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犁河发源于中国境内的西部天山，西流注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河上游有喀什河、特克斯河、

巩乃斯河三大支流，伊犁河上游及支流的河水主要源于积雪融水，且雨量充足，河的两岸支流发

育，多为羽状水系。伊犁河的干、支流两岸，有普遍发育的冲积平原、多级阶地台地及山麓坡地。

伊犁河谷两岸土地肥沃，草木茂盛，牛羊成群，宜于人类生存，被誉为“塞上江南”。考古调查显示，

古代遗存也主要分布在这些不同的地形地貌之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这里调

查和发掘一些史前时期的遗存，新世纪以来，主要配合当地的基本建设，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调查发掘史前时期的墓葬 2千多座、聚落遗址数十处、岩画点数十处、史前祭坛数

座，还采集和征集了一批青铜器。这些考古成果，为伊犁河流域史前文化面貌、谱系结构与源流，

以及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伊犁河考古的新篇章

伊犁河上游河谷的史前考古始自 20世纪中叶，新世纪以来主要配合当地基本建设工程等开

展的新疆伊犁河谷考古持续展开，每年都有新的考古收获，揭开了伊犁河考古的新篇章。

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新进展*

刘学堂

摘 要 伊犁河是亚洲中部的内陆河，是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国际河流。伊

犁河考古与历史研究，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上半叶，原苏联学者对哈

萨克斯坦境内的伊犁河岸的古代墓葬进行发掘，提出了它们属于塞人—乌孙文化等学

术观点。20下半叶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陆续展开对中国境内伊犁河上

游，特别是对上游支流喀什河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墓葬和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

的收获，这些墓葬和遗址绝大多数是史前时期的遗存，依据这些考古收获可将伊犁河史

前文化分为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个阶段。本文立足伊犁河流域多

年来的考古收获，对史前伊犁河考古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思考和观

点，将对伊犁河史前考古研究的深入，有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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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墓葬和遗址的发掘

据第三次文物普查，伊犁上游河谷分布的地表有明显封堆标志的古代墓地 1175处，发现古墓

葬 5万余座，约占全疆古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一①。多年以来，伊犁河上游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史前遗

存也基本为墓葬。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合计发掘的史前时期的墓葬达3000余座，发掘遗址

面积数千平方米。目前见于报道的新疆伊犁河谷的史前墓葬和遗址可列成如下简表。

表一 新疆伊犁河谷史前墓葬和遗址情况简表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地点

伊宁北面的阿克
吐班玛扎尔附近

博罗霍洛山北坡
洞穴遗址

伊宁小金场
古城遗址

伊宁小金场
古城遗址

特克斯铁里氏
盖山遗址

新源巩乃斯河
查布哈河遗址

特克斯西南的
铁里氏盖山

昭苏境内的夏台、
波马等地

尼勒克县哈拉图
拜墓地

调查发掘
时间

1953

1952
1953

1958

1958

1961

1959

1961

1961
1976

1976

遗存的概况

采集几件石器。

发现三处洞穴遗址，出
土一件刮削器和一些
石片。

采集一些陶片 (有
彩陶)。

采集一些陶片 (有
彩陶)。

遗址采集有铜器数
件（铜斧、牛头饰、月牙
饰、刀、圆形铜片、叉形
器）。

征集两件青铜刀。

征集11件铜器

发掘 19 座幕葬，出
土有陶器 ( 有少量彩
陶)、骨器、铜器、铁器、
金器及丝、毛织物。

发掘墓葬 3 座。出
土有陶器、铜器（铜簪、
珠）、铁器、金器。

资料来源

西北文化局新疆省文物调査工作组 :
《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査》,《文物参考资
料》1953 年第12期，第16~24页。

于钟琪 :《新疆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址简介》，载《新疆第四纪地质及冰川地
质论文选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44~246页。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第 15
页；黄文弼 :《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
的调査》,《考古》1960年第 2期，第 8~14
页。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第 15
页；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
调査》,《考古》1960年第2期，第8~14页。

王炳华：《特克斯县出土一批古代铜
器》，《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査随笔》,《文物》
1960年第6期，第22~30 页。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克斯
县出土的古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7、8
期合刊，第114~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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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 1949- 1979)第169- 185页；中国科学院新
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
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 7、8期
合刊，第98- 102页；王明哲、王炳华:《乌孙
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尼勒克县
哈拉图拜乌孙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
1988年第2期。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不可移动的文物：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卷 1》，乌鲁木齐：《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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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地点

尼勒克奴拉赛

古铜矿

特克斯一牧场

新源巩乃斯种

羊场墓地

巩乃斯县肖尔

不拉克遗址

新源铁木里克墓地

新源黑山头

新源七十一团遗址

调查发掘
时间

1978

1978

1978
1979

1979

1981
1982

1982

1984

遗存的概况

发现铜矿开采和冶

炼遗址，采集有大型石

锤铜锭和矿石、炼渣。

发掘几座墓葬，出

士有陶器、铜器和小铁

刀等。

发掘 15座墓葬。出

土有陶器、骨器、铜器

（铜泡、镜）、铁器、骨

器。

发现一件大型铜鍑。

发掘 15座摹葬，出

土有陶器、铜器（铜镜、

簪、锥、镞）、石器、骨

器、串珠等。

发掘几座墓葬，出

土有陶器（有彩陶）。

经过小规模试掘，

发现有房址、灰坑、墓

葬遗迹，出土有陶片、

石器、骨器、小件铜、铁

器。

资料来源

于钟琪:《新疆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简介》，载《新疆第四纪地质及冰川地质

论文选集》，第 244~246页；探古:《新疆发

现东周时代开采的古铜矿》,《中国地质报》

1983年 10月 10日第一版；王有标:《尼勒

克发现古铜矿遗址》,《新疆日报》1984年 2
月 2日；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 1期，第 48~58
页；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 1期，第 59~64
页；王明哲:《尼勒克县古铜矿遗址的调

査》,《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

社 1984年版，第 176~177页；王明哲:《尼

勒克县考古调査记》,《新疆文物》1986年
第1期，第16~19页。

王明哲 :《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 1期，第 59~64
页；穆舜英、王明哲:《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

文化》，载《新疆古代民族文物》，第 1~22
页。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新

源巩乃斯种羊场石棺墓》,《考古与文物》

1985年第2期。

张玉忠:《新疆伊犁地区发现的大型铜

器》,《文博》1985年第6期。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新

源铁木里克古墓葬》,《文物》1988年第 8
期。

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 1期，第 59~64
页；穆舜英、王明哲:《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

文化》，载《新疆古代民族文物》，第 1~22
页。

柳晋文：《新源、洛浦、和田、若羌等县

分别发现两汉遗址、南北朝墓及藏文石

刻》,《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

社 1985年，第260~261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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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地点

察布查尔县索墩

布拉克墓地

尼勒克县穷科克

一号墓地

尼勒克乌吐兰早期

铁器时代墓葬

尼勒克县穷科

克遗址

尼勒克穷科克

二号墓地

尼勒克县奇仁

托海墓地

尼勒克县加勒克

斯卡茵特墓地

一号墓地

尼勒克县加勒克

斯卡茵特墓地

二号墓地

调查发掘
时间

1987
1989

2001

2001
2006
2013

2001
2002

2002

2003

2003

2003

遗存的概况

共发掘墓葬 36座墓

葬（1987年发掘 3座墓

葬 ，1989 年 发 掘 33
座）。出土有陶器、铜

器（铜簪、耳环等）、铁器

等。彩陶罐钵十多件，

饰杉针纹、山脉纹、横条

和重叠倒三角纹等。

发掘墓葬 55座。出

土陶器、木器、铁器、石

器、骨器、铜器（铜刀）、

串珠等。陶器有彩陶

罐、钵、杯、壶、盆等十

多件，饰直线几何纹，

以三角纹为主。

共发掘早期铁器时

代的墓葬 17座。出土

有陶器、铜器（带柄铜

镜、铜牌饰、铜簪）、石

器、彩陶罐数件，饰几

何纹样。

发掘面积 525平米。

出土有陶片、骨器、石

器。

发掘墓葬40座。出土

有陶器、铁器、铜器（铜

簪、耳环、饰件）、骨器。

发掘墓葬 173 座。

出土有陶器、铁器、铜

器（铜簪、钩、扣、环、

刀、簪、镜、碗、镯、牌、

耳环）、石器、木器、骨

器、串珠。陶器中有彩

陶钵、壶、彩陶杯等。

发掘墓葬 194 座。

出土有陶器、铁器、铜

器（铜簪、匙、扣、牌、耳

环、钉、锥）、石器、骨

器、串珠。陶器中有彩

陶钵、壶等彩陶数十

件，施红褐色陶衣，饰

几何纹、“十”字纹等。

发掘墓葬 15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锥、耳环）、串珠。

陶器中有彩陶等。

资料来源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尔县索

墩布拉克古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1988年第 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

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新疆文

物》1995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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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新疆文物》

2020年第 3~4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吉林台》，文物出版社，2020年。

《西域研究》2002年第 1期；新疆文物

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乌吐兰墓地发

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 12期；新疆文

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尼勒克乌吐兰墓

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5年第 2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21年尼勒克

乌吐兰墓地考古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

究》202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州尼勒克

县奇仁托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04年第 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

疆吉林台》，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尼勒克加勒

克斯卡茵特山北麓墓葬发掘简报》，《新疆

文物》2006年第 3~4期；《尼勒克县加勒克

斯卡茵特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07年第 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

疆吉林台》，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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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地点

尼勒克县别特

巴斯陶墓地

尼勒克县铁木

里克沟口墓地

尼勒克县阿克布

早沟墓地

尼勒克县萨尔

布拉克沟墓地

尼勒克县呼吉尔

沟墓葬

尼勒克县呼吉

尔台沟墓葬

尼勒克县萨尔布

拉克沟口高台

墓地

尼勒克县彩桥

门墓地

尼勒克县卡拉

苏墓葬

特克斯恰甫其海A
区ⅠⅩ号墓地早

期铁器时代墓葬

特克斯恰甫其海

A区Ⅹ号墓地

调查发掘
时间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6

2003

2003

遗存的概况

发掘墓葬 80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锥、耳环）、串珠。

陶器中有彩陶等。

发掘墓葬 26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马具、镜、耳环、刀、

镞、带钩、带扣、柱状

饰）、木器、串珠。陶器

中有彩陶等。

发掘墓葬 56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马具、镜、耳环、刀、

镞、带钩、带扣、柱状

饰）、木器、串珠。陶器

中有彩陶罐等。

发掘墓葬 79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簪、带柄镜）、骨器、

石器、木器、串珠。陶

器中有彩陶等。

发掘墓葬 2座。随

葬1件陶杯。

发掘墓葬 3座。随

葬有陶器、铁器和铜器

残件。

发掘墓葬 17座。出

土有陶器、铜器（铜耳

环、饰件）、石器等。陶

器中有彩陶钵等。

发掘墓葬 8座。出

土有陶器、铜器（铜刀）

等。

发掘墓葬 1座。出

土1件陶器。

发掘墓葬 4座。出

土陶器、铁器、木器、铜

器（铜扣、耳环）。

发掘墓葬 8座。出

土有陶器、石器、铁器、

铜器（铜耳环）。陶器中

的1件陶瓶，饰红陶衣。

资料来源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林台》，

文物出版社，2020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克斯县恰甫

其海A区ⅠⅩ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

物》2006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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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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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地点

特克斯县叶什克
列克墓地

特克斯县恰甫其
海A区ⅩⅤ号墓地

尼勒克县乌吐兰
墓地早期铁器时

代墓葬

巩留县伊勒格
代墓地

巩留县红旗砖
厂墓地

巩留县山口水
库墓地

巩留县龙口墓地

巩留县东方红
砖厂墓地

巩留县山口水库
墓地

巩留县伊勒
格代墓地

调查发掘
时间

2003

2003

2003
2006
2013
201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遗存的概况

共发掘 28座墓葬。
A地点发掘墓葬 9座、B
地点清理发掘 13座、C
地点发掘墓葬 6座。出
土有陶器、铜器（铜镜、
簪）、铁器、石器。陶器
中有彩陶罐 1件，通体
饰连续三角菱形格纹。

发掘墓葬73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镞、簪、铜饰片）、骨
器、颜料等。陶器有彩
陶壶、瓶、釜3件，饰连
续三角纹和竖条纹。

共发掘墓葬 30 座
（2003年发掘9座，2006
年发掘13座，2013年发
掘8座）。出土有陶器、
金器、铜器（铜簪、牌饰、
带柄镜、铜件）。陶器中
有单耳彩陶罐、陶壶等，
饰有三角纹、方格纹、菱
格纹等。

发掘墓葬18座。出
土陶器、铜器（铜刀）、
木器、铁器、石器。

发掘墓葬 8座。出
土陶器、铜器（铜簪、
针）、骨器、珠饰。

发掘墓葬 60 余试
座。出土有陶器、铁
器、铜器（铜镜、耳勺、
刀、耳环、钩、镞）、石
器、金饰件、串珠等。

发掘墓葬 4座。无
随葬品。

发掘墓葬 1座。无
随葬品。

发掘墓葬 60 余试
座。出土有陶器、铁
器、铜器（铜镜、耳勺、
刀、耳环、钩、镞）、石
器、金饰件、串珠等。

发掘墓葬18座。出
土陶器、铜器（铜刀）、
木器、铁器、石器。

资料来源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特克斯县叶
什克列克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05年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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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4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乌吐
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4
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
林台》，文物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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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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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巩留县
山口水库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
物》2006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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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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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巩留县
山口水库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
物》2006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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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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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地点

巩留县红旗砖
厂墓地

巩留县龙口墓地

巩留县东方红砖
厂墓地

尼勒克县喀拉苏
遗址

尼勒克温泉
墓地等

尼勒克县卡拉
苏遗址

尼勒克县墩麦里
墓地

尼勒克县塔尔科
特北墓地

尼勒克县什布其
克Ⅰ号墓地

尼勒克县什布其
克Ⅱ号墓地

尼勒克县汤巴勒
萨伊墓地青铜时

代墓葬

尼勒克县汤巴勒
萨伊墓地早期青
铜时代墓葬。

调查发掘
时间

2004

2004

2004

2006

2006

2007

2009

2009

2009

2009

2010

2010

遗存的概况

发掘墓葬 8座。出
土陶器、铜器（铜簪、
针）、骨器、珠饰。

发掘墓葬 4座。无
随葬品。

发掘墓葬 1座。无
随葬品。

发掘面积 475平方
米。陶器、石器、铜渣
等。

发掘墓葬30余座

发掘面积 475平米。
出土有陶器、石器等。

发掘墓葬 50座。随
葬 物 有 陶 器 、铜 器
（镜）、金银器、骨器、铁
器、石器。陶器中有彩
陶罐、壶、钵等，饰红色
不规则竖条带纹、三角
纹、网格纹、弦纹等。

发掘墓葬 53座。随
葬物有陶器、铜器（耳
环）、铁器、石器。陶器
中有彩陶罐、壶，饰网
格纹、弦纹等。

发掘墓葬 14座。随
葬物有带流彩陶罐、刻
划三角纹。

发掘墓葬 3座。随
葬物有陶器、少量铁
器。陶器中有彩陶壶，
饰网格纹。

发掘墓葬 9座。随
葬品有夹砂灰陶陶器、
铜器（耳环、足链、手
链）。

发掘墓葬 11座。随
葬品有陶器、铜器（铜
扣、簪、扣）、铁器。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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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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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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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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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志勇：《2006-2010年的新疆考古新
发现》，《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喀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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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勒克县一级
电站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一级
电站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一级
电站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一级
电站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汤巴
勒萨伊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
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汤巴
勒萨伊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
2012年第2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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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地点

新源县别斯托别

墓地

尼勒克县铁列克

萨伊墓地

特克斯县阔克苏

西二号墓群青铜

时代墓葬

特克斯县阔克苏

西二号墓群早期

铁器时代墓葬

特克斯军马场

一连墓地

特克斯县巴喀

勒克墓地

昭苏县斯木塔

斯墓地

新源阿尤赛沟

口墓地

新源阿尤赛沟

口遗址

新源县哈拉奥

依墓地

调查发掘
时间

2010

2010

2010

2010

2011

2011

2011

2012

2012

2012

遗存的概况

发掘墓葬 3座。出

土有陶器、铜器（铜镜、

簪、铜铃、马镳、铜饰）、

骨器、金饰件、铁器、石

器。陶器中有壶、罐

等，施红色陶衣。

发掘墓葬 12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耳环）、项珠等。陶器

中有彩陶罐、钵、壶等，

红色陶衣 ，饰网格状

纹。

发掘墓葬 7座。出

土夹砂灰陶器、铜器

（环、珠）。

发掘墓葬 86座。出

土器有陶器、铜器（铜

镜、刀、镞、耳环）、铁

器、骨器、石器等。陶

器中有彩陶钵、釜、施

浅褐色陶衣。

发掘墓葬竖 70座左

右。出土有陶器、石

器、铜器、铁器、骨器

等。

发掘墓葬竖 10 余

座。出土有陶器、石

器、骨器、铜器（铜马

衔）等。

发掘墓葬竖 180余
座。出土有陶器、石

器、铜器（铜啄戈、耳

环）、铁器、骨器等。

发掘墓葬 4座。出

土有陶器、石器、金器、

骨器、铜饰等。出土有

陶器有陶罐、壶，饰条

带状红彩、红色陶衣。

发掘面积 144平米。

出土有陶片、石器、铜

器（铜刀）、骨器、兽骨。

青铜时代。

发掘墓葬2座。

资料来源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源县别斯托

别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2
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铁列

克萨伊（布拉克）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

疆文物》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克斯县阔克

苏西 2 号墓群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

物》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克斯县阔克

苏西 2 号墓群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

物》201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地区“定

居兴牧”考古发掘综述》，《新疆文物》2013
年 3-4期；《特克斯军马场一连铁器时代

及宋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地区“定

居兴牧”考古发掘综述》，《新疆文物》2013
年第3-4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地区“定

居兴牧”考古发掘综述》，《新疆文物》2013
年第3-4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源县阿尤赛

沟口墓地、喀拉奥依墓地考古发掘报告》，

《新疆文物》2013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源县阿尤赛

沟口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13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源县阿尤赛

沟口墓地、喀拉奥依墓地考古发掘报告》，

《新疆文物》2013年第2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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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地点

新源县加噶村
墓地

尼勒克乌吐兰青
铜时代墓葬

尼勒克县恰勒格
尔遗址

昭苏县巴斯喀
拉苏

尼勒克县乌吐兰
墓地青铜时代墓
葬及祭祀遗址

昭苏县别斯喀拉
盖墓地

察布查尔县坎
村墓葬

尼勒克县吉仁台
沟口石构祭坛

尼勒克县吉仁台
沟口早期铁器时

代墓葬

调查发掘
时间

2012
2018

2013
2021

2013

2013

2013

2014

2015

2015
2019
2021
2022

2015

遗存的概况

共 发 掘 墓 葬 7 座
（2012年发掘 5座墓葬，
2018 年 发 掘 2 座 墓
葬）。出土有陶器、铜器
（铜带扣、镜、锥、杯）、眉
笔、包金铁簪、皮奁袋、
器等，串珠、铁釜、陶壶1
件，饰凹弦纹。

发 掘 墓 葬 10 座 。
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
时代。出土有陶器、铜
器（喇叭口铜耳环、铜
铆钉、冑状饰件、铜钩
状器）、石器、彩陶罐数
件，饰几何纹样。

发掘面积 100平方
米。陶器、石器等（青
铜时代—穷科克下层
文化）。

发掘 2座墓葬。出
土有陶器、铜器（铜簪
1、残铜片 2）、铁器等，
其中陶钵 3件，口沿内
外均饰一圈红衣。

发 掘 10 座 墓 葬
（2013年发掘 7座，2021
年发掘 3座），有骨灰
罐。出土有陶器、石器
和小件铜器（铜耳环、
铜饰件）。

发掘 3座墓葬。出
土有出土有陶器。战
国到汉代。

发掘墓葬 13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金器
等。

2015-2022 年间陆
续发掘，祭坛面积 1.44
万平方米。覆斗形结
构，中心向外有 70条放
射状石条。出土有陶
器、铜器（铜锥、凿、针、
矛）、木车轮、木制冰
靴、石器。炭窑 1座（距
今 4500），出土有人工
铁器、鹿角。

发掘 50座左右。出
土有陶器、铁器等。

资料来源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源县加噶村
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年
第1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乌
吐兰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 12
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尼勒克
乌吐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
2015年第 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1年尼勒克乌吐兰墓地考古发掘简
报》，《吐鲁番学研究》第202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恰勒
格尔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
2014年第1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昭苏县巴斯喀
拉苏西墓葬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
2014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乌吐
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4
年第1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昭苏县别斯喀
拉盖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
2015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2016新
疆考古收获》，《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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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 1期；
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
仁台沟口遗址 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
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

王永强、阮秋荣：《2015年新疆尼勒克
县吉仁台沟口考古工作的新收获》，《西域
研究》2016年第1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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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地点

尼勒克县吉仁台
沟口青铜时代墓

葬

尼勒克县吉仁台
沟口聚落遗址

新源阿布热勒
山南墓群

尼勒克县阿布热
勒山南麓铜石并

用时代墓葬

尼勒克县阿布热
勒山南麓青铜时

代晚期墓葬

察布查尔县阿布
散特尔墓群

尼勒克县克其克
苏布台墓葬

新源县哈勒哈西
特墓地

察布查尔县阿勒
玛勒东墓地

昭苏县库尔尕克
开斯克北墓地

调查发掘
时间

20152016

2015
2018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20
2021

2021

2021

遗存的概况

发掘 8座墓葬。出
土有陶器、铜器（镜、石
器、骨器。

发掘面积4500余平
方。大型与冶炼有关
的聚落遗址等。出土
有陶器、铜器（陶范、
刀、锥、镜、珠）、石器、
骨器、煤块。

发掘墓葬80座。出
土陶器（少量彩陶）、铜
器（铜镜、镞、刀、饰件、
锥、小铜鍑饰、管、簪、
铃）石器、骨器、金器、
银和铁器。

发掘墓葬 1座。出
土陶器、铜器（饰件）、
砺石、骨器。

发掘墓葬68座。出
土陶器（少量彩陶）、铜
器（铜刀、镜、簪、坠饰、
镞、饰件）、金器、骨器、
串珠等。

发掘墓葬 80余座。
出土陶器（少量彩陶）、
铜器（铜带饰、扣、耳
环、舟形器）、石器、骨
器等。彩陶中有少量
彩陶。

发掘墓葬 4座。出
土有铁器、铜器（折沿铜
镜）、串珠、银器、贝等。

发掘墓葬29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镰刀、锥、凿、针）、
骨器、贝、串珠等。（青
铜时代晚期）

发掘墓葬90座。出
土有陶器、铁器、铜器
（铜马衔、刀）、骨器、
贝、串珠等。

发掘墓葬33座。出
土陶器、铜器（铜镜、马
衔）、铁器、木器、动物
纹金牌饰、串珠。

资料来源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尼勒克
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2017年第 7
期。

王永强、阮秋荣：《2015年新疆尼勒克
县吉仁台沟口考古工作的新收获》，《西域
研究》2016年 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
古》2017年第7期；王永强、袁晓、阮秋荣：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 2015-
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
究》2019年第1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伊犁州
G218沿线（新源段）墓葬考古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科学
出版社，2021年，第200~232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伊犁州
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线古代墓葬考
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新疆考古》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43~
248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伊犁州
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线古代墓葬考
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新疆考古》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43~
267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
（第1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67~291
页。

张杰等：《尼勒克县克其克苏布台战国
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19》第466页。

资料未发表，据发掘者介绍情况。

资料未发表，据发掘者介绍情况。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9年新疆考
古收获》，《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张
杰等：《昭苏县库尔尕克开斯克北墓群》，
《中国考古学年鉴2020》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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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伊犁河谷岩画的调查

多年以来，特别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在伊犁河谷山地发现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

包括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巩留县库勒萨依、萨尔布津、布库尔萨依、霍城县开勒木库尔沟、尼勒克县

沃巴勒克增、穷科克①、塔特郎、却米克拜、喀拉旱德沟、库尔于孜克、吉仁台峡谷谷口、巴勒根萨依、

纳仁喀拉、塔尔克特、纳仁喀拉西、奴拉赛、阿哈买提沟，特克斯县塔勒拜、阿克塔什、鄂勒格代萨依

西、加汗萨依西、加汗萨依东、吾日克沟口、铁热克提萨依、可可达萨依、阿扎提萨依东、阿扎提萨

依、库克苏河水电站、唐姆洛克塔什、新源县塔特然、克孜勒塔斯、铁木里克、铁木里克阿克赛、伊宁

县的卡约鲁克沟、突尤克、托逊，昭苏县的科培雷特、乔什喀萨依、格登等 40处岩画，对这些岩画进

行了基本资料信息的采集②。

二、境外伊犁河的史前考古

伊犁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内陆河，全长 1236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的河长 442公里。伊犁河在

霍尔果斯河口以上称为上游，霍尔果斯以下至卡普恰盖为中游，卡普恰盖以下为下游。原苏联学

者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对伊犁河右岸东西长600-700公里的区间内，间断分布的古代墓葬进

行发掘，主要墓地包括克孜勒—厄斯帕墓地（Kzyl-espe）、乌特根墓地（Utegen）、卡普恰盖墓地（Kap⁃
chagaj）、泰加克墓地（Tajgak）、丘立克墓地（Chilik）、克孜劳兹墓地（Kzylauz）等 40余处，考古学文化

面貌与伊犁河谷十分相近，绝大多数墓葬类型与伊犁河谷相同，且出土器物类型相近，流行单人

葬，偶见多室墓。竖穴偏室墓各类型均见于伊犁河谷甲组墓葬中，墓主多头西脚东，仰身直肢，葬

式与伊犁河谷一致。竖穴土坑墓各类型均见于伊犁河谷丙组墓葬中，流行仰身直肢葬，墓主多头

西脚东，随葬品置于墓主头部附近。竖穴石室墓类型少于伊犁河谷，墓主多为二次葬，随葬器物较

少③。合计发掘古代墓葬 230座。基于这些材料，建立了塞人（公元前 7世纪~公元前 4世纪）、乌孙

（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两个考古文化序列。

（一）塞人遗存

前苏联学者，将哈萨克斯坦境内伊犁河谷的史前遗存，大体分为前后两个大阶段：前一阶段的

墓葬，认定为与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塞人有关，后一阶段的墓葬认为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

乌孙人的遗存。塞文化与乌孙文化遗存，关系甚为密切，有时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分出确定的界限，

也有学者统称为塞人—乌孙文化遗存。

塞人是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在内，整个中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原苏联学者发

掘的、确定属于塞人的遗存，主要分布在伊犁河中游右岸的狭长地带，发掘的墓地重要的有别斯沙

迪尔墓地，这一墓地被认为是王族尖帽塞人的墓地，共发掘了 18座墓葬，其中包括大型墓葬 3座，

①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穷科克岩画调查》，《考古与文物》2006年5期。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岩画》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③张弛：《公元前一千纪新疆伊犁河谷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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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都是中小型墓葬，除M25外，其余的墓葬都被盗了。这一墓地中发掘的最大的一座土墩墓，巨

冢的外观就像一座小的山包，高15~17米，顶部有直径32米的平台，平台的中心部位下凹，底径104
米。地表建筑结构复杂①，是一座级别较高的墓冢，是不是塞王的陵墓，亦未可知。另一处重要的

墓地，位于阿拉木图以西 55公里的卡勒卡拉峡谷中，编号为卡勒卡拉一号墓地和阿勒德-艾美里 2
号墓地，以这二处墓地为代表的遗存，被认为是塞人平民的墓地，两处墓地共发掘墓葬 35座②。根

据伊犁河中下游区域塞人文化遗存，原苏联学者K.A.阿奇舍夫和 г.A.库沙耶夫讨论了塞文化的起

源。他们认为“塞人文明应该就是来自中央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创造了安德罗诺沃文

化的人们的后裔所缔造的。塞人文化脱胎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并在新的地方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

特色的文化”③。提出塞文化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说。

（二）乌孙人遗存

乌孙人是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在内，整个中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原苏联学

者，在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流域，发掘了认为是乌孙人遗存的墓葬195座。

乌孙人的墓葬分布在伊犁河右岸地区，调查与发掘的有 18处墓地。有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

的墓地有：1958年在卡普恰加伊 3号墓地发掘的 30座墓葬、阿尔金—厄密尔墓地发掘的 19座墓

葬、汪古尔—科拉 1号墓地墓葬发掘的 17座、秦加克 1号墓地发掘的 16座墓葬、克孜劳兹 3号墓地

发掘的 15座墓葬、克孜劳兹 3号墓地墓葬的 15座发掘、汪古尔—科拉 2号墓地发掘的 14座墓葬、

卡尔干 1号墓地发掘的 14座墓葬、乌特根 1号、2号墓地发掘的 11座墓葬；其余的墓地均发掘墓数

座，最少的发掘墓葬 2座。原苏联学者K.A.阿奇舍夫和 г.A.库沙耶夫将这些墓葬划分为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三个阶段。K.A.阿奇

舍夫 和 г.A.库沙耶夫代表的原苏联学大多数学者相信，乌孙文化与塞文化关系密切，乌孙文化是

由塞文化发展演变而来④。伊犁河左岸共发现两处大的墓群。一处墓群包括有德如安多别一、二

号墓地、奇里克国营烟草园墓地、杰和坎村墓地、别特-阿嘎奇墓地⑤；另一墓群包括硕尔马克 1、2
号墓地和卡德尔巴伊2、3号墓地⑥。

无论是被认为属于塞人的墓葬，还是属于乌孙人的墓葬，都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早期铁器时代哈萨克斯坦伊犁河中下游与新疆伊犁河上游的遗存，共同组成了伊犁河史前文化

区，伊犁河史前文化区还包括注入巴尔喀什湖其它河流流域，统称为七河地区，它们地理相连，文

①［苏联］K.A.阿奇舍夫、г.A.库沙耶夫著，孙危译：《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20~
25页。

②［苏联］K.A.阿奇舍夫、г.A.库沙耶夫著，孙危译：《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20~
25页。

③［苏联］K.A.阿奇舍夫、г.A.库沙耶夫著，孙危译：《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

④［苏联］K.A.阿奇舍夫、г.A.库沙耶夫著，孙危译：《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

⑤［苏联］玛克西莫娃：《伊犁河左岸地区的乌孙墓葬》，《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科学院学报（历史、考古与民族版）》，1959年第 1期
（总第9期）；刘兴汉、孔嫒嫒：《中亚七河地区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北方考古》2020年第5期。

⑥［苏联］阿格耶娃：《阿拉木图州东北部发现的早期游牧人墓地》，《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喀什：榆树出版社，

1967年，第30~44页；刘兴汉、孔嫒嫒：《中亚七河地区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北方考古》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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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谱系上存在密切的源渊关系。伊犁河史前文化区内不同区域和时代，其文化面貌上也存在着区

别，这些区别是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表现，同时也与不同区域和不同时代接受了来自不同方向

的周边文化影响有关。

三、伊犁河上游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

新世纪以来，伊犁河上游发现了多处青铜时代的墓葬和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伊犁河流域青铜

文化的面貌、结构和源流的认识。

（一）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存

2017年，在天山支脉阿布热勒山南麓、巩乃斯河北岸墩那高速（伊宁墩麻扎至新源那拉提段）3
标段发掘一座铜石并用时代的墓葬，编号为M5。该墓封堆下有 3座墓室，墓葬中随葬有橄榄型陶

罐，器表饰戳剌纹，另外还出土有铜片 1件、砺石 1件。从陶罐形态看，明显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范

畴的遗存。根据墓葬中出土人骨测的碳十四数据，M5墓葬的年代为距今 4900-4700年间，属于铜

石并用时代①。

（二）穷科克“三叠层”

本世纪第一阶段的伊犁河考古，是由 2001年伊犁河支流喀什河上游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拉

开序幕的。穷科克墓地位于天山北麓喀什河谷南岸一宽阔的台地上，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墓葬大

小规模差别不大，且有序排列。墓葬地表的石圈标志，大多围砌的十分规整。此为公元前1千年以

后，生活在喀什河流域某社会集团的公共墓地，可以比拟为原始氏族的公共墓地，足见当时这一社会

集团内部社会组织机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是研究伊犁河史前史最完整且珍贵的材料。根据墓葬形

制和出土文物，参考碳十四测年，穷科克一号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

2001年秋，发掘穷科克一号墓地时，发现该墓地建在早期的遗址上，墓葬叠压打破遗址。穷科

克一号墓地的陶器基本为夹砂红陶，是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遗存，属于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陶片均为夹灰陶，发现的纹饰陶片均为压印刻划纹样，属于青铜时代，两者属于完全不同陶系，

文化源流截然不同。这一文化层位的发现，为伊犁河史前文化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考古层位上的

基础。

穷科克遗址文化堆积一般在 1米左右，最厚的地方约 2米，堆积可以分三层，底层的水平位置

已经与喀什河床接近。据出土文物和所测的碳十四数据，该遗址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或

者更早一些。当时的人们在喀什河南岸一片开阔地带，建立定居的聚落，畜养牛羊。夏天的一日，

负责 T1发掘的关巴跑来，手里拿着一件打制细石器锥状石核。关巴是尼勒克县文物所的所长，

2001年开始，一直随笔者做田野考古。当笔者看到那件典型的细石核后，瞬间怦然心动。急忙跑

到探方中，确认细石核出自遗址最底层之下的河床卵石堆积层，该层是喀什河冲积形成的河卵石

层。于该层发现细石核实属不易，稍有疏忽，就会与重要发现擦肩而过。很快，关巴又发现了第 2
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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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新进展

13



吐鲁番学研究 2024年第3期

件细石核。现在看来，讨论这两件细石核是否可归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层的意义不大，因为青铜时

代文化层直接叠压在河床卵石层之上，它们的早晚关系是确定的。这样便通过穷科克一号墓地和

穷科克遗址的发掘，确定了细石器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准确

层位关系，也可以称为“穷科克三叠层”。

依据穷科克台地提供的细石器—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地层关系，可以把伊犁河流域青

铜时代的文化遗存概括为穷科克下层文化，早期铁器时代的彩陶遗存概括为穷科克上层文化①，青

铜时代之前是以细石器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发展阶段，由于只在跨越文化层的底部发现两件细

石核，这两件细石核为代表的文化阶段的面貌还不十分清楚。

（三）青铜时代的重要发现

青铜时代的遗存可以归纳概括命名为穷科克下层文化。穷科克下层文化是笔者根据穷科克

台地层位关系，提出的一支新的考古文化命名。追溯源流，穷科克下层文化是广泛分布于中亚北

部草原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在天山地区的地方变体。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势力非

常强大，这一联合体的成员掌握着先进开矿冶铜制金技术，制作大量成套组合的青铜工具、武器和

装饰品，还牧养大量的牛、羊和马，他们还在水草丰足的绿洲上种植以小麦为主、包括粟黍类的农

作物，他们驾驶着双轮的轻型马车，驰骋在辽阔的内陆欧亚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公元前2千年前

后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逐渐成为内陆欧亚草原地带真正的“霸主”，对这一辽阔森林草原

地带进行了历史性的文化整合。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成员，不断地南下扩张，进而改变了内

陆欧亚的历史进程，是世界上古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进入西亚两河流域，中断了西亚两河

流域早期文明的进程，进入到了印度河流域，解体了当地的古老文明，开创了印度文明的雅利安时

代。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成员，是从阿尔泰山脉北麓和西天山的河谷地带，主要是额尔齐斯

河、额敏河、伊犁河谷等蓝色通道，进入准噶尔盆地北部和西部山麓绿洲地带，并翻越天山进入塔

里木盆地的周缘区域。这支人群进入天山南北，在博尔塔拉河上游山麓地带、伊犁上游山谷地带、

帕米尔高原北侧等靠近水源，水草丰茂的山麓地带，创造了地方文化类型，并不断与与东来西进的

文化发生借鉴与互动，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的成分。

伊犁河上游地区的穷科克下层文化，除发现多处聚落遗址和墓地外，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还

包括有：“王的祭坛”、冶铜聚落、最早用煤的遗迹等。另外，由于这些重要的发现，使我们对奴拉赛

古铜矿的开采年代有了新认识。

1.“王的祭坛”

喀什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一座巨大的地表石、土结构的大型地表建筑，因为建筑

主体材料是用附近山体、山脚和河床采挖的石头，可以笼统地称其为石构建筑。石构建筑物覆压

在一座矩形的半地穴式的石室之上，这一石室被发掘者认为是墓葬的墓室，进而认为该石构建筑

为一巨冢，因其规模罕见，认为是青铜时代畜牧人群的“王陵”②。

①关于穷科克上层文化和穷科克下层文化的内涵、特征，由于文章篇幅所限，这里省略，我们将另文讨论。

②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与收获》，《文物天地》2017年7月（总第3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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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构建筑于吉仁台沟口的外侧，地表以上呈方形石墙围成的巨型覆斗状。石墙的边长 120
米，祭坛面积1.44万平方米。墙体用石板交错叠砌而成，残存1~9层，高约70厘米，石墙规整平直，

石墙的外围铺有一周红土。石围墙地表主体修成覆斗式穹隆状，最高处约 5米。祭坛内部构造复

杂，总体结构是由中心向外，修出密集的、放射状、呈立体结构的土石条带，条带多两两一组或三条

带一组，石条带之间用石堆和短石条相连，形成格状布局。这些条带是先修出放射状的梯形土垅，

在梯形土垅的一侧，用卵石铺成护坡。从铺石的一侧观看，像是由中心向外放射状的石条，立体结

构犹如四射的阳光。梯形条带间存在较多的隔段，中有大量的灰烬。

石构建筑中心有一平面呈矩形的半地穴状石室。石室的壁高于原地表，绕墓室外有红胶土

围成土墙，土墙外再铺石，铺石形成的石堆高出墓口，高达3米，石室面积近40平方米，西侧有修建

石室时方便进入的、宽约1.6米的斜坡，使整石室平面呈“甲”字状。石室的东部向墓室外，伸出4个
不规则的洞，高约1.2米，向个逐渐狭窄，洞内单面为石砌洞壁。石室内未见任何遗物，墓室填土中

偶见有残陶片、残铜器和动物、人的残骨殖①。据碳十四测年，石室的年代在距今 3600年左右。

整个石构建筑宏大雄伟，壮观巍然，其祭祀意义凸显。联想到青铜时代晚期中亚草原地区广

泛发现的地表圆形石堆建筑，这些建筑的性质多被认为是社会礼仪的建筑，这些祭礼性的遗存实

质是祭天的神坛，小型的称为克莱克苏尔，大型的称为太阳神殿②。吉仁台沟口巨型石构建筑，从

结构看与略晚些时中亚草原地区广泛发现的太阳神殿的结构基本一致，只是结构更为复杂一些。

据测算，修建这样一座祭坛的土石方量达 43200立方米，如果按照每立方米土石的开挖、运输和填

筑需要 3个人工来计算，就需要 200个人连续修建一两年才能完成，工程之浩大可见一般③。吉仁

台沟口的祭祀建筑，是青铜时代中亚草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区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祭坛，

可称为“王的祭坛”。

2.冶铜聚落

“王的祭坛”修建在喀什河出两岸壁立高耸陡直的峡谷出口处右岸，向南是喀什河谷最大开

阔地，即喀什河冲积平原。峡谷出口犹如开在崖壁上的“石门”，“王的祭坛”在石门外侧。入峡谷

口进入天山腹体，喀什河入山体迂回曲折。“石门”内侧，距祭坛不远河左岸的斜坡状台地上，是一

处青铜时代吉仁台社会的冶铜聚落址。据碳十四测年和遗存的分期，聚落持续存在了五六百年，

留下了37座房址。

吉仁台沟口冶铜的聚落有许多让人震惊的考古发现，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聚落内发现

一处大型房址，编号F6，房址面积达 374平方米，是新疆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一座史前单体房

址。房址为长方形半地穴式木框式结构，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垒护墙，室内中有用片石栽

立围成的长方形火塘。F6位于台地西部地势最高处，居高临下，坐北朝南，俯视险要，是聚落发展到

盛期的建筑，它是一处集会议室或者举行祭祀、宴饮等高等级议事的大厅。第二，根据吉仁台聚落

的遗迹和遗物，可以判断这是一处冶铜聚落，为此前新疆史前考古所未有。吉仁台聚落遗址中发现

①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与收获》，《文物天地》2017年（总第361期）。

②刘学堂：《新疆史前宗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6~107页。

③袁晓：《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社会状况研究》，《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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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冶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有煤炉、鼓风管、坩埚、范、铜矿石、炼渣、铜锭、青铜器等，出土有十余件

浇铸铜器的陶范，及菱首剑、啄戈、镞、镜、锥等，对深入研究新疆冶铜文化源流的研究有重要的新

启示。第三，用煤遗迹和遗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突破意义的考古成果。对此，下面单独介绍。

3.最早的用煤的遗迹

人类什么时候开始以煤为燃料，是历史考古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为燃

料的国家，据《史记·外戚世家》记，窦少君为其主做炭（石炭），据此，公元前 179年中原地区就开始

开采煤炭。考古发现最早以炭为燃料的遗存在西汉时期①。青铜时代吉仁台沟口聚落的人们，开

始以煤燃料冶铜，将人类用煤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

吉仁台沟口冶铜聚落遗址的地层中，尤其是房子内发现了大量的煤碳、煤渣、煤矸石、未燃尽

的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经调查，喀什河上游两岸，有七处煤碳祼露地点，这些煤碳为长焰煤②。

根据煤质鉴定结果显示，遗址中的煤炭和附近煤层的煤炭样品均属长焰煤，品质优于常见的褐

煤。遗址中的煤炭很可能来自周边 6处煤层露头中的 3处，且碳含量普遍较高，表明当时的人群可

能有意识地选择了更优质的煤炭。长焰煤的燃点低，自燃的临界温度是 60C-80C间③，当地表积温

或煤层积温达到这一临界点，煤层就会自燃。2018年，在聚落居住区的东南缘，发现两座炭窑，年

代在公元前 2600~2400年间，由窑室和火道构成勺状结构的炭窑，窑室大体为圆形，窑内积满木

炭。烧炭的目的是为提高冶铜的效率。吉仁台沟口冶铜聚落的人们，在烧炭过程中，观察到附近

频发的长焰煤自燃现象，也可能他们用石状煤块做灶台的建筑材料，发现了煤块的可燃性，便自然

地会用煤碳代替木炭，更多情况下是两者共用。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聚落中的用煤遗迹的发现，

其重要性和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4.奴拉赛铜矿开采年代新识

奴拉赛古铜矿位于尼勒克县城南，喀什河南天山余脉阿吾拉勒山北麓奴拉赛沟东侧，外观像

馒头状凸起的山头。奴拉赛古铜矿的发现与考察，是 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伊犁河谷最重要的考古

成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冶金史家梅建军曾数次深入奴拉赛铜矿进行科学考察。当年他曾给笔者

讲过这个铜矿对研究整个欧亚早期冶铜业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因对于冶金考古是门外汉，对此

一知半解。1986年，笔者第二次调查铜矿，那次是要划分古铜矿的保护范围。奴拉赛铜矿的开采

是尼勒克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笔者曾询问当地矿业公司员工，一位从内地请来进行技术指导

的秦师傅讲到，这里的铜矿品位最高，只要顺着山体的富矿脉掘进，自然会伸向古铜矿的矿洞。他

问笔者，是什么时代，什么人掌握着这么高超的寻矿、采矿技术，将奴拉赛品位最高的富集矿脉采

掘殆尽。笔者说是战国前后的人开采的，距今有 2500年了。他一听，露出狐疑、惊诧的表情。这

一次，秦师傅他们用绳子将笔者结实地绑好，从奴拉赛山头半腰处的竖井，悬坠深入竖井底部。这

竖井深 20米以上，接近底部时，漆黑如夜，正值炎夏，洞底冷嗖嗖，吸一口带有浓浓矿味、湿冷的空

①李仲均：《中国古代用炭历史的几个问题考辩》，《地球科学—武汉地质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

②葛栋峰、刘学良：《新疆煤碳资源种类分布特征》，《内蒙古煤碳》，2021年。

③王海涛等：《长焰煤自燃指标气体特征分析》，《煤碳技术》2021年，第40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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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凉气直透肺腑。抬头仰看洞口，像是透过圆形亮窗，遥看天河。绳索碰到矿壁，碎石碰撞洞壁

的声音清脆、尖利，轰鸣的回声在洞内长时间地缭绕。那时，洞底还有水，碰落石块的入水声，更为

尖利、刺耳。黑暗中用手电四下环照，见有横井交叉。竖井底部的水很浅，但冰冷刺骨。这样的经

历，对笔者理解古代矿工的开矿生活，有重要启迪。难以想象，几千年前的古人，开采矿时的，他们

怎样用十分简单有亚腰状石斧和石锤，将奴拉赛山头掏成网状的空洞，将最富集的铜矿几尽掘完，

从竖井口部残的几节木梯观察，他们是背着沉重的矿石，攀踩着几十米深的木梯，将矿石背出矿

洞，或者由交叉的横洞将矿石背负出矿井。矿洞直径平均1~2米，掘至山脉腹体内部，洞更窄，黑洞

洞的伸手难观五指，当时是如何照明的，那些横向的矿洞是否是通风的风道？欧亚大陆罕见的巨

大的矿脉中，被开采的富集的矿料，又有多少？这些矿料又被运到什么地方？十多公里崎岖的山

道，沟狭壁直，车辆难行，不会是肩挑人抬将如此沉重的矿料运出去的吧，现在能想出来的唯一办

法是靠马、驼的背负，来完成运载工作。用奴拉赛铜矿在何地，冶铸成了什么样的铜器，这些铜器

在欧亚草原的铜器系统中，具有什么的地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青铜时代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形

成，奴拉赛古铜矿在这一过程中，又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在奴拉赛古铜矿残留下来的几件冰

铜块、废弃的几块炼渣背后伸引出来的，事关整个欧亚历史的重要问题。现在笔者知道的是，奴拉

赛铜矿前面的奴拉赛沟，几乎被当年的奴拉赛矿工开采铜矿时的废弃物所填满。据说，当地的铜

业公司，因在古铜矿附近的开采受到限止，便又把古人废弃的矿料重新“开采”了。在此之所以再

回顾奴拉赛铜矿考察的经历，是因为这些过程，对更感性的认识奴拉赛古铜矿不无裨益。

奴拉赛古铜矿开采年代新识。至少到青铜时代的中晚期，喀什河上游一带的文化发展进入鼎

盛阶段，这里成为当时内陆欧亚政治和矿业经济的一个中心。吉仁台沟口“王的祭坛”和冶铜聚落

中大房子的发现，说明此时已经处于社会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阶段。当时社会上层的统治者，控

制着内陆欧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奴拉赛铜矿，或者可以这样说，喀什河上游之所以成为当

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与奴拉赛铜矿的开采不无关系。

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始于青铜时代的推论，其认识有一个过程。奴拉赛铜矿是国保单位，在遗

址说明牌上,将其时代定在战国前后，依据是用一号竖井口部残留的木头梯架测的碳十四数据，毫

无疑问的是，这木梯的残支架，不能代表铜矿初始开采的年代，它是古人最终废弃矿井的时候留下

来残迹，只能代表铜矿的废弃时代。这一碳十四数据，只能说明奴拉赛铜矿在战国前后废弃了。

奴拉赛铜矿始开采于何年，不得而知。奴拉赛铜矿的开采，需要有高度的社会控制能力、资源调配

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从伊犁河上游，特别是支流喀什河上游近年来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看，公

元前 2千纪的上半叶，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步入了辉煌阶段。如前所述，修建吉仁台沟口“王的祭

坛”，就要召集和动员周围多个聚落的劳动力，非上层统治者所不能为。所以，奴拉赛铜矿大规模

开采，应该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审视，它属于穷科克下层文化范畴的遗存。

另外，将奴拉赛铜矿最初的开采，放到整个内陆欧亚冶金史的大视野观察，更有意义。据原苏

联学者切尔内赫（Chernykh）的研究，欧亚草原北部早期的冶金技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环黑海冶金网的形成，时代为公元前五千纪和前四千纪，其源头在安纳托里亚高原。第二阶段是

包括高加索在内的多冶金中心的出现，时代在公元前 3千纪到公元前 2千纪。第三阶段是欧亚北

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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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冶铜工业大发展时期，时代在公元前 2千纪初到公元前 1千纪初前后①。从欧亚草原视野考察，

青铜时代中期晚段和晚期的早段，即公元前3500－前2000年间，欧亚草原西部的颜那亚文化人群，

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铜制铜技术，紧接着在乌拉尔山东西两侧相当辽阔的范围内，出现了以辛塔

什塔和阿巴舍沃（Abashevo）这两个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文化都以极为活跃的冶铜业而

著称。辛苦什塔文化主要分布在乌拉尔河与额尔齐斯河支流托博尔之间，几乎所有辛塔什塔文化

聚落遗址上都发现有采矿、矿石加工、矿渣、熔炉残件以及各种制成品的遗迹和遗物。聚落上几乎

每一座房屋内都发现了金属冶炼和制造活动的遗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时期，铜矿是人

们最主要争夺的资源。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自

东向西，陆续掀起的自青铜时代中期后段到晚期前段的冶铜高潮，自西向东，人们将中亚北部辽阔

的森林草原地带的大多铜矿开采殆尽。青铜时代中晚期，草原地区中发现一些精制的兵器，如有

銎斧和矛以及刀柄装饰醒目的匕首和短刀等，都是采用封闭的薄壁陶制模和陶范这种新工艺铸造

的，用陶范一次性铸造有銎或插孔等器物的技术，是塞伊玛-图尔宾诺人群中青铜器工匠最显著的

创新。据切尔内赫和库兹米娜的研究，这种新的铸铜工艺，源自铜矿丰富的萨彦岭—阿尔泰地

区②。青铜时代晚期，即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阿尔泰山、哈萨克斯坦和中亚西亚北部地区新的铜

矿资源都开始开采利用，同时出现了一批新冶铜制铜中心。安德罗诺沃文化区内的冶金中心，被

认为是整个欧亚地区产量最大的，构成了新的“欧亚冶金”（技术）文化网。大约从公元前 1750年开

始，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群东向运动，开始大规模开采外乌拉尔地区的铜矿，并懂得采用氧化铜化

石，多个独立的冶铜中心在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文化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产生了③。喀什河的

上游是一个安德罗诺沃文化覆盖区内，此为独立的采矿中心。喀什河上游铜矿的开采与冶炼，其

背景无疑与辛塔什塔—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内陆欧亚铜矿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有关。吉林

台冶铜聚落的工匠也用陶范制作铜器，显示出其与整个中亚草原制铜传统的关系，伊犁河上游多

年采集有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也都与这一时期掀起自西而东的青铜冶铸活动有

关。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延续到早期铁器时代晚期的前段，即战国之初，此后，因为奴拉赛古铜矿被

开采殆尽，终成废矿。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当地急于发展工业经济，便又踩着古人脚印，围绕着古

铜矿食古之余，二千多年之后，又开始续写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历史。

四、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

公元前 2千纪末至公元前 1千纪初前后，伊犁河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早期铁器时代的穷科克

①［俄］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安德烈·叶皮马霍夫著，陈向译：《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31~32页。

②［俄］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安德烈·叶皮马霍夫著，陈向译：《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42~47页。

③［俄］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安德烈·叶皮马霍夫著，陈向译：《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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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文化取代了青铜时代的穷科克文化下层文化。

（一）穷科克下层文化与穷科克上层文化的交替

任何一个文化体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不同的因素可能有其不同的源流，穷科克上层文

化亦是如此。彩陶系统是构成穷科克上层文化的重要方面，究其主脉本源，当与整个天山彩陶系

统的形成有关，探究起来彩陶文化大多与定居的农业经济形态有关①。穷科克上层文化人群过着

半定居的生活；构成穷科克上层文化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的是与游牧有关的遗存，如马具、随葬羊肉

（多以朽为羊骨）、羊距骨等习俗，它无疑与北部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因素相关。游牧是穷科克上

层文化人群重要的经济形态因素。伊犁河上游及支流两岸发现的聚落遗址，绝大多数是属于穷科

克下层文化遗存，穷科克下层文化人群则更多地过着定居生活。人们畜牧牛、羊，在水土条件优越

的地方，种植小麦和黍类农作物。

穷科克下层文化与穷科克上层文化属于性质完全不同、文化源渊完全不同的考古文化，它们

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如果说有什么蛛丝马迹，笔者在穷科克台地西侧靠近河岸的地方，

发掘一处祭坛遗址，祭坛呈隆起的丘状，从出土的陶片看，属于穷科克上层文化结束和穷科克下层

文化初始阶段的遗存。祭坛主要用河床中的卵石、人工打碎后堆成的，遗址中的陶片为夹砂灰陶，

表面有压印刻划纹样。遗址中出土两件可以复原的器物，一件是无耳的彩陶壶，一件是平底的缸

形器。这件彩陶壶可以作为伊犁河流域最早阶段的一件彩陶看待，平底缸形器可以作为穷科克下

层文化最晚阶段的一件器物。前后两种源渊完全不同的文化人群，在这一祭坛相见。公元前 1千
纪前后，伊犁河流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变故，并促成了文化的交替，已经不得而知。不过，

彩陶系统的居民取代印刻划纹陶器系统的居民，成为伊犁河历史上的新主人，是伊犁河流域史前

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彩陶文化取代压印刻划纹陶器文化，对整个中亚

东部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深刻而久远的。

（二）穷科克上层文化的重要发现

穷科克上层文化目前发现的遗存基本为墓地，穷科克上层文化遗址的发现有存在铁器的普遍

使用、居民的祭祀活动、游牧社会的分化等问题。 另外，由于伊犁河上游穷科克上层遗存的发现

与研究，引发我们对原苏联学者关于塞人—乌孙文化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1.铁器的普遍使用

穷科克上层文化与穷科克下层文化结构上的重要的区别是，穷科克下层文化是冶铜制铜的族

群，穷科克上层文化人群则更普遍地使用铁器。铁器的起源与传播是中国考古研究中重大问题。

目前，更多的学者相信，中原的冶铁技术是由史前新疆传入的。就新疆与河西而言，新的发现表明

伊犁河支流喀什河上游的人群最早接触到了铁器，但并未普及开来，只是偶见，另外一支最早接触

到铁器的人群是河西地区齐家文化晚期的人群，其时代在公元前 2千纪中叶前后，亦为偶见，并未

在其后很快普及并推广使用。

公元前 1千纪初前后，生活在新疆伊犁河上游喀什河流域的穷科克人群，自他们在这一区域

①刘学堂：《丝路彩陶·天山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22年，第576~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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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了穷科克下层人群开始，就广泛地使用铁器并普及开来。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的一座墓葬

中，多数墓葬中随葬铁器，其后伊犁河上游发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墓地，大凡有随葬品的墓葬中，

均以铁器最为常见。伊犁河上游铁器普遍使用的年代，要早于新疆其它地区，更要早于中原和国

内其它区域。铁器的起源及其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尤其是向新疆等中亚东部和东亚的传播过程，

仍有许多疑难未明的问题需要研究。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穷科克一号墓地的全面发

掘，都为这一问题的研究积累了重要的资料。目前看来，穷科克铁器的突然兴起，当与西亚与中亚

西部人群在伊犁河下游的七河地区、西天山的费尔干纳盆地、楚河流域的活动有关，以及对伊犁河

上游的影响有关。

2.早期铁器时代的祭坛

伊犁河上游牧早期铁器时代的祭坛，与中亚草原地带被称为“克来克苏尔”的祭祀遗存性质相

同。“克来克苏尔”指的是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中亚草原地带的居民修建在草原上的祭

天石圈建筑，被称为太阳神殿。结构一般是地表上围圆形石圈，石圈内堆垒圆石堆，中间石堆与外

石圈间，常用石条联接，俯视为“车辆”状。

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墓葬结构分为墓室和墓葬地表建筑两部分。墓室多为竖穴偏室墓，另外有

竖穴土坑墓。地表建筑是在墓上起封土堆，然后在圆形封堆外选用基本一致的卵石围铺成石

圈，是简单的“克莱克苏尔”。还有个别方形石圈，天圆地方，方形石圈也许是祭祀地神的“克莱

克苏尔”。

穷科克上层文化的人们，还在公共墓地旁边，沿喀什河岸修筑专门的祭天神坛，即“克莱克苏

尔”。2002年，在穷科克二号墓地旁发现一座，紧邻喀什河岸的祭坛与青铜时代吉仁台祭坛一样，

位于喀什河出峡谷口的岸边。祭坛用挑选的石头在地表铺成同心圆形，中心圆心部分用砾石围

砌，外圈用同样大小的卵石围砌。2004年，在铁木里克沟口墓地发现一座。这一祭坛，亦邻近喀什

河，规模较大，结构相对复杂。整体像一个巨大的车轮状。外围用卵石围成圆形石圈带，带宽 1~2
米，中间是凸隆的石堆，石圈带与中间石堆之间用十字形的石条带连接。封堆凸隆的中部有一祭

马坑，祭有完整的马头，祭马坑被破坏，只有马嘴中衔的铜马具保存完好，是三孔弓形柱状马衔和

两孔直棍式马镳。此类马具的形式较早，可以早到春秋时期。

2003年，在发掘别特巴斯陶墓地时，发现一座结构独特的祭坛，除地表建筑与祭天仪式有关

外，祭坛内中心地表浅坑中置有一石祖，是祈求生育的生殖祭祀神坛，为特殊功能的“克莱克苏

尔”。别特巴斯陶，在蒙古语中是泉眼的意思。这座祭坛修建在山泉源头旁。祭坛的封堆，用很纯

净的黄土堆成。封堆的结构与石圈墓别无二致，只是这一封堆下有燎祭坑，坑内存大量灰烬。封

堆下原地表挖有两个方形浅坑，一个浅坑中是十分零碎的人骨，另一浅坑中，置一石祖，石祖的形

象为“龟头”雕磨，石祖打磨的十分光滑，可见这是一座专门祭典石祖的祭坛。由祭坛的结构看，与

这一区域战国前后的墓葬结构大体一致，故而推测这座祭坛年代为战国时期的。祭坛的功能与泉

水联系起来考虑，可以推想出当年，生活在这区域的人们，赋予该泉水以神圣的生殖神力（生命之

水，“圣水”），祭礼活动的重要仪式，是饮用“圣水”，抚摸石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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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牧社会的分化

穷科克上层人群初入喀什河中游，选择河两岸环境优沃的区域，繁衍生息，营建公共墓地，留

下穷科克一号墓地等相关的遗存。穷科克一号墓地代表着穷科克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年代从公

元前 1千纪前后，到公元前 1千纪中叶。公元前 1千纪中叶前后开始到公元 1世纪前后，即相当于

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到西汉，穷科克文化人群的经济生产方式更加优化，原来氏族组织的羁绊逐

渐松懈，人们活动的区域更为广泛，在喀什河两岸及支流、特克斯河流域主要河沟地带，遍布这一

时期的墓地。由于氏族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家族势力凸显，家族墓地的墓葬分布较为松散，墓地之

间没明确边界，不少墓葬呈链状排列。这一时期，墓葬规模大小有序，大小墓葬规模相差悬殊，说

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存在着明显差异。特别是超大规模地表有巨型封堆的墓葬，说明伊犁河

流域游牧社会中王权的诞生。历史学家多认为，这些巨型封堆墓与乌孙王国驻牧伊犁河谷有关。

4.塞人—乌孙文化起源新识

原苏联学者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犁河流域（包括七河地区）、楚河流域发掘冠以塞人—乌孙

文化遗存，与伊犁河上游中国境内早期铁器时代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特征一致，它们同源同

流。原苏联学者认为，塞人—乌孙文化前后相继，特别是塞人遗存，认为源于当地的安德罗诺沃文

化，这一观点虽然影响较大，质疑者不多，但考古学上的论证并不充分。伊犁河支流喀什河上游穷

科克遗址下层与上层关系的发现，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穷科克下层文化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地方类型。如上所述，笔者依穷科克遗址的文化

层位，称其为穷科克下层文化。穷科克下层文化以夹砂灰陶压印刻划几何纹装饰为主要的文化标

志，陶器的器型十分简单，基本为无耳的缸形器与带有圈足的罐形器。缸形器基本为直壁，圈足罐

器的腹部微鼓。穷科克下层文化在整个安德罗诺沃文化谱系中处于中期晚段和晚期阶段。平底

缸形器和圈足罐形器多为素面，极个别见有压印刻划的几何纹样。穷科克下层居址废弃后，穷科

克上层文化人群便直接在这一居址面上开始挖掘墓穴，布局公共墓地。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性质的

遗存发现，即穷科克上层文化对穷科克下层文化的替代是直接的。穷科克上层文化是以夹砂红

陶、彩陶装饰为基本标志。陶器基本为无耳的陶罐，有明显的颈部，多鼓腹平底，其次为单耳陶器，

如单耳杯和少量的单耳罐，陶钵盆类器物开始流行起来，单耳罐和陶钵类器物，多为彩陶，彩陶纹

样独具特征。与下层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比较起来，无论陶器的质地、器物类型与形态、器表装饰

迥然不同，特征上相去甚远，属于源流完全不同的考古文化，前已有述。穷科克上层文化的文化因

素在穷科克下层文化中找不到根与源。毫无疑问，穷科克上层文化并非脱胎于当地安德诺沃文化

联系体的地方类型，即穷科克下层文化，而是另有所源，即穷科克上层文化，做为天山地区最西部

的彩陶遗存，是彩陶文化由东部天山向西部天山传播的最外环①。天山地区的彩陶文化是中原地

区半坡—庙底沟彩陶文化体系、西北黄河上游马家窑彩陶文化体系，由东向西，由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青铜时代演变发展，传播到新疆天山地区，从而形成了天山彩陶体系。伊犁河谷的彩陶文化，是

天山彩陶体系中最西，也是最后的一支。伊犁河谷及巴尔喀什湖东南其它河流流域分布的所谓塞

①刘学堂、侯明明：《史前中原文化因素向新疆天山地区的动态拓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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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乌孙文化一脉相承，学术界对此并无异声。只是早期兴起的塞人文化中，以彩陶为标志的文

化因素，根源于东方天山彩陶体系，根系深扎于久远的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母体。

原苏联学者之所以将塞人—乌孙文化的源头，比较生硬、机械地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前后嫁

接。究其原由，可能与当地早于塞人—乌孙文化的遗存，主要是强大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系体的

地方类型。在没有找到塞人—乌孙文化正源的时候，只能做这样的解读而已。另外，任何文化的

起源都不会是绝对的、单向的，会接受周边区域同时代和比较早的文化因素，比如分布于费尔干纳

盆地和楚河地区的楚斯特文化对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出现和流变也会产生影响。在研究穷科克上

层文化的时候，值得关注。另外，将塞人—乌孙文化作为天山地区最后的彩陶文化考察，彩陶存在

一个由早至晚、由东到西，从相对繁荣到最后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这一文化最早形成

公元前 1千纪初前后，公元前 1千纪中叶，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文化体系结构的大视野考

察，很早就开始的中国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东西向运动，为理解塞人-乌孙文化起源的提供了更

为纵深宽阔的背景舞台。联系到中国文献中关于塞人-乌孙故乡的记载与传说，伊犁河上游穷科

克文化发现及兴衰的研究意义更为凸显。

结 语

伊犁河上游河谷三角洲，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穷科克台地“三叠层”的发

现，为寻找该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公元前 3千纪初的铜石并用时代，阿凡纳谢

沃文化人群的一支，迁徙到了伊犁河的上游，揭开了该地区青铜文化的序幕。公元前 2千纪后段，

伊犁河上游的居民学会了烧炭，他们可能用炭冶铜，提高冶铜的工效。公元前 2千纪前半叶的青

铜时代中期，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冶铜大军中的一支，可能由北而南，自阿尔泰山脉南麓进入

到了伊犁河谷，也可能由哈萨克斯坦中部草原，经巴尔喀什湖东岸的七河地区再溯伊犁河东进，到

达伊犁河的上游，他们在这里发现并开始采掘奴拉赛铜矿，由于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喀什河上游很

快成为当时世界青铜贸易体系中重要的铜矿原料供给地。青铜时代伊犁河上游的青铜文化具有

明显的地方特征，人们使用平底或带圈足的压印刻划纹陶器，这一地方文化类型，依据穷科克的层

位关系，命名为穷科克下层文化。因为奴拉赛铜矿大规模开采，约从公元前 17世纪开始，喀什河

上游就成为当时中亚草原地带青铜开采和冶铸工业的中心。草原地带的上层统治者，沿喀什河修

建冶铜聚落，公共冶铜仪式建筑、修建王级别的祭坛。王的祭坛的存在，表明喀什河上游曾是某最

高统治者的驻地。青铜时代喀什河上游的冶铜居民，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还在于他们首先发现了

煤的燃烧性能，以煤为燃料用于冶铜，大大提高了冶铜的效率，揭开了人类历史上煤炭能源革命的

序幕，其实际性意义不言而喻。约公元前 2千纪末的青铜时代晚期，穷科克下层文化走向衰落。

约在公元前 3千纪末，自东而西，由黄河上游经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地区，广泛制作和使用彩陶的

文化居民，沿着天山山谷和山麓地带的绿色通道西进，约在公元前 2千纪至公元前 1千纪之交，进

入伊犁河上游三大支流流域，他们在穷科克下层文化居民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了伊犁河上游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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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文化。穷科克台地的层位关系表明，穷科克下层文化与穷科克上层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居民继续开采奴拉赛铜矿，但这一文化居民更普遍地使用铁器，是目前中国境

内最早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铁器的族群。穷科克上层文化居民的经济生产中，游牧经济处于主

导地位，伊犁河上游的河谷、山麓的草场均得到开发利用，穷科克上层文化居民创造了天山地区彩

陶文化的新类型，并影响到伊犁河下游的七河地区和楚河流域。穷科克上层居民深刻地受到了中

亚北部草原文化影响，墓葬的地表普遍存在具有祭天寓义的圆形石圈建筑，他们还沿河岸两侧，修

出专门从事祭天活动的祭坛（克莱克苏尔）。公元前 5世纪以后，奴拉赛铜矿中最富集的矿脉，基本

开采殆尽而废弃，冶铜工业衰落。穷科克上层文化晚期，伊犁河上游牧社会的阶层分化进一步加

剧，游牧社会的上层更加重视墓葬的地表建筑，辽阔草原上出现的大小不同的巨型封堆墓，是不同

级别游牧贵族的陵冢。伊犁河草原，曾是文献上记载的塞人、乌孙贵族驻牧之地①，那些超大规模

的巨冢，可能是塞人或乌孙人的王冢。西汉时期汉中央王朝统一西域，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西域，

归属中央王朝统治，伊犁河上游社会进入到华夏一统的历史时期。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①［苏联］K.A.阿奇舍夫 L.A.库沙耶夫著，孙危译：《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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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dvances o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LIU Xuetang
Abstract: The Ili River is an inland river in central Asia and an international river that crosses China and
Kazakhstan. Th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Ili River has alway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cholar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xcavated ancient tombs on the banks of the Ili River in Kazakhstan and proposed ac⁃
ademic views such as belongings to the Saka-Wusun culture.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scholars have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ar⁃
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ombs and sit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Ili River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basins of the Kash River and the Tekes River, which are tributaries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Ili Riv⁃
er, and have made important gains, the majority of these tombs and sites are relics of the prehistoric peri⁃
od, and based on thes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the Ili Riv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tage represented by the microlith, the Bronze Age and the Early Iron Ag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 of the Ili River Basin over the years, and will discusssome im⁃
portant issu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ehistoric Ili River, and put forward some new reflections and
views, which will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depth of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Ili
River.
Keywords: Ili River, Qiongkeke Lower Layer Culture, Qiongkeke Upper Layer Culture, Cultural Origin

A brief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for the Youyi Road Cemetery
horizon at a supplementary land for the protection and exhibition construc⁃
tion in Kucha City Xin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ed cemeteries, located in a protective construction site of Kucha city for the
Youyi Road Cemetery, was excavated by archaeologists from the Xin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between March and April of 2023, which had 62 graves with a chronological range from
Wei- Jin- Southern-Northern to Tang dynasties. The cemetery wa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Wei- Jin-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graves, which feature diverse structures and complicated burial practices.
The Tang Dynasty grave was a minority in the cemetery, suggesting a weak activity at that time to con⁃
struct burials. These findings from the cemetery have broadened the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Youli Road Cemetery, contributing to the study on human history in the Kucha River basin.
Keywords: The Youyi Road cemeteries in Kucha, The Jia（甲）-shaped tombs with a slope entrance and
the mud-based chamber

AStudy on the Sorting of Resident Identity of Sogdian Shi surnames in TurpanDocuments
Duan Wengang

Abstract：The Turpan documents recorded a large number of residentssurnamedShi.By sorting out the
names, places of residence, and other materials of the residents with the Shi surname in the documents,
which can b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residents surnamedShi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gdians.These res⁃
idents surnamed Shi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societ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agri⁃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ife, commercial trade, border defense, and local governance, which is an indis⁃
pensable part of the study of the Sogdians who entered China.
Keywords：Documents from Turpan;Sogdian;Shi surname;Hu Shang（sogdian merchants）

吐鲁番学研究 2024年第3期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