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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上 ， 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外 ， 对于奢侈品 的消费与追求同样

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 珠饰作为 日 常生活中最受人们喜爱的装饰品之一 ， 在社会进步 、 工

艺水平提高和人们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 也逐渐发展出不同的材质 、 形态和装饰工

艺 ， 夹金箔层玻璃珠便是其中 比较特殊的一类 。 此类玻璃珠是将金箔嵌入玻璃层中的人

工制品 ， 在珠体不受损的情况下 ， 能够保证玻璃珠永不褪色 ， 极具观赏性 ， 备受人们青

睐 。 本文以 内蒙古地区 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为研究对象 ， 在梳理相关发现和 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 ， 拟对其流行年代 、 主要特征和输入路线等问题进行探讨 。 不当之处 ， 敬祈方

家指正 。

一

、 发现与研究概况

目 前我 国考古 出 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比较少见 ， 仅在新疆 、 青海 、 内 蒙古 、 河

北 、 浙江和湖南等地有少量发现
［

１
］

。 由于以往的简报或是并未提及此类玻璃珠 ， 或是

将其笼统地归为珠饰一类 ， 致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 内蒙古地区未见有关夹金箔层玻璃

珠的报道 。 直到 ２００５年张平提到在完工墓地Ｍ２中 出土２颗包金箔玻璃珠 ， 才首次确认了

在呼伦贝 尔地区发现此类玻璃珠 ， 惜未见实物照片
［
２

］

。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年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和呼伦贝 尔民族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发掘了满洲里市扎赉诺尔

区蘑菇山墓地 ， 共清理墓葬 １ ２座 ， 出土陶器 、 金器 、 铜器 、 铁器 、 漆器 、 骨器和各类珠

饰等遗物 。 其中Ｍ ｌ 出土的玻璃珠中有 ６颗
“

呈扁 圆形 ， 为 白色透明泛 出 内部敷贴的金黄

色 ， 中部穿孔
” ［

３
］

， 似符合夹金箔层玻璃珠的特征 。
２０ １ ４年 ， 崔剑锋经过成分检测 ，

识别 出蘑菇山墓地出土的２颗玻璃珠属于夹金 （ 银 ） 玻璃珠 ， 这是首次通过科技手段确

认了 内蒙古地区 出土有此类玻璃珠
［
４

］

。 随后 《 呼伦贝 尔 民族文物考古大系 ？ 扎赉诺尔

区卷 》
一书公布 了扎赉诺尔墓地和蘑菇 山墓地 出 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照片 （ 图一 ，

１￣ ４ ）
［
５

］

， 稍晚出版的 《呼伦贝尔 民族文物考古大系 ？ 额尔古纳市卷 》 更是首次披露

了拉布达林墓地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照片 （ 图
一

，
５ ） ， 进一步丰富了呼伦贝尔地区

的夹金箔层玻璃珠材料
［
６

］

。 以上仅是出土地点明确 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 不排除还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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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１ ． 扎赉诺尔墓地出土２
－

４ ． 蘑菇山墓地出土 （ Ｍ ｌ 、 Ｍ ８ 、 Ｍ ９ ）５ ． 拉布达林墓地出土６ ． 陈武沟Ｍ １ ０出土

他未见报道的相关材料 。

上述夹金箔层玻璃珠集中 出土于呼伦 贝 尔地区 ， 那么 内蒙古其他地区有无同类遗

物呢 ？ 笔者在搜集博士论文资料的过程中 留意到 ２０ １ ０年发掘的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陈武沟

鲜卑墓地 ， 其中Ｍ １ ０为竖穴土坑墓 ， 墓 口处以石块封堵 。 木棺已朽 ， 葬式为单人仰身直

肢葬 。 该墓 内随葬的一件串饰 （ Ｍ １ ０ ：６ ） 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 其由若干颗珠饰串连而

成 ， 珠饰形状多样 ， 包括扁 圆形 、 圆柱形等 ， 部分为两颗或多颗粘连在一起
［
７

］

。 发掘

简报称珠饰均为鮮类制品 ， 按照笔者的理解 ， 蚌类制 品指的是 以蚌类这种软体动物的外

壳制作而成的各种工具或饰品等 ， 而以蛘壳的厚度 、 形状和表面纹理 ， 很显然并不能制

作 出类似Ｍ １ ０ ：６这样的珠饰 。 即便把珍珠也纳入蚌类制 品 的范围 内 ， 在不考虑形状 、

颜色等前提下 ， 仅是将两颗珍珠连在一起就是前所未见的情形 。 因此可 以排除该串珠饰

为畔类制品的可能 ， 对于其是何材质 ， 笔者更倾向于玻璃 。 从 《 乌兰察布文化遗产 》
一

书所公布的更清晰的彩色照片来看 ， 大部分珠饰表面呈金黄色或暗红色 ， 有的表层 已

经破裂 ， 断 口 比较齐整 ， 露 出银色 内里 ， 有的甚至能够看到表层与银色 内里之间 的缝

隙
［
８

］

。 中 间的缝隙说明 内外两层结合得不够紧密 ， 而光滑 、 平整的 内里 同样表明珠体

应是双层结构 。 因为如果是单层结构的话 ， 珠体破裂时因各部分受力不均应呈现出 凹凸

不平 、 棱角分明 的状态 ， 而非这般光滑平整 。 另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 串珠饰 中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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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两颗 ， 它们表面颜色一致 ， 均呈金黄色 ， 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右侧那颗表面隐约

可见数道细微 、 平直的横向纹理 ， 同时金黄色已部分脱落 ， 这层颜色显然是人为添加的

表层装饰 ， 而非珠饰本身的颜色 （ 图
一

， ６ ）
［
９

］

。 这两颗珠饰在质地 、 造型和表层颜色

等方面与呼伦贝尔地区 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十分相似 ， 所以笔者认为陈武沟Ｍ １ ０ ：６

中的这两颗珠饰实际上就是夹金箔层玻璃珠
：

１ °

。 作为对比 ， 笔者找到 了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串 出土于埃及的夹金属层玻璃珠 （ 馆藏编号 １ ０ ． １ ３ ０ ． ３ ２ ２ ７） ， 年代为

公元前２世纪至公元２世纪。 玻璃珠表面颜色以银 白 色为主 ， 部分珠体已经破裂
［

１ １
］

（ 图

二 ） 。 以底部放大的 ４颗为例 ， 其破裂后的状态与陈武沟Ｍ １ ０ ：６ 中 的破损珠饰完全相

同 ， 这也印证了笔者认为后者属于双层玻璃珠的观点 。 此外 ， 在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

鲜卑墓地出土的 ８ ３颗玻璃珠中 ， 有 ３ ８颗表层呈珍珠光泽 ， 其中部分内胎为浅青色或浅黄

色 ，

“

表面所见珍珠光泽均 由 内胎与外层之间 的特殊处理而形成 ， 而且经过二次焙烧

后 ， 形成珍珠光泽的反光层依附于外层的 内侧
” ［

１ ２
］

。 由于未经成分检测 ， 且公布的照

片 比较模糊 ， 无法对这些玻璃珠形成有效认知 ，
不过内胎和外层的双层结构以及浅黄色

内胎等相关描述均与夹金箔层玻璃珠的特征类似 ， 因此不排除七郎山鲜卑墓地也出土有

夹金箔层玻璃珠 ， 期待以后能够对这批玻璃珠进行成分检测 。

国外关于夹金箔层玻璃珠 的研究起步较早 ， 相关研究表明此类玻璃珠最早 出 现

于古埃及 的托勒密王朝时期 ， 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 （ Ｐ ｅ ｔ ｒ ｉ ｅＭ ｕ ｓ ｅｕｍ

ｏ ｆＥ ｇ ｙ ｐ ｔ ｉ ａ ｎＡ ｒ ｃ ｈ ａ ｅ ｏ ｌ ｏ ｇ ｙ） 藏有罗 马 时期撒夫特荷那 出 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 图

三 ）

［
１ ３

］

。 考古发现的制作作坊遗址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罗德岛 ， 年代在公元前 ３世纪 以

后 。 随后此类珠饰 自 地 中海开始北上传播至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 ， 并在罗 马帝国时期

传至南俄罗斯地区 。 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 ， 制作技法也不断进步 ， 由希腊化时代的手

工逐件制造发展到罗 马时期开始采用拉管技术 ， 可根据 自 身需求进行切割 。 除了地 中

海沿岸地区外 ， 印度也是夹金箔层玻璃珠的重要产地 ＝ 有学者认为随葬夹金箔层玻璃珠

是为 了获得某种魔法 ， 或代表死者 的财富

和地位
［

１ ４
］

。 日 本学者谷一 尚 曾 对夹金箱

层玻璃珠的制作工艺进行研究 ， 请人开展

了复原实验 ， 并且获得了成功
［

１ ５
１

。

国 内 的研究者首推夏鼐 ， 他对伦敦

大学学院收藏的
“

皮特里收集 品
”

中 的埃

及珠饰重新进行登记和分类 ， 探讨 了制作

技术并完成了断代和编年研究 ， 这些珠饰

中就包括夹金箔层玻璃珠 （ 夏鼐统称为贴

金 、 贴银玻璃珠 ）

：
１ ６ ］

。 安家瑶则首次以

专题论文的形式将夹金箔层玻璃珠带入 国

图二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夹金属层玻璃珠 内大众的视野 ， 她介绍 了 日 本和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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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５
？

８厘米
ｊ

１ ． 撒夫特荷那 ７９６Ｓ号墓 出土２ ． 撒夫特荷那 ５２９ （ 丨 ） 号墓出土３ ． 撒夫特荷那 ５ ２９ （ ２  ） 号墓 出土

夹金箱层玻璃珠的发现情况 ， 并将河北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

珠的年代推定为北宋时期
［

１ ７
］

。 张平梳理了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 出土的古代玻璃 ， 涉及

了夹金箔层玻璃珠的 出土情况
［

１ ８
］

。 林怡娴对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进行

了成分检测 ， 结果显示为植物灰型钠钙玻璃 ， 她通过数理统计分析认为其产地可能为中

亚地区
ｈ ９

］

。 崔剑锋经过检测分析 ， 认为蘑菇山墓地出 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可能来源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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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 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 ， 并指 出汉晋时期的呼伦贝尔地区 已经成为草原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
［
２ ° ］

。 赵德云根据掌握的材料认为以夹金箔玻璃装饰贵重物品 的做法可

早至公元前４世纪中期 ， 目前我 国境内 出土的明确为西周至汉晋时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只见于青海上孙家寨Ｍ２３ 。 其成分与印度玻璃接近 ， 应是从印度输人的 ， 同时考虑到墓

地的族属 ， 不排除夹金箔层玻璃珠先传入草原地带的匈奴部落后再南下到青海地区的

可能
［
２ １

］

。 潘玲等从蘑菇山墓地和扎赉诺尔墓地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入手 ， 结合俄罗

斯和蒙古国出土的同类珠饰的相关情况 ， 推断呼伦贝 尔地区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是由

米努辛斯克盆地输人的
［
２ ２

：

。 王栋等对采集于营盘墓地Ｍ ７的 ３颗夹金属箔层玻璃珠进行

了成分检测分析 ， 结果显示均属于钠钙玻璃系统 ， 以植物灰做助熔剂 ， 通过拉制技术制

作而成 ， 特征与印 巴地区接近 ， 很可能来源于印巴地区 。 同时还探讨了使用未经提纯的

金银矿或向黄金中掺杂 白银等降低生产夹金箔层玻璃珠成本的行为 ， 以及用
“

假夹金玻

璃珠
”

充当替代品的现象
［
２ ３

 ］

。

内蒙古地区 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以扁 圆形为主 ， 中间钻孔 ， 规格不一 。 从广义

上来讲 ， 夹金箱层玻璃珠属于装金玻璃珠 （ ｇ ｉ ｌ ｔ
ｇ

ｌａｓ ｓｂｅａｄｓ ） 中 的
一类 。 根据英国珠饰

研究者培克 （ Ｈ ．Ｃ ．Ｂ ｅｃｋ ） 的定义 ， 装金玻璃珠可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是在两层

玻璃中夹一层金箔 ； 第二种类型是将金箔装饰于珠体表面 ； 第三种类型是将表面镀金的

金属珠置于空心玻璃珠内
［
２４ ］

。 这三类玻璃珠在我国均有发现。 内蒙古地区 出土的夹金

箔层玻璃珠呈现出两种状态 ： 第一种如拉布达林墓地出土者 ， 珠体表层呈透明状 ， 可直

接观察到内层的金箔 ，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装金玻璃珠 ， 即典型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 第二

种如扎赉诺尔墓地 、 蘑菇山墓地和陈武沟Ｍ １ ０出土者 ， 表面呈金黄色 ， 这应是在珠体表

面包裹金箔 （ 或涂金 ） 的结果 。 以扎赉诺尔墓地出土者为例 ， 在本体未破裂的情况下 ，

其表面的金黄色有所磨损 ， 依稀可见内层的黄色金箔 ， 显然是在珠体内层和外表均装饰

金箔的结果 ， 将培克所定义的第一种 、 第二种类型装金玻璃珠的装饰工艺有机结合了起

来 。 玻璃珠两端的穿孔处附近有 比较粗糙的茬 口
， 应是在半熔状态下截断后而未进行进

一步处理所留下来的痕迹 。 同时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第二种类型夹金箔层玻璃珠表面有

一道道与穿孔方向平行的纹理 ， 如蘑菇山Ｍ ８出土玻璃珠 ， 与 日 本学者谷一 尚复原的采

用套管法工艺制作的夹金箔层玻璃珠的特征一致 。 此外拉布达林墓地出土的 ３颗夹金箔

层玻璃珠尚有未解之处 ， 即现在无法确认其现存状态是表层金箔完全脱落后的结果 ， 还

是这就是其初始形态 。 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仔细观察实物或进行残留物分析才能解决 。

目前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均 出土于墓葬内 ， 时代早晚有别 。 尽管未

出土纪年遗物 ， 不过随着近年来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 ， 尤其是学界对呼伦贝 尔地区两

汉时期墓葬 （ 主要是早期鲜卑墓葬 ） 的分期断代逐步细化 ， 年代框架也 日 趋完善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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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最新研究成果 ， 内蒙古地区 出土夹金箔层玻璃珠的各墓葬的年代大体如下 ： 完工墓

地的年代应在西汉 中晚期
［
２ ５

］

。 扎赉诺尔墓地的延续时间较长 ， 从西汉早期晚段一直

延续到十六 国早期 ， 其中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处于繁荣时期 ， 也是鲜卑文化特征形成

时期 。 谭文妤根据部分具有年代标识的器物以及
１ ４

（：测年数据 ， 将拉布达林墓地 ５座

墓葬的年代判定为西汉晚期至曹魏时期 。 随后潘玲与其撰文指出
“

拉布达林墓地的主

体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 ［

２ ７
］

。 潘玲等从蘑菇山墓地出 土的随葬器物入手 ， 通过

对比分析 ， 逐一确定了 １ １座墓葬的年代 ， 其中 出 土夹金箔层玻璃珠的Ｍ ｌ
、
Ｍ ８和Ｍ ９的

年代分别为西汉时期 、 西汉早中期 以及新莽至东汉前期
２ ８

］

。 陈武沟墓地的发掘者认为

该墓地的年代与七郎 山墓地相近 ， 后者时代在北魏定都平城前后 ， 所 以前者的年代应

在北魏定都平城之前 。 陈武沟墓地Ｍ １ ０出土的金项饰 比较有特点 （ 图 四 ，
１ ） ， 有

研究者对同类型器物进行过专题研究
［
３ °

］

， 国 内 与之形制相近的遗物在大同南郊Ｍ ２ ０ ８

北魏墓和锡林郭勒盟正镶 白旗伊和淖尔 Ｍ ６有 出土 （ 图 四 ，
２ 、 ３ ）

［ ３ １
］

。 大同南郊北魏

墓群的发掘者根据陶器等因素分析 ， 认为大同南郊Ｍ ２ ０ ８属于该墓群的第三段 ， 年代约

为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之后 （ ４３ ９年 ） 至太和初年
［
３ ２ ］

。 伊和淖尔Ｍ ６的发掘资料尚未正

式发表 ， 不过从墓葬形制等方面来看 ， 该墓地 ５座北魏墓的年代应大体相近 ， 其 中 Ｍ ｌ

和Ｍ ２的年代分别为 ５世纪晚期 和 ５世纪中后期
［
３ ３

］

。 此外 ， 在俄罗斯外 贝 加尔地区和蒙

古国后杭爱省和 日 门塔拉城址 ＩＡ －Ｍ １
、 温都尔乌兰Ｍ ｌ也出土有类似的金属项饰 （ 图 四 ，

４ ￣ ７ ） ， 其中和 日 门塔拉城址 ＩＡ －Ｍ ＭＶ
４

Ｃ测年数据主要集中在５世纪中叶或稍偏后
：
３ ４

］

，

亦可提供断代参考 。 上述 出 土金属项饰的墓葬 的年代多为 ５世纪 中 晚期 ， 那么陈武沟

Ｍ １ ０的年代应与之大体相当 ， 即北魏中期 。

综合来看 ， 可将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分为早晚两期 ： 早期为西汉早

中期至东汉前期 ， 集中于呼伦 贝 尔地区 ， 数量相对较多 ， 既是初始期也是繁荣期 ： 晚期

图 四 金属项饰

１ ． 陈武沟Ｍ １ ０出土２ ． 大同南郊Ｍ２０ ８出土３ ． 伊和淖尔Ｍ ６出土４ 、 ５ ． 俄罗斯外 贝 加尔地区出土６ ． 蒙古国后杭

爱省和 日 门塔拉城址 ＩＡ －Ｍ １ 出土７ ． 蒙古国后杭爱省温都尔乌兰Ｍ １ 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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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魏中期 ， 目前仅见于陈武沟Ｍ １ ０
，
两期之间的魏晋时期处于完全空 白状态 ， 在此之

后内蒙古地区也未发现夹金箔层玻璃珠 （ 表一 ） 。 可见内蒙古地区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存

续时间较短 ， 整个发展历程与鲜卑族群的迁徙基本同步 。 那么这种来 自域外的舶来品又

是如何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呢 ？

表一 内蒙古地区出土夹金箔层玻璃珠情况一览表

墓葬名称 地点 时代 数量 ／颗

完工Ｍ２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 西汉中晚期 ２

扎赉诺尔墓地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 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１

蘑燕山Ｍ ｌ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 西汉时期 ４

蘑菇山Ｍ ８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 西汉早中期 １ ２

蘑菇山Ｍ ９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 区 新莽至东汉前期 ３

拉布达林墓地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 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３

陈武沟Ｍ １ ０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北魏中期 不明

注 ： 表中的数量一栏除完工墓地外均指公布照片的夹金箔层玻璃珠数量 ， 蘑菇山墓地Ｍ ｌ所谓出土６颗夹金箔层

玻璃珠 ， 从照片中 只能辨认出 ４颗 ， 此处 以 ４颗计算 。 另外不排除个别墓地有未公布照片 的情况 ， 所以表中数量可

能与实际数量有偏差

三 、 来源与输入路径

珠饰本身因其轻便易携带的特征 ， 具有极强的流动性 。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知 ， 夹

金箔层玻璃珠并非我国所产 ， 最早起源于公元前３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 同时蘑菇山

墓地出土标本的检测结果也证实了呼伦贝 尔地区发现的此类玻璃珠来 自古罗马帝国 。 接

下来试对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的输人路径作一简要分析 。

关于呼伦贝 尔地区 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的输人路径 ， 崔剑锋已经指出是通过草

原丝绸之路传入的 ， 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 但并没有展开说明
［
３ ５

］

。 潘玲等补充了俄

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扎纳门卡村 （ ｔｈｅ Ｖ ｉ ｌ ｌａｇｅ ｏｆＺｎａｍｅｎｋａ ） 墓葬 （ 图五 ，
２ ）

［
３ ６

］

、 蒙

古国科布多省索姆布尊波尔齐尔 （ Ｓｈｏｍｂｕｕｚｙｎ ｂｅ ｌｃｈ ｉ ｒ ） 墓地Ｍ２０（ 图五 ，
４ ） 和库苏古

尔省努赫金阿姆 （ Ｎｕｋｈｔｙｎａｍ ） 墓地Ｍ３（ 图五 ，
５ ） 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材料 ， 并在

崔剑锋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呼伦贝 尔地区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可能是由米努

辛斯克盆地输入的
［
３ ７

］

。 从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材料来看 ， 除了 以上三处地点外 ， 在欧亚

草原地带其他地区也发现有两汉时期的同类玻璃珠 。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

串 １世纪上半叶的珠饰 （ 馆藏编号２２４２ －２ １） ， 其中包括一颗夹金箱层玻璃珠 ， 在其外层

玻璃之下还嵌入了蜻蜓眼图案 。 据介绍该串珠饰出土于黑海北岸 、 高加索山脉东麓的俄

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尔马维尔镇 （ ＫｒａｓｎｏｄａｒＴｅｒｒｉ ｔｏｒｙ，ｔｈｅＴｏｗｎｏｆ Ａｒｍａｖ ｉｒ ） （ 图

五
，

１）
［
３ ８ ］

。 阿尔泰地区的雅罗曼２号墓地 （ Ｉａ ｌｏｍａｎ－

ｌｌ）Ｍ ５ １也出土有夹金箔层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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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９
．

图五 欧亚草原地带出 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１ ．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尔马维尔镇出 土２ ． 扎纳 门卡村墓葬出土３ ． 雅罗曼 ２号墓地Ｍ ５ １ 出土４ ． 索姆布

尊波尔齐尔墓地Ｍ ２ ０出土５ ． 努赫金阿姆墓地Ｍ ３ 出土６ ． 塔米尔乌兰和硕墓地出土７ ． 艾尔根敖包墓地Ｍ９ ７出土

８
、

９ ． 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出土 （ Ｔ ｌ 、 Ｗ ５ ）

珠 （ 图五 ，
３ ） ， 其年代相 当于西汉中期

［
３ ９

］

。 蒙古国塔米尔河下游的塔米尔乌兰和硕

（ Ｔａｍ ｉ ｒ ｉ ｉｎＵ ｌ ａａｎＫｈｏ ｓｈ ｕｕ ） 墓地出土有数量较多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 形制 比较多样
［
Ｗ

１

（ 图五 ，
６ ） 。 根据墓地出 土的五铢钱和铜镜来看 ， 其年代应在新莽至东汉前期

［
４ ｜

］

。

蒙古国吉尔嘎朗图苏木艾尔根敖包 （ Ａ ｉ ｒａｇ ｉ ｉ ｎｏｖｏｏ ） 墓地Ｍ ９ ７内 出土 
１颗扁球形的穿孔玻

璃珠 ， 呈透明状 ， 内胎为金黄色 ， 穿孔一端经过打磨 ， 另
一端 口部有环状凸起 （ 图五 ，

７ ） 。 发掘者根据出土遗物和
１ ４

＜：测年结果 ， 推断墓葬的主体年代为东汉时期
［
４２

］

。 虽未

发表玻璃珠彩色照片 ， 但从文字描述来看 ， 这颗玻璃珠毫无疑问应属于夹金箔层玻璃

珠 。 蒙古国肯特省杜尔利格纳尔斯 （ Ｄ ｕｕｒ ｌ ｉ ｇ Ｎ ａ ｒｓ ） 墓地Ｔ １及其周边附属墓葬Ｗ ５ 内 出土

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 图五 ，
８ 、 ９ ） ， 部分破碎的样品经过成分检测 ， 显示为钠钙玻璃 。

发掘者判断Ｔ １ 的年代为 １世纪 ，
Ｗ５的年代应与之相当

［
４ ３

］

。

上述墓葬和地点 中 以位于阿尔泰地区的雅罗曼 ２号墓地Ｍ ５ １ 和位于米努辛斯克盆地

的扎纳 门卡村墓葬年代较早 ， 大致与呼伦贝尔地区最早的夹金箔层玻璃珠的年代相近 ，

所以阿尔泰地区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地区可能位于夹金箔层玻璃珠输入呼伦 贝 尔地区的路

线上 。 另外经过对比可知 ， 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与呼伦贝尔地区 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

最相似 ， 而且前者地处克鲁伦河中下游附近 ， 是 目前发现的距离呼伦贝 尔地区最近的夹

金箔层琉璃珠出土地点 ， 因此克鲁伦河流域也是夹金箔层玻璃珠输入呼伦 贝 尔地区的必

经之路 ＝ 随着越来越多两汉时期夹金箔层玻璃珠的 出 土 ， 我们可以逐渐勾勒出一条长距

离 、 跨文化的输入路线 ： 自地中海沿岸北上黑海一带后东北 向穿越南俄草原 ，
经由 阿尔

泰
－

米努辛斯克盆地区域进入蒙古高原后 ， 沿今蒙古 国北部一线东行至克鲁伦河流域 ，

顺河而下即可直达呼伦贝 尔地区 。 这条路线上的墓葬绝大多数为匈奴墓或受匈奴文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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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群的墓葬 ， 生活在蒙古高原东部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同样长期受匈奴辖制 ， 虽然

族属和文化主体与匈奴迥异 ， 但在出土遗物方面却表现出一定的匈奴文化因素 。 完工墓

地虽并非鲜卑遗存 ， 不过其在遗物 、 葬俗等方面也受到匈奴文化的强烈影响
［ ４４

］

。 根据

马健对于匈奴墓葬及相关遗存的分区研究 ， 呼伦贝尔地区大部属于其划分的互动区
［ ４ ５ ］

。

潘玲等认为 留下蘑菇山墓地遗存的鲜卑人可能是因受到匈奴的打击而从俄罗斯东外贝加

尔地区或蒙古国东北部一带进人呼伦贝 尔地区的 ， 直至两汉时期发展壮大
［
４６

］

。 另外 ，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显示 ， 拓跋鲜卑的核心家族及其大部分部众来 自 外贝加尔 －

蒙古

高原地区 ， 其在呼伦贝 尔地区的扩散是外贝加尔地区北亚类型居民南下的结果
［
４ ７

］

。 鉴

于匈奴文化对呼伦贝 尔地区的影响以及呼伦贝尔地区鲜卑民众与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高

原地区的联系 ，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两汉时期 ， 夹金箔层玻璃珠这种珍贵的舶来品是以匈

奴人为媒介通过横贯欧亚草原的丝绸之路输人呼伦贝 尔地区的 ， 是两汉时期呼伦贝 尔地

区与域外展开交流的直观反映 ， 也是对潘玲等关于两汉时期
“

草原丝绸之路
”

研究个案

的进一步细化
［

４ ８
 ：

。

至于陈武沟Ｍ １ ０出土夹金箔层玻璃珠的产地问题 ， 由于未经成分检测 ， 且 目前国 内

还没有发现北魏时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材料 ， 无可资对比的实例 ， 所以 尚无法准确判断

其具体产地 。 我国境内 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的主要产地包括地中海沿岸 、 中亚地区和

南亚地区 ， 从陈武沟Ｍ １ ０夹金箔层玻璃珠与呼伦贝尔地区同类型遗物之间的相似程度推

测 ， 前者大概率仍属于地中海沿岸的罗马玻璃制品 。 如果说呼伦贝尔地区出土的两汉时

期夹金箔层玻璃珠的输入路径还有迹可循的话 ， 那么想要复原此类玻璃珠到达陈武沟墓

地的传播路线显然难度极大 。 以下笔者将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和已有研究成果 ， 尝试对这

一问题进行讨论 ， 提出两种可能性路线 。

其一 ， 发掘者已经注意到陈武沟墓地的墓葬形制 、 随葬器物与七郎山墓地存在相

似之处 。 马艳对上述两处墓地共同存在的交叉步葬式进行 了探讨 ， 同时结合相关随葬

品 ， 认为此类葬式与内陆欧亚西部地区密切相关 ， 可为 了解北方长城地带和北方草原西

部人群集团 的源流 、 迁徙 、 融合等问题提供研究视角
［
４９

］

。 魏坚则结合蒙古国艾尔根敖

包墓葬的地理位置 、 形制和出土遗物的情况以及文献记载 ， 指出拓跋鲜卑一些部落应是

从呼伦贝尔地区先向西迁徙到鄂尔浑河流域 ， 然后再南下
“

匈奴故地
”

。 他认为艾尔根

敖包墓地所属族群应是七郎山鲜卑人群的前身
［
５ °

］

。 这一推论如若成立 ， 便建立了艾尔

根敖包墓地与陈武沟墓地和七郎山墓地之间的联系 ， 似乎能够解释为何前两处墓地均出

土有夹金箔层玻璃珠 （ 如果七郎山墓地也确认出土夹金箔层玻璃珠的话 ， 那就更能说明

问题了 ） 。 因此 ， 笔者推测陈武沟墓地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可能仍是经由蒙古高原传

人的 。

其二 ， 北魏时期经 由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十分兴盛 ， 齐东方很早

就结合考古出土的具有外来文化属性的各类遗物 ， 指 出在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条

自河西地区经包头 、 呼和浩特 、 大同 （ 北魏平城 ）
， 通过河北北部进入赤峰后到达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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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１
－

朝 阳 （ 三燕龙城 、 北魏营州 ） 的路线
［
Ｍ

］

。 徐苹芳更是将平城和龙城誉为这条路线上的

两颗明珠
［
５ ２

１

。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正镶 白旗伊和淖尔北魏墓葬的发现为进一步扩展草原

丝绸之路的走 向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 该墓地发现的玻璃器和金属器中不乏舶来品 ，
Ｍ ｌ

中出土的耳杯反映出北魏时期高平 （ 今宁夏固原 ） 、 平城与锡林郭勒草原的密切联系 ，

凸显了三地之间的路线畅通
［
５ ３

］

。 可见伊和淖尔北魏墓地也应处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 ，

并将草原丝绸之路进一步向北延伸至锡林郭勒草原 ， 而陈武沟墓地正处于此条延伸线之

上 。 所以 ， 笔者认为陈武沟墓地出土的夹金箔层玻璃珠亦有可能是由域外经河西地区一

平城一线输入今化德县境内 的 。

四 、 余论

我 国大部分古代玻璃珠未经过成分检测 ， 其中可能不乏 尚未识别 出来的夹金箱层

玻璃珠 ， 不过考虑到此类玻璃珠制作工艺复杂 、 制作难度高的特点 ， 输人我国境 内 的夹

金箔层玻璃珠的总数应该不会太多 。 目前来看 ， 我国 出土夹金箔层玻璃珠的年代上迄两

汉下至宋代 ， 跨度极大 ， 关于南北朝 以后夹金箔层玻璃珠的输入路线等问题尚无人措

意 。 另外在朝鲜半岛和 日本的 ５
￣

６世纪的墓葬中也发现有夹金箔层玻璃珠 ， 这些玻璃珠

一般被认为来 自 罗马帝国 的地中海沿岸
［
５ ４

］

， 它们与陈武沟Ｍ １ ０同处南北朝时期 ， 年代

大体相近 ， 其间是否存在联系同样值得深思 。

透过夹金箔层玻璃珠这种璀燦夺 目 的
“

蕞尔小物
”

， 我们可以将地处东北亚的 内

蒙古地区与遥远的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联系 ， 这种联系在两汉时期主要是以

中间地带的匈奴族群为桥梁建立起来的 。 事实上 ， 古代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形要远 比我们

想得要复杂得多 ， 以夹金箔层玻璃珠为例 ， 其背后隐藏的是庞大且复杂的珠饰贸易 网

络 ， 本文所揭示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

注释

［ １］ 杭州五代吴越国康陵后室棺床上放置有两串珠饰 ， 发掘报告描述多数珠饰表面鎏金 ， 材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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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箔层玻璃珠 。 参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临安市文物馆 ． 五代吴越国康陵 ［ Ｍ ］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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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工作队 ， 呼伦 贝 尔民族博物院 ， 满洲里市文物管理所等 ．

满洲里市蘑菇山墓地发掘报告 ［ Ｊ ］ ． 草原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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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 韩昇 ， 蒙海亮 ． 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 ［ Ｊ  ］

． 学术月 刊 ，
２０ １ ７（ １ ０ ） ．

［ ４ ８ ］ 同 ［ ２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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