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一八 地震台墓群 5 的石堆墓 ( 线图引自精河县沙尔托海水库墓地 M12) 瑏瑥

图一九 大呼斯塔东墓群的石圈石堆墓 ( 线图引自精河县沙尔托海水库墓地) 瑏瑦

图二○ 乌斯特别真墓群的石圈石堆墓

石结合的矮矮的墓冢。由此可见，这

两个墓葬并不属于本文分类的石堆

墓，其 很 可 能 属 于 本 文 的 平 铺 石

砌墓。

八、石圈内的石堆墓

一般指石堆墓的外侧有一个较为

规整的石头圈把墓葬围在其中。石圈

有单和双两种。这种墓葬发现的数量

较多，例如，在阿敦乔鲁墓地、大呼

斯塔东墓群 ( 图一九) 和乌斯特别

真墓群大致流行于公元前 10—前 5
世纪瑏瑧 ( 图二○) 。其实这类墓葬从

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应当与石堆墓的

年代相似。
有些大型的被石圈围在之中的石

堆墓，会有附属的墓葬或祭祀性遗

迹，常常是在石圈石堆墓的外面发现

一个或多个石砌的圆角长方形小石

圈。这种石圈石堆墓与附属小石圈的

组 合 在 鄂 托 克 赛 检 查 站 西 南 墓 群

( 图二一) 、其里克特墓群 ( 图二二)

和乌苏图别格真墓群 ( 图二三) 中均

有发现。有些小型石砌的圆角长方形

遗迹，例如，在大呼斯塔墓群 ( 图二

四) 、鄂克托赛河北岸 1 号墓群 ( 图

二五) 发现的这类遗迹很可能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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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鄂托克赛检查站西南墓群的石圈石堆墓组合

图二二 其里克特墓群的石圈石堆墓组合

图二三 乌苏图别格真墓群的石圈石堆墓组合

较大的石圈石堆墓有关联。这种组

合式的石圈石堆与附属遗迹的墓葬

年代并不是非常清楚，但从伊犁河

流域发掘的类似墓葬来看，这些类

型的石堆墓可能都属于公元前 1000
年以后的早期铁器时代至铁器时代

的遗存，其下限有的甚至晚到汉代。

九、碎石封土堆墓

这类墓葬的特点，一是有明显

的封 堆，二 是 封 堆 不 是 纯 粹 的 土

堆，而是土石结合，而且石块一般

较小。从墓葬周围的环境看，这些

小石头是埋葬时有意堆上去的。这

种土石结合的封堆不同于前述的用

较大的石块，而且很少用沙或土组

成石堆墓。由于这种墓葬的封堆所

用石块较小，因此，称为碎石封土

堆墓。这种墓葬在安格里格镇发现

的较多，例如，安格里格镇且坎村

东 1 号墓群 ( 图二六) ，以及安格

里格镇巴勒根特村墓群等。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 2008

年和 2012 年对精河县的古代墓葬

进行过发掘。从报告的描述来看，

这些发掘的墓葬应属于土石封堆的

墓葬，其年代被推定在公元前 5 世

纪前后瑏瑨，属于铁器时代战国时期

的遗迹。

十、立石墓 / 类石人墓

与小石人墓相似的还有一类立

石墓葬。该类墓葬一般为方形矮石

围，或乱石构成的不规则方形，每

个墓前矗立一个类似石人的立石，

所以有人称其为类石人墓。在查干

赛墓群 ( 图二七) 、库克他乌石围

栏墓群 ( 图二八) 、安格里格镇克

可阿德尔墓群 ( 图二九) 、扎木楚

沟东墓群 ( 图三○) 等都发现过此

类墓葬。对于此类墓葬的断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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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大呼斯塔墓群的石砌遗迹

图二五 鄂克托赛河北岸 1 号墓群的石砌遗迹

图二六 安格里格镇且坎村东 1 号墓群的碎石封土堆墓

前还无任何可参考的发掘资料。如

果这种墓葬属于小石人的类石人墓

葬的话，其年代应该追溯到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但是，如果把这些立

石墓与突厥石人墓地的立石相联系

的 话， 就 会 晚 到 公 元 5 世 纪 后

了瑏瑩，所以，其年代要看今后确切

的发掘证据来决定。
这种立石墓葬有的不见立石后

面的石围或乱石，如阿奥特 1 号墓

群 2 ( 图三一) 。这可能是因为年

代久远，立石后面的石围或乱石被

沙土掩埋，并被植被覆盖，所以，

出现了只见立石不见或看不清墓葬

的现象。

十一、长方形石围内长方

形封堆墓

这种有比较规整石围的墓葬一

般规模较大，是在长方形石堆的外

面再砌一个更大的长方形石围，如

鄂托克赛仁 3 号墓群 ( 图三二) 及

库德海墓群 ( 图三三) 。这类墓葬

除了形状为长方形外，其他部分均

与石圈内石堆墓相同。由于在夏勒

巴克图墓群中发现了并排建造的 3
座墓葬，一个长方形的在中间，两

个圆形的各在一边 ( 图三四) ，说

明这种大型石圈石堆墓的 年 代 相

近，可能属于一个文化。其较大的

石圈可能具有茔域的意义。推测这

些墓葬不应该早到青铜时代，可能

是铁器时代的遗迹，暂时定在公元

前 5 世纪前后。
还有一种和上述大型石围石堆

墓十分相似的墓葬，但在石围的一

侧有一个类似门的出入口。这种墓

葬在沙雷比留克墓群 ( 图三五 ) 、
穹库斯台墓群 ( 图三六) 、乌苏图

别格真墓群 ( 图三七) 都有发现。
这些墓葬应当与上述石围石堆墓的

年代相当，可能是铁器时代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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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七 查干赛墓群的立石墓

图二八 库克他乌石围栏墓群的立石墓

图二九 安格里格镇 － 克可阿德尔墓群的立石墓

大致在公元前 5 世纪左右。

十二、突厥石人墓

突厥石人墓，顾名思义就是因

为有突厥石雕人像的出现。这类石

雕人像，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突厥

人大约在公元 6—8 世纪时留下的

遗存瑐瑠。这种石雕人像一般都是和

墓葬在一起的。温泉县此类墓葬最

著名的是阿日夏特 石 人 墓 ( 图 三

八) 。据统计，博尔塔拉蒙古一自

治州 曾 发 现 超 过 70 个 此 类 的 石

人瑐瑡，可见其墓葬分布很多，其中

一定有在温泉县征集的。

十三、小 结

在温泉县发现的墓葬，经初步

分类至少有 12 类，年代推测从公

元前 3 千纪中叶直至公元 6—8 世

纪 ( 表一) 。文化属性也各有不同，

从最早可能是早期青铜时代的与阿

凡纳谢沃或切木尔切克文化相关联

的近圆形的大石块石围墓，到青铜

时代的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

的阿敦乔鲁方 /长方形石围墓。到

了青铜时代晚期，出现了以小石人

为代表的切木尔切克晚期类似的墓

葬，以及几近同时的鹿石遗迹。而

从第七类的石堆墓开始，一直到突

厥石人墓的出现，从早期铁器时代

一直到汉魏，再到隋唐时期，墓葬

形制的多变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交替

混居的局面。由此可见，温泉的古

代民族曾在这里长期居住和繁衍，

创造了灿烂的、丰富多彩的古代文

化。由于在一种文化中可能有不同

的地表建筑，而不同的文化也可能

存在相似的地表建筑，所以，本文

划分各类墓葬的文化属性仅仅是个

非常简单的推测，而真正的文化归

属要靠今后的发掘和发现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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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扎木楚沟东墓群的立石墓

图三一 阿奥特 1 号墓群 2 的立石墓

图三二 鄂托克赛仁 3 号墓群长方形石围内长方形封堆墓 图三十三 库德海墓群长方形石围内长方形封堆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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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四 夏勒巴克图墓群长方形石围内长方形封堆墓 图三五 沙雷比留克墓群长方形石围内长方形封堆墓

图三六 穹库斯台墓群长方形石围内长方形封堆墓 图三八 阿日夏特突厥石人墓

图三七 乌苏图别格真墓群长方形石围内长方形封堆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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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温泉县墓葬分类与年代

序号 类别 推测年代 墓葬描述

1 圆形 /圆角方形石围墓 不晚于公元前 19 世纪 类似阿敦乔鲁式的大石块围成的圆形或近圆形的石围墓

2 切木尔切克石人墓 公元前 23—前 15 世纪 墓葬形制不清楚

3 方 /长方形石围墓 公元前 19—前 15 世纪 阿敦乔鲁式的大石板围成的石围墓

4 平铺石砌石棺墓 公元前 16 世纪前后
规则地在地表平铺一层石块形成圆形墓葬，中间有几
乎露出地表或几乎就建在地表的石棺

5 小石人墓 公元前 15 世纪前后 在较矮小的方形石围墓外侧，立一个小的石雕人像

6 鹿石墓 公元前 13—前 7 世纪 出有鹿石的墓葬

7 石堆墓 公元前 10—前 3 世纪 基本为石头不规则堆砌而成

8 石圈内的石堆墓 公元前 10—前 5 世纪 在石堆墓的外侧用石块规则地砌另一个圆的石圈

9 碎石封土堆墓 公元前 5 世纪前后 一般有一个用沙土和小石块混合堆成的较大的封堆

10 立石墓 公元前 15—5 世纪 矮小的方形石围外侧有较矮的立石

11 长方形石围内的长方形封堆墓 公元前 5 世纪前后
大型长方形石围内有长方形石堆墓，也有类似的大型
石圈内的石堆墓，及有在外石围开个口，类似入口的
遗迹

12 突厥石人墓 公元 6—8 世纪 发现有突厥石人的墓葬

注 释:
①②⑥丛德新、贾伟明: 《切木尔切克墓地及其早期遗存的初

步分析》， 《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③⑦王博、祁小山: 《新疆石人的类型分析》， 《西域研究》

1995 年第 4 期。

④ 柯希巴特当时是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的蒙古族文物

工作者，由于他认真的工作态度使这个石人得以保存至今。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温泉县文物局: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考

古》2013 年第 7 期。

⑧ 郭物: 《欧亚草原东部的考古发现与斯基泰的早期历史文

化》，《考古》2012 年第 4 期。

⑨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城地区文管所: 《温泉县阿日夏特

水库墓群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2 年第 2 期。

⑩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温泉县穹库斯台墓群考古发掘简

报》，《新疆文物》2012 年第 2 期。

瑏瑡 刘思文: 《试论新疆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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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文物出版社

2013 年。

瑏瑣 张中华: 《新疆伊犁河流域史前时期墓葬初步研究》，西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年。

瑏瑤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城地区文管所: 《托里县萨孜村古

墓葬》，《新疆文物》1996 年第 2 期。

瑏瑥瑏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精河县文管所: 《精河县沙尔托海

水库考古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2013 年第 3—4 期 ( 合

刊) 。

瑏瑧 刘思文: 《试论新疆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

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年; 张中华: 《新疆

伊犁河流域史前时期墓葬初步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 2007 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精河县文管所: 《精河县

沙尔托海水库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3 年第 3—4

期 ( 合刊) 。

瑏瑨 刘思文: 《试论新疆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

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年; 张中华: 《新疆

伊犁河流域史前时期墓葬初步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7 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8 年精河县乌什布拉

克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9 年第 2 期; 新疆文物

考古研究所: 《精河县西气东输三线建设考古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2013 年第 2 期。

瑏瑩 任宝磊: 《略论新疆地区突厥石人分布与特征》， 《西域研

究》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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