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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多样性的
形成与发展*

丛德新

■■■■■■■■■■■■■■■■■■■■■■■■■■■■■■■■■■■■■■■■■■

摘 要:新疆青铜时代自公元前 3千纪中期左右逐渐展开，形成了相互关联
的多个重要地区，分别与周边区域发生交流与互动。各区域考古学文化时代不
尽相同，传承有自，构成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包括哈密盆地、吐鲁
番地区、准噶尔盆地、帕米尔高原以及环塔里木盆地等八九个区域，在青铜时代
均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点，同时也保持彼此的交流与交融。仔细探讨各区域考
古学文化特点，以及相邻区域交互影响或渗透、碰撞，是观察新疆青铜时代文化
多样性的重要渠道。本文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入手，梳理各
自主要特点和文化联系与交流的历史事实，力图勾勒不同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发
展的样态和基本特点，探讨新疆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形态、动
因与过程。

关键词:新疆地区 青铜时代 考古学文化 多样性 文化交流及互动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综合研究”
( 19ZDA226) 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背景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新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开始为世人所了解起，
这一地区很快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具吸引力的考古热土，但彼时西方探险家的考察
活动大多是非正规的考古工作，在发现的同时，也对古代遗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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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正规的考古工作逐渐开展起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这些考古遗存开
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渐
成规模，新发现层出不穷，许多空白领域得到填补，并屡屡突破前人的旧说，研究新
论迭出。①

中国考古学者们进行的新疆考古学文化多样性研究工作，尤其是新疆青铜时代
考古学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工作，其内容既涉及对新疆地区史前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的
命名及认识、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也涉及对陶器、青铜器制作以及冶铜业发展阶段
的研究，更涉及对古代环境、人种及 DNA 遗传研究，以及对动物、植物学，文化间互
动，冶金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凡此，可以看作是对新疆地区史前时期( 青铜时代)
历史画卷的多方位、多角度的描述。从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看，已经开始对这一地
区史前生活图景进行了准确摹写。探索之路已经开启，相信不久的将来，研究成果会
越来越令人期待和振奋。

已有的考古成果和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目前新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
化基本面貌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发现。② 虽然在从东疆的吐鲁番故城沟西台地，绵
延至葱岭上的塔什库尔干吉日尕勒等地的广大空间，都有比较重要的石叶—刮削器
采集点的发现，但正如研究者所言，这些遗址的测年工作及地层学上存在的一些问
题，仍然制约着对此类遗存的深入研究。可喜的是，目前的新发现和研究已开始改变
这一状况。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学者们对新疆地区史前文化的定性、命名，以及对多样性考
古文化面貌的认识等，正一步一步深化。③ 这其中，对彩陶的认识是其中最关键的因
素。新疆地区陆续发现的一些彩陶遗存，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对新疆彩陶这一课
题的研究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者们对新疆考古学研究历程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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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
要收获》，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1949—1979) 》，文物出版社 1979年版;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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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文物出版社编: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年版。

参见张川: 《1990—1995 年新疆境内的旧石器调查工作与收获》，《新疆考古发现与研
究》1996年;张川、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 《关于目前旧石器类型学体系中一些问题的探讨和
建立统一分类与命名规则的可能性》，《新疆文物》2003年第 2期。

参见陈戈: 《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 年第 4 期;肖小勇: 《关于
新疆史前研究的讨论》，《西域研究》2004年第 2期;陈戈: 《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新疆青铜时代文
化的讨论》，《中国文物报》1997 年 6 月 1 日;水涛: 《对于新疆早期文化定性问题的基本认识》，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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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影，也是识别新疆史前文化( 青铜时代) 多样化的最初探索。① 研究历程，从开始的
为识别、定性而开展程式化分类的彩陶研究，发展到今天自觉地将其视为考古学地域
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者们跳出了新疆彩陶“西来说”或“东来说”简单定
式的束缚，从更广域的视角来审视新疆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其中
所反映的不同阶段、不同方式的文化交流形式。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变，一方面是受到
了材料、研究角度的推动，同时也深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启示。在诸如对新疆彩陶以及
青铜时代的认识等问题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或许并不是唯一令人关注的话题，透视
研究历程，了解一代代研究者在新疆地区考古学研究道路上的改进过程，也同样值得
关注。

新疆地区发现的比较重要的青铜时代的遗存，范围广阔，不论是在环塔里木盆地
周边，还是在东疆、北疆乃至帕米尔高原上，均有所呈现，内容非常丰富。探讨新疆地
区地域文化的研究文章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颇具深度。陈戈、王炳华、安志敏、水涛、
韩建业、邵会秋、郭物等学者的论著，着眼于全疆范围内的地域文化特点，划分类型、
区域，比定年代，阐述各区域文化的特质乃至探讨各区域间的文化交互关系，取得斐
然成就。②

这些工作对于推动新疆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早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
深入开展，大有裨益。尽管上述学者的结论见仁见智，但大家“不约而同”将目光聚
焦到对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的问题上来，显示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
学文化面貌复杂性的关注，表明这一课题在构建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不断地探讨中，逐渐区分出如哈密及周边地区、吐鲁番盆地及周
边地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区、罗布泊地区、塔里木盆地南缘区、帕米尔高原地区、伊犁
河流域、环准噶尔盆地区等八九个相互关联的区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归纳的
地区，仅是目前材料较多的地区，在时代上也不完全具有共时性，但是业已显示出来
的区域差别和文化联系，已经表明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多样与交互的样态。随
着新材料的出现，对这一分区体系的客观性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还会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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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戈: 《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2 期;王炳华: 《新疆出土的彩
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 4期。

参见王炳华: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4 期;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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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新疆文物》2005年第 1 期;水涛: 《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
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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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喜恩、王炳华: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宿白主编: 《苏秉琦与中国当代考古学》，科学
出版社 2001年版;邵会秋: 《新疆史前时期文化割据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科学出
版社 2018年版;郭物: 《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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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补充与修正。
近年来新疆地区出土的越来越多的古代金属器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这方

面的论述也屡有刊布，新意迭出。梅建军、潜伟和谭宇辰等人对部分地区铜器的检测
分析，揭示了新疆地区锡金铜、含砷铜及含砷元素的青铜器成分的差异及其内在原
因，他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从青铜冶金这个角度所做的研究、论证，探讨了新疆地区
早期冶金发展、与周邻地区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新疆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互动，得
出了更多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①

自 1929年英国人基思( A．Keith) 发表关于出自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墓葬的头
骨资料的研究报告以来，②对于新疆地区的古人类种族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
西方研究者的专属领域。自 1986年开始，韩康信等学者连续对新疆境内出土的古代
居民骨骼资料进行考古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对新疆罗布泊孔雀河下游古
墓沟墓地出土的人骨研究，是其中出色的研究个案之一。③ 古墓沟墓地有两组不同
形式的墓葬，墓葬中没有考古研究者惯常关注的陶器出土。韩康信根据墓葬出土的
人骨资料，归纳认为人骨的特点具有古欧洲人类型特征，进而又区别出与南西伯利亚
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内相似的安德罗诺沃变种类型和阿凡纳羡沃类型。有趣的是，这
两组人骨类型分别与墓地中不同的墓葬类型相对应。在此基础之上，韩康信提出了
古代新疆地区居民的一种迁徙模式，极大的启发了考古学者对这批材料的认识。近
年来，朱泓、崔银秋等学者在大量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人类线粒
体 DNA遗传数据及分子遗传学方法，使得新疆古代居民人种学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
化，这一领域的新成果被陆续发表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④

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也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视
野。通过人类骨骼的化学分析进行古代人群的食性研究，获得古代人群的食谱结构，
从量化的角度进一步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化。

二、时代界定与地理单元的特点

关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时间界定，以往基本在公元前 2 000—1 000 年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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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梅建军: 《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2002 年第 2
期。潜伟: 《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
版。

参见 A． 基思: 《塔里木盆地古墓地出土的头骨》，转引自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
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参见韩康信: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 23－56页。
参见崔银秋: 《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 DNA 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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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新疆周边地区( 西、北、东面) 的青铜时代起始时代皆较早的情形相比较，新疆
地区的同类型遗存显现为时代上的一个“盆地”( 现象) 。这主要是由于新疆地区较
少有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的公元前 2 000 年之前的遗存。通过碳十四测年，结合对
陶器等考古材料与周边文化比较的结果看，新疆地区考古遗存基本上以公元前
2 000年作为一个较早的时代界限，个别地区也存在早于这个阶段的遗存。目前，据
已发表的报告，初步统计新疆地区的碳素测年已近 400个左右，绝对纪年超过公元前
2 000年的数据相对较少。本文暂以公元前 2 000年为讨论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工作上还有空白点的原因。近年来，在伊犁地区的考古发
现，显示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上限已经突破了公元前 2 300年甚至更早。① 相信随着
今后考古工作的深入与测年手段的改进，将来可能有一些变化。

新疆地区公元前 2 000年以降至公元前 1 000年的历史发展阶段，目前有“铜石
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铜器时代”“金属器时代”，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等不同的称
谓。② 其中“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使用较多，“早期铁器时代”的概
念，往往与“青铜时代”在时间上相互重叠，界定的标准更为模糊，而“青铜时代”的称
谓，主要的依据是在工具或武器之中开始使用青铜，同时也兼顾到目前新疆地区古代
遗存测年的实际情况。同时，对新疆考古学文化历史阶段的划分，不能忽视其与周边
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因此学者们认为称其为“青铜时代”能够普遍反映这个
时期遗存整体面貌的时代特征。存在的问题是，对依据的标准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明，
对各主要遗址( 墓地) 内出土的各种金属遗物缺乏准确的量与质的统计，缺少量化的
标准等，这也是今后工作和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疆位于亚洲大陆的北部，地形地貌特点简言之表现为“三山夹两盆”，即北部
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分别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包容其中。
对其仔细划分，还可区分出准噶尔—吐哈盆地、伊犁盆地、塔里木盆地和与其相间的
山带以及山带之间的谷地( 沟谷) 。后一个特点在天山的中部和西部表现得尤其
突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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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布克赛尔县 219 国道松树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
文物》2018年第 1－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新
疆文物》2017年第 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伊犁州文物局等: 《新疆
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线古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 12期;刘汉兴、特尔巴依
尔、王晓丹等: 《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 年第 3
期。

参见羊毅勇: 《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新疆文物》1985 年第 1 期;陈光祖: 《新疆金属时
代》，《新疆文物》1995年第 1期。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编纂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经济地图集》，中国
地图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0－11页。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研 究 2023年第 2期

在整个新疆范围内，天山南北两个大的地理单元的区分最为显著，同时又有相对
较小的地理单元，如哈密、吐鲁番盆地，环塔里木周边绿洲，帕米尔高原以及天山中部
沟通南北的沟谷地带及天山西部山谷等等; 天山横亘中间，自东而西，横跨沙漠、戈
壁，面积广大;南北相对隔绝;绿洲大部则分布在沙漠的边缘，多依河流附近，随河流
摆动。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该地区东西向的交流比较便利，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东西向交
通便利的这一特点更加显著。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在三条地理线上居多，但是
因为遗址的面积相对较小，因此分布的点也呈散点状布局。遗址( 墓葬) 主要的分布
特征是沿绿洲及山前坡( 台) 地分布。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理单元内遗址的
构筑形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别，文化面貌也有各自的特征，显示出各地区间区别的存
在。这种区别的产生可能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遗址( 墓葬) 的内涵主要显示的是
地域间的差别。这种相对独立的单元的存在，是新疆青铜时代多样文化遗存存在的
基础，也是汉通西域时期新疆“城郭之国”“行国”等众多不同特质小国( 集团) 林立
政治格局的深层次背景。

新疆地处古代几个著名的农业和游牧文明之间，是各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
地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新疆内不同的地域也各有表现。从新疆青铜时
代古代文化所显示出的特点也可以看到，高耸的山脉不仅没有阻隔文化的交流和人
群的移动，反而成为文化传播的坐标。古代文化以及人群的流动，正是藉此为桥梁，
在欧亚大陆的深处缓慢地发生着。

三、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区概述

在前述引文中，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区的研究最富成效，但新材料
的出现，使得这一研究仍然具有吸引力。对于区域的划分，除了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
的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考古学文化的自身特点。考古学文化自身特点方面，也要在
重视对陶器组合和其他随葬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遗迹的构造形式、埋葬习俗等内
容的分析加以区分。

目前，依据各区域已知的考古材料，并结合各区域的地理特点，可将新疆地区的
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区分为九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即哈密及周边地区、吐鲁番盆地及
周边地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区、塔里木盆地东缘区( 罗布泊地区) 、塔里木盆地南缘区
( 分为两个区域) 、帕米尔地区、伊犁河谷及周边地区、环准噶尔盆地区。从目前的材
料分析看，各区域内的文化类型并不是单一的结构，但是否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还
需要新的材料不断完善( 也可能存在其他文化类型) 。各区域的青铜时代起始年代
也早晚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各自又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
点。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划出的分区，只局限在我国新疆的区域内，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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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考古学文化区域的范围，还可能跨越了当今的国界。
1．哈密盆地—巴里坤区
这一区域主要以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及其周边为主，包括了巴里坤草原及天山

东端北麓的木垒、奇台，甚至吉木萨尔等地。东部边缘隔河西走廊与甘肃相呼应。现
有的材料显示，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较早年代的特点，在公元前 2 000 年左右或
略早。这一区域的陶器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火烧沟文化的陶器具有较多的相似
性。在该区域中，有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雅林办) 和焉不拉克遗址( 墓地) 为代表的
两类遗存。天山北路墓地主要分布在天山北路林场和雅满苏矿一带，墓葬形制以长
方形土坑竖穴墓和竖穴土坯墓为主。土坯墓在这一时期很少见，在青铜时代之后相
对较多。葬式主要为侧身屈肢葬。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多平底器，器形以各种双耳
罐为大宗，还有单耳罐、筒形罐、壶形器、注形器和盆等;彩陶主要是红底黑彩为主，纹
样以几何纹为主，有菱形纹、三角纹、竖线纹和松叶纹等( 见图 1) 。其他种类的器物
还包括石器、青铜工具及饰件，还有金、银、骨、贝蚌饰件等，其中的青铜器( 生活用具
及武器等) 比较有特点，器类丰富。天山北路遗存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前 2千
纪中叶。① 这一区域其他可以归入此类的墓葬类型还有哈密五堡水库墓地等。

焉不拉克墓地位于哈密市西北三堡乡焉不拉克村。目前在哈密盆地也发现多处
与焉不拉克墓葬同类型的遗迹，如南湾墓地、寒气沟墓地及腐殖酸厂墓地等。发掘者
将其命名为焉不拉克文化。焉不拉克墓地的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或竖穴石室和土坯
二层台为主，已经普遍使用土坯作为建筑材料，实行多人合葬和单人葬，葬式多为屈
肢葬。陶器主要为夹砂红陶和灰黑陶，器形有单耳钵、单耳豆、腹耳壶、单耳杯、单耳
罐、双耳罐、四耳罐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基本是红衣黑彩，彩陶纹饰主要有三角纹、
锯齿纹、水波纹、纵向曲线纹、十字纹等，内彩比较发达。陶器之外，还有铜刀、铜箭
头、镜和牌饰等青铜小件制品，还出现了小件铁器。② 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主要集
中于公元前 1 300—前 500 年之间( 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 。天山东端北麓
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的同期遗址中也有较多与焉不拉克文化相同的因素，显
示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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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浅论》，宿白主编: 《苏秉琦与当代中
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管所: 《新疆哈密寒气沟墓
地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第 9 期; 张成安、常喜恩: 《哈密腐殖酸厂墓地调查》，《新疆文物》
1998年第 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管所: 《新疆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墓地的发掘》，
《考古》2002年第 6期;哈密地区文管所: 《哈密黄田庙儿沟墓地调查》，《新疆文物》1998 年第 1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管所: 《1996 年哈密黄田上庙尔沟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
疆文物》2004年第 2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 《新疆哈密焉不拉
克墓地》，《考古学报》199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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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山北路墓葬出土的陶器与铜器

2．吐鲁番盆地—天山东部山谷区
这一区域包括吐鲁番盆地及天山中部的山间低谷，如阿拉沟、鱼儿沟等。目前发

掘的遗址有鄯善县的苏贝希( 苏巴什) 遗址和墓地、洋海墓地、艾丁湖墓地，托克逊县
的喀格恰克墓地等。天山东部的山谷有乌鲁木齐市的阿拉沟东风厂墓地、鱼儿沟墓
地及南山矿区墓地等遗址。① 目前有学者以苏贝希文化统而称之( 见图 2) 。盆地内
的主要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坑、竖穴洞室墓和竖穴石室等多种形式，地表上一般少
见有标志。陶器基本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单耳罐、单耳钵、单耳杯、筒形杯、壶、
瓮、带扳碗等，彩陶数量较多，以红衣黑彩为主，纹饰包括多种三角纹、涡旋纹、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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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鄯善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
文物》1993 年第 4 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
《新疆文物》1994年第 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新疆鄯善苏贝希遗址及
墓地》，《考古》2002 年第 6 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文物》，《新疆文物》1998
年第 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 《吐鲁番考古新收获—鄯善洋海墓地发掘简
报》，《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 1期;《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的考古新收获》，《考古》2005 年第 5
期。吐鲁番市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 《新疆洋海墓地》，
文物出版社 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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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水波纹、曲线纹、锯齿纹等。铜器则有刀、管銎戈、箭头、带钩，以及牌饰和铜镜等。
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1 200—前 200 年之间。依据现有的材料分
析，天山东部沟谷区的文化面貌与吐鲁番盆地有一定的差别。该地区区域性文化特
点相对显著，研究者据此将吐鲁番地区青铜时代的阶段划分为自商晚至西汉前包括
初始、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四个阶段。①

3．塔里木盆地北缘区
这一区域主要包括天山中部山谷间的焉耆盆地及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中

部地区，以和静县察吾乎沟及附近的多处墓葬群和轮台群巴克墓葬群、拜城的克孜尔
水库墓地为主，已被命名为察吾乎沟口文化( 察吾乎文化) 。墓葬地表有石围、石堆
或土堆标志等几种形式，特征明显;以地表有封土( 石堆) 的土堆墓或石围墓为主，规
模一般较大，底径有二三十米，高约 1. 5 米，在墓葬封土下有大量殉葬坑，坑内埋有
马、羊等，中心墓上有棚木，结构复杂。

石围或土堆之下，有一个或多个墓室墓( 坑) ，部分中心墓室( 墓坑) 周围分别
有埋葬儿童、马、骆驼的小坑。墓室分竖穴石室 ( 以石块砌出墓壁) 和竖穴土坑两
种。土坑墓有小而长的墓道，以多人二次合葬为主，葬式为仰身或侧身屈肢。陶器
以各种带流罐( 器) 最具特色，此外还有单耳罐、双耳罐、单耳杯、盆、钵、壶、釜形罐
等器形。彩陶较发达，基本为红彩和黑彩两种，纹饰图案有三角纹、棋盘格纹、网格
纹、折线纹、回形纹、菱形纹、竖线纹、斜向飘带纹等。铜器则有工具、武器和装饰品
多种。铁器主要为小型器，种类有短剑、刀，其他质地还有骨、石、角等。察吾乎沟
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900—前 500 年间。② 已有学者对察吾乎
沟文化进行了期别的划分，并将和静县察吾乎沟与轮台县群巴克分别界定为不同的
类型( 见图 2)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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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田宁宇: 《新疆吐鲁番地区史前晚期遗存文化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23年，第 207－210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新疆和静
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 6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
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 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新疆轮台群巴克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 11 期;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新疆轮台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
发掘简报》，《考古》1991 年第 8 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吾呼: 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
告》，东方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09－210页。

参见丛德新: 《新疆察吾乎沟文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考
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78－386页。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研 究 2023年第 2期

图 2 洋海墓地和苏贝希墓地征集部分器物
( 右下: 1985年苏贝希)

陶器以带流器为主，墓葬中随葬的陶器器底有烟炱，可见是多为实用器随葬的。
该区域的铜镜非常有特点，目前已知新疆地区铜镜存在两个系统: 一是圆形镜，一是
带柄镜，两类在该区皆有所见。

4．塔里木盆地东缘区( 塔里木河下游)
该区域主要以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周边区域的小河墓地以及孔雀河古墓沟墓地

为代表，在塔里木河中游发现的北方墓地也属于此类遗存。此外，还包括了铁板河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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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轮台群巴克墓葬、遗物图

地和英国人斯坦因以及中瑞科学考察团在罗布泊周边区域的调查材料。① 小河( 五
号) 墓地墓葬使用无底的船形木棺，在木棺头档的外侧竖立不同形状的立木为标志
物。以单人葬为主，仰身直肢。随葬物品有草编小篓、木箭杆、木质人面具以及其他
木器等。孔雀河墓地的墓葬为竖穴沙室，竖穴内有木挡板，部分墓葬在墓穴外围环列
木桩，木桩排列成放射状。葬式也主要是单人葬，仰身直肢。随葬品中未见陶器，较
多木器、骨器和草编器皿及个别玉质和红铜饰品，还有木雕及石质的人像( 见图 4) 。

两处墓葬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其他零星墓葬显示了高度的相似性。小河墓地的
年代最早已达公元前 2 000年，古墓沟墓葬的碳十四测年也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1 800
年前后。这说明此类遗存的年代相对集中。该区域的另一处遗迹铁干里克的测年较
以上两处为晚，但面貌也具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可以归纳为同一类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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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 2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 《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番学研究》
2005年第 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 2003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
第 10期;丛德新: 《新疆罗布泊小河 5号墓地及相关遗存的初步考察》，王仁湘、周裕兴主编: 《东
亚古物( B卷) 》，文物出版社 2007年版，第 8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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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墓地未发现陶器，是用植物编制的篓( 草编篓) 类器作为盛器的( 见图 5) ，
有研究者对盛器内的残留物进行分析后认为，当时人群已经食用粥类食物。① 在墓
地的木桩上发现有青铜工具的痕迹，如凿痕等，但并未发现实物。

图 4 小河 5号墓地 M4墓主及部分随葬品

图 5 小河墓地采集草编篓

5．塔里木盆地南缘东区
该区域主要包括若羌和切末两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边缘。目前发掘

的墓地有扎洪鲁克墓地和加瓦艾日克墓地的部分墓葬。② 这两处墓地的年代下限已

48

①

②

Bergman F．，Archaeological Ｒesearches in Sinkiang，Bokförlags Aktiebolaget Thule，1939．
参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葬 1989 年清理简报》，《新

疆文物》1992年第 2期;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物管理所、且末文化馆: 《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新疆文物》1998年第 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 《新
疆且末加瓦艾日克墓地发掘》，《考古》199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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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元以后，超出了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仅有加瓦艾日克的 M1、M3 及 M5 可以
纳入讨论的范围。三座墓葬的墓室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式为多人合葬，一次葬的葬式
为仰身屈肢，陶器分夹砂红褐陶和灰黑陶，以圜底器为主，器形有带流罐、单耳罐、双
耳罐、钵等( 见图 6) 。年代在公元前 7世纪以后。

图 6 且末县加瓦艾日克 M1墓葬、遗物图

6．塔里木盆地南缘西区
该区域目前主要包括克里雅河下游和尼雅河流域，其中位于昆仑山北侧的于田流

水墓地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墓地。① 墓葬表面有石堆或石围标志，竖穴土坑墓，有合葬和
单人葬;出土的陶器以素面为主，器形有罐类、釜和钵等圜地器，器表装饰主要为戳印
( 刻画) 的几何性纹。铜器主要以铜刀为主，还有镜、斧、矛等。此外还有少量的金饰
件。该墓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左右。地处克里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遗址
附近的墓葬群中编号为 H墓地也是一处比较重要的遗址，公布的陶器皆为采集品，以
夹砂灰褐陶和黑陶为主，陶器有壶、单耳罐、双耳罐、带流罐、盆等( 见图 7) 。②

在克里雅河的尾闾三角洲地区还存在一种与半月形石镰共存的陶器，以夹砂红
褐陶为主，器形以罐、杯为主，多平底器;纹饰主要是刻印纹、凸棱纹和乳突纹。在尼
雅河下游也发现了与此相同的遗存，研究者推测后者的年代在公元前 2 000 年至 1
000年之间，显示了这一区域有可能存在更早遗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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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新疆于田流水青铜时代墓地发掘简报》，《考古》
2016年第 12期。

参见伊弟利斯、张玉忠: 《1993年以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
3期。

参见林玲梅: 《青铜时代晚期( 公元前 15—前 9世纪) 新疆环塔里木盆地与中亚地区的考
古学文化对比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 301－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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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克里雅河下游圆沙 H墓地出土陶器、木器

7．帕米尔高原区
该区域主要指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已发掘的主要遗迹有香宝宝墓地和下

坂地墓葬群，近年来还在该县的吉尔赞卡勒发现了新的遗存。① 香宝宝墓地墓葬以
地表上有圆形石堆和袋装石围两种标记墓为特点，石围分圆形、方形、长方形。墓坑
均为竖穴，埋葬方式以侧身屈肢葬较多见，类型有火葬、一次葬、多人二次葬等形式。
陶器为加沙粗红褐陶，素面。器形简单，以圜地器为主，有釜、罐、钵等，其他还有铜箭
头、耳环、铜饰件和铁刀等。碳十四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 800—前 500 年左右。下
坂地墓葬群分编号为 AⅠ—AⅥ，BⅠ—BⅦ。其中编号为 AⅡ的墓地发掘了 118 座
墓葬，地表上有石堆、石围石堆和石棺等标志;葬俗以一次葬为主，葬式有仰身直肢，
仰身屈肢，俯身屈肢等。随葬品中以陶器、铜器、木器为主。陶器的器型有缸形器、
罐、碗、杯、钵等;铜器以装饰品为主，有喇叭形状耳环、戒指、铜泡、铜珠等。此外，下
坂地墓地出土了较多的木器，包括了钵、杯、碗、罐、案和勺。下坂地墓葬最早的年代
达到公元前 2千纪后半叶，香宝宝墓地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七八百年( 见图 8)

8．伊犁河谷及周边地区
本区主要包括了伊犁河及特克斯河流域的新源、昭苏、察布查尔和尼勒克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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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 年第 2 期;郭建
国: 《塔什库尔干下坂地水库区文物调查》，《新疆文物》2002 年第 3、4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塔什库尔干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4 年第 3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塔
什库尔干下坂地墓地 2004年度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第 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新疆工作队: 《塔什库尔干县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12 期;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 《新疆下坂地墓地》，文物出版社 2012年版，第 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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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帕米尔高原区墓葬、遗物图

这一地区古代遗迹丰富，从青铜时代至公元前 500的铁器时代，都有遗存发现。从目
前的材料分析，至少有两大主要阶段和遗存，即以吉仁台沟口类似安德罗诺沃文化遗
存和公元前 7 世纪前后石堆墓等为代表，前者也包括了温泉河流域的部分遗存。①

后者主要包含了两类遗存，即以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察布查尔的索墩布拉克墓
地、新源的铁木里克墓地为代表的一类遗存( 见图 9) 和以昭苏的大型土墩墓为代表
的遗存。已有研究者依据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将一、二类的遗存比定为古代塞
克和乌孙的墓葬。② 穷科克与索墩布拉克墓地的墓葬形制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大都
具有封土堆，封土堆的边缘处有石圈，墓室分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两类，葬式以单人
仰身直肢葬为主，二次葬较少。陶器皆为夹砂红陶，器形有钵、壶、单耳罐等，均为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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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永强、袁晓、阮秋荣: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 2015～2018 年考古收获及认
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 1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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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张玉忠: 《伊犁河谷土墩墓的发现与研究》，《新疆文物》198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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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器;彩陶有红衣黑彩或浅色与红色相间，以三角纹为主。①

土墩墓均以巨型封土为标志，封土下一般有 1—4个墓室，墓室为竖穴土坑，内有
不同规模的木椁、木棺或木质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陶器有壶、罐、钵、盘、单耳杯、
烛台等，有部分彩陶。此外还有铁器、金器等;在发现的遗存中，第一类遗存的年代集
中在公元前 500—前 300年前后;第二类遗存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3世纪左右。但新
近发表的穷科克的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 1000年左右，研究者注意到了它与索墩布拉
克的差别。②这种差别，很可能是时间上早晚的区别，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总体联系
紧密。

该地区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偏洞室，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强的独特性。

图 9 伊犁河谷区晚段墓葬与遗物

9．环准噶尔盆地区
本区范围内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材料公布，其中以阿勒泰的切木尔齐克墓葬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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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葬》，《考古》1999 年第 8
期;吕恩国: 《昭苏县喀拉苏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2 年 1、2 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2 年第 3、4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县喀拉苏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8 年第 3、4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伊
犁恰甫其海水利枢纽工程南岸干渠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 年第 1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
究所: 《特克斯县恰甫其海 A区 XV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 年 4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
究所: 《特克斯县恰甫其海 A区 X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第 1期。

参见林玲梅: 《青铜时代晚期( 公元前 15—前 9世纪) 新疆环塔里木盆地与中亚地区的考
古学文化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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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地表用石块垒砌出墓葬的分布区( 院) ，在同一分布区内排列数座墓葬。墓葬多
为竖穴石棺墓，有的墓前立有条形石标志。葬式为单人侧身屈肢，还包括附身葬和二
次葬。陶器类以尖底橄榄形罐最具特点。此外还见有平底罐和豆形器。纹饰有压印
的鳞纹、蓖纹、点纹和几何纹。此外，石质容器也是该类遗存的一个显著特征，器形有
罐、钵，小杯以及灯形器( 烛台) 。这个墓地最早的一类遗存，其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
2 000年甚至更早。

在环准噶尔盆地的西端和东端，近年来都有新遗迹被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
明，除切木尔切克类型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史前文化遗存。

四、讨论

上述九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既有文化性质的差别，也存在时间上的不同，但从现
有的材料分析，各区域之间无论是墓葬形制抑或出土器物都存在若干的相关性，可以
滤出一条大致的发展脉络。

在新疆东部的两个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区域，哈密盆地及周边地区和吐鲁番及周
边地区的诸遗迹中，以哈密的天山北路墓葬的年代较早，最早的遗存进入了公元前 2
千纪初期或更早。

对天山北路墓葬性质的认识，有的学者将其归入焉不拉克文化的范畴之内。就
目前所见的材料而言，天山北路墓地的器物群及彩陶的图案特征都与后者有较大的
差异，它的代表性器物，如双耳罐( 包括彩陶和素面两类) 均与焉不拉克墓葬出土的
器物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其东部河西走廊地区四坝文化同类器相近，映射出了两地考
古学文化间的密切联系。四坝文化源自河西走廊地区，其年代约在公元前 2 000—
1 600年间，因此，可以大致将天山北路墓葬的年代比定于此。天山北路墓葬的部分
陶器显示了新疆东部地区至迟在公元前 2千纪初即与河西走廊地区发生了文化间的
交流。

焉不拉克文化在整体年代上晚于天山北路，主要器物种类、组合，彩陶图案等均
与前者有较大的差异，焉不拉克出土的壶、豆，在器形和彩陶图案上都显示其另有渊
源，并非承自本地区的天山北路墓地中的原有因素。至于焉不拉克墓葬中所保持的
前者的墓葬形制、葬式及部分陶器纹饰等重要因素，似乎暗示两者在时间上有前后衔
接或部分重合的可能。

这一地区的墓葬形制———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从天山北路延续至焉布拉克再至
吐鲁番盆地内诸遗址，具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甚至可能对天山南麓察吾乎沟文化
分布区内的遗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年对哈密一带的铜器分析研究显示，铜器群中锡青铜的普遍使用构成了该地
区冶金的重要特征，结合部分陶器的形态，研究者进而推断其与欧亚北方草原发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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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可能性。但是，哈密一带主要陶器特征的演化，显示了其受到东部，即河西走廊
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持续影响的轨迹，并对其后的吐鲁番盆地内诸遗址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因此，哈密一带文化因素的形成，可能显示了比较复杂的发展过程。来自河
西走廊地区甚至河湟地区的彩陶因素，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即开始了漫长的西向传播
和落地的过程，在新疆东部哈密一带最早显示了这种传播、落地的样态，并渐次向周
边辐射。

吐鲁番盆地的诸遗址无论从器形还是装饰纹样都显示出了较多的一致性，虽然
其部分因素显然承自哈密的焉不拉克文化，但其整体面貌仍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该
地区对彩陶因素的吸收，则加入了更多的地方特点，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延续了
比较长的时间段。

阿拉沟东口墓葬中的竖穴木椁墓出土的金器( 金箔饰件) 、铜质方座承兽盘等，
显示其与伊犁河谷地区乃至欧亚草原地带公元前七八世纪的斯基泰遗存同类器物有
相似的成分。同时，其墓葬构筑方式独具特色，与苏联地区阿勒泰巴则雷克墓葬的结
构具有较多的相似性。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起始于公元前 1 000 年左右，但其整
体的文化因素似乎主要集中于公元前 6世纪—前 200年之间。

塔里木盆地东缘区( 包括塔里木河中游) 的小河( 五号) 墓地、北方墓地、古墓沟
及铁板河的无陶遗存，起始年代较早( 公元前 2 000 年前甚至更早) ，其葬俗、埋葬制
度等文化特征保持了较独特的遗传特点，与周围区域内的同时期文化遗存有明显的
差别，表示该类遗存其来有自。该类遗存在塔里木河下游零星存在的时间直至公元
前 700年左右( 铁板河墓地) 。已有研究者根据地表立木的特征，推测塔里木盆地北
缘的群巴克的墓葬形制可能与小河墓地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是其余续之一。① 但是，
从两处地表立木的内涵看，性质截然不同，因此仅就地表立木这个现象恐怕难以将这
两处的遗存视为同质的类型。

塔里木盆地北缘区的察吾乎( 沟口) 文化材料公布最为完整，因而研究也较深
入。该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带流罐在新疆地区出现最早，有清晰的演变序列，对
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各遗址影响也较为广泛和长久。察吾乎沟文化目前划分为察吾乎
沟( 口) 类型、群巴克类型和克孜尔类型。作为察吾乎沟文化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
物———带流器，从早到晚在各个时间段( 墓地) 内，均有与之相对应的陶器作为演化
的参照，构成了最具特色的陶器组合的代表性器物。带流器皿的功用推测应该与流
动性频繁及相应的生活习俗有关，所以，在广义的中亚、西亚腹地也可以看到相似的
器类，应该是共同生活习俗的反映。察吾乎沟口的几处墓地出土的带流罐种类丰富，
彩陶也相对繁复，其中呈现斜向飘带式条状彩带图案，尤其具有特色。这种极富特点
的器型、彩陶图案及构图特点，目前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遗存中难以见到更早的遗

09

① 参见陈光祖: 《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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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具有较强烈地域色彩，视为本地起源也未尝不可。
该地区的墓葬形制以地表呈现石堆、石围或石堆与石围结合，竖穴石室或土扩墓

室为主要特色。但是，如前所述，在这一地区也见有哈密 /吐鲁番一带的主流墓葬形
式，即地表不见封土堆，墓室为土坑竖穴墓式样，随葬物品却保持了典型的察吾乎沟
文化特点( 上户乡墓地) 的现象，应该视为东部因素影响的结果。对于察吾乎沟文化
墓葬中习见的地表呈石堆或是石围的封土形式，有研究者将其视为早期斯基泰墓葬
的特色之一，并依据察吾乎沟文化的年代上限已经处于公元前第一千纪初的情况，由
此提出“早期斯基泰文化”的概念。察吾乎沟文化分布区中的封土石堆，石室竖穴的
墓葬形制，客观上说，与新疆境内伊犁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墓葬形制具有一定
的关联性，察吾乎沟文化延续的时间将近五六百年或更长，因此，在墓葬形制上吸收
相邻地区的因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塔里木盆地南缘区加瓦艾日克墓地和西区圆沙 H 墓地与扎洪鲁克墓地等遗存
有一定的差别。出现的包含有察吾乎沟文化因素的遗存，目前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察
吾乎文化的另一类地方类型。但这些遗存不论从埋葬形态，还是从器形和装饰特征
所显示出来的整体面貌来看，均晚于察吾乎文化。上述两区出现的察吾乎文化的因
素应该视为是其传播和影响的结果。

近年来对帕米尔高原区的材料认识逐渐深化，下坂地 AⅡ墓地的葬式及出土器
物的特点，与近年发掘的伊犁吉仁台沟口遗址和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同类器较
为相近，显示出较为密切的联系。① 香宝宝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其葬俗显示与塔里木
盆地诸遗存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与帕米尔西部的中亚也有往来。关于这类遗存的总
体特征，目前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与伊犁河下游区同类遗存比较接近，与上述其他区域
的差别较为明显，显示出较强的地域性，在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时间段中处于较晚
的阶段。

准噶尔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不断发现的遗存，将会深化新疆的考古学分期研究。
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了更多与中亚七河流域古代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
的特点，显示了该区域作为沟通南北广阔区域的桥梁作用。

五、思考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研究，体现了多样性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融合过
程，对于加深了解青铜时代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样态具有积极意义。对新疆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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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丛德新、贾伟明: 《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类”遗存的讨论———以新疆博尔塔拉河
流域阿敦乔鲁遗址为基点》，肖小勇主编: 《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19版，第 3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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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注重考古学多样性研究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还应重点关注以下
问题。

一是关注环塔里木盆地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环塔里木盆地应该视为一个关联紧
密的文化单元，探索其共性因素进而对该区域内诸考古文化及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和
了解，是新疆早期考古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目前，对塔里木盆地边缘区域的考古学
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探索仍处于起始阶段。同时，对环塔里木盆地周边其他区域的进
一步探索，建立区分不同类型的统一标准的相关研究也仍然有待深入。相信随着对
环塔里木盆地周边诸遗存认识的深化，将会对理解中国古代典籍如《史记》《汉书》中
对西域诸国的记载，了解史前新疆地区的基本面貌，进一步提供可靠的背景资料。

二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研究。新疆地处中西文化交流
要冲，对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诠释“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及具体
内涵等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汉代及其以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
已取得丰富成果，与之相比，汉以前上溯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间的中西文化交流方方
面面的研究尚显薄弱。伴随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将会极大地推动“丝
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事实上，“丝绸之路”的产生是之前
几千年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作者丛德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边
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101〕

( 责任编辑:张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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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Diversity of Bronze
Age in Xinjiang

CONG De-x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73)
Abstract: The Bronze Age of Xinjiang begins to unfold around the 3rd millennium

BC， and it gives rise to several interconnected important regions， all of which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surrounding regions respectively． These regions have
different period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different origins; together they create a
unique view of Bronze Age culture in Xinjiang． In the Bronze Age，around eight to nine
regions，including Hami basin，Turpan area，Junggar basin，Pamir plateau，and rim of
the Tarim basin，all fostered their unique culture features，as well as kept exchanging and
blending with each other． To probe into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features of these regions
in-depth，and to explore how adjacent regions influence，intertwin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is one crucial channel for us to observ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Bronze Age in
Xinjiang． Starting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partition of Bronze Age culture in
Xinjiang area，this article will，1) comb through their respective features，and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ir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exchange，2 ) depict the patter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and 3) explore
the basic form，motivation，and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diversity of Bronze Age in Xinjiang．

Keywords: Xinjiang; Bronze Ag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diversity;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Origin，Exchange，and Interaction of Xiaohe Culture in
Tarim Basin
LI Wen-ying ( Cultural Ｒelics and Archaeology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Ｒegion) ( 93)
Abstract: Xiaohe culture is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with distinct features that

emerges during the Bronze Age in middle and eastern Tarim basin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period study on Xiaohe culture，and by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new findings of
ancient DNA research on human remains of Xiaohe culture，as well as findings and
researches on Anthropolithic remains in Tarim basin，the main body of Xiaohe culture and
Xiaohe people has a local origin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whose human genetic lineage is
the hybrid of Ancient North Eurasia ( ANE) and Ancient East Asia ( AEA) ． As Xia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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