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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科学的兴起，尤其是考古学传入

中国，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史学“三皇五帝”创

造历史的神话传说。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文明

有独立的起源，而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一个不

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历史过程。 其中一个重

要实例，就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
世界冶金术起源地目前尚难 确 定， 公 元

前 7000~前 6000 年 ，巴 尔 干 到 安 纳 托 利 亚 一

带已开始冶金实践，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

铜 、 铅 青 铜 或 铅 锡 青 铜 相 继 发 明 。 公 元 前

3500 年 ，西 亚 步 入 青 铜 时 代 鼎 盛 期 ，主 要 青

铜冶铸技术业已发明， 并对周围 世界产生了

重 大 影 响 [1]。 青 铜 时 代 早 期 制 品 基 本 上 不 是

铜基合金，直至青铜时代中期，才发 展到冶金

学意义上的青铜时代。除了少数例外，纯铜或

砷铜在此阶段不复使用。在青铜时代早期，金

属 制 品 要 经 过 热 锻 和 冷 锻 才 能 最 后 定 型 ；而

青铜时代晚期， 大多数金属制品都用双范铸

造，无需冷锻成型，即便冷锻也只占很小的比

例 [2]。 中 国 青 铜 文 化 没 有 经 历 原 始 红 铜 锻 造

阶段，一开始便采用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因

此，许多研究者相信，中国青铜文化是在西方

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3]。 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
另一些研究者则主张中国冶金术是本土独立

产生的 [4]。 例如中国冶金史专家、复旦大学杨

宽教授就认为，“那种以为冶金技术来自一个

‘母 国’的 说 法，完 全 是 不 科 学 的 臆 说。 很 显

然， 凡是一个地方具备了发明某种冶金技术

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时， 就完全可能创造

出某种冶金技术” [5]。
2013 年， 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

心的资助下， 我们开启了欧亚草原考古课题

研究，重点考察史前丝绸之路。我们首先考察

了新疆昌吉两市五县的古代遗址和博物馆馆

藏文物， 从中甄别出一批塞伊玛—图尔宾诺

文化遗存。其后，我们赴山西太原调查当地发

现 的 一 件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式 倒 钩 铜 矛 ，又

在山西博物院新发现一件以前不知道的倒钩

铜矛。据我们研究，太原倒钩铜矛当为中国境

内目前所知最早的铜器之一， 从它的器形和

金属成分看，年代甚至早于夏文化（二里头文

化）。为此，我们撰写《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

绸之路》一文，公布了这项研究成果，并首次提

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源于欧亚草原文化 [6]。 此

后，我们又收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博士

寄来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 诺

式倒钩铜矛的彩色照片， 并 在 河 南 南 阳 市 博

物馆发现三件以前不知道的塞伊玛—图 尔宾

诺式倒钩铜矛。 现将这项研究的最新进 展介

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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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崛起于阿尔泰山

塞伊玛—图尔 宾 诺 文 化 是 广 布 欧 亚 草 原

东部的一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最初为盗墓

者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发现， 材料相当零乱，
学 界或 称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现 象”（Seima-
Turbino Phenomenon） [7]。 公元前 2200~前 1800
年，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阿尔泰山异军突

起，随即在欧亚草原广泛传播。 在南西伯利亚

地区，此文化前接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 1600
年时被安德罗诺沃文化取代 [8]。 塞伊玛—图尔

宾诺文化分布甚广，东起南西伯利亚，西经乌

拉尔山，直迄乌克兰草原，并大举南下中国新

疆、甘肃、青海，乃至中原地区（如陕西、山西、
河南等地）。 近年有学者甚至提出，泰国班清文

化冶金术也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关[9]。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欧亚草原东部最

早的青铜文化之一，典型器包括弧背刀、套管空

首斧、马头刀、倒钩铜矛等[10]，与欧亚草原同时代

的木椁墓文化、阿巴舍沃文化、辛塔什塔文化的

青铜矛、双刃剑、管銎斧等形成鲜明对照[11]。
1949 年， 阿尔泰山北麓特里特亚科夫矿区

发现一组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兵器和工具，
其中包括单系耳“山”字脊顶叶矛、弧背刀、套管

空首斧等（图一 ∶ 1～4），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塞

伊玛—图尔宾诺青铜器群的认识[12]。 1979 年，俄

罗斯考古学家基柳申在阿尔泰山北麓耶鲁尼诺

发掘了一座塞伊玛—图尔宾诺古墓。 墓主身体

左侧着地，双腿弯曲，头向东。墓内随葬铜马头

刀、 石串珠和陶器各 1 件。 其中铜马头刀长

28.3 厘米，锻造而成，直刃，背略弯；柄部装饰篦

形印纹和齿纹，柄截面呈“工”字形的特征与塞

伊玛和罗斯托夫卡古墓出土短刀相似；首部为

马头或野驴头形，鬃毛飘起垂至眼部，线条清

晰（图一 ∶ 5）。铜刀铜质较差，气孔较多，经实验

室检测，其成分为锡青铜[13]。
阿尔泰山北麓鄂毕河上游有一支流，称恰

雷什（Charysh）河。 据俄罗斯冶金史专家切尔内

赫调查，恰雷什河畔发现过一件塞伊玛—图尔

宾诺文化倒钩铜矛，中间断裂（图二 ∶ 1）[14]。 阿

尔泰山北麓额尔齐斯河流域也发现过两件倒

钩铜矛，属于私人收集品（图二 ∶ 2、3）[15]。 此类

倒钩铜矛 后来成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最

具代表性的冷兵器。
纵观世界冶金发展史，欧亚大陆冶金术最

初采用锻造工艺，后来才发明铸造工艺，而塞

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正处于从锻造工 艺 向 铸

造工艺过渡的阶段，许多塞伊玛—图尔宾诺青

铜器采用锻造工艺打造（图三 ∶ 1～6）[16]。 尽管阿

尔泰山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套管空 首 斧 采

用铸造工艺，但仍保留了古老的锻造红铜斧的

器形（图一 ∶ 3）。
关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起源， 俄罗

斯考古学家吉鲁森（Y. E. Kirushin）在 1992 年最

先提出其起源于阿尔泰山， 并将年代定在公元

前 1800～前 1700 年[17]。2004 年，切尔内赫根据新

刊布的 14C 年代数据又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

化的起始年代提前到公元前 2100～前 1700 年或

前 1600 年[18]。 他还指出，“塞伊玛—图尔宾诺早

期遗址位于萨颜—阿尔泰地区， 那里的金属器

几乎百分之百为锡青铜，包括铜锡（Cu＋Sn）和铜

锡砷（Cu＋Sn＋As）两种”[19]。 由于缺乏锡矿，欧亚

草原文化冶金术最初采用红铜或砷青铜， 塞伊

玛—图尔宾诺文化在盛产锡矿的萨颜—阿尔泰

地区兴起后，欧亚草原文化才普遍改用锡青铜，
真正进入青铜时代。 这个说法很快在欧美学界

达成共识，如英国考古学家汉克斯、伦福儒和美

国学者狄宇宙等纷纷撰文， 支持塞伊玛—图尔

宾诺文化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之说[20]。
目 前 学 界 对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文 化 的 年

代尚存争议[21]。 我们认为，切尔内赫对塞伊玛—
图尔宾诺文化起始年代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

此文化的典型器———套管空首斧亦见 于 河 西

走廊的四坝文化， 而四坝文化流行于公元 前

1950～前 1550 年 [22]，刘莉、陈星灿在《中国考古

学》一书中，甚至把四坝文化起始年代定在公

元前 2135 年[23]。

二 称雄乌拉尔山

公 元 前 2000 年，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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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西迁，称雄乌拉尔山长达两个世纪，直讫公

元前 1800 年。 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罗斯托夫卡

墓地出土有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
如 8 号墓和 34 号墓。 这些塞伊玛—图尔宾诺

古墓采用竖穴土坑形制， 葬式为仰身直肢葬，
头向南或东；随葬器物中，与倒钩铜矛共出的

有双耳铜矛、空首铜斧、双刃铜匕、铜锥、铜环、
石镞、石叶及其他各种石器、骨器、碎陶片等 [24]。
据北京大学陈建立教授调查，俄罗斯阿尔泰国

立大学博物馆藏 有 3 件 罗 斯 托 夫 卡 墓 地 出 土

的倒钩铜矛（图四 ∶ 1～3） [25]，如果加上罗斯托

夫 卡 墓 地 另 外 发 现 的一件（图四 ∶ 4）[26]，那么，
目前在乌拉尔地区共发现有 4 件 塞 伊 玛—图

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
乌拉尔地区罗斯托夫卡墓地 2 号墓出土的

马头刀相当精美（图五 ∶ 3），是欧亚草原文化最早

采用动物纹的青铜器之一。 德国考古学家帕尔青

格教授甚至认为，西伯利亚青铜器动物纹就源于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27]。 2013 年 12 月，北京科

技大学梅建军教授在北京大学所做的学术讲座

中展示了一件哈佛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

馆藏四羊青铜权杖头（图五 ∶ 4），与甘肃火烧沟墓

地出土四坝文化四羊青铜权杖头（图九 ∶ 1）如出

一辙。不同的是，前者为山羊头，而后者为绵羊头。
哈佛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这件藏品的

出土地点不详，但是它与乌克兰草原波罗丁诺宝

藏四瓣花汉白玉权杖头（图五 ∶ 5）相似，很可能属

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28]。
2013 年 8 月， 俄罗斯考古学家在乌拉尔山

峡坦亚（Shaitanskoye）遗址发掘的“乌拉尔最古

老的冶金祭祀场所” 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与上海市政府联合举办的 “首届世界

考古上海论坛”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其入选

理由是： 此项考古工作发现了塞伊玛—图尔宾

诺文化最大的遗址， 证实了在公元前 1900～前

1800 年间，中乌拉尔地区有自己的冶金业。峡坦

亚礼仪性遗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欧亚

大陆北部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及冶金中

心形成的认识。 与罗斯托夫卡、塞伊玛、图尔宾

诺等塞伊玛—图尔宾诺礼仪性遗址相比， 此遗

址有其显著的独创性， 同时它也被视为欧洲大

陆先进的冶金技术分布网络的连接点。 值得注

意的是，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奥尔加·克罗特

科娃教授还在上海论坛公布了一组塞伊玛—图

尔宾诺文化冶金祭祀遗址最新测定的 14C 数据，
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19～前 18 世纪[29]。

三 南下西域

新疆古称“西 域”。 公 元 前 2000 年 左 右，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人 大 举 南 迁 西 域 地 区 ，并

留 下 大 批 遗 物，如 霍 城 县 出 土 的“山”字 脊 顶

叶铜矛、 塔城出土的 鹿首剑和套管空首斧及

昌 吉 各 地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汉 白 玉 五 瓣 花 权 杖

头、管銎铜斧、锻造铜镰、空首铜斧、套管空首

斧石范（图六 ∶ 1～8）等，皆属于塞伊玛—图尔

宾诺文化 [30]。 研究者一致认为，“山”字脊顶叶

铜矛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典型器[31]。
2010 年 5 月，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尔

泰山南麓布尔津县发掘了 17 座古墓，其中两座

石棺墓（M12 和 M15）随葬黑陶筒形罐、石罐和

砺石（图七 ∶ 左），颇似奥库涅夫古墓，但墓前既

无奥库涅夫文化立石， 墓中亦无该文化特有的

石俑， 而随葬陶器却与阿尔泰山北麓耶鲁尼诺

古墓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陶器（图七 ∶ 右）
完全相同。 因此，这两座墓葬实为塞伊玛—图尔

宾诺文化遗存， 可惜被误当作切木尔切克文化

古墓[32]。
公元前 2000 年， 塞伊玛—图尔宾诺人还大

举南迁至天山北麓地区。 这里发现的塞伊玛—图

尔宾诺直銎铜斧、套管空首斧石范亦见于甘肃四

坝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及山西东下冯遗址二

里头文化层，说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二里

头文化年代大致相当。 随着塞伊玛—图尔宾诺人

的南迁，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切木尔切克人被

迫南下塔里木盆地，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 例如

孔雀河流域小河墓地出土的木雕人像、木俑、木祖、
尖底草篓，分别源于切木尔切克石人、石俑、石祖

和圜底陶器，今称“小河—古墓沟文化”[33]。
近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罗布荒漠采

集到 一批带有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的青铜

■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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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包括铜剑、小铜环、小铜锥等（图八 ∶ 1～6），
并 在 罗 布 泊 北 岸 LE 城 附 近 一 个 青 铜 时 代 遗

址采集到圜底连珠纹、篦纹小陶罐和许多压印

纹陶片（图八 ∶ 7）。这一地区古代遗址的 14C 年

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 2000～前 1500 年 [34]。从陶

器纹样和器形看，此遗址应属于塞伊玛—图尔

宾诺文化 [35]，而采集的青铜剑带中脊的特征也

与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风格相似。 因

此，天山北麓的切木尔切克人很可能是在塞伊

玛—图尔宾诺人的驱赶下南迁至小河流域的。

四 牧马祁连山

在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中，祁连山北麓的四

坝文化、齐家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关

系密切。 例如四坝文化四羊青铜权杖头、汉白

玉权杖头、马头刀、青铜镞、弧背刀、套管空首

斧、骨柄铜锥（图九 ∶ 1～6、8）等，颇具塞伊玛—
图尔宾诺风格 [36]。 四坝文化分布于甘肃河西走

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 此文化普

遍发现砷青铜，这一特征与欧亚草原文化早期

铜制品相同，反映出四坝文化与外界存在某种

形式的联系。 最近几年发掘的西城驿遗址也发

现有四坝文化及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的过渡

阶段遗存， 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和冶金遗

物， 还发现一件与火烧沟权杖头类似的石范。
此遗址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

年代约为公元前 2000～前 1700 年，而四坝文化

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1700～前 1600 年间，下限可

达公元前 1500 年前后[37]。 上述遗址 14C 年代数

据集中在公元前 2000～前 1400 年间，虽与研究

者的估算略有出入，但大体反应了四坝文化及

其源头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夏末商初。
广布祁连山南北的齐家文化也和塞伊玛—

图尔宾诺文化密切相关。 2008～2011 年，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在甘肃临潭县磨沟村发

掘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 发现了齐家文化和寺

洼文化两个时期的墓葬， 皆采用竖穴土坑墓和

竖穴偏室墓两种形制， 其中竖穴偏室墓由竖穴

墓道和偏室组成[38]。 而在 2011 年发现的一座石

棺墓（M1503），明显有别于此墓地其他古墓。 这

座墓葬为竖穴土坑石棺墓， 系先挖一近方形竖

穴土坑，而后在土坑中部下挖长方形墓圹，四周

形成生土二层台。 墓圹四周砌以石板，下葬后再

覆盖石板。 墓内人骨头向东南，亦与墓地整体人

骨头向偏西迥异。 此墓打破和叠压齐家文化的

三座墓葬，应不属于齐家文化（图一〇 ∶ 1）[39]。 从

墓葬类型看， 这座石棺墓与近年在新疆布尔津

县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墓地石棺墓相

似（图一〇 ∶ 2）[40]，故其很可能属于塞伊玛—图

尔宾诺文化。 齐家文化早期遗址或墓葬未见铜

器，因此，这一发现相当重要，为探讨齐家文化冶

金术的来源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1991～1993 年， 在对祁连山南麓西宁市附近

的沈那遗址西侧进行的考古试掘中，发现了齐家

文化房址、墓葬、灰坑，并出土了一批齐家文化的

骨器、石器、陶器、铜器及白玉环（图一一 ∶ 4）等，
其中大型倒钩铜矛最为珍贵（图一一 ∶ 3），现藏青

海省博物馆。 这件铜矛长 61.5、宽 19.5 厘米；刃呈

蕉叶状，叶尖浑圆，叶中部两面有高 1.5 厘米的脊

梁，脊两侧是片形翼；矛銎较长且较宽，下部有三

道凸弦纹，两侧均有脊；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

刺钩，銎内留有柲的残迹。 虽然有学者认为这

件铜矛可能属于年代较晚的卡约文化 [41]，但发

掘者认为这件铜矛无疑出自沈那遗址齐家文化

地层之中，应属于齐家文化[42]。 经北京科技大学

李延祥教授检测，这件铜矛的成分为红铜。 青海

卡约文化为青铜时代文化， 而齐家文化则处于

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所以，沈那

倒钩铜矛确切无疑属于齐家文化。 此外，沈那出

土的倒钩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

不太一样。 第一，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的倒钩

和单系耳在同一侧， 而沈那铜矛的倒钩和单系

耳不在同一侧。 第二，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呈

柳叶形， 而沈那铜矛则呈蕉叶形。 第三， 塞伊

玛—图尔宾诺铜矛筩端呈三齿叉状， 而沈那铜

矛筩端无三齿叉。由此可见，沈那遗址出土的倒

钩铜矛在形制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另据北京

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翔调查，青海大通县文物管

理所也藏有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 倒 钩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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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长 34.2、宽 11.4 厘米，呈蕉叶形，矛头扁平，
单系耳， 与倒钩位于銎柄异侧。 其形制与沈那

遗址出土倒钩铜矛大致相同[43]。
欧亚大陆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

双向的，欧亚草原文化传入黄河流域的同时，中

国文化也在向西方传播。 其中一个强有力的证

据， 就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所见带有中国

特色的白玉环， 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

什博物馆（图一一 ∶ 5）。 俄罗斯冶金史

专家切尔内赫讨论过这些白玉环的来

源，他认为：“对塞伊玛、图尔宾诺和列

什诺耶出土的玉环的形态分析表明，
它们无疑非常接近于东西伯利亚的装

饰品。 它们色泽（绿色和白色调）也都

相似。 大型的玉环集中于西区的墓地，
尤其是图尔宾诺（36 件）。 同时，东区

的大型墓地罗斯托夫卡则不见这种玉

环。这里只有串珠。库兹米娜在中亚发

现过类似的器物。 但是玉串珠也发现

于内贝加尔， 当然这里占主导地位的

还是玉环和玉璧； 格拉兹科沃出土的

大部分串珠都是叶腊石和寿山石做成

的。 可见，玉质装饰品，尽管产地不明，
最有可能出自内贝加尔， 那里不仅有

这种材料的矿源， 而且在当地的新石

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中都发现有

类似的装饰品。 无论东欧，还是西伯利

亚，还 是 乌 拉 尔，我 们 都 找 不 到 这 种

玉的矿源和加工传统。 至于这种材料

来自中亚的说法，恐怕不能成立。”[44]其

说不尽然。 我们认为，尽管格拉兹科沃

文化亦有白玉环， 但是该文化的年代

约在公元前 1800～前 1300 年，时代略

晚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 [45]，因此，
塞伊玛—图尔宾诺白玉环恐非来自格

拉兹科沃文化， 它们很可能来自齐家

文化或中国北方同时代的其他考古学

文化[46]。

五 逐鹿中原

20 世纪 50 年代， 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现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

式倒钩铜矛。尔后，欧亚草原风格的倒钩铜矛不

断在黄河流域诸多古遗址中被发现， 其中包括

山西博物院征集品 1 件、 山西省工艺美术馆征

集品 1 件、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发掘品 4 件（其

中 3 件调拨至安阳市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馆征

图一 阿尔泰山北麓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群

图二 阿尔泰山北麓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

■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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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品 3 件、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品 1 件，
共计 11 件，现讨论如下。

1959 年 12 月，吉谢列夫在陕西历史博物

馆发现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
其后，他在《苏联考古学》1960 年第 4 期刊布了

这件铜矛的线图（图一二 ∶ 1），并提出中国早期

青铜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密切相关[47]。 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博士寄来的陕

西历史博物馆藏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

钩铜矛的彩色照片（图一二 ∶ 2），可知吉

谢列夫所绘倒钩铜矛的线图不够准确，
铜矛上单系耳的单环 误 绘 成 双 环，矛

头的钝刃误绘成尖刃。 其后，我们对这

件倒钩铜矛进行了检测， 其成分为红

铜[48]。 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

件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的双系耳铜

矛（图一二 ∶ 3），与罗斯托夫卡 墓地 8
号墓出土的双系耳铜矛（图一五 ∶ 1）一

脉相承， 可惜以前一直误当作西周之

物[49]。
2013 年 12 月，北京科技大学梅建

军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所做

的学术讲座中展示了他在山西省博物

馆（现为山西博物院）调查时所见的一

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现藏山西省

工艺美术馆）。 从器形看，它正是太原铜业公司

刊布过的一件倒钩铜矛（图一三 ∶ 1）[50]。 这件铜

矛的矛叶中部原来残缺一小孔，经修复，其长

34.6、叶宽 10、銎口直径 2.9 厘米，銎柄根部有

三道凸弦纹，倒钩残长 1.6、宽 0.8 厘米。 从残存

部分看，倒钩一面为弧形，另一面为平面，可见

图三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文 化 锻 造 铜 矛 和 套 管 铜 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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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图四 乌拉尔地区罗斯托夫卡墓地发现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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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群

■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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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天山北麓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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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时只在上面的范上刻了槽。 这件倒钩铜矛

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完全相同，金

属成分经检测为红铜，只含少量锡，其或为欧

亚草原直接传入黄河流域之物。
同年，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瑞赴太原调

查山西博物院藏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时，

又在该院保管部找到一件以前不知道的倒钩

铜矛（图一三 ∶ 2）[51]。 铜矛长 36.3 厘米，矛头扁

平，有 凸 起 的 中 脊，最 宽 处 12.8 厘 米，厚 度 均

匀，厚约 0.5 厘米；有銎柄，銎柄根部有两道凸

弦纹，銎口直径约 3.2 厘米，銎壁厚度不均，銎

柄一侧有倒钩、系耳各一；倒钩位于矛头根部，

图七 新疆布尔津县与阿

尔 泰 山 北 麓 耶 鲁 尼 诺 地 区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古 墓 及

出土器物

图 八 罗布泊地区采集的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

北

北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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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残缺， 残缺处倒钩宽 0.8、
最厚 0.5 厘米， 从残余部分

看，倒钩一面为弧形，另一面

较平， 铸造时应仅在上面范

上刻槽。经检测，这件铜矛的

成分为锡青铜。从器形看，山

西博物院藏倒钩铜矛的倒钩

与单系耳在同一侧， 与塞伊

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

典型器相同， 只是筩部顶端

的三齿叉消失了。
山 西 陶 寺 文 化 流 行 于

公 元 前 2500 ～ 前 1900 年 ，
但此文化中 晚期（约公元前

2100～前 2000 年）才开始出

现冶金术 [52]。 如陶寺文化遗

址 和 墓 葬 出 土 了 含 铜 量 近 98%的 红 铜 铃 、铜

环、砷青铜齿轮形器，以及一件砷青铜容器口

沿残片（图一三 ∶ 3～6），说明夏代以前黄河流

域的古代居民业已掌握了冶金术 [53]。 在中国青

铜文化遗存中，砷青铜最早见于齐家文化遗址

和陶寺文化遗址中。目前齐家文化铜器经科学

图九 四坝文化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因素

图一○
甘 肃 临 潭 县 磨 沟 齐 家

文 化 墓 地 与 新 疆 布 尔

津 县 所 见 塞 伊 玛—图

尔宾诺文化石棺墓

■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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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 总数达到 98 件， 其中至少 6 件为砷

铜。 有学者推测，齐家文化冶铜技术发展过程

中，甚至可能存在一个使用砷铜的阶段，而非

以往认为的“红铜—锡青铜”的演变历程 [54]。 目

前陶寺文化遗址共发现 4 件铜器，其中两件为

砷铜，含砷量分别为 4.08%和 2.06%[55]。 山西博

物院藏倒钩铜矛的器形介乎于塞伊玛—图尔宾

诺典型器与青海沈那遗址出土齐家文化倒钩铜

矛之间，但成分为锡青铜。 由此推测，陶寺文化

冶金术很可能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发源

地———盛产锡矿的萨颜—阿尔泰山。
2008 年 12 月 ， 河 南 淅 川 下 王 冈 遗 址

T2H181 内 集 中 出 土 了 4 件 铜 矛 ，均 长 37、宽

12.5 厘米 [56]。 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
与 青 海 沈 那 遗 址 出 土 的 铜 矛 形 制 完 全 一 致 。
H181 开口于西周 中 晚 期 地 层（第④B 层）下，
打破龙山地层（第⑤层）。 坑内堆积分上下两

层，上层表界面出土西周中期楚式鬲，上层内

部堆积和下层堆积内部仅见龙山陶片， 铜矛

出在 H181 下层坑底界面上 [57]。 2009 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邀请有

关专家观摩淅川下王冈遗址出土的其中一 件

倒钩铜矛（图一四 ∶ 1）。 李水城教授认为，与

它类似的器物曾在俄罗斯黑海 （他后来更正

为 俄 罗 斯 鄂 木 斯 克 州 府 附 近 罗 斯 托 夫 卡 ）地

区 出 土 4 件 [58]，在 阿 尔 泰 地 区

出 土 1 件 ，其 文 化 性 质 属 于 欧

亚 草 原 地 区 的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文 化 ，年 代 大 致 与 我 国 中

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 但

也 有 学 者 认 为 这 4 件 铜 矛 均

属于商文化 [59]。
据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

授检测， 这件铜矛的成分为红

铜，而此遗址出土的另外三件倒

钩铜矛粘连在一起，其成分经检

测为砷青铜（图一四 ∶ 2）[60]。 我

们还注意到， 淅川下王冈倒钩

铜矛与欧亚草原出土塞伊玛—
图 尔 宾 诺 倒 钩 铜 矛 有 所 不 同 ，

却与青海沈那齐家文化遗址发掘品和陕西历

史博物馆藏品属于同一类型。 据考古调查，淅

川下王冈龙山文化中晚期地层中多次发现 青

铜器残片、铜渣或炼铜坩埚碎片 [61]。1980 年，河

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第 617 号灰坑出土 的

铜 器 残 片，宽 约 6.5、残 高 5.7、壁 厚 0.2 厘 米，
检测证实其为含锡 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青铜

残片（图一四 ∶ 3）[62]。由此推测，淅川下王冈遗

址发现倒钩铜矛的灰坑应属于龙山文化，因为

二里头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不会采用原始的

红铜或砷铜冶炼技术。
南 阳 市 博 物 馆 藏 三 件 倒 钩 铜 矛 编 号 为

图一一 青 海 沈 那 齐 家 文 化遗 址 出 土 器 物 与 塞

伊玛—图尔 宾 诺 文 化 墓 葬 出 土白玉环

图一二 陕西历史博物馆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藏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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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2~0234。 其中，0232 号铜矛

系耳与倒钩位于同侧，砷青铜

质；0233 号铜矛为双系耳，红

铜 质 ；0234 号 铜 矛 系 耳 与 倒

钩位 于 异 侧，红 铜 质，含微量

的砷[63]。
2011 年出版的 殷 墟 考 古

报告中刊 布 了 一 件 带 有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风 格 的 倒 钩 铜

矛 [64]，其 出 自 殷 墟 一 座 墓 葬

（编 号 M33） 的 木 椁 椁 盖 上，
现 存 安 阳 市 文 物 考 古研究所

（图一五 ∶ 4）。 这件倒钩铜矛与南阳市博物馆

0233 号铜矛相似，均有双系耳，但年代在殷墟

文化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殷墟妇好墓还出土

过 一 件 类 似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铜 人 的 玉 人

（图一五 ∶ 3、5） 和一把塞伊玛—图尔宾诺艺术

风格的鹿首刀（图一五 ∶ 6），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亦藏有此类鹿首刀（图一二 ∶ 4），反映出黄河流

域古代居民与欧亚草原游牧人之间的文化交

流[65]。 《周易·既济·九三爻辞》记载：“高宗伐鬼

方，三年克之。 ”《周易·未济·九四爻辞》又载：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66] 殷墟出土

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玉人和鹿首刀

说明商王武丁所伐鬼方远在阿尔泰山。 从文

化内涵看， 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应该

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继承者， 如两者

都采用兽首刀、套管铜斧等，而卡拉苏克文化

与商文化关系密切。 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

和 俄 罗 斯 冶 金 史 专 家切尔内赫早已提出过此

观点（图一六）[67]。
据以上调查，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 13 件塞

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或仿制品， 这些

铜矛可以分为三个类型[68]。 其中，山西省工艺美术

馆所藏倒钩铜矛年代最早，与塞伊玛—图尔宾诺

文化典型器相同，可归类为 Aa 型，年代相当于

陶寺文化中晚期（公元前 2100～前 2000 年）；山

西博物院藏倒钩铜矛和南阳市博物馆藏 0232
号倒钩铜矛略有变化，可归类为 Ab 型，其年代

较 Aa 型稍晚（约公元前 2000～前 1900 年）。 青

海沈那齐家文化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出

土的倒钩铜矛及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陕

西 历 史 博 物 馆 藏、南 阳 市 博 物 馆 藏（0234 号）
倒钩铜矛可归类为 B 型，年代相当于河南龙山

文化晚期（含新砦期，约公元前 2000～前 1750
年）。 南阳市博物馆藏 0233 号倒钩铜矛，可归

类为 Ca 型，年代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

前 1735～前 1530 年）[69]。 殷墟出土的倒钩铜矛

年代最晚，可归类为 Cb 型，年代在殷墟文化时

期（约公元前 1300～前 1100 年）。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的发现相当

重要，它以实物说明中国冶金术来自欧亚草原文

化。 不过，中国人并非全盘接受西方冶金术，中国

境内发现的 13 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

中，仅山西省工艺美术馆所藏的一件与塞伊玛—
图尔宾诺典型器完全相同，其他倒钩铜矛都略加

改造，尤其是中国出土倒钩铜矛的矛尖皆为钝刃

图一三 山西陶寺文化铜器群

图一四 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

倒钩铜矛与王城岗遗址出土铜器残片

■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

1 2

3 4

5 6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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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尖刃，似乎作为礼仪用具而非兵器。 此外，中

国工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
在中国人手中，青铜冶铸成为一门艺术，首先发

明了陶寺文化的砷铜铃、砷铜容器，随后又创造

出以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为代表的一整套青铜礼

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
总之，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

明的发展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

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中国文明之所以

没有像世界其他五大文明一样沦为“失落的文

明”，与中国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

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西

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塞伊

玛—图尔宾诺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上 的 传 播

及其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再次揭示了这一点。

附记：本稿完成后，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

贾 建 威 又 在 该 馆 所 藏 文 物 中 发 现 一 件 塞 伊

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长约 30 厘米，矛头

圆纯，倒钩位于系耳异侧，与陕西历史博物馆、
南阳市博物馆（0234 号）、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

所藏铜矛及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和青海沈那遗

图 一 五 塞 伊 玛—图

尔 宾 诺 文 化 铜 器 与 安

阳殷墟铜器、玉器

图一六 塞伊玛—图尔宾诺和卡拉苏克类型铜器的分布范围与传播路线

1 2

3

4

5

6

卡拉苏克渗透路线
公元前 14/13~前 8 世纪

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
公元前 22~前 17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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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出土铜矛同属一型，即 B 型铜矛。 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对这件倒钩铜矛进行了

检测，成分为红铜。 感谢陈建立教授和甘肃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王辉所长提供上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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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ma-Turbino Culture and the Prehistoric Silk Road

Lin Meicun

Seima-Turbino Culture is an early Bronze Age culture in the Eurasian Steppes. The representative
artifact of this culture—the socketed bronze spearhead with a side hook, has had 13 samples found in
China. The metal composition analyses and typological researches to these 13 bronze spearheads showed
that they were mainly made of copper or arsenical copper with casting technique, which were later than
the copper or arsenical copper wares of the West made with forging technique and dated as correspond-
ing to the late Neolithic or early Bronze Ages of China. These socketed bronze spearheads with side
hook found in China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eima-Turbino Culture, the diffusion of which along the
prehistoric Silk Road and the influence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revealed again that the cultural commu-
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as started on the Eurasian Stepp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
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the history of the uninterrupt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ul-
tures of China and the excellent cultures of other nations 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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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识字岭西汉墓（M    3）发掘简报

2013年3～4月，为配合基本建设，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识字岭路段抢救性发掘了一批战国至唐宋时期墓

葬。其中M3规格较高，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底部修建有规整的排水

沟，纵横相交，呈“十”字形，纵向排水沟贯穿整个墓葬。墓中出土了

陶、铜、铁、滑石和琉璃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M3的年

代为西汉晚期，墓主应为具有一定身份等级的贵族。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其代表性器

物——倒钩铜矛，目前在中国境内已发现13件。对这13件倒钩铜矛进行的

金属成分检测和类型学研究表明，它们以红铜或砷铜铸造为主，制作工艺

晚于西方红铜或砷铜锻造铜器，年代多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

时代早期。这些中国境内发现的倒钩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直接相

关，而此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再次揭示

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中

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

江苏南京雨花台窑岗村明代琉璃窑址发掘简报

2008年3～10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南京市博物馆对位于南京市

雨花台区窑岗村30号（原南京搪瓷厂址范围）琉璃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

掘，清理出明代琉璃窑、窑作场地及护坡等遗迹。其中，琉璃窑多由窑

门、火膛、窑室和烟囱等构成，属于全倒焰式窑，代表了传统烧造技术的

进步。窑址中出土了大量器物，以建筑构件为主，如板瓦、瓦当、滴水

等，上施黄、绿、黑釉，造型精美；另有一些生活用具及烧制过程中使用

的器具，如瓷碗、陶模等。在窑址中还出土了较多带有编号的器物，较为

罕见。该窑址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琉璃窑的形制和琉璃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

新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