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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上庙地点北魏墓
Ｍ７５ 出土琥珀来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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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北魏墓 Ｍ７５ 的时代约为北魏中期，墓主可能来自当时活跃在关中盆地北缘的一支游牧鲜卑

人群。 墓室棺内头侧出土一件圆帽状琥珀饰件，可能是用来佩戴的头饰或项饰，类似形制的琥珀饰件亦见于山西大

同地区，目前仅见于鲜卑墓葬中———可能跟特定人群、观念或功能相关，值得进一步关注。 本研究通过超景深显微镜、红
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对该件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显示，该琥珀饰件的红外光谱有明显的“波罗的海肩”，可以确认是

波罗的海琥珀，推测其应该是经欧亚草原进入北魏平城，再自北向南从雁北地区进入关中北缘的。 这是目前首例通过科

技分析确定产地的北魏时期琥珀，本研究可为深入讨论中古早期波罗的海琥珀的传播提供新材料和可靠的时空节点。
关键词： 西头遗址；北魏；琥珀；产地；佩饰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６．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０　 引　 言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

社区西侧约 １ ｋｍ 的西头村（图 １），是泾河流域规模

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遗址西侧区发现面积约

８０ 万 ｍ２ 的城址，东南城外（上庙地点）有一处面积超

过 １５ 万 ｍ２ 的大型围沟墓地，钻探结果显示围沟内有

西周时期墓葬近千座［１］。 ２０２０ 年在清理西周墓葬

过程中发现带围沟的北魏墓葬（Ｍ３９） ［２］，２０２１ 年在

Ｍ３９ 以北又清理了一座时代稍早的墓葬（Ｍ７５），本
研究所讨论的琥珀饰件即出土于 Ｍ７５ 的木棺内。

图 １　 西头遗址位置示意图［３］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ｔｏｕ ｓｉｔｅ

１　 出土环境与器物描述

Ｍ７５ 是一座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 墓向坐北朝

南，地表有围沟，未见封土迹象。 墓道中有一匹殉

马，墓室未被盗扰，平面近椭圆形。 墓室随葬品共

７０ 件，包括陶罐、陶盆、陶壶、铜鐎斗、大型彩绘泥

俑、马具、铁刀、铁箭镞等。 梯形木棺仅余棺痕，置于

墓室中部偏西。 棺内墓主头西足东，靠近北侧棺板

处东西向放置一柄长约 ０. ７ ｍ 的环首铁刀，琥珀饰

件（Ｍ７５：５４）位于离环首不远的北侧棺板下（图 ２）。

图 ２　 旬邑西头 Ｍ７５ 琥珀饰件出土位置

Ｆｉｇ．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ｂ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ｏｍｂ Ｎｏ． ７５
ａｔ ｔｈｅ Ｘｉｔｏｕ ｓｉｔｅ， Ｘｕｎ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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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７５ 随葬陶器中多见盘口做法，双联壶的壶

体扁鼓，最大径在肩部，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Ｍ１４［４］１３８ － １４２、大同雁北师院 Ｍ２４［５］２０ 等所出陶壶风

格类似。 根据已有的北魏墓葬随葬陶器的分期研究

成果［６］，推测 Ｍ７５ 的时代约为北魏中期。 墓主指骨

的碳十四测年结果经树轮年代校正主要集中在公元

４０８—４８０ 年（概率为 ６０． １％ ），考古类型学研究结

论跟墓主指骨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大致吻合。

２　 样品和方法

２． １　 试验样品

琥珀饰件 （Ｍ７５：５４） 位于离环首不远的北侧

棺板下（图 ２）。 平面略呈圆饼状，一面鼓起，一面

由两侧向中部弯卷，中心位置有圆形穿孔。 饰件

直径约 ３. ８ ～ ４. ２ ｃｍ、厚约 １. ６ ｃｍ、孔径 ０. ６ ｃｍ，重
２０ ｇ。 器物表面为土黄色风化层，部分风化层零星

脱落。
２． ２　 试验方法及仪器参数

本研究首先使用超景深显微观察样品表面的微

小结构和形态特征，再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分析样品，并结合红外光谱峰值和拉曼光谱峰值特

征对样品来源产地进行分析判定。
２． ２． １ 　 超景深显微镜观察（ ｕｌｔｒａ ｄｅｐｔｈ － ｏｆ － ｆｉｅｌ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样品超景深显微观察在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进行。 使用仪器为基恩士

公司的 ＶＨＸ －２０００ 超景深显微镜， 放大 ３０ 倍和放

大 １００ 倍后分别进行观察并拍照。
２． ２． ２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样品的红外光谱测试在西北

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完成。 仪器为德国布鲁克

ＥＱＵＩＮＯＸ －５５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采用溴化钾

粉末压片透射法开展测试，仪器测定范围 ４ ０００ ～
５００ ｃｍ － １，分辨率 ０. ２ ｃｍ － １，扫描信号累加次数 ６４
次。 试验时在样品凹面上不同地方采集，一共采集

四次。
２． ２． ３　 拉曼光谱分析（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样品

的拉曼光谱测试在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完

成。 测试仪器为赛默飞 ＤＸＲ２ 显微拉曼光谱仪。 测

试条件：激发光源波长为 ６３３ ｎｍ；光谱检测范围为

３ ２５０ ～ ５００ ｃｍ － １；空间分辨率 ５００ ｎｍ；激光输出功

率为 ２ ｍＷ；扫描时间 ６０ ｓ。 为了方便光谱图的观

察和分析，测试结果全部进行了基线校正和平滑处

理。 试验时在样品凸面上不同地方采集，一共采集

三次。

３　 结果和讨论

３． １　 上庙 Ｍ７５ 有机宝石种属鉴定

采用超深景显微镜对样品放大 ３０ 倍和 １００ 倍

后观察，发现样品风化层为黄白色、酥粉状。 未风化

的本体呈深黄色半透明，具有树脂光泽，无解理，放
大可见气泡、流纹（图 ３），据此推测样品应为某种有

机宝石。

图 ３　 样品显微照片

Ｆｉｇ． ３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样品种属进行

鉴定，在样品的四个不同点位（图 ４，点 １、２、３ 和 ４）
获得的红外光谱（图 ５）基本一致，均在 ２ ９３３ ｃｍ － １，
２ ８６１ ｃｍ － １、１ ７２４ ｃｍ － １、１ ４５４ ｃｍ － １、１ ３８５ ｃｍ － １、

１ ２６０ ｃｍ － １、１ １６２ ｃｍ － １ 和 ９７６ ｃｍ － １ 附近存在特征

峰。 将样品红外光谱图显示的峰值特征与以往文献

研究［７］比对后发现：２ ９３３ ｃｍ － １、２ ８６１ ｃｍ － １附近吸

收峰由脂肪类 Ｃ—Ｈ 缩振动导致；１ ７２４ ｃｍ － １附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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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Ｏ 伸缩振动；１ ４５４ ｃｍ －１、１３８５ ｃｍ －１附近为 Ｃ—Ｈ
弯曲振动峰；１ ２６０ ｃｍ － １、１ １６２ ｃｍ － １ 附近为 Ｃ—Ｏ
单键伸缩振动；９７６ ｃｍ － １ 附近由 Ｃ—Ｈ 的面外振动

导致。 上述光谱信息符合琥珀中脂肪族结构的基本

骨架［８］，与起初肉眼手标本判断相符。
在琥珀样品表面随机选择三个不同点位（图 ６，

点 １、２ 和 ３）进行光谱采集，所得激光拉曼光谱见

图 ７。 共激发三次：首次所得光谱图较为清晰（图 ７
点 １）；第二次所得光谱特征峰出现位置与首次相

同，但峰值较弱不明显（图 ７ 点 ２）；第三次所得光谱

图同点 １，较为清晰（图 ７ 点 ３）。 三次激发所得拉

曼光谱图均显示样品在 ２ ９３１ ｃｍ － １、１ ６４８ ｃｍ － １ 和

１ ４４９ ｃｍ － １附近存在特征峰，其中：近 ２ ９３１ ｃｍ － １处

谱峰尖锐，为琥珀的拉曼主峰，由饱和 Ｃ—Ｈ 键伸缩

振动引起，因此，红外光谱与拉曼光谱共同表明该样

品为琥珀；此外，１ ６４８ ｃｍ － １和 １ ４４９ ｃｍ － １两个较弱

的拉曼吸收峰，分别由 Ｃ ＝ Ｃ 双键弯曲振动和 Ｃ—Ｈ
弯曲振动导致［９］。

画框部分为红外光谱测试部位

图 ４　 样品照片

Ｆｉｇ． 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５　 样品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 ５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 ６　 样品的拉曼光谱采样点

Ｆｉｇ． ６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图 ７　 样品的拉曼光谱图

Ｆｉｇ． ７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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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琥珀的成熟度一般用于描述天然树脂—柯巴树

脂—琥珀这一演化的术语，琥珀一般指成熟的石化

树脂，随着琥珀成熟度的增加，聚合作用导致结构单

元的环外 Ｃ ＝ Ｃ 双键形成 Ｃ—Ｈ 单键，Ｃ ＝ Ｃ 双键含

量逐渐降低，相应的 Ｃ—Ｈ 单键含量逐渐增加，导致

相应的拉曼光谱强度 Ｉ 发生相应的变化，利用

Ｉ１ ６４８ ｃｍ － １ ／ Ｉ１ ４４５ ｃｍ － １ 比值 Ｎ 可确定树脂的成熟度———
该比值越低，树脂的成熟度越高［１０ － １３］。 通过计算得

出琥珀样品三个点位的 Ｎ 值分别为 ０. ９６、０. ８４ 和

０. ９３，平均 Ｎ 值为 ０. ９１，其中测试点 ３ 为琥珀破损

处的拉曼光谱，可代表该样品的成熟度，其比值为

０. ９３，表明样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成熟度。
３． ２　 样品矿料产地判定

研究表明，琥珀的红外光谱特征是其产地判别

的重要依据（表 １）。 波罗的海琥珀具有产地意义

的红外光谱特征明显，表现为 １ １００ ～ １ ２００ ｃｍ － １

范围内存在一个尖锐的谱锋，并伴有宽缓的肩峰，
通常称之为“波罗的海肩”。 通过红外光谱对比，
本研究的测试样品在 １ ２６０ ｃｍ － １、１ １６２ ｃｍ － １有一

处较宽的吸收峰（图 ５），可以作为产地辨识信息。
对比以往对三大产地（多米尼加、波罗的海、缅甸）
琥珀的红外光谱特征研究（图 ８），并结合样品峰位

可以确认上庙墓地 Ｍ７５ 出土琥珀饰件与波罗的海

琥珀的特征相近。
需要注意的是，肩峰具体位置不同学者的测试结

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上位于 １ ２５０ ～１ ２６５ ｃｍ －１之

间（表 ２）。 通过光谱形态以及谱锋位置对比，本研

究的样品 Ｃ—Ｏ 单键伸缩振动谱峰与波罗的海琥珀

红外光谱相近，即 １ １６２ ｃｍ － １尖锐吸收峰附近，伴有

１ ２６０ ｃｍ － １左右宽缓的肩峰。
此外，不同产地的拉曼光谱特征一般无明显差

别，但成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Ｉ１ ６４８ ｃｍ － １ ／ Ｉ１ ４４５ ｃｍ － １比

值不同）。 通过统计，不同产地琥珀的成熟度自低

至高分别为多米尼加蓝珀、波罗的海琥珀、多米尼加

金珀、墨西哥琥珀、中国抚顺琥珀、缅甸琥珀［１４］。 经

过计算，本研究样本的平均 Ｎ 值为 ０． ９１，与波罗的

海琥珀接近。 综上所述，上庙墓地 Ｍ７５ 出土琥珀饰

件极有可能来自波罗的海地区。

表 １　 不同产地琥珀主要光谱特征［７］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琥珀产地 红外光谱特征
拉曼光谱 Ｉ１ ６４８ ｃｍ － １ ／

Ｉ１ ４４５ ｃｍ － １ 比值

缅甸
官能团振动峰主要出现在 ２ ９２８ ｃｍ － １、２ ８６０ ｃｍ － １、１ ７２０ ｃｍ － １、１ ４５８ ｃｍ － １、１ ３７５ ｃｍ － １、１ ２２７ ｃｍ － １、
１ １４１ ｃｍ － １、１ ０２８ ｃｍ － １和 ９７４ ｃｍ － １ ０． ４１７

波罗的海
具有特征的“波罗的海肩”（Ｂａｌｔｉｃ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由 Ｃ—Ｏ 伸缩振动引起的 １ ２５０ ～ １ ２６５ ｃｍ － １左右宽缓的

吸收肩峰，与 １ １５８ ｃｍ － １左右强的尖锐组合峰
０． ７９８

多米尼加
主要出现 ２ ９３１ ｃｍ － １、２ ８６１ ｃｍ － １、１ ４５８ ｃｍ － １、１ ３８０ ｃｍ － １、１ ７２５ ｃｍ － １和１ ６９５ ｃｍ － １，多为两个分裂峰

或肩峰；Ｃ—Ｏ 伸缩振动所致１ ２６８ ｃｍ －１、１ ２３３ ｃｍ －１、１ １８４ ｃｍ －１、１ １４８ ｃｍ －１、１ １０８ ｃｍ －１和９７８ ｃｍ －１，不
分琥珀中可见 １ ６４８ ｃｍ － １和 ８８８ ｃｍ － １谱峰

蓝珀：０． ９２１
金珀：０． ７８８

墨西哥
２ ９３８ ｃｍ －１及２ ８６５ ｃｍ －１，羰基致１ ７２５ ｃｍ －１、１ ６９８ ｃｍ －１双峰或肩峰；１ ４５８ ｃｍ －１和１ ３８０ ｃｍ －１是 Ｃ—Ｈ 弯曲

振动；Ｃ—Ｏ 伸缩振动位于 １ ２４０ ｃｍ －１、１ １５０ ｃｍ －１、１ １０９ ｃｍ － １、１ ０３７ ｃｍ － １和９７８ ｃｍ － １ ０． ６７５

中国抚顺
主要出现在 ２ ９３５ ｃｍ － １、２ ８５８ ｃｍ － １、１ ７２２ ｃｍ － １、１ ６９８ ｃｍ － １、１ ４６３ ｃｍ － １、１ ３８０ ｃｍ － １、１ ２３２ ｃｍ － １及

１ １８２ ｃｍ －１、１ １５１ ｃｍ －１和１ １３５ ｃｍ －１三个并列的分峰（有时合并为一个峰）和１ ０３８ ｃｍ －１、９７４ ｃｍ －１双峰
０． ４４０

表 ２　 波罗的海肩峰位置汇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ｐ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ｍ － １）

锐锋位置 肩峰位置 参考文献

１ １５８ １ ２６５ ［７］
１ １５８ １ ２６２ ～ １ ２６３ ［１５］
１ １５９ １ ２６１ ［１６］
１ １５７ １ ２５０ ［１７］
１ １５０ １ ２５０ ［１８］
１ １５６ １ ２６０ ～ １ ２００ ［１９］
１ １５０ １ ２５０ ［２０］
１ １５７ １ ２５０ ［２１］
１ １６０ １ ２７０ ［２２］

１ １５７ ～ １ １５９ １ ２６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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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三大产地（多米尼加、波罗的海、缅甸）
琥珀红外光谱图［２４］

Ｆｉｇ． ８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ａ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Ｍｙａｎｍａｒ）

４　 讨　 论

４． １　 旬邑西头琥珀饰件的功能

旬邑西头遗址已发掘的北魏墓葬均发现殉马和

马具，使用大型陶盆和漆盘类的生活器具，陶壶、矮
领罐、铺首、带具等都见于大同地区北魏墓葬时出土

的同类器中，殉马与陶器组合特征鲜明，推测墓主应

该来自北魏时活跃在关中盆地北缘的一支游牧的鲜

卑人群。
目前关中地区的北魏墓葬仍然发现较少。 大

约跟旬邑西头北魏墓同时期的鲜卑墓葬，以山西大

同（即北魏平城）及周边地区的发现最为集中，目
前已发掘数千座，相关随葬品为考察鲜卑人群对琥

珀的认知及使用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２５］ 。 需要指

出的是，平城升级为北魏都城之后，仅在道武帝时

期大同盆地就有约一百五十万人口迁入［２６］ 。 这其

中有鲜卑诸部，也有其他外来部落以及同时期其他

政权豪杰、吏民等。 当下的考古学研究还很难依据

考古材料细分不同人群，但是根据这些墓葬相似的

形制、葬具、陶器组合及葬俗，大概能了解北魏平城

时期鲜卑化生活方式的基本样貌。 本研究同样无

法将出土的琥珀饰件完全比定为鲜卑人所用，更多

是考察北魏时期鲜卑化背景下的琥珀制品的流通

使用情况。
目前已有学者对大同地区北魏墓葬中所发现的

琥珀制品进行了初步分析：林皓［２７］ 在统计分类的基

础上，探讨了这些大同地区北魏时期琥珀制品的来

源、用途和内涵等问题；李帅［４］２４３，［２８］ 介绍了大同地

区北魏墓出土的串饰，其中多例包含琥珀，另外还补

充了以往发现但未曾公布的细节。 这些文章基本涵

盖了大同地区北魏墓葬所见的琥珀制品。
根据上述研究，大同地区北魏墓出土的琥珀制

品以直径在 １ ｃｍ 左右的小型珠饰为主。 除此之外

还发现数例形体稍大的琥珀饰件，主要包括雁北师

院北魏墓群 Ｍ９ 和 Ｍ２４ 出土琥珀饰件（编号分别为

Ｍ９：２、Ｍ２４：４）、宋绍祖墓（Ｍ５：１７１） ［５］９，２０，１６２、齐家坡

北魏墓出土兽纹琥珀珠饰和红旗街北魏墓出土的

琥珀饰件（图 ９）。 这 ５ 件琥珀饰件有一定的相似

性，直径多在 ２ ｃｍ 以上，形制也多为扁圆形，呈上

鼓下平的圆帽状，正中有穿孔。 齐家坡北魏墓发现

的所有琥珀制品都来自墓主头、胸部周围，是一串

罕见的以琥珀为主要构成的项链，包括 ８ 枚琥珀珠

和 １ 件兽纹琥珀饰件，另有 ２ 枚料珠、１ 件水滴状

红宝石坠子［２９］ ，其中的兽纹琥珀饰件呈扁圆形，中
心厚，边缘薄，上下两面经过雕刻加工，装饰首尾衔

接的瑞兽。
旬邑西头 Ｍ７５ 出土的琥珀饰件稍显粗糙，没有

任何装饰，个体较大，重达 ２０ ｇ，呈一面圆鼓、另一面

稍内凹的形制，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基本认定其跟前

述四项发现同属一类。 关于这枚琥珀饰件的功能，
由于其出土于环首铁刀附近，最初笔者倾向于认为

其是环首上系挂的装饰品。 国外也有类似的发现被

认为是武器上的缀饰，尤其是以琥珀及金、银、石榴

石等嵌饰剑首的做法曾出现在东欧地区大迁徙时

代。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了一件

大小和形制与旬邑西头 Ｍ７５ 琥珀饰件都非常相似

的圆帽状琥珀制品（藏品号：１８２０ － ８２，图 １０） ［３０］。
根据馆藏说明，该饰件于 １８９１ 年出土于克里米亚刻

赤（Ｋｅｒｃｈ）地区的博斯普鲁斯（Ｂｏｓｐｏｒａｎ）墓地，时代

为公元 ５ 世纪上半叶，与旬邑西头 Ｍ７５ 的时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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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直径 ３． ４ ｃｍ，中间有穿孔，原本固定在剑柄的尾

部（即剑首）。 这件琥珀饰件的出土地在波罗的海

琥珀产区，因此尽管未经过成分测试，但推测其为波

罗的海琥珀，应不至大谬。 旬邑西头 Ｍ７５ 发现的饰

件虽然与这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大致形似，但
底部微微向内卷曲，似乎不适合镶嵌。 此外，大同地

区出土位置清楚（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 Ｍ９、Ｍ２４ 和

齐家坡北魏墓）的类似饰件，均被发现位于棺内头

侧，推测作为装饰品佩戴于头部或项间的可能性更

大。 旬邑西头 Ｍ７５ 琥珀饰件虽然发现于北侧棺板

下，离环首铁刀较近，但仍在头侧附近，是随身佩戴

的装饰品。

图 ９　 大同地区北魏墓出土琥珀饰［５］［２８］

Ｆｉｇ． ９　 Ａｍｂ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ｔｏｍｂｓ ｉｎ Ｄａｔｏｎｇ ａｒｅａ

图 １０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琥珀饰件［３０］

Ｆｉｇ． １０　 Ａｍｂ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ｍｉｔａｇ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Ｒｕｓｓｉａ

４． ２　 来源及传播路线

琥珀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除南极洲之外的

各个板块均有发现，全世界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发现过

琥珀。 但琥珀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具有商业价值的

琥珀资源更加有限［７］３４ － ３６。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储
量和年代等因素，跟中国古代琥珀来源关系密切的

产地主要是波罗的海沿岸和缅甸。 传统的琥珀产地

研究主要从文献记载入手，尤其关注涉及西域物产、
番邦进贡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推测琥珀制品的

可能原产地及传播路线。 这种研究范式取得的成就

有目共睹：初步廓清了琥珀是在汉代大量传入中国

的事实；普遍认为可能的传入路线包括海路和陆路

两条分支———前者主要依据两广、云贵等地汉墓所

见的琥珀饰件，后者参考的是北方草原和河西走廊

一线的考古发现，这其中还有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

及更加具体的流传路线的推测［３１ － ３２］。
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史记载的所谓出产或进贡琥

珀的地区———罽宾（Ｋａｓｈｍｉｒ）、呼似密（Ｋｈｗａｒｅｚｍ）、
波斯、大秦、日本等地都不产琥珀，至今不见成规模

的、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琥珀矿藏。 例如大秦，无论

是指罗马帝国东部还是整个罗马帝国［３３］，应该都是

通过“琥珀之路”获取了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这些

地区更多是作为商品集散地中转了来自原产地的琥

珀。 同样，印度也不产琥珀，但是作为海上商路的重

要中转站，也能见到大秦琥珀［３４］。 文献中的简单记

载只能笼统表明中天竺国有大秦琥珀，而考古发现

表明古代印度罕见琥珀制品，迄今为止只有犍陀罗

地区的塔克西拉（Ｔａｘｉｌａ）有发现———诚如发掘者约

翰·马歇尔所言，希腊人不太喜欢用珠子做装饰，在
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Ｓｉｒｋａｐ）遗址希腊时期废墟中

仅发现 ６９ 枚珠子；而在塞人 － 安息时期（约公元 １
世纪前后）地层中出土了 ４ ７３４ 枚珠子，其中仅有 ７
枚琥珀珠。 同时期地层中也有在金手镯上镶嵌琥珀

的做法［３５］。 和南印度地区西恒伽王朝都城塔拉卡

德（Ｔａｌａｋａｄ）发现过少量琥珀珠［３６］。 很多学者推测

中国汉代南方地区出土的琥珀制品是经海上丝绸之

路传入的波罗的海琥珀，但作为中转地的印度的诸

多古代遗址均不见琥珀制品，这其中固然有考古发

现的偶然性及保存状况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但仍然

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问题———传播路线沿途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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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中转地存在空白，一定程度了弱化了这一推论

的合理性。 事实上缅甸是距离印度最近的琥珀产

地，古印度虽然地处海上丝路要冲，琥珀有从西方舶

来的可能，但同样不能排除就近从缅甸传入的可能

性。
在继续期待新发现的同时，科技检测手段也为

考古出土琥珀原产地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是因为不同产地的琥珀在外观特征、包裹体类型、
物化性质、光谱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使通过技术手

段开展相应的原产地溯源研究成为可能。 经过大量

检测，欧洲地区出土的琥珀制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

的数据积累，为后续考古发现的琥珀制品的示踪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可对比数据。
但国内对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琥珀制品进行检测

的案例较少，就笔者目前所见，近年已发表的汉至唐

以前琥珀制品的检测工作有三例。 其一是覃春雷

等［３７］对北京珠子博物馆藏 ４ 件琥珀珠饰进行了红

外光谱分析，结果显示是波罗的海琥珀。 需要注意

的是，这 ４ 件琥珀珠饰属于馆藏品，没有明确出土单

位，时代也仅依据风格被宽泛定为从西汉到魏晋南

北朝，时间跨度将近八百年。 发现地点不明、断代不

够精确，无疑限制了该结果的利用价值。 其二是

Ｃｈｅｎ 等［３８］对河南省南阳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画像石

墓 Ｍ１８［３９］出土 ５ 件琥珀饰品中的 ３ 件进行的红外

光谱分析（图 １１ 的 １ ～ ３）。 该墓时代为东汉早中

期，结果显示 ３ 枚琥珀饰件 （琥珀印章、琥珀鸟、
“工”字形琥珀饰件）均为缅甸琥珀。 第三例是 Ｚｈａｏ
等［２３］对海昏侯墓地（西汉宣帝时期）发现的 ４ 件琥

珀进行的红外光谱分析，包括 １ 枚虫珀（图 １１ 的 ４）
和 ３ 枚狮形饰件。 虫珀与其中的 １ 枚狮形饰件出于

刘贺墓（Ｍ１），另外 ２ 枚狮形饰件出土于刘贺第五子

刘充国墓（Ｍ５）。 分析结果显示这 ３ 枚狮形饰件为

缅甸琥珀，虫珀的红外光谱与数据库中缅甸、波罗的

海和中国抚顺琥珀的数据都不完全匹配，但更进一

步的分析认为海昏侯墓地出土的 ４ 件琥珀制品应该

都是缅甸琥珀。
根据以上三例尤其是后两例的分析结果，再结

合前文提到的同时期古印度考古发现中琥珀制品匮

乏的事实，似乎可以合理推测汉代琥珀制品更有可

能是就近从缅甸输入。 至于输入路线，基于目前的

考古发现，两广地区琥珀制品确实要比云南地区丰

富，不过云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匮乏，可能也跟同时期

考古工作的开展程度息息相关。 近年发表的云南昌

宁大甸山墓地（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晚期）出土较多

数量的琥珀珠饰，为探讨缅甸琥珀的输入线路提供

了新线索［４０］。

１） ～ ３）河南省南阳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画像石墓出土琥珀

印章、琥珀鸟和“工”字形饰件［３９］ ；４）江西省南昌市

海昏侯墓主椁室东室出土琥珀（虫珀） ［２３］

图 １１　 国内部分经过科技检测的琥珀制品

Ｆｉｇ． １１　 Ｓｏｍ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ｍｂｅｒ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因为检测结果的匮乏，北方地区琥珀制品的来

源更加混沌不明。 缅甸琥珀在北方地区的流传程度

以及波罗的海琥珀是否由草原或绿洲之路舶来等问

题，目前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 目前根据考古发现

可以确认的是，自青铜时代开始，欧亚草原东西向的

交流即已开始并长期保持通畅。 驯化马、驯马术、马
车、青铜冶炼术、权杖头、玻璃珠、红玉髓、黄金制品、
动物风格装饰等都通过欧亚草原传入中原腹地［４１］。
美国学者谢德林斯基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ｙ Ｍ． Ｓｈｅｄｒｉｎｓｋｙ）
等［４２］曾检测并分析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

藏的出土于阿尔赞（Ａｒｚｈａｎ）２ 号冢的 ６ 枚琥珀珠，
多项数据均显示是波罗的海琥珀。 阿尔赞 ２ 号冢位

于俄罗斯图瓦地区的“国王谷”，时代约为公元前 ７
世纪，墓主被认为是本地的斯基泰王族［４３］。 这一研

究表明至迟在春秋早期，波罗的海琥珀就借由欧亚

草原上的游牧人传入阿尔泰地区，进而为分析波罗

的海琥珀东传提供了一处宝贵而可靠的时空节点。
阿尔赞 ２ 号冢所在的阿尔泰地区与中亚、汉地

以及蒙古草原均有密切联系。 阿尔赞 ２ 号冢 ５ 号墓

的女性墓主身佩铸造而成的短剑———而同时期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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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用锤揲法制作，推测这柄短剑可能原产于中

国［４４］。 约同一区域的巴泽雷克墓地 ５ 号冢发现了

来自战国楚地刺绣做成的鞍垫，６ 号冢出土了战国

时期的“山”字纹铜镜，该墓地的具体时代为公元前

４ 世纪末至公元前 ３ 世纪初（战国晚期） ［４５］。 这些

发现反映出战国晚期中国与阿尔泰地区的交流，对
复原早期波罗的海琥珀传入中国北方的路线也有启

发意义。
有关汉代至北魏时期北方边地的考古发现也印

证了中国北方通过欧亚草原与罗马帝国的交流。 琥

珀饰件在蒙古国匈奴时期墓葬中较为常见，在后杭

爱省的高勒毛都（Ｇｏｌ Ｍｏｄ）２ 号墓地，大型墓葬 Ｍ１
的陪葬墓 Ｍ３０ 中发现琥珀串饰和罗马搅胎玻璃杯

共出［４６］，同出的还有来自中国的漆盘和四乳镜，该
墓时代约为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 对于十六国北

魏时期，辽宁朝阳北燕冯素弗墓出土 ５ 件玻璃器，安
家瑶［４７ － ４８］认为是罗马玻璃器，推测为罗马帝国晚期

东北行省产品，刘宁［４９］认为这批玻璃器是经过柔然

进入北燕的。 马艳［５０］和林怡娴［５１］ 认为山西大同南

郊北魏墓 Ｍ１０７ 及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尉犁营盘等

地发现的磨花玻璃碗（杯）可能是来自黑海北岸的

切尔尼亚霍夫（Ｃｈｅｒｎｉａｋｈｏｖ）文化的产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内蒙古锡林郭勒曾出土一件金盘，现藏于大

同市博物馆［５２］，李雨生［５３］ 认为盘底图像跟保加利

亚中部帕纳久里什泰（Ｐａｎａｇｙｕｒｉｓｈｔｅ）发现的一件罗

马时期饰板上的图像极为类似。 此外，成都光华村

街唐墓 Ｍ４１ 出土琥珀饰件经分析也确定为波罗的

海琥珀［５４］。 凡此种种既有研究，虽然结论或可商

榷，但均反映出汉唐之间欧亚草原东西两端存在较

为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在此背景下，旬邑西头 Ｍ７５ 琥珀饰件有明显的

“波罗的海肩”，表明其材料原产地在波罗的海沿

岸，为学术界考察中古琥珀的传播路线又提供了一

处可靠的时空节点。 根据形制分析，该饰件与大同

地区相关发现有一定共性，再结合随葬陶器、墓葬形

制和葬具等方面的相似性，推测旬邑西头 Ｍ７５ 的琥

珀饰件应该是自北向南从雁北进入关中北缘地区

的。

５　 结　 论

综合全篇论述，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１） 旬邑西头北魏墓 Ｍ７５ 出土的琥珀饰件与山

西大同地区的相关发现有相似之处，此类上鼓下平

的圆帽形琥珀饰件比一般的琥珀珠更大，很可能是

作为头饰或项饰来佩戴的。 目前这种类型的琥珀饰

件在国内仅见于鲜卑墓葬中，是否跟特定人群、观念

或功能相关，值得进一步关注。
２） 旬邑西头北魏墓 Ｍ７５ 出土琥珀饰件有明显

的“波罗的海肩”，显示其材料原产地在波罗的海沿

岸。 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对北魏时期的琥珀制品进行

的材料产地溯源分析，为研究汉唐之间琥珀制品的

传播提供了可靠的时空节点。
３） 根据目前已刊布的数量有限的检测分析结

果可知：汉代南方地区琥珀制品的原产地仍以缅甸

为主，波罗的海琥珀是否传入以及可能的时间和路

线仍然有待于更多数据验证；汉唐之间北方地区已

经发现波罗的海琥珀很可能通过欧亚草原传入，旬
邑西头北魏墓 Ｍ７５ 发现的琥珀饰件是通过雁北地

区传入关中北缘的波罗的海琥珀。
在考古发掘的古代遗迹尤其是墓葬中经常会发

现琥珀。 多数琥珀制品都是小型饰件，由于数量少、
分布零散、保存状况参差不齐，加之对该领域的研究

状况和潜力不了解，很多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仅扼

要介绍形制尺寸，未进行科技分析。 然而琥珀饰件

虽小，所折射的却是中外交流的大问题，具备极为广

阔的研究前景。 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不同时代、地区

和人群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开展系统科技分析与综

合研究，必将为丝绸之路考古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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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１．

［３７］ 覃春雷，孙傲． 中国古代琥珀珠饰鉴定及其产地初探［ Ｊ］ ． 岩石

矿物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５（增刊 １）：１２７ － １３２．
ＱＩＮ Ｃ Ｌ， ＳＵＮ Ａ．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ｍｂｅｒ ｂｅａｄｓ［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ｅ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１６，３５（Ｓｕｐｐｌ． １）：１２７ － １３２．

［３８］ ＣＨＥＮ Ｄ， ＺＥＮＧ Ｑ Ｓ， ＹＵＡＮ Ｙ， ｅｔ ａｌ． Ｂａｌｔｉｃ ａｍｂｅｒ ｏｒ Ｂｕｒｍｅｓｅ
ａｍｂｅｒ： ＦＴＩ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ｍｂｅｒ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ａｎｙａｎｇ ［ Ｊ ］ ． 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１９，２２２：１１７２７０．

［３９］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南阳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汉画

像石墓 Ｍ１８ 发掘简报［ Ｊ］ ． 黄河·黄土·黄种人，２０１９ （８）：
１０ － １８．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Ｓｔｏｎｅ Ｔｏｍｂ Ｍ１８ ａｔ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Ｙｅｌｌｏｗ Ｅａｒ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ａｃｅ，２０１９（８）：１０ － １８．

［４０］ 胡长城，王黎锐，杨帆． 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发掘简报［ Ｊ］ ．
考古，２０１６（１）：３ － ３２．
ＨＵ Ｃ Ｃ， ＷＡＮＧ Ｌ Ｒ， ＹＡＮＧ 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ｄｉａｎｓｈａｎ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Ｊ］ ．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１）：３ － ３２．

［４１］ 郭物，王鹏． 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Ｍ］ ／ ／ 王巍． 中
国考古学百年史：第 ２ 卷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１４８０ － １４９２．
ＧＵＯ Ｗ， ＷＡＮＧ Ｐ．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ｅｐｐｅ ｒｅｇｉｏｎ［Ｍ］ ／ ／ ＷＡＮＧ Ｗ． Ａ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Ｐａｒｔ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１４８０ － １４９２．

［４２］ ＳＨＥＤＲＩＮＳＫＹ Ａ Ｍ， ＷＡＭＰＬＥＲ Ｔ Ｐ， ＣＨＵＧＵＮＯＶ Ｋ Ｖ．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ｂｅｒ ｂｅａ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Ｈｅｒｍｉｔａｇ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Ａｒｚｈａｎ － ２ ｂｕｒ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ｓｉｔ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４，７１：６９ － ８１．

［４３］ ＣＨＵＧＵＮＯＶ Ｋ， ＰＡＲＺＩＮＧＥＲ Ｈ， ＮＡＧＬＥＲ Ａ． Ａｒｚｈａｎ ２： ｌａ
ｔｏｍｂｅ ｄ’ｕ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ｓｃｙｔｈｅ ｅｎ Ｓｉｂéｒｉｅ ｄｕ Ｓｕｄ．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ｐｒéｌｉｍｉｎ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ｆｏｕｉｌｌｅｓ ｒｕｓｓｏ －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ｓ ｄｅ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Ｊ］ ．
Ａｒｔ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２００４，５９：５ － ２９．

［４４］ 提什金． 阿尔泰的古代游牧民族［ Ｊ］ ． 张良仁，译，牧金山，整
理． 大众考古，２０１７（７）：７２ － ８３．
ＴＩＳＨＫＩＮ Ａ Ａ．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ｏｍａｄｓ ｏｆ Ａｌｔａｉ［Ｊ］ ． ＺＨＡＮＧ Ｌ Ｒ， ＭＵ Ｊ
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７）：７２ － ８３．

［４５］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Ｓ Ｊ， ＰＡＮＫＯＶＡ Ｓ． 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 Ｔｈａｍｅｓ ＆
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１７：９８ － ９９．

［４６］ ＥＲＤＥＮＥＢＡＡＴＡＲ 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Ｂｕｒｉａｌ ３０， Ｔｏｍｂ １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ｏｌ Ｍｏｄ ２ Ｎｅｃｒｏｐｏｌｉｓ［Ｃ］ ／ ／ ＢＲＯＳＳＥＤＥＲ Ｕ， ＭＩＬＬＥＲ
Ｂ Ｋ． Ｘｉｏｎｇｎｕ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ｐ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 Ｂｏｎｎ： Ｖｏｒ － ｕｎｄ Ｆｒü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Ａｒｃｈäｏｌｏｇｉ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 Ｗｉｌｈｅｌｍ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äｔ Ｂｏｎｎ，
２０１１：３０３ － ３１４．

［４７］ 安家瑶． 丝绸之路与玻璃器［Ｊ］ ． 文物天地，２０２１（１２）：８７ － ９２．
ＡＮ Ｊ Ｙ．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ｇｌａｓｓｗａｒｅ ［ 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１（１２）：８７ － ９２．

［４８］ 辽宁省博物馆． 北燕冯素弗墓［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２４ － ２４５．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Ｆｅｎｇ Ｓｕｆｕ ｃｏｕｐｌｅ’ ｓ ｔｏｍｂ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ａ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２２４ －
２４５．

［４９］ 刘宁． 北燕、柔然与草原丝绸之路———从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

器谈起［Ｇ］ ／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

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北方民族考古：第 ２ 辑． 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２１ － ２２８，３７３．
ＬＩＵ 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ａｎ， ｔｈｅ Ｒｏｕｒａｎ Ｋｈａｇａ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ｗａｒｅｓ ｏｆ Ｆｅｎｇ
Ｓｕｆｕ’ｓ ｔｏｍｂ ［ Ｇ ］ ／ ／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２２１ － ２２８，３７３．

［５０］ 马艳． 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玻璃碗源流［Ｊ］ ． 中原文物，２０１４（１）：
９６ － １００．
ＭＡ 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ｆａｃｅｔ ｃｕｔ ｇｌａｓｓ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ｂｕｒｂ ｏｆ Ｄａｔｏｎｇ ｃｉｔｙ［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１）：９６ － １００．

［５１］ 林怡娴． 来自“蛮族”的饮器———再议新疆所见磨面纹玻璃杯

［Ｊ］ ． 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７（６）：８２ － ９３．
ＬＩＮ Ｙ 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ａｃｅｔｅｄ － ｃｕｔ ｇｌａｓｓ ｂ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 ．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１７（６）：８２ － ９３．

［５２］ 大同市博物馆． 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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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安徽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１８．
Ｄａｔｏｎｇ Ｍｕｓｅｕｍ． Ｐａｔｈ ｏｆ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ｕｏｂａ Ｘｉａｎｂｅｉ［Ｍ］． Ｈｅｆｅｉ： Ａｎｈｕｉ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８：１１８．

［５３］ 李雨生． 大同市博物馆藏希腊神话人物金盘图像初步研究

［Ｊ］ ． 人文科学研究，２０２２，３１：８９ － １２５．
ＬＩ Ｙ Ｓ．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ｐｌ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ｏｎｇ Ｍｕｓｅｕｍ ［ Ｊ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２０，３１：８９ － １２５．

［５４］ 肖琪琪，易立，饶慧芸，等． 成都光华村街唐墓出土琥珀的红外

分析［Ｊ］ ．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２０２０，３２（１）：８４ － ８９．
ＸＩＡＯ Ｑ Ｑ， ＹＩ Ｌ，ＲＡＯ Ｈ Ｙ，ｅｔ ａｌ． ＦＴ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ｍｂ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２（１）：８４ － ８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ａｍｂ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ｏｍｂ Ｍ７５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ｔ Ｓｈａｎｇｍｉａｏ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Ｘｉｔｏｕ ｓｉｔｅ，

Ｘｕｎ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ｉｎｇ１， ＬＩＡＮＧ Ｙｕｎ１， ＡＩ Ｈａｏ１， ＤＵ Ｘｉｎｇｙｕ２， ＬＩ 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１， ＸＩＡＮ Ｙｉｈｅｎｇ１， ＬＩ Ｙｕｓｈｅｎｇ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１２７，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ｍｂ Ｍ７５ ａｔ Ｘｉｔｏｕ ｓｉｔｅ， Ｘｕｎ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ｍｂ ｏｗｎｅｒ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Ｘｉａｎｂｅｉ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ｆｆｉ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ｍｂ， ａ ｒｏｕｎｄ ｃａｐ － ｓｈａｐｅｄ ａｍｂ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ｍｂ ｏｗｎｅｒ’ ｓ ｈｅａｄ ａｒｅａ，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ｈｅ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ｒ ｎｅｃｋｌａｃ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ｍｂ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ａｔｏ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ｏｎｌｙ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ａｔ Ｘｉａｎｂｅｉ ｔｏｍｂｓ ｓｏ ｆａｒ．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ｓｅｒｖ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ｉ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ａ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 ｄｅｐｔｈ － ｏｆ － ｆｉｅｌ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ｍｂ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Ｂａｌｔｉｃ ａｍｂ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ｃｌｅａｒ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Ｉｔ ｉ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Ｓｔｅｐ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ｏｕ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 Ｗｅｉ － ｔｉｍｅ ａｍｂ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ｉｔｓ
ｃｌｅａｒ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ｎ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Ｂａｌｔｉｃ ａｍｂ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ｔｏｕ ｓｉｔ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ｍｂｅｒ；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张存祖；校对　 马江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