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佩戴首饰的习俗在中国起源很早，在距今

20万年前的北京新洞人遗址发掘中，就曾出土

过 2件经磨制的骨片，[1]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

人体装饰品遗存。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

4万～1万年间，在中国境内如宁夏水洞沟[1]、

北京山顶洞[2]、辽宁金牛山[3]、山西峙峪[4]、河北

虎头梁[5]等地，人体装饰品遗存开始大量出土，

如钻孔石珠、骨管、穿孔贝壳、鸵鸟蛋壳制成的

扁珠等，但其中大多以颈饰和坠饰为主，指环

则非常罕见。总体来讲，在中国原始社会的人

体装饰品中，作为手指装饰的指环相对于颈

饰、头饰、腕饰要少得多，而且主要出土于新石

器时代的墓葬中。

1 中国原始社会出土指环的材质

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指环，以牙骨角

质为多。如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中

发现较多的指环。以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

址为例，仅 1959年的第一次发掘，就发现了

20枚指环（一件半成品），分别出自 15座墓葬

中，其中有 9枚仍套在死者的指骨上，[6]这些

指环的材质多样，石、玉、骨、角质皆有，而以

骨质的最多，其中发现有 1枚骨指环（标本

22：10），上嵌 3块绿松石圆饼，是史前骨指环

中制作最为精良者（表 1：3，见下页）。山东章

丘市大汶口文化焦家遗址出土鹿角质指环 2

枚，通体磨光，1枚断面呈圆形，1枚断面呈半

圆形。[7]在马家窑文化、青莲冈文化中也都发

现有骨指环，如甘肃兰州西坡山瓜遗址便发现骨

指环 2 枚，磨制甚精细，皆完整，断面呈长方

形。[8]属良渚文化的浙江海盐龙潭港遗址 M26

也出土有 1枚骨指环。[9]

在史前指环中，制作最精良的当属玉石质

指环，其中很多环壁上都有钻孔，里面原应镶

嵌有饰物，可以说是后世嵌宝指环的雏形。这

类指环大部分出土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

中。如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出土指环 1枚（M8:

2），大理岩，乳白色，上面有一个漏斗状小孔，

原来当嵌有其它饰物（表 1：4，见下页）。[10]山东

省泰安市也出土过几枚环壁上有一个两面对

钻圆孔的指环，如标本 25：14，以淡绿色玉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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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表 1：2）；标本 125：47，白色大理岩制成，只

是里面的镶嵌物均已脱落。山东章丘市焦家遗

址也出土白玉指环 3枚，内缘较平，外缘圆鼓，

一侧斜穿一孔，直径 3.8厘米；石指环则有 14

枚，一部分壁上钻一小孔。[7]当然，玉石质指环

中，有钻孔者毕竟为少数，大部分还是素面。指

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不多，但江苏常熟罗墩遗

址曾发现良渚文化玉指环 3枚，均体形厚实而

小，横截面呈半圆形，似缩小的玉镯（表 1：1）。[11]

此外，还有陶指环。如山东诸城呈子遗址第

2期出土有 1枚手制陶指环，剖面椭圆形，直径

2厘米。[12]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发现大汶口

文化陶制指环 1枚，泥质橙黄陶，束腰形，高

1.5厘米（表 1：6）。[13]在浙江余杭卞家山曾发现

2枚指环形态及大小的竹编制品，[14] 其是否是

指环还不敢肯定。但根据现存原始部落的人体

装饰品来看，植物类竹木质指环在原始社会必

定应该存在过，只是因其不易保存而难觅其踪。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中，还发现

过金属质地的铜指环。如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

文化墓地中发现有 2 枚小铜环(M70:2、M99:

6)，圆形，均残，系锤击成，都出在人骨架的手

指旁，应该是用作指环。[15]

2 中国原始社会指环的造型分类

中国原始社会出土指环的造型主要分为

两类：圆环形和圆管形。①圆环形（表 1：I型）

原
始
社
会
指
环
的
造
型
分
类

I

型
：
圆
环
形

素
面
圆
环
形

1玉指环

江苏常熟罗墩遗址良渚文化玉指环

3枚，均体形厚实而小，横截面呈半

圆形，出土时位于手指部位，其中一

枚器形规整，外缘隆起浑圆，直径

2.7厘米，宽 0.5厘米，厚 0.6厘米。

线图为 M8：13

圆
环
钻
孔
形

2玉指环

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出土，淡

绿色玉石制成。环壁内直外鼓，外沿

有一个两面对钻的圆孔[6]

3骨指环

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出土，标

本 22：10，骨质。环壁内直外鼓，外

沿有一个两面对钻的圆孔，上嵌三

块松绿石圆饼

4石指环

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出土。M8:2，大

理岩，乳白色，上面有一个漏斗状小

孔，原来当嵌有其它饰物。外径 3.1

厘米，孔径 1.9厘米。出土时套在人

骨左手的中指上[10]

II

型
：
圆
管
形

5骨指环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共出土类似骨
管 4个。均呈椭圆形管状，管壁甚
薄，只有 1~2毫米，通体光亮。M44：
12（中间线图）出土时就套在墓主右
手手指上，该墓主为约 30岁男性，
从随葬品看，应是一位社会地位较
高，受尊敬的人。左图为（大 M4：15、
M4：14）[16]

6陶指环

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大汶口文化

陶制指环，泥质橙黄陶，束腰形，高

1.5厘米 [13]

表 1：原始社会指环的造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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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常见，也是历代指环的主流形制。各种质

地都有，横截面呈半圆形为多，也有呈圆形、椭

圆形和方形的（表 1：1，见上页）。环面则以正圆

形为多。圆环形当中，又分素面圆环形和圆环

钻孔形两类。圆环钻孔形指环环壁上所钻之孔

又分漏斗形（表 1：4，见上页）和两面对钻直筒

形两类（表 1：2，见上页）。②圆管形指环（表 1：

II型，见上页），即环壁较高，呈管状。这类指环

玉石质的比较少，大多为骨管随形磨制而成，

所以环面正圆形不多，多为椭圆形（表 1：5，见

上页）。也有少量陶塑者，出现束腰形等新型制

（表 1：6，见上页）。

3 中国原始社会指环的佩戴方式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指环出土情况来看，指

环的佩戴不分男女，但以男性为多；佩戴也不

分左右手，但似乎以中指佩戴为多。

从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情况来看，指环分

别出自 15座墓葬中，其中有 9枚仍套在死者

的指骨上，其佩戴便不分男女，也不分左右手。

山东诸城呈子遗址第 1期 M20男性墓主右手

中指上发现套着 1枚石指环，剖面近椭圆形，

直径 3.6厘米。[12]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出土的

指环，出土时则套在左手的中指上。[10]江苏常

熟罗墩遗址发现良渚文化玉指环 3枚，其中

M8：13出土时位置明显在左手的手指部位。[11]

介于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交界地带的苏北

地区的—些遗址中，也常有指环发现，如江苏

邳县大墩子遗址 M44墓主为约 30 岁男性，其

右手手指上就套有 1枚骨管指环。[16]江苏常州

圩墩遗址发现一男性人骨的左手指骨上有 1

枚骨指环，环体宽厚。[17]

4 结语

在中国原始社会的人体装饰品中，作为手

指装饰的指环相对于颈饰、头饰、腕饰要少得

多，而且主要出土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指

环的材质以牙骨角质为多，制作最为精良者属

玉石质地，也有少量陶制、铜质等。中国原始社

会指环的造型主要分为两类：圆环形和圆管

形。其中，圆环形最为常见，其又分素面圆环形

和圆环钻孔形两类，其中环壁上所钻之孔可能

为镶嵌饰物之用。从新石器时代指环出土情况

来看，指环的佩戴不分男女，但以男性为多；佩

戴也不分左右手，但似乎以中指佩戴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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