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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洛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稀的草原风格文物。这批

文物发现于9号陪葬坑，主要是马具。9号坑位于东墓道南侧，总长约26米，台阶式入口朝

东，在坑中共发现7匹马和lo条犬。安葬方式是：最东是1匹马，其它6匹成对分为3组依次

向西放置，马头相靠，马具大都被卸下放在旁边，最西部乱放着10条犬，犬的颈部均有用海贝

和铜环组成的项圈①。从9号坑所处的位置和随葬品的内容推测，该坑的性质属于出行仪仗

类。

这个陪葬坑中的马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学者结合相关的草原艺术品对这批文物做了

很好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这批文物可能是随着匈奴的良马一起由北方输人中原的，并且是

汉匈官方交往活动的产物。因此，洛庄汉墓发现的马具或者良马也许就是匈奴单于对汉王室

的馈赠或进献②。洛庄汉墓发掘领队搜集了更多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这些金器的来源

有两种可能，一是“引进”的，二是这些金器更可能是在中原内地制造的④。这些研究成果为深

入认识这批文物建立了一个较为充实的基础。本文将在以上研究的帮助下，从艺术主题、艺

术风格、制作技术特点和时代背景几个方面对这批重要的出土文物中已经发表的鎏金铜当

卢、金质格里芬头节约、翻身回首马形马镳和带阿堪色斯(Acanthus)花纹装饰的青铜兽头饰作

进一步的分析，主要以鎏金铜当卢为中心，把它们同近似的草原艺术品进行对比研究④(图

一)。主要目的是揭示这些文物的艺术主题渊源、秦汉文化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以及汉代

早期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密切复杂的关系，从而使大家更加了解这些文物的重要意义和

独特价值。

一 从战国秦汉时期的相关文物看洛庄汉墓9号坑

出土马具的艺术主题渊源

在乔梁和崔大庸的文章中已经对鎏金马纹当卢和格里芬头金节约(图一五)做了很好的

描述，兹不赘述。

本文首先探讨鎏金马纹当卢，当卢的主题是后半身翻转带翼的有角马(图一，1)。形制大

致相近的一个当卢是河南西汉梁王墓地中保安山二号墓l号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当卢⑨(图

一，2)。从出土文物可知，1号墓是梁王夫人墓，所以墓葬年代是元初6年(公元前123年)。

这件铜当卢和洛庄出土的当卢为同一范本，只是外型瘦长一些@。狭长的当卢是这一时期的

特点，比如南越王墓(公元前122年，其年代和保安山二号墓时代相当)出土的当卢也是此种

形制(z)。由于要照顾狭长的造型，所以马的一条后腿向下处理，马的一只后蹄向后伸，没有后

翻，整个铜饰十分紧凑，显得有些挤，作为外轮廓线的弧形角度也不够舒畅。感觉这件当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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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洛庄汉墓出土马具和河南西汉粱王墓鎏金马纹当卢

1．格庄汉墓鎏金马绞当卢2．河南西汉梁王墓鎏金马纹当卢3．洛庄汉墓马镰4．青铜兽头饰

制作者没有真正领会动物后半身向后翻转的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特色⑧。为了照顾外轮廓的

狭窄，不惜改变流行的特点，实际效果并不好。因为一条腿向下拖着，马的后腿显得受了伤，

在构图上也显得累赘。因此，洛庄汉墓当卢是成熟之作，而梁王墓者是一个衰落阶段的作品。

图二牡鹿角柬梢装饰鹰头的演变

1．克里米亚阿克一迈齐特(Ak一岫)发现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的鹰头角牡鹿2．乌克兰阿克鸠廷特塞
(Akiutim秽箭菔复原后的格里芬角牡鹿<受希腊影响，鹰头长袋耳)3．彼得大帝西伯利亚宝藏中的格里芬翻唇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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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上的马有角，马带翼，翼处理成鬃毛状，沿前腿肌肉翻转至肩背交界处，并顺马的鬃

毛突出去，不太明显。马头上长出角，前后分两叉，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末端以带尖耳的鹰

首结束，贴在马脖子上的另一枝也是角，这枝角比较像鹿角⑨。这是动物杂糅艺术的含蓄表

达㈣。公元前五世纪中前期，在丰提克地区(环黑海、里海北岸地区)的斯基泰文化中，从早期

的艺术形式中出现了新的流行式样，跪卧的牡鹿角首末梢开始装饰鹰头(图二，1)。这一形式

在公元前五世纪流行于丰提克地区，公元前四世纪早期消失。早一阶段只是单纯的鹰头，公

元前五世纪末，鹰头被格里芬头取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鸟头上长出尖耳，显示了希腊文化的

强烈影响@(图二，2)。希腊的影响在公元前四世纪尤为全面，表现为狮子取代了豹子，格里芬

代替了鹰，牡鹿或是古典自然主义的形式，或是为自然形式的马所代替。雄性动物犄角末梢

处理成鸟首，其含义是生命树@，或者是掠食的鸟，象征部落神灵，可能象征着像宙斯一样的英

雄的起到保护作用的祖先。@这种影响非常广泛，可以说整个欧亚草原都一度流行这种艺术主

题。比如在保加利亚古契诺沃(Gud·inovo)发现的一个公元前5～4世纪青铜带钿模子上有一

头鹿，鹿角的末梢就是以格里芬头为结束，而另一头猛兽波斯(最早是乌拉尔图)绶带式角上

也有很多对称的格里芬头@。彼得大帝西伯利亚宝藏中的翻唇怪兽的角上同样长着格里芬头

(图二，3)。后面还会介绍其他地区的同类考古发现。

图三巴泽雷克墓地出土文物

1．2号冢墓主后半身翻转怪兽纹身2．鸡冠格里芬头鹿角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国战国晚期出现的类似怪兽纹可以溯源到以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

的游牧文化@。阿尔泰山区是东西草原艺术的分水岭。由于自然地理位置和人文地理环境的

缘故，阿尔泰地区是欧亚大陆古代人种和文化的制高点，从西面可以直接接触萨夫罗马泰(萨

尔马泰)、萨盖特文化，间接吸收斯基泰等游牧文化。东边可以汲取俄罗斯图瓦、蒙古、中国北

方和中原王朝的古代文化，南面是古代人种和文化的熔炉——中亚(广义的中亚包括新疆)，

西南方向是孕育波斯文明的伊朗高原，北边是高纬度干冷地带的森林——草原地带文化。特

别是在其东北不远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早期山间盆地畜牧业文化的一个中心，同样也是四

方文化辐辏之地。一高一低，二者相互依托，又相互排斥，共同熔炼了独特的多元文化。因

此，阿尔泰山区既是一个文化的接纳所和原创地，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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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阿堪色斯花纹装饰怪兽头节约的比较文物

1．第聂伯河流域采巴卡(1锄池8lka)斯基泰墓葬出土当卢2、3．兽头节约

在巴泽雷克墓葬出土物中，后半身翻转和角以格里芬作末梢的形式都有。载体有木雕、

青铜器和墓主皮肤上的刺青。有些墓中随葬的马可以说是洛庄汉墓当卢主题的明显来源，这

些马戴上了鹿角形的头冠。有的鹿角末梢以风格化的格里芬头结束@(图三，l、2)。羊头形节

约、以阿堪色斯花纹装饰的狮头节约和洛庄汉墓发现的青铜怪兽头节约(可能是牛或羊头)是

一脉相承的(图四，2、3)。阿堪色斯纹饰是希腊流行的纹饰，并且影响了斯基泰文化，比如第

聂伯河流域采巴卡(Tsvnlbalka)斯基泰墓葬出土当卢的顶端就是阿堪色斯纹饰⑥(图四，1)。这

些形式和洛庄汉墓当卢、马镳、格里芬头金节约和怪兽头节约的主题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所

以，以公元前4～3世纪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的阿尔泰山地文化艺术主题是洛庄汉墓当卢等

文物主题比较可能的来源之一。

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公元前5～3世纪金人墓的发现品中有洛庄汉墓出土马具的很多因

素。首先是马，在伊塞克金人墓的尖帽基座前有一对背向屈前蹄的翼马，长着一对山羊角(图

五，1)。而后半身翻转呈“s”形的造型在雪豹登山、后半身翻转的马(图五，3)和麋鹿金牌饰上

表现得生动而又成熟。比较完整的是金人腰带上成对的屈足牡鹿金饰牌，构图做工近乎完美

而且极为生动传神。值得注意的是在鹿的背部生出一个独立的格里芬头，腹部的阶梯状装饰

比洛庄汉墓的更为生动自然一些凹(图五，2)。

1986年，在乌拉尔山南端山麓奥伦堡发掘的腓利伯夫卡墓地M1出土了金鹿，其中墓道

中5头金鹿的角就是以鸟头结束，5头没有鸟头的鹿被葬于墓穴旁的坑中，这些鹿都是金箔制

的，鹿角和身体垂直。另外8头鹿，鹿角和身体在一个平面，反而是银箔，这8头鹿和没有鸟

头的5头鹿共存一坑，在另外一个坑中还葬有8头鹿角和鹿身在同一平面的鹿。这些墓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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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马泰早期文化，大约公元前四世纪末，应当是这种怪异鹿角末期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很多金鹿身体表面阶形处理的方式，和中国北方战国晚期发现的动物饰物上的一致。@

图五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金人墓的发现品

2001年，德国欧亚研究所和俄罗斯合作在图瓦的“国王谷”发现了迄今为止、第一座没有

被盗掘的早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墓穴，时代为公元前7世纪晚期。从已经公布的照片看，其

卧马背上鬃毛状翼状物和洛庄汉墓当卢的相似。

以新疆阿拉沟墓地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也深受阿尔泰山地文化的影响。阿拉沟墓葬出土

金箔捶揲出来后半身翻转的狮或虎(图六，1)，伊犁地区出土的狮形格里芬铜环(图六，2)可以

在巴泽雷克找到原型。这种大铜环环首的动物是一种幻想型的动物，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由狮

头、狮身、马鬃、马耳朵、鹿角和鹰翼组合而成。这种狮头长角、后腿为鹰爪的翼兽最早见于波

斯大流士一世苏萨宫殿的墙上，一些金器上也有这种怪兽，阿尔泰和伊犁的类似神兽显然来

源于伊朗高原，但加入了一些新的因素，主要是马的特征，洛庄汉墓当卢马身上的鬃毛状翼似

乎是受到狮身上鬃毛处理方式的启发。新疆克孜尔州库兰萨日克墓地出土了一件金奔马，其

形象是后半身翻转的马④(图六，3)。这和洛庄汉墓当卢以及马镳上的翻身马是同一风格。

这几个例子中的游牧文化艺术形式和主题(后半身翻转以及格里芬的形象)可能都和阿

尔泰山地区有关系。由于草原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大月氏和早期的匈奴完全可以从前述的阿

尔泰山地文化、塞人文化中接触到这样的主题和形式。特别是秦朝把阴山以南的匈奴驱赶到

蒙古高原，以及后来匈奴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后，匈奴吸纳阿尔泰山山地文

化为源头的动物风格艺术就更加容易了。新疆及周边地区发现的文物时代或比洛庄汉墓时

代早或大致同时，活跃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大月氏和匈奴等游牧民族直接受到影响应当也是可

能的。

知道这些艺术主题在欧亚草原发展的背景后，我们再来看洛庄汉墓的当卢、节约、马镳和

青铜兽饰就比较容易了。从艺术因素来源看，这些器物上的艺术主题不是匈奴固有的文化，

后半身翻转的形式间接源自近东，直接来自阿尔泰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的山地游牧文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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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新疆发现的翻身狮、翻身马以及狮形格里芬

1．阿拉沟墓葬出土翻身狮纹金箔2．伊犁出土狮形格里芬铜环3．克孜尔州库兰萨日克墓地出土金奔马

卢马头马面上横向折棱纹同样是阿尔泰巴泽雷克墓木雕的风格。格里芬渊源于希腊④，鹿角

末梢以格里芬头结束的形式是斯基泰人公元前五世纪中前期时的创造，通过阿尔泰、中亚草

原地区传到中国北方地区。马背身上的鬃毛状翼可能是受了新疆阿拉沟塞人文化的影响，向

前可以追溯到新发现的图瓦阿尔赞2号王陵。青铜怪兽头饰长角，兽头上两枝大角和鎏金当

卢下部的造型是一致的，兽的头上装饰了阿堪色斯花纹，这种纹饰来源于希腊，可能通过斯基

泰或是亚历山大东征传到东方。在新疆克孜尔州库兰萨日克墓地发现阿堪色斯花纹的金箔，

在巴泽雷克墓地不但有大量阿堪色斯纹饰，而且有装饰了类似纹饰的狮头节约(图四，2、3)。

在战国晚期，这些动物风格已经传播到中国北方。如战国晚期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出土

圆雕金质怪兽(图七，1)。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永流乡商王村发掘的战国末段(公元前264～前

221年)的一号墓中，发现3件帽形器，帽面上的纹饰是鹰头、后半身翻转的马@。阿鲁柴登出

土了狼(或野猪)形怪兽金牌饰(图七，3)。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晚期墓出土三种怪兽纹金饰

片@(图七，2，7)。宁夏彭阳县白杨林村出土的怪兽食羊纹带饰、宁夏西吉县陈阳川村出土的

狼食鹿纹带饰、宁夏固原出土鎏金虎纹带饰@。以上格里芬头角的鹰头鹿身怪兽显然和阿尔

泰巴泽雷克墓地文化有直接的关系。而狼(或野猪)形怪兽或翻唇兽则是在中国北方衍生出

的怪兽纹，这种怪兽纹很可能属于大月氏艺术主题@。因为这种翻唇怪兽纹在阿富汗席巴尔

干大月氏黄金冢(图一一，l、2、4)和贵霜艺术中非常流行@。

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30号墓比较集中地发现了类似的艺术主题，我们可以从此墓

出土文物中找到洛庄汉墓动物风格主题的直接渊源。如燕下都30号墓一件短剑金璐的表面

是脖子拉长的格里芬头，这和洛庄当卢马背上的格里芬头是一致的(图八，1)。剑柄首是一对

翻转的马(图八，2)。在一件桃形金器的表面也有一对后半身翻转的对马，这里的马显然是洛

庄汉墓当卢上的马的原型(图八，4)。在燕下都30号墓出土的一件金牌饰上我们可以找到洛



图七战国晚期的怪兽纹器物

1．纳林高兔鹿形怪兽2．西沟畔鹿形怪兽3．阿鲁柴登狼形怪兽4．上海博物馆藏鹿角怪兽5．中国北方发现

的战国晚期阶梯纹身体翻唇兽6．河北玉皇庙鹰头尾奔鹿7．西沟畔翻身对马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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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燕下都战国晚期30号墓发现的翻转马、翻唇兽和格里芬头器物

庄汉墓当卢艺术细节的直接渊源。这件金牌饰主题是双虎和两翻唇兽撕咬对立的一对马(图

八，3)。值得注意的是马脖子和身上的阶状处理和洛庄汉墓的例子是一致的@。这是战国晚

期出现的一种特别有特点的风格，一直到汉代这个特征还保持着。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

一些收集品中找到几个翰(图七，5)。另一件对马金方牌是同样的主题(图八，6)。金帽上的鹿

马也和洛庄汉墓当卢鹿马非常相似，有后半身翻转的奔马，马头上有鹿角(图八，5)。香港人

也收藏了相同的一件。即使是墓中出土陶器上也可以看到草原文化影响的痕迹，一件陶壶的

铺首做成格里芬头的形象，另一件陶盘由两个戴尖帽的胡人抬着国。

可以看到，30号墓出土的文物具有了洛庄汉墓当卢上的一切要素。已经有学者指出燕下

都战国晚期30号墓中属于吐火罗神祗——双马神的文物，可能是春秋战国以来活跃于北方

草原的大月氏艺术主题固。春秋战国时期，大月氏控制了西域和中原的玉石贸易，战国晚期北

方的形势是“东胡盛，月氏强”，匈奴正在兴起。所以月氏和中原(特别是燕、赵、秦和楚国)的

交往是存在的。种种迹象表明，燕下都战国晚期30号墓随葬的北方草原风格器物可能就是



学界寻找的西迁之前的轰月氏的文物。

牌

匾九秦汉时期的怪兽绫器物

1．宁夏倒墩子翻身格里芬尾瓤马脾饰2．倒墩子酾唇兽噬马方牌3．赛壳勒博物锯藏中凰m土格皇芬角黯马秀

圈一0徐州狮子山西汉萋出土魔【熊)噬鹿骂牌饰

这些艺术主题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在宁夏同心倒墩子西汉中晚期的匈奴墓中，有几个

类似燕下都姻0出土文物的例子，以马为主题(图九，1)搿甚至在倒墩子墓地孵i中有一件牌
饰和燕下都的一致(图九，2)。倒墩子墓地M19出土的2件浮雕带饰，表面装饰两个相向的怪

兽，形体似马一日呈鹰喙状，M14出土的一件浮雕带旆，其上装饰后半个躯体向上翻转的绵羊

形象@辔有些收藏品也具有相同的风格囝(图九，勒。1鲫8年湖北省云梦秦汉墓脚出土的梳
子上有鹰头马身和鹰头豹身的怪兽圆矗辽宁省西丰县西汉早中期西岔沟墓地出土一件鹰嘴鹿

角怪兽。鹿角尾端和其他部位配以鹰头，一件几何纹铜饰板上也点缀着格里芬的头够。看来这

些艺术因素是战国早期在阿尔泰地区出现，战国牛晚期传入中国北青草原并流行，直蓟西汉

中晚期仍存在的一种风格口

在中国，与洛庄汉墓当卢上的主题可以比较的一个同时期例子，是徐州狮子山西汉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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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兵器堆中出土的金钿腰带，主题纹饰中的鹿马和洛庄汉墓当卢主题中的鹿马是同一题材，

而且鹿马角上的格里芬头与洛庄汉墓出土的纯金格里芬头节约也一致@(图一o)。除了国外

博物馆收藏的蒙古发现的两件外国，同样的器物在遥远的乌拉尔河流域萨尔马提亚文化博克

洛夫卡墓地17号墓2号墓室还发现一件⑤。

图一一 阿富汗席巴尔干黄金冢出土器物

1．金剑鞘2．金剑鞘动物撕咬细部3．一人双马金耳垂4．剑鞘上龙纹

晚一些的例子是中亚阿富汗席巴尔干黄金冢大月氏文化，时代为公元前后几十年@。大

月氏早期的文化至今尚未确认，但从席巴尔干黄金冢的发现看，在艺术主题上比较接近洛庄

汉墓的东西是金剑鞘，主题是猛虎撕咬一头怪兽(图一一，l、2)。这头怪兽和洛庄汉墓当卢上

的鹿马很接近，也是长鹿角的马，有马鬃，不过马头有些变形，鹿角末梢没有格里芬头了，另

外，脚是狮豹之类的爪。阿鲁柴登出土的狼形鹿角兽、狮子山西汉金钿腰带和席巴尔干金剑

鞘中的这头怪兽非常接近。另外一件是女性墓主的金耳垂，有一位神人抓着一对带翼神马∞

(图一一，3)。这个马头不太像现实中的马，有一些猛兽的特征，上有一带棱的弯角，向后弯曲

并在末梢卷曲，神马的后半身翻转。从形式上看，这个例子和洛庄标本差不多，只是承载物和

装饰工艺不一样，一个是耳坠，一个是当卢；另外，角的细节不同，席巴尔干的角是羚羊角，格

里芬头已经从角上消失，这是受伊朗波斯一帕提亚文化影响的结果。席巴尔干的怪兽纹有的

已经演化成一种龙纹，比如一件剑鞘上的龙纹(图一一，4)。这种纹饰在北方的草原地带也流

行，比如在西伯利亚发现的金牌饰上有一对后半身翻转的龙纹，这里同样可以看出龙纹和马

纹的联系(图一一，2)。

把洛庄汉墓当卢、马镳同战国晚期中国北方草原以及大月氏晚期动物风格艺术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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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当卢和马镳的艺术主题有可能是战国晚期活跃于中

国北方地带西段的大月氏特有的主题之一@。

二 从工艺和纹饰细节看文物的制作者

如果分析当卢的制作技术和风格，会发现这件文物虽然在主题上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格，

但从纹饰细节、技艺和做工看，却带有一些中原文化的特色。首先是构图，草原文物构图比较

粗犷，一般直接以主题纹饰的外轮廓作为器物的轮廓，即所谓的P形牌饰，即使有边框，一般

都比较简略，大多是方形、长方形和椭圆形；做工上看，草原文物仅求神韵，对形和细节不太注

意，所以，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文物并不精致，有很多粗陋的地方，但整体看，却非常漂

亮。

洛庄当卢构思巧妙精致，从边框到主题纹饰，都由韵律不同但又浑然一体的弧线组成，而

工艺从整体到细节都一丝不苟，工整严密。鎏金的工艺也非常高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件汉

代器物看到这种工艺和风格。在满城汉墓中发现的I型对兽形铜饰(1：5034)兽形身体及身体

上翅形物的处理，线条的流畅、力度和造型和洛庄汉墓当卢相似。一号墓棺上铜铺首特别值

得重视，首先是造型的变形，运用拉伸、扭曲和穿插的手法来制造面的连续变化，产生流畅、简

洁和有力的效果。同时在动物的组合上也是很突出的鲫。在汉墓壁画中，可以看到一些相似

的艺术手法，比如在河南柿园汉墓主室顶部壁画中，在龙躯体上派生出花的形象，这种由一个

主干躯体派生出副主题的做法，和铜当卢马身上派生出格里芬的做法很相似。

图一二满城汉墓出土的Ⅸ型I式铜当卢及戴翻角尖帽游牧人细节

最接近的例子是满城汉墓出土的Ⅸ型I式铜当卢(2：1171)，有四个方面是应当注意的，首

先是造型相似，都是杏叶形：二是勾形卷曲纹相似；三是以勾形卷曲为装饰的框相似，起到构

图、分割的作用；第四是有动物的形象，满城的是野猪、豹和鸟，而洛庄的是马和鹰。值得注意

的是铜当卢中部有一个回首弯弓射箭的人，高鼻深目、戴卷顶高帽，帽尖和伊犁出土的武士铜

像相似，并且和有些斯基泰人的帽子几乎一致。仅从这个游牧人的形象就可以知道，早期汉



⑨ 下缠

王朝与欧亚草原中西部的游牧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和联系(图一二)。

江苏铜山出土的鎏金铜熏炉的三鹰头支足无论是勾形卷曲纹，还是做工的工艺技巧和洛

庄汉墓出土当卢都一致(图一三，1、2)。进一步分析透雕的形式和工艺特点，可以看出洛庄汉

墓的当卢和战国透雕玉器似曾相识，玉器对北方青铜器的影响在日本发表的一件蟠螭纹带饰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上面的勾形卷曲纹和洛庄汉墓当卢上的应当说是有些关系蚴(图一三，3)。

另外，洛庄汉墓9号坑发现的翻转回首马马镳虽然是草原风格，但在造型、细节上也具有一些

秦汉玉器的特点@。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除了艺术主题和主题的艺术形式外，在制作技法、当

卢式样等很多方面，洛庄汉墓当卢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即核心的内容是草原文化，外

在的形式和工艺基本是中原文化。

图一三江苏铜山出土的鎏金铜熏炉

1．江苏铜山出土的鎏金铜熏炉2．鎏金铜熏炉的三鹰头支足3．蟠螭纹带饰

在比较了大量草原文物的情况下，本文认为，这样的文物肯定是技艺相当精湛的匠人制

作的。因此，这些深受秦汉文化影响的草原文物的制作者应当有以下几种可能：首先可能是

中原工匠根据游牧人的主题制作；其二可能是由生活在北方草原的中原工匠制作：其三可能

是由生活在汉地的游牧匠人制作；其四可能是由生活在草原深受汉文化熏陶的游牧匠人制

作。定做者应当是大首领(甚至单于)一级的人物。从时代上看，第四种可能比较合理。

经过春秋战国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原文化受到草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公元前四世纪晚

期，在中国北部出现了很多新的器物和工艺，如华丽夸张的金头冠、银质的轭饰件、马笼头的

饰件、牌饰、耳环和项链，新的金属工艺凸纹细工、粒化糙面、扭曲金属丝、环环相扣的链子和

多彩宝石镶嵌工艺也出现了。这些工艺还影响到了中国内地@。草原地带的民族也吸取了很

多中原文化，同时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技艺和审美渐渐和中原文化趋同，或者说是接受。在宝

鸡益门村发现了一座春秋墓，出土了大量的金器，有些金器显示了游牧工匠的技艺。从中可

以看到这个文化交融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够。从一把金柄铁剑



可以看到当时文化交融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本文甚至怀疑，是否是游牧人向秦人定做了一

些具有中原特色的纯金质的器物。

图一蹰格篁芬角后半身翻转奔马牌饰

1．西安北郊康村哉国晚期墓葬出土格里芬希马陶模2。西伯利亚发现翻身格里芬角马

图一五洛庄汉墓和欧亚草原磕土的格里芬基和鹰头

l、2、≥．洛庄汉墓出土格里棼的头4．南俄草原斯基泰火的鹰头5．中国北方出土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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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康村发掘了一座战国晚期墓葬，出土铸铜陶

模只、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的器物，特别是铸造动物风

格青铜牌饰及其他器物构件的25件陶模具尤为重要。同前述战国晚期鹿马纹例子一样，此

墓出土的格里芬末梢鹿角马纹方牌饰中后半身翻转的鹿马正是洛庄汉墓当卢中鹿马的原型，

马身上阶梯状装饰从细节上明确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图一四，1)。在西伯利亚也发现了

大致相近的一件(图一四，2)。分析墓葬器物分布可知，随葬品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壁龛

中的陶器，一部分是棺内墓主头前的铜印、铜环等，第三部分是铸铜模具、砺石等器物摆在墓

主人身体两侧及脚下，可见铸铜模具对于墓主的重要。报告认为该墓主是具有一定身份的铸

铜工匠@。一般认为秦国王族可能采用的是直肢葬，而采用屈肢葬的是秦王族统治下的下层

人民。这些人很可能多是被征服的戎人，这些戎人非常熟悉游牧人的动物风格艺术，同时又

了解秦人的工艺和艺术。因此，此墓的发现正好说明草原游牧人使用的一些动物风格器物、

车马具等，极有可能是由这些通晓南北两个地区文化的戎裔秦人工匠生产的。

因此，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一些工艺和装饰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在制作马具

时就可以应用这些因素，从而制作出融合游牧文化主题和秦汉工艺的器物。

通过以上分析，再来看节约和怪兽头饰就比较清楚了。鹰头节约长尖耳朵的都是格里芬

的头。从粗犷的、求神忘形的风格看，节约和怪兽头饰属于典型的草原作品。其中最重的一

个节约的格里芬头上仍然有格里芬头鹿角(图一五，1上)。有的头上长鸡冠，这和巴泽雷克墓

地晚期墓出土的鸡冠格里芬头是一致的④(图三，2；图一五，3)。有的是无耳的(图一五，2)，斯

基泰文化中有无耳的鹰头(图一五，4)。中国北方以前发现的主要是青铜的，如宁夏西吉县陈

阳川村出土的鸟兽纹带钩和双鸟形牌饰、固原彭堡出土的双鸟形饰、凉城毛庆沟出土的四鸟

头形饰、鄂尔多斯征集的双鸟形饰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2件写实的和4件变形的青铜格

里芬头与洛庄出土的很接近@(图一五，5)。值得指出的是，前述此种鸟头状动物角主题公元

前四世纪从西部草原上消失后，动物打斗撕咬的主题开始流行。从洛庄汉墓出土文物看，西

部欧亚草原消失的纹饰主题，往往在东方保留并流传。以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的人把这个主

题作了充分的发挥。这种主题传到中国北方草原后，一直流行到公元前2世纪末的汉代。

三 从历史背景看洛庄汉墓9号坑马具的来源

从工艺看，虽然席巴尔干黄金冢时代晚于洛庄汉墓一百多年，但席巴尔干出土文物却是

典型的多彩宝石镶嵌风格草原制品，风格粗犷，求神似而缺少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并且深受波

斯、大夏希腊文化的影响。和洛庄汉墓当卢的精致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

洛庄汉墓的当卢等马具有没有可能是西迁前的大月氏制作的呢?本文认为艺术主题可能是，

但马具的来源比较复杂。

本文前面已经指出，洛庄汉墓当卢上的主题具有大月氏的特点。尽管如此，本文还是觉

得洛庄汉墓的文物可能来自匈奴。从现有发现看，洛庄汉墓墓主应当是吕台，墓葬年代应当

在吕国存在阶段，即公元前187～前180年@。从历史背景看，公元前209年，冒顿刺杀头曼，

成为匈奴单于。东破东胡，西击走大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特别是汉初征服了浑庾、

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进人了匈奴帝国时期。整个北方草原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大月

氏这一时期避难于新疆北疆，和中原的联系基本被匈奴割断。公元前177年左右，匈奴单于

罚右贤王攻击月氏，大月氏逃至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74一前161年，老上单于帮助乌孙西破

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迫使其南迁。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势单力薄，加上匈奴控制了通往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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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所以不太可能和大月氏有太多直接的联系⑨。《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是时(建元中，

公元前140～前135年)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

仇匈奴，无与共击之。”可见即使到了公元前140年以后，汉朝王室了解月氏的情报还依靠匈

奴降者。而能同秦汉文化密切接触交流的主要还是匈奴，大月氏远在新疆天山地区，不太可

能接受如此深的汉代文化影响。另外早期大月氏的考古文化还没有确定，即使席巴尔干黄金

冢，其文化的归属在学术界仍有争议@。虽然席巴尔干黄金冢发现的耳垂有鹿马的主题，但制

作风格完全不同，显得非常粗糙原始。还有一点是席巴尔干黄金冢的发现中没有格里芬的形

象，而在公元初诺颜乌拉的匈奴墓中还存在着格里芬的形象(图一六)。

图一六 蒙古诺颜乌拉匈奴墓出土动物撕咬纹毛毡

据以上所论，如果非要说这些文物同月氏有关系，只能说，洛庄汉墓当卢可能通过秘密途

径来自大月氏或为留居中国的小月氏制作，甚至是投降匈奴的月氏工匠也有可能。匈奴“以

天之富，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资治通鉴》卷十四)，可以看到匈奴

社会中包含了月氏降人，而这些降人为匈奴制作当卢等马具也是可能的。当然也可能是匈奴

攻杀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或者大月氏获得的战利品，赠给了汉王室。

汉高祖平城白登之围后，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西汉王朝除岁给匈奴各种物品，并于高

帝时、惠帝三年(前192年)、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景帝五年(前152年)四次以宗室女为

公主嫁与单于。孝文帝前六年送给匈奴单于的礼物有“⋯⋯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比

一⋯·”(《匈奴列传》第五十)。随着汉王室公主远嫁单于，中原的审美、工艺就随着人员和各
种物品大量传人匈奴统治阶层。汉武帝在决定举兵攻击匈奴时曾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

币文绣赂之甚厚。”(《汉书·武帝纪》)而匈奴乌维单于自己也说：匈奴与汉“故约，汉常谴公主，

给缯絮、食物、物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史记·匈奴传》)所以匈奴统治下的工匠受到

这些影响是非常可能的。因此，有一部分游牧工匠了解掌握中原的金属工艺和审美情趣，其

中的佼佼者就可以制作出洛庄汉墓这样工艺水平高、草原风格和中原文化兼容并蓄的作品。

和亲政策会导致匈奴向汉王室献礼，文献记载了冒顿单于曾向西汉献马。从历史背景看，洛

庄汉墓的这批马具很有可能是冒顿以书信向吕后求爱，吕后以衰老谢绝并赠冒顿“御车二乘，

马二驷”后，冒顿“因献马，遂和亲”的结果。所以，可能是匈奴统治下的工匠制作了这些文物，

随着和西汉王廷互赠礼品而流人中原，然后又从西汉王室分流到吕台，最后作为吕台的随葬

品葬人洛庄汉墓9号坑。



⑨ 下缩

四 结 论

实际上草原文物非常复杂，每支游牧民族肯定有自己特定的艺术风格和主题，但同时他

们并不排斥别的部落的艺术。所以依靠文物的特点，来鉴别不同的族群时会冒很大的风险。

在行文中我已经表达了这个困惑：虽然本文倾向于这批文物和匈奴有关系，但推测洛庄汉墓

当卢以马为形象，长角的怪兽可能是大月氏的艺术主题，是吐火罗系统印欧人崇拜的主神

——双马神的反映@。双马神是印欧人原始宗教系统中最古老的神祗之一。印度婆罗门经典

《梨俱吠陀》将其称作血satya，或译作双马童，在雅利安宗教传说中，双马童是一对孪生的青年

神使，常在黎明时分降临，给人类带来财富，免除灾难和疾病。如果席巴尔干黄金冢属于大月

氏王族墓地，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很大。而且可以大胆推测，伊塞克金人同样崇拜双马神，由于

金人发现于封堆墓南部的侧室，而且随葬铜镜，所以可能是嫁给箭形帽塞族首领的大月氏公

主。巴泽雷克墓地5号墓也是同样的问题，本文怀疑其墓主是大月氏远嫁阿尔泰山地部落的

公主，目的是政治联姻，保持友好合作、交易的关系@。

由于大月氏是匈奴强盛之前北方草原的霸主，从这个历史背景中脱颖而出的匈奴必然在

各个方面受大月氏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冒顿曾被其父作为人质，生活在大月氏当中，

所以对大月氏的信仰和艺术是熟悉的。匈奴虽然后来击跑了大月氏，但大月氏的艺术肯定会

继续影响早期的匈奴。因此，匈奴使用大月氏的艺术主题也可以理解。

总之，本文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只是提出了一些可能，并从一些密切联系的细节分析了

洛庄汉墓鎏金当卢等文物同其他草原文物和秦汉文物的相同之处，特别是与汉代工艺审美在

细节上的近似∞。要真正得出结论，还需要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作为坚固的支点。值得注意的

是，洛庄汉墓9号坑中共出土了4l件纯金饰品，总重量超过600克，另外还有铜质、铁质器物，

是七套完整的马具。从描述看，和草原游牧人的马具非常接近，而且以马为主要表现对象，说

明这批器物的确来自草原，并不是汉王廷自己的产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极有可能和大月氏

艺术有关。当然，现在材料还比较零碎，如果七套马具都完整地发表了，可能其中还会反映更

复杂的问题，有的马具为中原工匠制作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排除。期待发掘材料能尽快公

布，也希望主墓室能早日进行发掘，这样就能全面认识这个殉葬坑的文化来源及性质了。

致谢：2004年8月20～23日，我在山东省章丘市参加“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期间，得到了崔大庸教授的热心帮助和指点，并有机会在洛庄汉墓实地参观学习，加深了

对洛庄汉墓出土的这批文物的认识。谨此向大会和崔大庸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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