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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来自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科技考古等领域的20余位资深专家,在北京大学听取了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墓

地的考古成果汇报后，对该墓地的性质、年代及发现的意义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对下一步的发掘、保护和研究方向进行了“会

诊把脉”。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从2006年开始已经连续发掘三年，并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墓地总面积大约2万平方

米，经钻探发现59座大、中、小型墓葬，其中近一半遭到盗掘。目前已发掘9座墓葬和1座祭祀坑，大、中型墓等级很高，出土

了数量惊人的料珠，特色鲜明的髹漆车辆和金、银、铜、铁、锡车饰，铜壶、铜鼎、铜茧形壶、铜铲足鬲、玻璃制品以及完整

的马牛羊骨骼等，阶梯式墓道有三级、五级、七级、九级之分。发掘者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墓地年代属于战国晚期。  

  这批珍贵的考古资料受到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马家塬墓地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文化面貌复杂；墓葬的等级高，特色鲜

明，车辆形制和装饰独特，随葬品使用的材料等级也比较明显；这批资料不仅是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也为

研究当时秦戎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大量材质多样、包含有多种工艺的金、银、铜、铁、锡、玻璃和料器制品的出土为当时的

工业生产和工艺水平提供了翔实资料。同时，专家们对发掘现场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于马家塬战国墓地的性质及将来的保护、发掘和研究问题，专家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墓地的时代族属  

       专家们一致肯定该墓地为战国晚期，以戎人文化因素为主体。多数专家确认马家塬墓地的主人属于戎人的一支，但不能肯

定是土著还是迁徙而来。因为过去陆续发现的被认定为戎人的墓葬等级都比较低，马家塬墓地这样高等级的墓葬系首次发现。

根据西周和战国时期戎人和秦、晋、楚、齐等国时战时和的关系来看，这里应该是戎人的活动基地，并和秦的关系非常密切。

赵化成和信立祥提出，文献记载这片地区属于邽戎，曾是多年和秦发生战争的区域，在秦穆公的宽厚政策下才稳定下来，马家

塬墓地很可能就是邽戎的一支，并且是一代戎王的墓葬。另外从偏洞墓的特点来看，也可能是被秦灭掉的乌氏之戎或者后来去

向不明的义渠戎。张仲立指出，马家塬墓地的随葬车辆是目前出土最好的一批车制材料之一，其种类比秦陵铜车马可能更重

要。这样高等级的墓葬，在秦人，也必定是王一级的墓，因此车辆也显示这应是戎王的墓葬；另一方面，秦人早期高等级车制

的材料很少，更凸显了这批车辆的重要性。  

  王子今则认为对于墓主族属的判断宜谨慎，因为包括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构成，秦穆公“并国十二，随霸西戎”提

到的西戎实际上也是秦人。  

偏洞墓自春秋战国突然在北方兴盛起来，一直影响到环陇山地带，并一度在西北流行。但马家塬的偏洞墓形制不规则，显示了

强烈的本地特点。王巍指出，墓道台阶具备明确的“九、七、五、三”等级意识，属于中原礼制范畴，是很令人惊讶的。孙华

则提醒发掘者注意墓地时代分期，因为墓葬的规格划分只在同时期内才有意义，也有必要了解这批遗存为什么突然出现又突然

中止，其等级差异有没有可能代表族属或家族地位的起落。  

  墓主人的经济形态是定居还是游牧，要通过居址的寻找来解决。但正是经济形态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寻找居址困难。经钻

探，在马家塬一带共发现4处与其类似的战国墓地，但墓地周围没有找到比较大的居址。徐光冀和赵辉等指出，除了墓地主体



工作之外，下一步当务之急是寻找和墓地有关的居址线索。  

  二、多种文化因素和文化交流  

       马家塬墓地的随葬品以车马礼器以及纯装饰意义的金银车饰为主，是中原不见的特殊葬俗；随葬品中铜器近秦，装饰品近

北方草原，车制近中原，甚至还有似晋国风格的遗物，随葬品和葬制似乎体现了不同人种在这个区域的混合。张天恩认为，从

轴、车辐的式样以及高车厢等特征看，车制上还显示了和西方的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表明这是一批不同于北方骑马民族的好车

的贵族。徐天进提出，文献记载中周人和犬戎经常征战，一次缴获的车就上百辆，马家塬的发现使我们也许可以期望在该地区

发现比它更早的寺洼文化大墓。罗丰认为从北方青铜文化的分布来看，马家塬没有超出传统的北方系青铜文化的认识范围。以

前北方青铜文化发现的都是等级比较低的墓葬，对于北方系青铜文化区来说，也意味着找到一处高等级的墓地。  

  玻璃器和金银器的来源，多数专家倾向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金银装饰的马车过去没有发现，一种看法认为其中“错”金

银铁的工艺和髹漆工艺非本地传统。专家建议对金属车饰、“蜻蜓眼”、玻璃器等罕见遗物的成分配比进行科学测定分析。出

土数量惊人的料珠经检测，多属于东方系统的铅钡玻璃，但玻璃杯的形制为标准的伊朗式样，还不能排除其具备西方因素。各

种的高难度工艺技术在这些器物上都有所体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家塬墓地丰富的随葬品中没有发现玉器。 李伯谦 先生指出，从商周时期开始，中原很多玉器来自

新疆。在地理位置上墓地所在是新疆通往中原的通道，而且文献记载这个时期，西戎和新疆地区有联系，没有玉器随葬是很反

常的，这些现象需要重视。荣新江说，以往的研究习惯，容易将新发现的材料单一地归到东方或西方，但实际上，它已经是具

备本地特征的一个综合的文化，将来用来解释西边或者北方的遗存，可能是它更重要的一个价值。  

       三、将来的安全、保护、发掘和研究工作  

       目前田野考古还在进行中，考古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出土文物在现场和将来的保护问题。据了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已经组织召开两次保护方案论证会，预计现场提取保护和后期研究的工作量会非常大。徐苹芳先生指出，发现这样的墓地非常

难得，要重视提取工作，建议分阶段、有规划地作全面深度发掘和保护，并将现场保护和搬迁保护相结合。  

  据了解，马家塬及周边地区多发的盗墓问题让当地文物工作者压力很大。该墓地位置偏僻，即使维持现状，考古队也面临

着人手紧缺、经费开支巨大、越挖包袱越重等问题。刘绪指出，已经发掘的墓葬和遗迹需要逐层剥离提取，而野外恶劣的自然

条件如温湿度、紫外线、地下水、粉尘、风沙、微生物、低等植物、细菌、霉菌等都对文物存在强烈危害，文物必须搬回室内

继续清理。发掘者表示，车辆切割提取的技术要求很高，一座墓整体搬迁重量可能要达到100吨左右，困难重重。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文物保护不仅是文物部门的责任，也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要吸取尼雅遗址因为没有继续发掘造成被严重盗掘的教训，

因此强烈呼吁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介入马家塬墓地的考古和后期保护管理。  

  专家们认为科技考古工作虽然已经开展，但还要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和进度，包括对人骨作 DNA分析、体质人类学鉴

定，玻璃器以及金、银、铜、铁、锡质文物的成分分析和工艺技术研究。梅建军指出，除了外来因素 还要注意本地特点的工

艺，比如车饰上大量的锡制品是哪里来的。于志勇表示，新疆出土的大量有机质文物如珠绣实物，在形态、结构等方面，可以

为马家塬出土的文物提供比对参照。 严文明 先生建议，从国家和甘肃省层面在兰州建设秦文化和姜戎文化研究保护中心，借

此重要发现之机带动秦和姜戎文化的研究力度。  

  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联合主持的“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组也表示，为抢

救马家塬墓地，其学术目标将根据这一发现进行调整。总之，文化面貌的复杂本身带来了很多课题，也发现了很多过去很多认识不到的东西。专

家们对进一步发掘充满期待。而一切后续工作可能都需要相关单位艰苦不懈的努力。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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