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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物：翻唇神兽：东方的“格里芬”

翻唇神兽：东方的“格里芬” 

郭物

1979年，考古学家在大夏古都之西约70公里的地方偶然发现一个埋藏了数万件珍

贵文物的墓地。墓地位于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处一个名叫“黄金之丘”的地

方。

古墓建在一个史前神殿遗址上，一共有6座排列有序的墓葬，墓中主要随葬品具有

游牧文化特点，其它则是来自古代罗马、帕提亚（中国称“安息”）、大夏、印度和西

汉的文物艺术品，还有一些是综合各地文化新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其中黄金制品多达两

万件。墓地的时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有学者认为席巴尔干的发现可能是塞

人的墓葬。还有学者认为是东部帕提亚人的遗存。
[1]

发掘者认为这些墓是大月氏贵霜

开国皇帝丘就却或其子孙的墓葬。4号墓墓主被推定为大月氏王公丘就却之父。
[2]

有的

国外学者也认为这些墓葬和大月氏有关。
[3]

对此墓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支持发掘者的

意见，认为应当是大月氏本族的文化遗存。
[4]

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

在席巴尔干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以龙为主题装饰纹样的器物，国外学者认为这些龙

的形象和萨尔玛泰人的相似。其实这些装饰龙形的文物非常可能是大月氏本族的文化艺

术，塞人和萨尔玛泰人相似的纹样应当是受大月氏文化的影响。
[5]

在以龙为主题形象

的文物中，有一件嵌绿松石黄金剑鞘金箔上的狼（虎或豹）形龙值得注意。就本文所论

而言，其特殊之处在于，龙的上唇前端翻卷。在贵霜艺术中，具有这个特点的神兽比较

普遍。比如迦腻色伽石雕像所佩长剑剑鞘顶端以翻唇神兽装饰。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

有一件石雕藏品，其中一部分表现的是厄洛斯骑着龙头豹身的怪兽。这头怪兽的前胸和

尾巴显然保留了波斯的风格，装饰象征皇家的三瓣花纹。上嘴唇保持翻卷的特点（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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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神兽属于虚幻的神兽，在这些神兽中，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上唇翻卷。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这种神兽形象除了长城地带以南地区

长期流行外，还有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草原、西伯利亚和后来贵霜统治的区

域，其它地区则有一些零星发现。

本文认为这种以翻唇为主要特点的神兽可以追溯到内蒙古东南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中，其艺术原形可能是猪的形象,翻唇体现了猪嘴的特点。商代中晚期明确出现了带有

翻唇特点的龙形神兽，这些龙形神兽已经和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中

的“龙”形动物、来自南方的虎等动物的特点结合起来，很可能和后世“东宫苍龙”的

天象有关系。这种神兽形象可能是商人在融会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文化和需要

所创造。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民族吸收了这个式样并进行了新的创造，在动物纹样构

建过程中，又加入狼、虎或豹、马的特征和精神。中原后世基本沿用商周时期的形式，

而且反过来和早先传入草原地区的翻唇神兽形象相互借鉴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

化交流或者三道海子文化的扩张，这些翻唇神兽形象于公元前8-前7世纪曾随斯基泰人

的活动传播到高加索以南的地区，公元前5-前3世纪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中

特别流行翻唇神兽的形象，并形成新的式样，而且可能影响了印度的文化。随着大月氏

的西迁，这些游牧人最后直接把这个纹样带到中亚，并融入了希腊和波斯文化的因素，

成为贵霜文化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特征。

欧亚草原的动物风格艺术中，有很多种神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

当中。这类虚幻性的动物形象以现实中的动物为原形，通过对真实动物的变形以及移植

组合别的动物特征，创造出新的、想象中的动物形象。这类神兽一般都被赋予强大的超

自然力量，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斯基泰艺术中鹰头狮身的格里芬神兽。
[6]

本文探讨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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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神兽形象在起源、演变和流传等方面和格里芬有很多相似性，只不过传播的方向刚好

相反。对其仔细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如农耕文明在欧亚草原文明形成

过程中的贡献、草原人群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以及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等。下面即对

以上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期望能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

一  龙形翻唇神兽的起源以及在中原文化中的流传

（一）、中原龙形翻唇神兽的起源和流传

本文研究的这种翻唇的神兽特征比较明显，而且有特定的分布地域，那么它是于何

时何地产生的呢？公元前7世纪以前，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南俄草原、小亚和西亚几乎看

不到带有这样特点的神兽，因此，这种神兽有可能来自东方。果然，在中国商周时期的

文物上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从迄今的发现看，商代中晚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开始以翻唇

的神兽为艺术主题。例子非常多，比如安阳妇好墓发现的铜钺、铜盘、三联甗、四足

觥、蜷曲玉玦、大石磬上的翻唇神龙形象。
[7]

司母戊方鼎立耳上的双虎形象、1996年

黑河路5号墓出土铜盘上的鱼形象、西北冈M1400铜盂的龙形动物的上唇也是翻卷的

（图2）。周边地区也有此类神兽形象的发现，比如山西灵石旌介墓地（铜

鼎M2：38）
[8]

、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9]

、四川三星堆遗址
[10]

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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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看，龙形翻唇神兽成为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商代晚期到秦汉时期一个广为

流传的艺术形象，翻唇的特征在不同质地的器物和不同神兽上都有所表现。这样的发现

不胜枚举，下面列举若干例子说明。

西周早期张家坡墓地出土的青铜马镳上的蜷曲形兽上唇翻卷，玉器同样保持着翻唇

的特点，而且出现一足。
[11]

西周还创造了新的蜷体龙纹并用于青铜器的装饰，比如天

亡簋的器腹和方座上所饰花纹，类似的龙纹还出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叔德

簋、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簋、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尊、四川彭县竹瓦街和辽宁喀左发现

的罍等器物上。
[12]

另外宝鸡纸坊头、竹园沟 国墓地
[13]

、琉璃河燕国墓地
[14]

等发

现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翻唇神兽。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范上表现了翻唇神兽的形象，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晚到战

国早期（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世纪初），一般是以蟠螭纹出现。
[15]

侯马上马墓



2018/5/14 丝绸之路考古

https://mp.weixin.qq.com/s/H3r_7erpyrwj4xOmxOIdhQ 5/26

地M2008发现的戈的援部刻画四足带角翻唇神兽。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上的龙形神兽翻唇的特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图3）。
[16]

1977年

中山王 墓园出土的形体最大的玉器夔龙黄玉佩、夔龙纹刻铭青铜方壶、金龙首衡帽

上的龙纹上唇均翻卷。
[17]

汉代的例子很多。汉代满城汉墓出土的不少器物上的龙仍然带有翻唇的特征。
[18]

南越王墓出土玉壁中的龙吻向上向后翻卷（图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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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引证的这些实例，可以总结如下几点：

1、翻唇神兽主要有两类，一种是爬行动物类，战国以前比较流行；一种是兽形

类，战国以降多为兽形类翻唇神兽。

2、从迄今发现的例子看，商代晚期发现的龙形翻唇神兽时代最早，包括了爬行动

物和兽形两种类型的翻唇神兽，而且翻唇的特点被运用到很多种动物形象上。从这些翻

唇神兽形象看，有的翻唇比较自然，基本符合动物本身的形态特征，有的却属于夸张的

表现。

3、西周时期基本延续商代晚期的的翻唇神兽形象。

4、从商代晚期至汉代，以翻唇为特点的神兽在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一直很流行。

 

（二）、翻唇神兽溯源

翻唇神兽的翻唇最初可能是对猪嘴的拟形，因为在常见的动物里，猪的吻从侧面

看，向上翘。从考古发现看，猪的母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多有表现，有的还非

常突出。
[20]

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东南的西拉木伦河地区的人驯化野猪的时间比较

早，猪在兴隆洼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1]

这个地区以猪为主题的艺术相对要发达，

而且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中保持着延续性。
[22]

在兴隆洼文化中，发现一名成年男子与一

雄一雌两头猪葬在一起的现象。还有相对放置的两个猪头骨，后面是以陶片、残石器和

自然石块摆出的躯体轮廓，造型曲回婉转，犹龙似蛇。很多猪头和马鹿头前额正中钻上

圆孔。兴隆洼发现了17种哺乳动物，但是当时的人唯独把猪放在墓葬里作为随葬，而

不是把马鹿、狍子或者其它动物放在墓葬里。可见当时的人与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

后续的赵宝沟文化中，发现一个刻划纹装饰的陶盆，非常细致，上面刻划的动物正好是

鸟、鹿、猪和牛。陶盆上表现的猪可能是野猪，猪嘴翻卷，类似陶盆上刻画的动物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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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已经是想象出来的虚幻动物。迄今比较早、比较典型的翻唇神兽文物是三星他拉遗址

中发现的猪形玉龙，这个玉龙的唇为圆截面，上唇微翘，鼻孔刻在圆截面上部，表现的

应当是背部带棕毛成年的猪（图5）。最初认为这件文物属于公元前3500年前红山文

化。
[23]

最近有学者认为玉龙可能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24]

商代晚期的翻唇神兽中，蜷曲状的占有很大比例。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耶特马尔

和胡陀（H.Huettel教授就推测，欧亚草原流行的蜷曲状的动物风格艺术主题可能是形

成于中国环状动物艺术的基础之上。
[25]

有学者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的卷曲动物形

象可能是欧亚草原其它地区类似动物风格艺术的直接源头。
[26]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

蜷曲状的动物风格艺术样式应当起源于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
[27]

俄罗斯学者在总结此

类研究时，收集了欧亚大陆整个草原地带的类似文物,地域范围包括中国北方、蒙古、

米努辛斯克盆地、萨彦-阿尔泰、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丰提克地区和

伊朗。这类蜷曲状动物形象中有些带有翻唇的特征，比如伊朗西北齐维耶、米努辛斯克

盆地和丰提克北部地区发现的部分器物。可以看出，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以及斯基泰

时期流行的豹、狼（虎或豹）形的蜷曲状动物风格艺术主题都直接或间接从中国商代晚

期蜷曲状的龙形纹饰发展出来，其源头是红山文化的类似器物。
[28]

妇好墓发现相似的雕刻商代纹饰的兽面玦形器，这类兽面玦形器应当是从红山文化

中发现的 “玉猪龙”发展而来。有的学者认为其原形是猪，并命名为“玉猪

龙”；
[29]

有的认为是蛴螬；
[30]

有的学者对此均否定，认为这类文物应当称为兽面玦

形器；
[31]

还有学者指出熊的可能性，认为反映了文献记载的“黄帝为有熊”的传

说；
[32]

有的学者也认为可能是熊。
[33]

我们同意称此类器物为兽面玦形器。从文化背

景看，虽然红山文化发现熊的骨骼，但这个地区最流行的牺牲是猪，最流行的艺术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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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猪，所以本文倾向这种玉器表现的可能还是猪。器物外形是主要的判断标准，此类

玉器表现的耳朵为大尖圆形，鼻梁上有几道褶皱，熊的耳朵是半圆形，比较小，其次熊

嘴上面没有如此多的褶皱。如果从幼猪的形象看，这些兽面玦形器就比较形象（图

6）。

小河沿文化中发现兽面玦形器，是红山文化类似器物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夏、商

文化之间连接的重要线索。考虑到商人可能渊源于北方，从红山文化到小河沿文化、再

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一直到商，就此类兽面玦形器而言，其间可能有一定关系。
[34]

有

的学者还注意到传承中两个不同的系统，一类是兽形的“玉猪龙”，一类是带角的蜷体

玉龙，此类最早的例子迄今可以追溯到安徽含山凌家滩16号墓出土的带角玉龙。
[35]

西拉木伦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对猪和鹿的崇拜极有可能影响到青铜时代分布在萨

彦-阿尔泰、蒙古高原的文化。在图瓦发现的萨彦-阿尔泰类型鹿石上，有两种动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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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突出，首先是鹿，其次是野猪。
[36]

在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地区发现了阿尔赞1号大

墓，时代为公元前9世纪末。墓葬中发现的鹿石形残块上就表现了完整的六头垫脚尖野

猪形象，短剑的镡部也是圆雕的、垫脚尖的猪。2002年发掘的阿尔赞2号大墓，时代为

公元前7世纪末，鹿和野猪的艺术形象在发现的文物中非常突出。
[37]

图瓦还发现野猪

头形的马镳。这些猪的特点是嘴部上翘，猪的獠牙又强化了上翘的特点（图7）。不过

这些动物形象基本写实，没有特别夸张上翘的猪嘴。

二  斯基泰、萨夫罗马泰-萨尔马泰文化和塞人文化中的翻唇神兽

在伊朗西北齐维耶发现公元前7世纪的文物中，有一件装饰剑柄的金箔制品，表现

的是狼（虎或豹）形蜷曲状的翻唇神兽，此种形象在这个地区没有原形，应当是来自东

方。
[38]

新疆察吾呼四号墓地M165时代较早，应当比齐维耶的发现早，其中出土的一件

铜镜，背面铸出一条蜷曲的神兽形象，可能是狼或者是虎形神兽，其上唇翻卷明显（图

8）。这件文物可以考虑作为联系中原内地和伊朗西北齐维耶发现之间的中间环节，齐

维耶的发现可能和斯基泰人西迁至丰提克地区后，追击金麦里人到达伊朗西北部有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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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斯基泰、萨夫罗马泰-萨尔马泰文化时期，仍然能发现翻唇神兽

形象的文物，不过已经有一些西亚、希腊文明的因素，比如神兽后半身改为鱼，颈部有

格里芬的棘，带翼，狮子的特点也被加入（图8）。
[39]

18世纪彼得大帝统治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1716年乌拉尔工场主戴密多夫（A.

N. Demidov）献给彼得大帝的草原金制艺术品，被命名为“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

藏”。在这些宝藏中，有一件金牌饰表现了一头翻唇怪兽和一头老虎撕咬的场面。这头

怪兽借用了公元前5～前4世纪草原流行的带格里芬头的鹿角，尾的末端也以格里芬头装

饰。

1877年在阿富汉北境阿姆河南岸昆都士发现的“阿姆河宝藏”中有一件带有波斯风

格的剑鞘上表现了站立的狮子抓着一头小鹿，值得注意的是，在剑鞘的下部，雕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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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翻唇神兽的形象。比较这头翻唇神兽和前述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饰牌上的神兽，

两头神兽从头部的特点看，比如翻唇、颌、眼睛和耳朵，都非常相似，所以二者的时代

应当相近，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作品。这两件器物应当和活跃于中亚草原的塞人有关系，

可能因为靠近中亚戈壁、沙漠地区，这类翻唇神兽的头部带有一些骆驼的特点（图

9）。

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中亚草原也发现不少类似的文物，这些龙形翻唇兽一般认为和塞

人有关系（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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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中的摩卡罗（Makara）是与河水和生殖有关的一种神兽，公元前3世纪中

叶最早的摩卡罗纹饰在印度出现。
[40]

部分是鱼或鳄鱼，通常是象头、象足、鱼身和鳄

鱼嘴，此外还有牛形鱼身和马形鱼身（图11）。摩卡罗应当是近东文明因素掺杂东方

文明演变的结果，后来成为佛教艺术中的构成部分。公元前2世纪巺伽巴尔胡特窣堵坡

的北门柱上药叉女旃陀罗站在一只早期形式的摩卡罗上，这个摩卡罗的形象显然是马身

鱼尾。
[41]

巴尔胡特石柱上有象头和牛身的摩卡罗形象（图11）。
[42]

公元1世纪桑奇

大塔的塔门门柱最下端也有这种神兽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神兽大部分也有上唇

翻卷的特点，从时代上看，应当是通过北方游牧人引入的一个文化因素。

从以上例子看，翻唇神兽在公元前8-7世纪时已经随着游牧人的西迁传播到较远的

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这个时期翻唇神兽形象并不普遍。公元前5世纪以后，中、西部

草原上出现较多的翻唇神兽形象，而且各个地区已经有自己的特征，一类是斯基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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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唇神兽，一类是萨夫罗马泰-萨尔马泰人的翻唇神兽，还有一类是中亚草原塞人的翻

唇神兽。印度摩卡罗翻唇的特点可能受到这些草原翻唇神兽的影响。

三  中国北方发现的翻唇神兽

商代晚期，中原龙形翻唇神兽的形象已经随着中原的铜器传播到北方。中国北方长

城地带发现了少量这样的艺术形象，其中有些有明确的共存物，为确定这种动物风格艺

术出现的时间提供了证据。比如灵石旌介墓地铜鼎（M2：38），绥德墕头村发现商代

晚期的钺，灵台白草坡发现西周早期的戈（M2：18）等。
[43]

有的属于北方人群的再创

造，比如石楼桃花庄出土商代晚期的龙纹觥，原平塔岗梁墓葬出土车马具等。
[44]

从现有的资料看，和欧亚草原相似，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直到战国时期，翻唇神

兽才又重新流行起来，而且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春秋时期的例子不多，但个别例子显示

翻唇神兽形象在北方的流传，比如玉皇庙墓地M102出土春秋时期带钩（图12，1）。

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约公元前300年至前221年）30号墓比较集中地发现了类似

的艺术主题。这里出土的一件金牌饰主题是双虎和两头翻唇神兽撕咬对立的一对马（图

12，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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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认为可能是春秋、战国以来活跃于北方草原的大月氏艺术主题。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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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尚未兴起，所以月氏沿长城地带和中原诸国（特别是燕、赵、秦和楚国）有

密切的交往。种种迹象表明，以燕下都战国晚期30号墓随葬的北方草原风格器物可能就

是学界寻找的带有西迁之前的大月氏风格的文物。在一些收集品中还有这样的例

子。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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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战国晚期的发现中，阿鲁柴登发现的文物中鹰为最重要的母

题，老虎和野猪也是主要的艺术形象。其中有翻唇神兽形象的文物，比如出土的狼形鹿

角怪兽金牌饰（图12，3），还有金冠饰，箍首部分就是一头翻唇神兽，除了角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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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翻唇神兽和金牌饰上的翻唇神兽特征相似（图12，4）。
[48]

观察阿鲁柴登发现的

翻唇怪兽，可以发现这个怪兽身体和头的特点比较接近狼。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战国时

期，翻唇神兽融入了狼的特点，这在内蒙古中南部尤为突出。“西伯利亚宝藏”中的翻

唇神兽也具有相似的特点，二者可能有密切关系。

宁夏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草原风格的器物。
[49]

其中有翻唇神兽的形象，比如宁夏

西吉县陈阳川村出土的虎食鹿纹带饰（图12，5）、宁夏固原出土鎏金虎纹带饰（图

12，6）。
[50]

收藏品中也有类似的文物（图12，7）。
[51]

战国时期是翻唇神兽形象大量被草原游牧民族吸收使用的时期，同时这些不同特征

的神兽可能还具有了名称。《逸周书》卷七：“大夏兹白牛，兹白牛野兽也，牛形而象

齿。”对照燕下都M30号墓出土的金牌饰上的怪兽可以发现，其特征和这段文献上记载

的兹白牛很接近，长着牛的角，牙为象齿形的锯牙。《逸周书》卷七：“央林以酋耳，

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长，参其身，食虎豹。”宁夏发现的战国时期怪兽，从腿、腰和

腹的特点看，比较接近虎、豹一类的猫科动物，“西伯利亚宝藏”中牌饰上的神兽也有

类似特点，可能是文献中说的酋耳。《逸周书》卷七：“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兹白

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宁夏同心倒墩子M19出土的2件浮雕带饰，为西汉中晚

期，表面装饰两个相向的怪兽，形体似马，口呈鹰喙状，可能是兹白。义渠可能分布在

庆阳至固原一带，从语言学的研究看，义渠戎和月氏人一样，可能属于吐火罗语系的

人。
[52]

类似的文物发现很多，甚至汉代大墓中也随葬类似文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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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几个类似燕下都M30出土文物的例子。
[54]

除了前述察吾呼四号墓地的发现外，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汉代龙身

格里芬毛织物，上面的格里芬也有翻唇的特征，龙身格里芬可能与当地神龙信仰有关，

或者和祆教有关系（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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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翻唇神兽承载的思想意识

翻唇神兽蕴涵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应当说，在不同的时空中，其含义各不相同。

在远古时代，人类崇拜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那些能为人类提供重要肉食资源的动

物，那些力量、爆发力、速度和杀伤力超过个人的猛兽，那些合作组织能力强、狡猾机

警的动物,那些在空中、水中有特殊本领的动物，总之，在现实环境中与人们思想意识

中和古人关系密切的动物，古人对它们可能心怀敬畏和崇拜，同时希望具有猛兽的各种

能力，这是人类比较普遍的一种意识。而且人类会发展到不满足具有一种猛兽的能力，

希望博采众家之长。同时也不满足各种动物具有的实际能力，还希望拥有在此基础上人

类想象出来的超自然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动物，人们就创造一种觉得满意的动物。

翻唇神兽就是典型的代表。从商代晚期开始，翻唇神兽基本与“龙”有关。商代晚

期普遍出现比较明确的龙的形象，而且能和甲骨文字对应。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大体可

以分为两类：一种头上有角，身躯呈“S”形；另一种头上无角，身躯呈“C”形，个

别“C”形龙字可以发现其上唇微微向上翘。
[55]

有的学者认为“C”形的文字并不

是“龙”字，认同一些学者的意见，释为“嬴”字。
[56]

根据“子龙族”的青铜器铭

文，“龙”字的确有“S”和“C”形两种写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C”形龙字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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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角。
[57]

《论衡·龙虚篇》：“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尺木”即龙

角，头上有此角的龙才能升天。
[58]

看来，是否有角的确是龙的一个标准。

许慎《说文解字》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

天，秋天而潜渊。”有学者认为殷人把龙当作神灵，认为它是通天地的神兽，可给人们

带来福佑或灾祸。殷人还认为龙与雨水有密切关系，当时有了龙能致雨的观念。在殷

代，龙纹还是贵族身份、地位、权力的一种标志。
[59]

关于龙的来源，可以说众说纷

纭。在几个世纪中，学者提出过许多关于龙的解释与推测。从仰韶文化、赵宝沟文化、

红山文化、良诸文化、马家窑文化、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龙形动物看，形象各

不相同。北方文化中主要是猪，中原、南方文化中的龙形动物主要是一种爬虫动物，可

能是一种蛇、一种短吻鳄或是蜥蜴，有的还有虎、牛的特征。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各地

的一些史前文化中应当存在以不同动物为原型的神兽，虽然各地区的神兽可能以不同的

动物为主要原型，但随着中国古人彼此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把他们的崇拜的神

兽融合并描绘得更具有想象力。势力强大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经过很长

一段时间，这种图像就演化成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象。
[60]

因此，以龙为代表的神

兽是人们的意志力、想象力在历史中的结晶，是史前不同文化斗争、搏弈、融合体现在

宗教艺术上的结果。

龙在中国的流行，还有一个深层的思想意识背景。在中国古代，由于农业授时的需

要，古人观象于天。发现南方天空有一颗红色的星活动特别有规律，在仲夏即夏至所在

月的初昏时刻，这颗星正位于南中天，其运行的时间涵盖了每年春分到秋分的半年。随

着观察的积累，人们掌握了其规律，把它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并命名为大火星（心宿

中央一星心宿二-----天蝎座a）。渐渐这个以大火星为核心的星宿慢慢被联想为一个

龙的形象，被命名为“东方苍龙”，大火星即心宿，则标示苍龙心脏之所在。秦、汉以

前，东方苍龙七宿，在春分的黄昏时，开始在东方出现，随着季节的推移，其方位逐步

向西方移动，至秋分时，开始隐没于西方的地平线。东方苍龙可能是以太昊为始祖的东

夷集团的标志。
[61]

这个思想可能来自于东方以及南方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史前文化。在

商代甲骨文中，东宫苍龙的出现有一些线索。作为授时的大火星比较明确，卜辞中的火

星纪录涉及到殷人对大火星的祭祀、观测大火星以指导民时和火正之官的多方面内

容。
[62]

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S”形的“龙”字正好是苍龙星象的拟形，而且甲骨

文的记载也说明，商代时期龙已经和星宿联系起来了。
[63]

与此有关的文物相应地大量

出现。正因为苍龙星宿的出现预示春天的到来，春雨滋润，万物从冬天冰雪时节苏醒，

而且整个春夏都是雨水丰沛、万物生长的季节，所以龙才与雨水有密切关系，龙能致雨

的观念应当根源于此。

猪曾是北斗的象征，北斗星是可以观象授时的星象，后来斗星成为帝王的象

征。[64]中国传统文化中北斗与猪神的内在属性有很多一致之处，如水、北方、冬季、

黑色等等，这构成了民间以猪象征北斗的心理基础；而佛教中猪形神与道教北斗星神的

合流则间接证明了北斗与猪神的一致性。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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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认识，本文认同西拉木伦河地区文化中“C”形猪和所谓的“玉猪龙”的

形象有可能是斗星的象征，这可能是这个地区的一个传统认识。商代甲骨文存

在“S”和“C”形“龙”字，“C”形玉器存在有角和无角两个系统的现象可能反映了

其吸收了不同地区对大火星（东方苍龙七宿）和北斗星的崇拜的历史。但在商代，主要

的还是对大火星（东方苍龙七宿）崇拜为主，西拉木伦河地区文化中猪形神兽翻唇的特

点，则被借用到各种龙形神兽的身上。

王权源于神权，神权最好的代表就是天上的星宿。因此，拟形星宿的“龙”成为神

权在地上的象征，统治者利用“龙”这个天象符号来强调君权天授，以“龙”这个融合

各种远古文化中图腾动物特征的神兽来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历史上二者渐渐被合而为

一，其形象和含义也通过“龙”得到不断的强化。这是中国商周时期古代社会最重要的

政治思想和文化现象之一。

这个文化现象可能影响了中原北方的人群，比如石楼桃花庄出土商代晚期的龙纹觥

既可能反映了北方地区流传的翻唇神兽来源于商周文化，同时也可能是东方苍龙七宿思

想最初传入北方地区的证据。
[66]

阿尔泰巴泽雷克2号冢男性右腿纹身有一翻唇兽形

象，这头神兽的头前部有六个圆点，三个一组，这两组圆点和苍龙星象的心、房二宿似

乎有一定联系。[67]

观察草原上流行的翻唇神兽的形象可以发现，有的翻唇神兽具有猪的特征，有的具

有狼（虎或豹）的一些特征。草原上的翻唇神兽比较明显地嫁接了野猪、狼和猫科猛兽

的特征。从思想意识上说，这反映了中国北方游牧人以及印欧人对猪、狼和猫科猛兽的

崇拜。
[68]

在虚幻神兽的形象及含义选择上，有个规律值得注意，西部的游牧人流行使用希腊

传入的格里芬神兽形象，对野猪和狼（虎或豹）的崇拜可能是受到东部草原地区的影

响。东部草原流行来自中原的翻唇神兽，另外还采用了西方传入的格里芬形象，特别是

阿尔泰地区变形后的格里芬形象。大月氏的神兽比较多样，除了采用了狼（虎或豹）形

翻唇神兽和猪头神兽外，还采用马的形象，前述中国北方发现的马形神兽应当属于此

类。

至少战国时期，马在中原地区可能已经和龙的概念融合，汉代以后的一些龙的形象

则借用马的特征。《周礼•夏官•瘦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

上为马。”《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一尺相当于23.1厘米，八尺是185厘米，七

尺就是161.7厘米，六尺是139.6厘米。中国人都清楚龙是一种幻想的动物，从历代龙

的形象看，马头的特征经常被龙的形象所借用，看来龙真的是与马有久远的关系。那

么，为什么八尺以下的就不叫龙呢？动物学家测量了商周时期车马坑出土的近100匹马

骨，发现殷代的马肩高133～143厘米，西周马是135～146厘米，东周马是139～149厘

米。看来古书说的马高度是它昂头时的高度，现代普氏野马平均肩高是134厘米，蒙古

马是120～135厘米，这两种马看来都很难成为龙，只能称为騋或马。那么称为龙的马

应当是西部草原驯化的高头大马。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有“龙祭”的风俗，就是以好

马祭祀。在整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中都有以马作为牺牲的传统，而这种习俗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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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铜石并用时代。
[69]

从前面可以看到先秦时期马的高度在慢慢增长，这可能是西方马

种通过中国北方民族不断引入的结果，这些高头大马在蒙古马群中鹤立鸡群，独步一

时，又有着神秘的草原背景，所以被称为龙。

文章开头介绍的阿富汗席巴尔干大月氏黄金冢出土文物中，属于虚幻神兽的有四

类，一类是延续中国北方以及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翻唇神兽形象，比如剑鞘上的装饰金

箔，其原形可能是狼（虎或豹），这种翻唇怪兽纹在贵霜艺术中非常流行。
[70]

一类是

马的变形，比如一人双马耳缀和双马耳缀，这属于席巴尔干黄金冢中比较独特的文物，

反映了大月氏对双马神的崇拜，应当属于大月氏的艺术主题，但融入了一些波斯-安息

的特征。第三类头部特征和猪相似，头上长鹿角。第四类是格里芬（图14）。席巴尔

干黄金冢位于古代大夏地区，大夏和吐火罗、大月氏很有关系。
[71]

敦煌汉文、于阗文

和藏文写本均称留居南山的月氏残部小月氏为“龙家”，可见“龙”已经成为月氏的名

称，席巴尔干大月氏黄金冢中发现的龙形神兽主题，应当与此有关。敦煌写本《唐光启

元年沙州伊州图经》记载：“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焉耆等地

发现的察吾呼文化应当是早期吐火罗人留下的遗存，前述察吾呼文化中发现的狼形翻唇

神兽铜镜也反映了吐火罗人对龙的崇拜。
[72]

追溯根源，这些文化现象应当传承自中原

商周时期的翻唇龙形神兽。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大月氏因为和中原文化有比较密切的

关系，所以吸收了这个艺术形象。可以认为西迁后的大月氏是游牧人中融会东西方文明

最为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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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欧亚草原的游牧人文化艺术中有不少是虚幻的动物，最著名的是格里芬。其中以斯

基泰人的格里芬时代最早，而且也最有代表性。斯基泰文化这种神兽直接来自当时西方

世界的文明中心——希腊。在草原地区的文化中，保留希腊格里芬特点最多的神兽基本

都发现于黑海北岸地区的斯基泰文化中。因为斯基泰人控制的地区和希腊接壤，而且在

斯基泰人的核心地区，比如黑海北岸沿岸地区，有不少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因此斯基泰

人直接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的格里芬，是守护着阿尔泰山黄金的神兽，古人用这种威

力无比的神兽来命名控制阿尔泰山金矿开采的山地部落。独目人为了夺取黄金，经常与

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进行斗争。当时丝绸之路尚未开辟，东西方的交流多依赖草原，阿尔

泰地区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东西方接触的枢纽。阿尔泰古代部族在东西方草原文化交流

中占有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泰山地的格里芬已经发生变形，由于这里缺少狮

子，所以，这里的格里芬呈现出鹰头鹿（驴、马）身的形象，有少量为了和格里芬原形

对应，表现为鹰头虎身。中国发现的类似格里芬即是从阿尔泰山地传入。

以翻唇为特点的龙形神兽应当是从中国北方起源、发展出来的一种神兽，这一神兽

的最初原形是中国东北史前文化中的猪形神兽，之后是商周文化中的龙。以大月氏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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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游牧民族则把这种神兽发展成为自己的“龙”。就翻唇神兽的起源、发展看，古代

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北方游牧民族提供了大量文化因素和

艺术原形，在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中，与希腊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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