。［16］戎民族受其冲击，给这

里的土著文化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从器型学的角度分析可以发

现，戎族的青铜器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极为相似的方面，这既

有生态环境一致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文化交流上的接近。有学

者因此把戎族的青铜器纳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范畴之内，仍坚

持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传统名称来命名。［17］实际上这两

个区域的青铜器在文化上各自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空间上

二者属于不同的地理范畴，在时间上二者同时平行交融发展，应

该说两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

失其原有的个性”。

二是秦国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辐射。中原文化能够辐射到戎

人生活区域，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传播媒介。春秋战

国时期随着秦人雄霸西戎进程的不断完成，最终以武力征服了

西戎诸国。中原华夏文化接秦人之踵也辐射到了戎人之域，实际

上这种征服战争也是文化移植推广的一种手段，它扩大了相互

间的文化交流，集中体现的是戎人之地出土的青铜兵器。自商周

以来作为体现中原地区礼仪制度的礼器和酒食器，并没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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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波及到这个区域，反而中原地区的传统兵器在这里有数量较

多的出土，如戈、矛在这里出土的数量较鄂尔多斯大，尤其是长

胡、中胡多穿戈，与当时广泛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形制极

为相似。又如车辆是华夏族商周以来的传统交通工具，而车马器

在戎人之地出土器物中占有绝大部分比例，并且种类齐全，大小

墓葬都出土有几件到几十件不等，这充分说明戎人社会生活中

已经广泛使用车辆，使用范围已扩大到政治生活和战争等领域。

再如带钩的出土，表明了中原文化影响到了戎人日常生活习俗。

带钩在秦汉以前是中原华夏族的传统束带工具，而在北方戎族

区域内用于人体束带的工具是带扣。［18］还有这里出土的锛、凿、

斧及蒜头铜扁壶和錾刻有“咸阳一斗三升”的铭文鼎，从形状和

铭文看，和关中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文化相差无几。［19］这些器物大

量出土，很显然戎族青铜文化在孕育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关中地

区秦人及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使戎人之地成为以本地

土著文化因素为主体，融合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中原文化因

素的混合型文化区域。

二、阶层社会的出现

能够反映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变化

的，是其丧葬制度及随葬器物。在戎人之地域，经过科学系统发

掘的固原杨郎马庄墓地，范围较大，在 3处密集区清理的 49座

墓葬，结构有在墓道东西两侧开洞室的竖穴墓道双洞墓、竖穴道

单洞墓、竖穴土坑墓 3种形制，具有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同一墓

地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多寡不一。虽然随葬品都以青铜器为

主，夹杂有骨、陶、石、玉、金、银等器类，但有些墓葬随葬品种类

齐全，较为丰富，多者达 121件，有些墓葬随葬品则种类单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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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贫乏。在清理的 16座完整墓葬中，有1座墓仅有殉牲而无随

葬品。这种随葬品的多寡悬殊，表明墓主人生前享有财富多少的

不等，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同。殉牲是一种普遍现象，以马、牛、羊

头蹄骨和下颌骨为主，多者达 54具，少者只有 4具。［20］对于游牧

民族来说，牲畜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代表着财富，是财

富的积累和象征，这种殉牲数量的多寡，进一步说明财富占有的

差别。在 49座墓葬中，有 5座随葬有金银器，且以装饰耳环、珠

饰为主。把金银器作为装饰品，这只是戎族社会中拥有财富较多

的少数人的享用之物，绝不是普通戎人所能占有的。以上随葬器

物的数量和质量，生动地展示了戎族社会内部已经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分化形成了不同等级拥有不等财富的贫富阶层，出现了

明显的贫富差异，说明了当时的戎族社会绝非“上含谆德以遇其

下，下怀忠心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治所以治”［21］的

平等部落社会，而是不平等的“阶层社会”。至少在战国时期戎族

已经开始了其文明时代的历程。

戎人之地墓葬无论大小都有殉牲，这种大量的殉牲制度，除

了具有财富的象征外，显然还具有宗教的祭祀意义，这是一定的

宗教信仰在物质上的反映。铜鹿在戎人的墓中也有较多数量的

出土。值得注意的是：杨郎墓地 IIIM4和 M1的两座墓葬中随葬

铜鹿的摆放比较特殊，其中 M1有两个铜鹿形饰件分别位于洞

口的两侧，IIIM4的 10余件铜鹿形牌饰在墓坑南侧呈一列弧形

连接摆放，有的单个排列，有的两两相叠。这说明鹿除了在日常

生活中驯养、射猎，有动物崇拜的意义之外，还可能是一种权威

的象征，代表着某种特权，说明世俗的权威已经出现。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就是，在出土的随葬品中，以各种质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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