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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考古研究·

当前文物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孙　机

大家好！
今天就当前文物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大家请教。这里说的文物只限于古文物，

而且只谈研究工作，不涉及保管、征集、展陈等方面。
先从大的方面说。社会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就从这里谈起。有一种说法认为

中国古代存在图腾制度，并认为图腾制度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可
是，图腾一词来自美洲印第安奥吉布瓦方言。每个印第安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大部分为动
物，氏族成员认为自己和图腾动物有共同的祖先，甚至把图腾动物就看作自己的祖先，从而
此图腾动物的形象也就成了本氏族的徽识。在印第安氏族的遗物中，图腾徽识占有显著地
位，有些图腾柱就做得很大。但图腾制并非世界各族在原始社会中都必须遵循的制度。我国
古代主要是祖先崇拜和萨满崇拜，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我国的新石器时代
绵延数千年，已发掘的墓葬数不胜数，然而并未获得坚实可靠之证明图腾制存在的根据，在
许多考古学文化中都找不出它有哪种特殊的图腾符号。有学者认为图腾制是为稳定族外婚而
建立的社会制度，同一图腾氏族中的男女不能通婚，这样就可以优生优育。但我国古代实行
的是 “同姓不婚”。姓来自氏族，同姓不婚同样可以实现外婚制。《国语·晋语四》：“异姓则
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
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因此，无需通过图
腾制度也能理顺婚姻关系。又有学者认为，商代铜器中有 “玄鸟妇壶”（《三代》１２·２·１），
谓 “玄鸟妇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图绘文字，它象征着作壶的贵妇人系玄鸟图腾的后
裔是很明显的”（《历史研究》１９５９：１１）。《诗·商颂·玄鸟》中有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之句，毛传：“玄鸟， 也。” 即燕子。郑笺：“天使 下而生商者，谓 遗卵，娀氏之女
简狄吞之而生契。”因而不少人认为商王室以玄鸟为图腾。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始
祖诞生神话，却并不都发展成图腾制度。玄鸟生商，履武兴周。《史记·周本纪》说：“姜原
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身动，及期而生稷。”如果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则周人岂不应以大
脚印为图腾？这种设想，显然是讲不通的。玄鸟与商族的关系虽于文献有征，但未得到考古
学的证实。商的高祖王亥之亥字，甲文中有时书作 （《殷契拾掇》１·４５５， 《殷契佚存》

８８８），也被往鸟图腾上牵合。其实均经不起推敲。李学勤先生说：玄鸟妇壶 “实际上是一种
方罍，最早著录于 《西清古鉴》１９·１４，……照片见 《商周彝器通考》７７８”。“方罍铭应合
读为 ‘亚 ， 妇’。‘亚 ’是族氏，‘ 妇’是器主”。“甲骨卜辞 ‘兹用’有时省成 ‘幺
用’，因而 ‘ ’很可能就是 ‘ ’字。‘ ’字在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过。这样看来，青铜
器铭文中并未出现 ‘玄鸟’一词”（《古文献丛论》）。至于王亥之亥字，卜辞中也并不都写作
“ ”，写作 “亥”的场合也很多 （《后上》１·１，１９·１，２１·１３；《南明》６６，４７６；《粹》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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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一种鸟名，借作亥字。如果认为王 之亥上的 代表图腾，那么它只能是玄鸟 （燕子），

但卜辞中未见王亥之亥作 （ ）形者。相反，此字或作 （《粹》５１），亥上之字为 。

《说文· 部》：“ ， 属。从 ，从 ，有毛角。所鸣其民有祸。”卜辞中之 繁体作 ，

也是被视为不祥之鸟。如云 “王其 ，又大乙”（《南明》５４５），即因为遇到 鸟而向大
乙 祭以求福佑。本来说商王室的图腾是玄鸟，在这里却变成 即猫头鹰之类恶鸟，势将无
法解释。又主图腾说者或引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以证明王亥与
鸟图腾的关系 （《文物》１９７７：２）。其实所引之句全文为：“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
头。”那么王亥是正在吃他的图腾，就更讲不通了。

中国常被称作东方巨龙。于是有的先生们又认为龙是古代中国人的图腾。但泱泱中华大
国并不是一个氏族，哪能有一个图腾呢？于是又有人提出所谓 “图腾兼并说”或 “综合图腾
说”，认为龙是由多种图腾结合而成。但在古代印第安人中，两个不同氏族的男女缔结婚姻，
并不导致两个图腾的结合。如果两个氏族发生战争，胜利的一方也不会把失败者的图腾兼并
过来。综合图腾在古代印第安人那里都不曾发生，更不要说在古代中国了。

说起龙来，对它的误解也不少。尽管大家都认为龙是一个想象的动物，但它的形象总应
有所本。而其所本是何物，各家的说法都分歧很大。王东 《中国龙的新发现》一书中列出来
的有蟒蛇、扬子鳄、湾鳄、大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羊、狗、虎、鹰、恐龙、
云、闪电、黄河、星象诸种。此外，这本书中未提到的还有极光、龙卷风、雷声、虹、河马
及松树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它本有现成的客观标准，最直截了当的鉴别方

法就是以我国早期的象形字，如甲骨文中的龙字 （ ，《后下》：６∶１４）为据。这个字的
特点是：前有大头，后部为几乎卷曲成环形的躯体。从出土实物看，自红山文化、石家河文
化，直到商、西周、西汉时出土的玉龙，大都保持着卷曲的体态 （图一）。《左传·昭公二十
九年》说 “亢龙有悔”，亢龙是直龙，是不吉之占；卷龙则是正常的龙。所以，周代的龙字

也曾写成 （子龙觚）。《周礼·司服》说祭祀先王的时候要穿衮服戴冕，衮服上就画着卷
龙；当时最隆重的礼服就是卷龙之衣。甲骨文之后，龙的造型固然仍在发展变化，但在此
前，一些遗址中出土的像蟒蛇或鳄鱼之类的动物形象和甲骨文龙字所象之形相去甚远。所以
若干被艳称之 “中华第一龙”，大概不是龙。

为什么最早的龙呈卷曲的形状呢？《史记·封禅书》说：“皇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
《五帝本经》说，轩辕 “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索隐》：“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
地螾见是也”，螾训 （《说文·虫部》）， 又训 “ ”。《文选·琴赋》张铣注：“ ，盘
旋貌。”则螾又指躯体盘旋卷曲之虫。结合训黄龙为地蝼即蛴螬的说法，则黄龙、地螾指的
或即金龟子一类昆虫之盘屈如环的幼虫。不过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里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说到龙，我们的话题已经延伸到古代神话以至宗教的领域了；由于难以用科学手段作准
确的分析，所以宗教的事最难缠。但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宗教观念相
对淡漠。商周时主要是祖先神。到了汉代，最高的天神为太一。《史记·封禅书》说：“天神
贵者太一。”但太一只是一团无所不包的元气。《礼记·礼运》称，太一 “分而为天地，转而
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庄子·天下篇》：“至大无外，谓至太一。”则太一似乎游移于哲学
概念和宗教理想之间，缺乏作为宇宙主宰的人格神的霸气。太一之佐为五帝，是五德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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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１—３．红山玉龙 （巴林左旗尖山子出土；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辽西地区征集品）

４—６．商代玉龙 （安阳妇好墓出土）

７—８．西周玉龙 （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陕西宝鸡竹园沟出土）

９．西周龙纹 （父乙簋器底之龙纹）

１０—１２．西汉玉龙 （江苏仪征刘集镇出土；安徽巢湖放王岗出土；安徽天长三角圩出土）

表，其相生相胜，反而被认为关系到国运之隆替。西汉时的太一神坛在甘泉，东汉时在洛
阳。《续汉书·祭祀志》说这里 “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
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 （即西南），
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汉代人很少刻绘太一的神像，好像只见过一两次。
但各就其位的五帝的图案，却在规矩镜上经常见到。虽然五帝是以五帝之瑞———五灵，即东
方青龙、南方朱雀、中央黄麟、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的形象出现的，但方位与镜上之十二支
的铭文相对应，和太一坛上的五帝位一点不差 （图二，２）。铜镜图案中出现代表植根于五行
学说之五帝的形象，在镜铭中也有明确的宣示。如有的镜铭称：“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
行。”有的又说：“五行德令镜之精。”都表示这类规矩镜上的纹饰是谶纬学说极盛的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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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占栻与规矩镜

　　　　１．甘肃武威磨嘴子新莽墓出土　　　　　　　　　　　２．河南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

一种象征天宇的神秘图案。

说这种图案象征天宇，还可以从镜上的规矩纹即ＴＬＶ纹上得到证明。规矩纹的渊源来
源于占栻。在栻局上，四角为四维；两条互相垂直之十字交叉的子午、卯酉二绳之四端为四
仲。四维、四仲来自古代天文学家对宇宙构造的设想。在主张盖天说的古代天文学家看来，

天宇如盖，必须加以系结以防止它倾倒。比如车盖就用四条络带 （也叫 “四维”）来拉紧。

天宇恢宏，四条络带不够用，就再加上四仲，使之成为八紘。《淮南子·地形训》说，九州
之外 “而有八紘”。高诱注：“紘，维也。维络天地而为之表，故曰紘也。”可见像盖子一样
的天宇是用八条绳子拴住的。它们之所以被抽象成 ＴＬＶ形的符号，则与 《史记·龟策列
传》所称之 “规矩为辅，副为权横”； 《鹖冠子·道端篇》所称之 “钩绳相布，衔橛相制”；
《汉书·律历志》所称之 “准绳连体，衡权合德”诸说有关。是安装这八条大绳所用的钩子、

橛子和测定位置时用的圆规、矩尺等物的象征。规矩镜背加上代表五帝的五灵，遂使这幅反
映天宇的图案显得庄严神秘；再加上出没其间的羽人瑞兽，就更加有声有色了。

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张规矩镜拓片，在铭文中有 “刻娄 （镂）博局去不羊
（祥）”之语，于是有人认为规矩镜应改称 “博局镜”。近年此说广泛流行，规矩镜的名称几
乎已经被 “博局镜”“改正”了。

六博是一种 “局戏”，在局上行棋时讲 “开”“塞”，讲 “周通”，讲 “恶道”，但它们所
根据的象征意义非博局本身所能产生。《方言》说博局 “或谓之曲道”。《广雅·释器》则说：
“曲道，栻局也。”因为只有在栻局上才能推阴阳、占吉凶 （图二，１）。所以薛孝通 《博谱》

说六博 “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御览》卷７５４引）。另一种与六博极相近的局戏
名塞。边韶 《塞赋》也说它 “质象于天”（《艺文类聚》卷７４引）。其原理均来自占栻。六博
局上的图形乃是从占栻那里借过来的二手货，是 “流”，不是 “源”。因而镜铭中说的博局，

·４·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２１辑



也只能是别号，是诨名。中学时代有同学外号 “胖子”，许多人都这么叫他。可是文凭上却
不能写成：“学生胖子，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如果这么写，家长恐怕是不干
的。

博局说的影响尚不限于铜镜。江苏连云港尹湾６号汉墓出土的一件木牍，绘出与镜背之
规矩纹亦即与栻局之曲道基本相同的图形，并附注六十干支。下面有五栏与之相配的文字，
分别标以 “占取 （娶）妇嫁女”“问行者”“问系者”“问病者”“问亡者”。原牍无标题。《尹
湾汉墓简牍》一书将它定名为 《博局占》。按 《唐六典·太常寺》“用式之法”，注：“凡阴阳
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婚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
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两相比较，牍上之五问与 《六典》
之九占大体相近；首问嫁娶，尤其一致。牍上既然画出栻局，固应名 《栻局占》。论者或认
为牍上之 “方廉楬道张”等文字标记与 《西京杂记》所载许博昌的六博口诀 “方畔楬道张”
云云，有可相比附之处。但许氏的顺口溜只是博徒取胜的诀窍，完全不包含占验的用意。至
于当时对曲道之不同部位的若干特殊叫法，则无论在栻局上或博局上均可通用；但两者的性
质并不因此而混淆。所以不仅规矩镜不应改称 “博局镜”，《栻局占》也不应称作 《博局占》。
因为博局等图形源于占栻，甚至连棋局上的棋路也可称式道。梁简文帝 《弹棋论·序》：“尔
乃观壮士之出师，望兵棋之式道。”即其一例。

对规矩镜和上述尹湾汉牍上的图文来说，称之为博局镜和博局占完全是文不对题。但也
有些器物的名称本来不错，可是理解上出了大偏差。比如四川巫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原来装
在木棺前挡 （棺题）处的鎏金铜牌，牌上多饰以双阙，其中有的榜题 “天门”二字。论者认
为 “天门”就是进入 “天堂”的入口。但这个说法是以汉代人认可死后会升天堂为前提，如
果汉代人尚未信奉天堂地狱之说，那么过了这道 “天门”又往哪里去呢？死亡是生命现象中
最后的环节，汉代人一般能以平常心处之。汉扬雄 《法言》卷１２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
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而且汉代人认为，死后不能复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神
形离则死，死不可复生。”《太平经》卷９０说：“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人
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从西汉的知识精英到东汉的早期道众，看法都是一致的。死后入
殓下葬，埋进坟墓，则如 《古诗十九首》所说：“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当然，汉代人
乐生恶死。所以他们追求的不是死后如何，而是长生不老，即成仙。 《释名》中提到 “仙”
时，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定义：“老而不死曰仙。”而要成仙，要老而不死，则须修仙道。其途
径，一是属于心理方面的。如 《老子》讲的清静无为；《淮南子》讲的 “遗形去智，抱素反
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等。二是属于生理方面的。如呼吸导引，饮露辟谷，以进行身体
机能的调节。等而下之，还有房中、合气之类。三是属于药理方面的，即吃各种长生药。推
动和操持其事的则是方士。方士即方术之士，这不是一个神职人员的头衔，用现代汉语解释
此词，或可勉强称之为 “掌握方剂和法术的专家”。由于未能托庇于宗教的保护，他们经营
的求仙之术基本上是个人行为，所以必须拿出点实效来。虽然为了宣传，这些人也 “敢为大
言”，但正如专家的工作还要通过验收一样，方士无论说得如何神乎其神，最终仍需接受检
验。特别是在帝王面前，不仅秦时 “不验辄死”；汉时也是 “上使人随验”。如果 “其方尽，
多不售”，那么等待着他们的仍然是灭顶之灾。一个验字的制约，就使求仙的方术难以上升
为宗教。因为宗教上许多美丽的诺言，都把应验的期限预约在遥远的未来甚至来生。汉代却
没有来生观念。方士们所施之术的成效都必须在眼下的时限内验证属实。这就使宗教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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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不起来。来世云云、天堂云云这类 “大言”，在佛教传入之前，汉代人是闻所未闻的。
进天门上天堂的主张者似乎也感觉到这里的矛盾，所以他们又把 “天堂”改成 “仙界”；

天门成了 “‘天界’或 ‘仙界’的入口”。不上天堂，那么登仙界总符合汉代人的胃口了吧。
殊不知由于未形成一套成系统的宗教学说，方士只为求仙者设置了一个极功利的目标：长
生；而且长生就是一切。即便真的有人成了仙，也会变得无所事事，失去了理想和追求。又
因为成仙并不现实，所以方士未曾为众仙安排一个栖身的场所。他们如果得了道，成了仙，
下一步到哪里去？记载中显示的结果颇出乎意外，那就是：遨游。遨游就是无目的地瞎逛。
《庄子》书中称仙人为神人，说他们 “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
之外”。汉桓谭 《仙赋》说：“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 “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
崖”。“ 乎，滥滥乎，随天旋转。容容无为，寿极乾坤”。即便在具有俗文学倾向的汉代
镜铭中，也经常出现 “上有仙人不知老”“浮游天下遨四海”之句。连这些已获长生的仙人
都没有一定的去处，那些凡夫俗子进入 “天门”后，岂不只有两脚扑空的份儿吗！所以进天
门、入仙界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其实榜题 “天门”的双阙均位于棺前端，而棺后端也往往饰以双阙。从汉代房屋形的石
棺雕刻看，不仅前后方有阙，而且左右两侧还刻出家居宴游等情景，表明石棺代表亡者的阴
宅，两边的阙代表前后两座大门，其所以或名天门，则是修辞上的雅称，有如墓园内的大路
叫神道，地下的墓室叫神舍或灵第一样。天门指的就是以棺、椁或墓室为代表的阴宅之门。
四川长宁保民村七个洞４号墓墓门处刻有一阙，阙旁有 “赵是 （氏）天门”题刻 （罗二虎
《汉代画像石棺》第１０２页）。“是”为 “氏”的代字，镜铭中习见。故此 “天门”为赵氏私
家的阴宅之门，不是登天的通衢之门。七个洞４号墓墓门上虽只寥寥四个字，但意思表达得
很明确，足以澄清上述有关天门的种种误说。

在汉代的大墓中，遗体有用玉片编缀成的人形封套包裹起来的，这是皇帝或高级贵族之
豪华的殓具，本名玉柙，却长期被称作玉衣。玉柙是玉柙棺即玉椑棺的缩语。椑乃棺的一
种。《礼记·檀弓》：“君即位为椑，岁一漆之。”郑玄注：“椑谓杝棺 （椴木做的棺），亲尸
者。椑，坚着之言也。”椑与柙音义相同，是一个字之两种不同的写法。 《说文》谓椑字为
“卑声”，又说卑字为 “甲声”，证明椑读 “甲”。《说文》中还说：“枥 ，椑指也。”晋吕忱
《字林》作 “枥 ，柙其指也”（《玄应音义》卷１２引）。枥 就是夹手指的刑具。又 《世说
新语·捷悟》说曹操认为竹片可做 “竹椑楯”。余嘉锡笺疏： “椑，唐本作柙。” 《御览》卷

３５７引 《世说》则作 “竹甲楯”。郑玄训椑为 “坚着”，亦是就 “甲”之质地为说。可见玉柙
就是椑棺，即亲尸的内棺，不过大贵族踵事增华，将用椴木改为用玉片而已。《吕氏春秋·
节丧》“含珠鳞施”，高诱注：“鳞施，施玉匣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正是这个意思。称之
为 “匣”，则兼着眼于器形。此物为内棺，从汉墓中看到的葬式上也可以得到证明。以满城

１号汉墓为例，发掘报告推定在其玉柙外只有一棺一椁。但此墓的墓主人刘胜是诸侯王，以
他的身份断无只用单棺单椁之理。《礼记·檀弓》《丧大记》都说诸侯用三棺。据单先进 《西
汉 “黄肠题凑”葬制初探》（文载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的统计表明，西汉诸
侯王墓多用三层棺。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 《兆域图》谓夫人的 “椑棺、中棺视哀后”，
故椑棺之外为中棺。满城报告所称一棺一椁，则是刘胜的中棺与外棺。所以玉柙是殓具，不
是殓服。如今多称玉柙为 “玉衣”，这是不正确的。 《东观汉记·耿秉传》说朝廷赐他 “朱
棺、玉衣”，《后汉书》所记亦同。这里的 “朱棺、玉衣”与 《后汉书·邓骘传》之赏赐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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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玉匣”，《梁竦传》之赏赐 “玉匣、衣衾”的提法类似，都把衣与棺或匣分别立项，“衣”
自衣，“匣”自匣。玉衣是衣上缀玉，玉匣 （柙）是内棺。后者虽粗具人形，但全然不同于
衣服的剪裁式样，古代哪里有将人整体密封起来的衣服？故 “玉衣”之名称似不宜继续沿
用。

以上所说都是上古到汉代的文物，其实在唐宋以后的文物研究中，问题也不少。比如唐
宋以降，贮酒多用长瓶。此物初见于陕西三原唐李寿墓石椁内壁的线刻画中。长瓶也叫经
瓶，常出现在宋墓壁画 “开芳宴”的桌前。民初许之衡在 《饮流斋说瓷》一书中，将长瓶称
为 “梅瓶”，言其口径之小仅与瓶之瘦骨相称。虽然许氏又说，这类名称皆 “市人象形臆
造”；但尽管是臆造、是误解、是无根之游谈，这个名称却叫开了。实际上，长瓶本是酒瓶，
瓶上的题字亦足为证。上海博物馆所藏长瓶有题 “醉乡酒海”的，还有题 “清沽美酒”的。
安徽六安出土的长瓶上有 “内酒”二字。锦州博物馆所藏者书 “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
西安曲江池出土者题有 “风吹十里透瓶香”诗句。广东佛山澜石镇宋墓出土长瓶的四个开光
内，绘出饮酒者从举杯品尝到酩酊大醉的过程，更将其用途作了形象化的说明 （图三）。山
东邹县明朱檀墓出土的长瓶里盛的也是酒。

图三　宋代长瓶

　　　　　　　　　１．“清沽美酒”长瓶 （上海博物馆藏）

　　　　　　　　　２．“醉乡酒海”长瓶 （上海博物馆藏）

　　　　　　　　　３．饮酒人物纹长瓶 （广东佛山宋墓出土）

　　　　　　　　　４．佛山长瓶上所绘饮酒人物

而宋元人在书斋中插梅花则多用胆瓶。如王十朋 《元宾赠红梅数枝》诗中所说：“胆瓶
分赠两三枝”，杨万里诗中所说 “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以之与韩淲 “诗案自
应留笔研，书窗谁不对梅瓶”之句相比照，则后一处所称 “梅瓶”，指的就是插了梅花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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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或胆瓶。明袁宏道 《瓶史》说：“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他认为胆瓶、纸槌瓶、鹅颈瓶等
之 “形制减小者，方入清供。”在明代螺钿漆奁盖上的 “折梅图”及青阳子 《九九消寒瓶梅
图》中之所见，这时插梅花用的仍是花瓶和胆瓶，绝非被一些人称为梅瓶的长瓶 （图四）。

图四　插梅花所用之瓶

　　　　　　　１．用花瓶插梅花 （明螺钿漆奁盖上的折梅图）

　　　　　　　２．用胆瓶插梅花 （明青阳子 《九九消寒瓶梅图》）

这类例子还有不少，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研究中国古文物，我们有两项
现成的优势。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古文物，而且大都经过
很好的研究，对它们的性质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二是我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
的文献记载。充分利用这两项优势，将待考察的文物与之互相对照，互相印证，一般都能得
出较可信的结果。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谢谢大家！
（孙　机：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

·８·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２１辑



甘泉方家河岩画与直道黄帝传说＊

———上古信仰史与生态史的考察

王子今

陕西甘泉方家河直道考察发现类似河南新郑具茨山的岩画遗存，其上古信仰史料意义值
得重视。许多学者认为，具茨山岩画与黄帝传说有密切关系。而汉武帝北边之行后曾有祭祀
桥山黄帝陵的举动。考察陕北地区与黄帝传说有关的遗存，应当将方家河岩画置于以直道为
连贯带的信仰体系之中。《焦氏易林》所谓 “天门帝室，黄帝所直”，或许也可以作为我们理
解直道文化象征意义的线索。据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黄帝 “披山通道①，未尝宁
居”，“抚万民，度四方”②，这位部族联盟的领袖既是上古交通事业的开拓者，其行政能力
也施展至于相当广阔的地域。言 “四方”者，自然包括不同的生态条件。直道 “自九原至云
阳”③ “千八百里”④，也跨越了北河草原荒漠、上郡黄土高原及关中泾渭平原等不同的生态
区。考察上古史，应当注意相关现象。

一　方家河岩画发现

２０１３年８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的直道考察，在陕西甘泉方家河的骡马沟发现古
代岩画。

承对世界岩画多有了解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汤惠生教授提示，这是所谓凹穴岩
画。

方家河又称圣马桥，在甘泉西北桥镇乡西。
根据文物分布获得的历史人文地理信息，桥镇乡有比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如麦台

遗址，面积约３万平方米；王家湾遗址，面积约２万平方米；潘家圪坨遗址，面积约６万平
方米；胡家湾遗址，面积约８万平方米；八卦峁遗址，面积约１０万平方米；孟家坬遗址，
面积约８万平方米；柴沟河湾遗址，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阳台山遗址，面积约６万平方米。
规模最大的是方家河遗址，在桥镇乡方家河村西北５００米，时代为新石器时代，“面积约２５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１．２米，地表有较多陶片，属仰韶文化的有泥质和夹砂红陶，纹饰为
线纹及黑彩条带纹，器形有钵、盆、尖底瓶等；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红
陶，纹饰有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器形可辨盆、罐、瓮等”。可见，在甘泉桥镇以方家河
为中心的地方，曾经在新石器时代有人口数量可观的远古部族活动。他们在这里定居之久，
在有些遗址形成１．５米厚的文化层。⑤

新石器时代密集的居住遗址，应当大致与方家河凹穴岩画同时。也就是说，这些岩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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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很可能就是桥镇乡分布集中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群的主人。
方家河又是我们知道较早的显示比较典型的夯筑工程遗迹的直道遗存。自靳之林教授进

行直道考察的时候，⑥方家河就进入了交通考古学者的视野之内。据张在明主编 《中国文物
地图集·陕西分册》著录：“秦直道遗址甘泉段 〔桥镇乡·秦代〕直道由富县张家湾乡墩梁
向北延入本县桥镇乡，经寻行铺、赵家畔、杏树嘴、箭湾、高山窑子、漩涡畔过洛河，又经
方家河、老窑湾、王李家湾、榆树沟等地入志丹县。本县境内基本呈南北走向，全长约３２
公里。道路为堑山或夯筑，平均宽度３０米，最宽处５８米，最窄处１０余米。方家河村北的
一段，暴露夯筑路基厚３０余米。沿线采集有绳纹板瓦、筒瓦等，并发现秦汉遗址１处。”⑦

这是比较典型、比较规范的直道路段，许多直道考察者和研究者均予以重视。

二　方家河岩画与具茨山岩画的关系

作为所谓凹穴岩画，方家河与河南新郑具茨山的岩画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特别是齐整的凹穴排列，可见共同的形制规律。而考察者和研究者所发现的凹穴形制和

推定的凿制技术等，亦大致彼此类同。
方家河岩画与具茨山岩画风格的一致性，暗示其创作者具有大体相同的设计思想，寄托

大体相同的信仰观念，体现大体相同的审美意识，采用大体相同的制作技术。
岩画作为远古遗物存在所揭示的当时人的文化理念和信仰世界，应当也大体是相同的。

三　具茨山岩画与黄帝传说

具茨山岩画的发现和研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已经受到学界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
出的，具茨山岩画 “填补了我国中部地区岩刻、岩画考古发现的空白，丰富了中原地区古文
化的内涵，为研究这一地区包括黄帝文化在内的上古文化提供了又一类新的实物依据，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⑧具茨山很可能是黄帝与上天沟通的神秘所在。⑨

《水经注》卷２２ 《潩水》说，临近具茨山的陉山， “山上有郑祭仲冢，冢西有子产墓，
累石为方坟。坟东有庙”。据 《旧唐书》卷５ 《高宗纪下》，“（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
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这是具茨山成为国家祭祀对象的明确记录。
唐代文学家卢照邻曾经在具茨山定居。⑩宋人笔记又有关于 “具茨寺”的记载。瑏瑡发掘和研究
具茨山包括岩画在内的各种文化遗存，是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任务。瑏瑢

承汤惠生教授告知，中国凹穴岩画的分布，已见于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宁夏、山东、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香港、台湾等地。在南阳地区比较集中。河南新郑具茨山的发
现，应与黄帝传说有关。陕西甘泉方家河遗存，是新的发现，有迹象表明，其文化内涵或许
也与传说时代黄帝部族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四　直道与黄帝祭祀

《史记》卷１ 《五帝本纪》记载： “黄帝崩，葬桥山。”关于传说时代这位圣王的去世，
裴骃 《集解》：“皇甫谧曰： ‘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司马贞 《索隐》引 《大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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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宰我问孔子曰： ‘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
乎？’对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以为 “则士安
之说略可凭矣”。张守节 《正义》：“《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
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

关于黄帝 “葬桥山”，裴骃 《集解》：“《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司马贞 《索
隐》：“《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张守节 《正义》：“《括地志》云：
‘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案：阳
周，隋改为罗川。《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

《括地志》所谓 “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指出了黄帝陵与直道的关系。
“子午山”，应当就是直道经行的陕甘之间的子午岭。

汉武帝前往北边的一次军事交通行为，很可能往返均经由直道。回程中曾经往 “黄帝冢
桥山”举行祭祀黄帝的典礼。《史记》卷２８ 《封禅书》：“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
释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
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即至甘泉，为且用
事泰山，先类祠泰一。”所谓 “释兵须如”的 “须如”，《史记》卷１２ 《孝武本纪》裴骃 《集
解》：“李奇曰：‘地名也。’”《封禅书》裴骃 《集解》引徐广曰：“须，一作 ‘凉’。”《汉书》
卷２５上 《郊祀志上》：“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
勒兵十余万骑，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凉如。”直接写作 “凉如”。猜想陕西淳化甘泉宫遗址
现今地名称 “梁武帝”者，不知命名由来，或许即 “凉如地”。

而 《封禅书》上文关于黄帝的一段文字亦值得我们注意：“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
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
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所
谓 “甘泉”、“谷口”，都与直道有关。“甘泉”，应即汉甘泉宫所在，在今陕西淳化。“谷口”
应即今泾阳口镇，正当咸阳、长安北向直道南端甘泉宫的交通要隘。

汉武帝的此次出巡，亲自抵达北边前线，向匈奴炫耀武力。 《汉书》卷６ 《武帝纪》的
记载更为具体：

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
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
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
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
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讋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瑏瑣

“勒兵十八万骑”的军事行动，“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
台，至朔方，临北河”，不大可能不利用现成的交通条件比较理想的直道。“还，祠黄帝于桥
山，乃归甘泉”，暗示举行黄帝祭祀典礼的 “桥山”，也应当大致在直道交通线左近。“桥山”
与 “甘泉”之间，应当有方便帝王乘舆通过的高等级的交通道路。

五　关于 “天门帝室，黄帝所直”

《焦氏易林》卷４ 《涣·否》：“天门帝室，黄帝所直。藩屏周卫，不可得入。常安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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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无祸患。”所谓 “天门”，会使人联想到陕西旬邑石门关。瑏瑤而 “常安长在”，或许与西汉都
城长安有关。长安，王莽时代即改称 “常安”瑏瑥。而所谓 “黄帝所直”的 “直”，可能自有涵
义，这里直接的意义或许是指 “值”瑏瑦。但是依然会让人联想到 “直道”。

“直道”的 “直”是否只能解为 “直通之”瑏瑧，“正南北相直”瑏瑨，而不会亦兼有其他的意
义呢？

方家河岩画的内容，因空间方位可能是用以宣示这种值守 “天门”，“藩屏周卫”的崇高
的地位和神圣的责任，而体现出和黄帝的神秘关系。

六　直道可能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

我们曾经讨论 “直道”与 “子午岭”， “子午道”与 “直河”的神秘关系。子午岭—直
道，子午道—直河，在咸阳—长安正北正南形成了纵贯千里的轴线。这一现象，应当看作秦
汉都城规划的基本构成内容之一。另一组对应关系，表现为直道的起点—石门—甘泉宫北阙
与子午道的起点— “南山之颠”—阿房宫南阙。瑏瑩这一认识，也是和秦始皇以甘泉宫、咸阳
宫、阿房宫共同作为秦宫主体结构的构想相一致的。秦始皇都城建设规划所体现的有关天文
地理与人事的关系的观念，也是我们考察和理解秦汉历史文化时，不能不予以充分重视的。
《汉书》卷９９上 《王莽传上》记载：“（元始四年）其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
道。子午道由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皇后，即汉平帝王皇后。 《汉书》卷９７ 《外戚传
下》：“孝平王皇后，安汉公太傅大司马 （王）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岁，成帝母太皇太后
称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设变诈，令女必入，因以
自重”，“太后不得已而许之”。道路的开通和 “皇后有子孙瑞”的关系，暗示 “子午”的方
向，与生育、生殖相关，即有生命象征的涵义。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
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
之。”颜师古说：“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 ‘子午’耳。今京城
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 ‘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 ‘子午岭’，计南
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 ‘子’，南山者是 ‘午’，共为 ‘子午道’。”由此或许可以启示我们
认识直道可能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的思路。

秦直道沿线的黄帝陵以及很可能与黄帝部族活动有关的甘泉方家河岩画遗存，应当在考
察秦直道文化象征意义时，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内。

七　关于 “匈奴祭天处”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秦直道沿线还有另一处重要的神秘文化的存在，就是位于甘泉的
“匈奴祭天处”。

《史记》卷１１０ 《匈奴列传》：“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
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裴骃 《集解》：“《汉书音义》曰：‘匈
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
也。’”司马贞 《索隐》：“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
图金人是也。’又 《汉书音义》称 ‘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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