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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是红山文化玉器

中极为少见的一种器类，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

的仅有一件。 因为少见，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

视，所以学术界迄今没有对它进行过专门的研

究。 然而，这件弯板状玉臂饰蕴藏着有关红山

文化晚期后段玉器的大量信息，并涉及红山文

化晚期后段玉器的发生发展及其在红山文化

之后的演化延续等许多重要问题。 本文试作

探索。

一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的形制特征及

使用方式与功能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发现于辽西牛河

梁遗址群第三地点上层积石冢

9 号墓内，器物

标本号为

N3M9 ∶ 2。 形制为弯板状的倒“凸”字

形。 弯板弧面宽 8、高 6.2 厘米，弯板厚 0.3 厘

米，器厚

3 厘米。 下部凸出而窄，凸出部分的边

缘为弧形，下端凸弧边缘正中穿一孔，孔为对

钻。 上部宽，向两侧对称外凸，外凸的边缘为斜

直边，由上而下内收斜直，斜直角度不大；左侧

竖向斜直边边缘上下穿三孔，下部一孔，上部

两孔作横向排列；右侧竖向斜直边边缘上下各

穿一孔。弯板状玉臂饰边缘的 6 个穿孔均很小，

应是系孔。 在两侧上下横向直边边缘与穿孔对

应位置磨出深约 0.1厘米的凹槽口，可能是协同

小系孔以捆绑固定弯板状玉臂饰（图一、二）

[1]

。

弯板状玉臂饰呈淡绿色，泛黄，质地细腻。

外表光泽圆润， 进行过抛光处理； 内弧面无光

泽，略显瑕斑，未作抛光处理。 弯弧面的外表施

刻有瓦沟纹。 瓦沟纹纹饰结构：在弯板外弧面上

以减地方式磨成“回”字形的四道瓦状沟，形成

五道瓦沟边棱， 并且以中间一道瓦沟边棱为中

轴， 上下各两道瓦沟纹在左侧弧形相接成双重

“匚”形。 瓦沟纹线条的形制：瓦状沟很浅，呈微

凹弧状；瓦沟边棱十分平缓，呈微凸弧状。 四道

瓦状沟、五道瓦沟边棱匀称整齐。 五道瓦沟边棱

之间的间距，最窄为 0.9、最宽为 1.2 厘米。 瓦沟

深

0.2~0.3 厘米。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在墓中位

于人骨架右胸边侧与右臂骨处，弧形凸出的窄

端朝向手臂下部

[2]

。 出土现象显示，这件弯板状

玉臂饰的使用方式， 可能是捆绑在人体右上

臂，宽端朝上，窄端冲下。 其使用功能有两种可

能：一种是手臂上的装饰，即玉臂饰；另一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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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手臂架鹰的工具有关，尚待研究。

二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及

被改制的玉器原形

1.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属

于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即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

石冢时期， 年代跨度大致在公元前 3360~前

2920 年

[3]

。这里分析它的年代，是进一步探索它

在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时期内处于哪个

相对年代范围，即分析它比牛河梁遗址群上层

积石冢时期范围更小的年代跨度。

分析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

代，主要以牛河梁 N3M9 的年代为依据。

牛河梁

N3M9 位于牛河梁第三地点上层积

石冢西南外围的弧形“黑土带”堆积内。 该“黑

土带”堆积为一条“土沟”式堆积，打破基岩层，

口大底小， 两端直线距离 14.5 米， 宽 1.6~3.6

米。 堆积内包含有颗粒较细的黑土以及石灰岩

大石块、碎石、石器和红山文化筒形器等陶器残

片， 另有少量人骨。 埋有 7 座砌石墓（N3M2、

N3M6、N3M8~N3M12），其中只有 N3M9 出土了

两件随葬器物，分别为弯板状玉臂饰和玉镯。

牛河梁第三地点积石冢的东北外围也有一

条折角“黑土带”堆积。 北侧的一段长

11米；东侧

的一段有隔断，包括隔断通长

11米；宽 1.3~2米。

堆积也属“土沟”式，打破基岩层，口大底小，深

0.2~0.4 米。该折角“黑土带”内的堆积与西南外围

弧形“黑土带”的堆积相同，但没有发现墓葬。

牛河梁第三地点积石冢西南外围弧形“黑土

带”堆积与东北外围折角“黑土带”堆积围绕着该

积石冢的中心部位。 积石冢中心部位有一座中心墓

N3M7和一座石室N3M1

[4]

。 中心墓N3M7出土有 3

件随葬器物，分别为斜口筒形玉器（N3M7 ∶ 1）、

玉镯、大玉珠。 石室 N3M1 没有发现物品。

N3M7 中心墓被积石冢西南外围弧形 “黑

土带”堆积与东北外围折角“黑土带”堆积所围

拢，N3M7 中心墓的年代自然早于 “黑土带”堆

积内的墓葬。 这显示西南外围弧形“黑土带”堆

积中的 N3M9 随葬的弯板状玉臂饰和玉镯的年

代，要晚于 N3M7 中心墓随葬的斜口筒形玉器、

玉镯、大玉珠。

N3M7 中心墓出土的 3 件玉器中， 玉镯与

大玉珠的时代特征不明显，而斜口筒形玉器的

形制具有时代特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

年代晚于

N3M7 ∶ 1 斜口筒形玉器。一旦确立了

N3M7 ∶ 1斜口筒形玉器的相对年代，N3M9 ∶ 2 弯

板状玉臂饰的相对年代自然也能明确。

牛河梁 N3M7 ∶ 1 斜口筒形玉器，呈扁圆筒

状，通长

13.1、平口端长径 6.9、斜口端长径 9、

壁厚 0.4~0.6 厘米（图三）

[5]

。 平口端两侧近缘处

分别钻有一小系孔。 斜口端上口缘至下口缘的

高差较大，即斜口较大较深。 器体由平口端向

斜口端略微宽大，两侧外壁面略微斜直，斜口

端呈近筒形的敞口状。 长面的外壁面向外斜略

微内凹弧，短面的外壁面略斜直。 器体大小、形

制特征与牛河梁 N16M4 ∶ 2 斜口筒形玉器接

近。牛河梁

N16M4 ∶ 2 斜口筒形玉器，呈扁圆筒

状，通长 13.7、平口端口径 6.9×5.9、斜口端长径

8.45、壁厚 0.45~0.52 厘米（图四）

[6]

。

N16M4 ∶ 2 斜口筒形玉器所属的牛河梁第

十六地点，共出土了

4 件斜口筒形玉器，分别出

自 N16M10、N16M4、N16 -79M2、N16M14 四座

墓中。 笔者曾分析，这四座墓葬分别是牛河梁

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早晚四个发展阶段的代表，

其中

N16M4 属于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第

二阶段

[7]

。 从斜口筒形玉器的形制分析，N3M7

中心墓的年代与 N16M4 相当，可能也属牛河梁

遗址群上层积石冢第二阶段。

前述分析已经明确牛河梁第三地点 N3M9

的年代要晚于 N3M7 中心墓，N3M9 ∶ 2 弯板状

玉臂饰的年代晚于 N3M7 ∶ 1 斜口筒形玉器。于

是可以确定牛河梁

N3M9 及其出土的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应在牛河梁遗址群上层

积石冢时期的第二阶段之后，推测可能属于牛

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时期的第三、四阶段。

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时期的年代跨

度大致在公元前 3360~前 2920 年， 前后约 440

年。 如果将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时期分为

前后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大约历时 110 年，那么

50



图一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正面 图二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侧面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具体年代可

能在公元前

3140~前 2920 年。

2.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改制于

哪一类斜口筒形玉器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是一件改

制品。 发掘研究者已经指出它可能是利用红山

文化的斜口筒形玉器改制的

[8]

。 但具体是哪一

类斜口筒形玉器，没有说明。 下面作具体分析。

从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形制

分析，改制成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原件斜

口筒形玉器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改制于斜口

筒形玉器或左或右一侧呈弯弧状的玉板。 因为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弧面宽 8 厘米，弯弧

形成的器体厚 3 厘米，其弯弧角度较大，而且

没有形成平面，如此大的弯弧度只有斜口筒形

玉器的两侧与之相匹配，而不可能是斜口筒形

玉器的正面或背面。

第二，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改制于器体

较大的斜口筒形玉器，而不是小型斜口筒形玉

器。 因为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弧面宽 8、

器体厚

3 厘米，其弯弧状器体约为斜口筒形玉

器扁圆状断面的三分之一。 按此演算，形成的

斜口筒形玉器扁圆状断面的长径约为 9 厘米。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高 6.2 厘米， 两侧由

上而下斜直内收，斜直角度不大。据此演算，被

改制的斜口筒形玉器的平口端长径可能达到

7 厘米。 这可能不是一件小型斜口筒形玉器。

第三，改制为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原

件斜口筒形玉器，在平口端两侧近缘处分别钻

有小系孔。因为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凸出的

部分是下部，弧形凸出的边缘朝下，并且在正

中边缘穿一小系孔。 该小系孔在这件弯板状玉

臂饰的使用功能方面，不具有独到的作用。 据

此推测，该小系孔在改制为弯板状玉臂饰之前

可能就已经存在，是原件斜口筒形玉器平口端

两侧近缘处的一个小系孔。 在改制为弯板状玉

臂饰时，可能对这个小系孔又进行了加工。

第四，改制为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原

件斜口筒形玉器可能是一件残件。

N3M9 ∶ 2 玉

臂饰呈弯板状倒“凸”字形，其下部收窄并制作

成弧凸状，可能是受到了原料形制的限制。 即

改制为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原件斜口筒

形玉器可能是一件残件，尤其是斜口筒形玉器

的平口端口缘处已经受损残缺。 在出土的红山

文化斜口筒形玉器中，有多件在平口端口缘处

残缺，其原因可能与使用受损有关。 而从制作

难易程度、使用功能大小的角度分析，当时也

不可能将好不容易制成并在流行使用的完整

斜口筒形玉器改制为弯板状玉臂饰。

■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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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改制为 N3M9 ∶ 2 弯板状

玉臂饰的原件斜口筒形玉器， 是一件形体较

大的斜口筒形玉器， 其平口端两侧近缘处分

别穿一小系孔， 改制时已是残件或仅是斜口

筒形玉器一侧下半部分。 而牛河梁遗址群的

发现也表明，在利用斜口筒形玉器残件改制为

N3M9 ∶ 2弯板状玉臂饰之前， 即牛河梁遗址

群上层积石冢第二阶段及之前， 已经在制作使

用平口端两侧近缘处分别穿一小系孔的大型斜

口筒形玉器。 分析结果与发现情况，能够互相印证。

三 利用斜口筒形玉器改制的其他弯板状玉臂饰

的形制特征、使用方式及年代

利用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或其残件改

制的弯板状玉臂饰，除了牛河梁

N3M9 ∶ 2 弯板

状玉臂饰外，还有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 依据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的形制，还可以确定有辽宁省博

物馆收藏的一件弯板状玉臂饰 （器物编号：雕

2122-25037）和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

的一件弯板状玉臂饰 （器物编号：1943.50.626）。

此外，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墓地出土的一件被

认为是斜口筒形玉器的残件（

M2009 ∶ 209）也属

弯板状玉臂饰。这四件弯板状玉臂饰都是利用

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或其残件改制的作品。

1. 大甸子 M659 ∶ 7 等四件弯板状玉臂饰

的形制特征及使用方式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 为四边

形。 弯板弧面宽

7.1 厘米，上宽下窄，高 6.8 厘

米，弯板最厚处为 0.4 厘米。 右侧边中部向外形

成一个小三角形尖凸。 弯板弧面外表施刻有瓦

沟纹。 瓦沟纹纹饰结构：在弯板外弧面上以减

地方式磨成“回”字形的六道瓦状沟，形成七道

瓦沟边棱，中间一道瓦沟边棱的右端始自右侧

边中部三角形尖凸的正中，并且以中间一道瓦

沟边棱为中轴，上下各三道瓦沟纹在左侧弧形

相接成三重“匚”形。 瓦沟纹占满弯板外弧面的

整个板面，弯板状玉臂饰的上下两边即为最外

侧的瓦沟边棱。 瓦沟纹线条的形制：瓦状沟明

显，呈凹弧状；瓦沟边棱明显，呈微凸弧尖状。

弯板四角各钻一小系孔，由内壁向外钻，孔径

0.1~0.2 厘米（图五、六）

[9]

。弯板内外表都进行抛

光处理。 这件玉器在墓中的位置是在左臂肱骨

外侧，可知这是件捆绑在左上臂的玉臂饰。 捆

图三 牛河梁 N3M7 ∶ 1 斜口筒形玉器 图四 牛河梁 N16M4 ∶ 2 斜口筒形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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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正面 图六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背面

图七 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正面 图八 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背面

绑在左上臂上，玉臂饰右侧边中部的小三角形

尖凸位于左上臂的内侧或前面，玉臂饰上弧形

相接的竖向瓦沟纹位于左上臂的外侧或后面。

捆绑方式可能是通过弯板状玉臂饰两侧边的

上下两对系孔，用系绳对应捆绑。 系绳不必环

绕压住弯板状玉臂饰。

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也为四边

形， 形制与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相

同，只是形体大些。 弯板弧面宽 7.8、高 10.5、厚

0.5 厘米（图七、八）

[10]

。 左侧边中部向外形成一

个小三角形尖凸，在另一侧边上下两角及中部

穿 3 个小系孔。 弯板弧面外表施刻有瓦沟纹。

瓦沟纹纹饰结构与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

臂饰相同，只是因器体高大，在弯板弧面外表

施刻 8 道瓦沟纹，比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

臂饰多上下两道瓦沟纹，上下各四道瓦沟纹在

右侧弧形相接成四重“匚”形。 瓦沟纹线条的形

制：瓦状沟较宽，呈深凹弧状；瓦沟边棱清晰鲜

明，呈尖凸状。弯板内外表都进行抛光处理。 这

件玉器是辽宁省博物馆早年收藏，不能如大甸

■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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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那样以其在墓中的位

置来确定其使用方式， 但它的形制与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相同，只是大一些，故推

测这也是件捆绑在人体上臂的玉臂饰。 这件弯

板状玉臂饰是在左侧边中部形成一个向外的小

三角形尖凸， 而不是如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

玉臂饰在右侧边中部形成一个向外的小三角形

尖凸。根据这一现象推测，其可能是捆绑在右上

臂的玉臂饰。捆绑在右上臂上，玉臂饰左侧边中

部的小三角形尖凸在右上臂的内侧或前面，玉

臂饰上弧形相接的竖向瓦沟纹位于右上臂的外

侧或后面， 玉臂饰右侧边 3 个小系孔也在右上

臂的外侧或后面。 根据其仅是在右侧边有 3 个

小系孔、左侧边没有小系孔的现象分析，其捆绑

在上臂的方式， 可能与大甸子 M659 ∶ 7弯板状

玉臂饰的捆绑方式有区别。 系绳可能是分别通过

上、中、下 3 个系孔环绕手臂一圈或数圈，系绳

必须环绕压住弯板状玉臂饰。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

饰，为四边形，形制与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

臂饰接近，形体略小一点，高 9.7、宽 7.9、厚 0.4

厘米（图九）

[11]

。 上宽下窄，两侧边各有上、中、下

3 个小系孔。弯板弧面外表施刻有瓦沟纹。瓦沟

纹纹饰结构与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

相同，因瓦沟纹很宽，在弯板弧面外表仅施刻

6 道瓦沟纹，上下各 3 道瓦沟纹在左侧弧形相

接成三重“匚”形。 瓦沟纹线条的形制：瓦状沟

很宽，但较浅，瓦沟底平缓；瓦沟边棱凸显。 瓦

沟纹正在演变为减地凸棱纹。 这件玉器是由

格林威尔·温索浦收集并在早年赠送美国哈佛

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也不能以其在墓中的位

置来确定其使用方式，但依据其形制可以推测

这也是件捆绑在人体上臂的玉臂饰。 根据这件

弯板状玉臂饰上的瓦沟纹在左侧弧形相接的现

象推测，其可能是捆绑在左上臂的玉臂饰。捆绑

在左上臂上， 玉臂饰上弧形相接的竖向瓦沟纹

位于左上臂的外侧或后面。 捆绑方式可能与大

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相同， 是通过弯板

状玉臂饰两侧边的上、中、下三对系孔，用系绳对

应捆绑。 系绳不必环绕压住弯板状玉臂饰。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 209 弯板状玉臂

饰，形制与上述

4 件弯板状玉臂饰不同，是利用

红山文化晚期后段斜口筒形玉器大半个弯弧

状玉板改制的。 弯板弧面残宽约 19 厘米（复原

完整的弯板弧面宽约

25 厘米）， 高约 16 厘米

（图一○、一一）

[12]

。 形制为上下边弧凸、向两侧边

弯弧的弯板状，上宽下窄。 左侧边上、中、下穿

3

个小系孔，上角的 1个小系孔因残缺而不存。 右

侧边残缺约

6厘米宽的一段。整件弯板状玉臂饰

形体较大，形制犹似上臂套。 弯板弧面外表施刻

有瓦沟纹组成的眼、鼻、嘴俱全的变形人面纹，上

下边缘分别施刻两道瓦沟纹。 瓦沟纹线条的形

制：瓦沟底宽平，瓦沟边呈细窄凸棱。瓦沟纹已经

演变为减地凸棱纹。这件玉器应是佩戴在上臂的

玉臂饰，佩戴时，可能是变形人面纹的中轴朝向

上臂的外侧，上边弧凸部分在外侧向上朝向肩头。

从变形人面纹占满弯板弧面外表的现象推测，其

残缺的右侧边，原本可能也有上、中、下

3个小系

孔，以便在将这件玉臂饰捆绑于手臂上时，系绳

不至于绕压变形人面纹。这件变形人面纹玉臂饰

是虢国墓地M2009墓主人收藏的早期作品。

2. 大甸子 M659 ∶ 7 等四件弯板状玉臂饰

的年代

上述 5件弯板状玉臂饰，依据其形制与纹饰

特征，可分为四类。 牛河梁 N3M9 ∶ 2弯板状玉臂

饰为

A类，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和辽

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为 B 类， 美国哈佛

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为

C 类， 三门

峡虢国墓地 M2009 ∶ 209 弯板状玉臂饰为 D 类。

这四类弯板状玉臂饰的制作年代有先后的区别。

（1）A 类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

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前

述已经明确， 属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时期

的第三、四阶段，具体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140~

前 2920 年。

（

2）B 类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和辽宁省博

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前者为考古发掘品，后者

为征集品。下面将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以推定它

们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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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 图一〇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 209弯板状玉臂饰正面

图一一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 209 弯板状玉臂饰背面

图一二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斜口筒形玉器

第一，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

代晚于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它是夏

家店下层文化的作品。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与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形制不同，尤其是大

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的一侧边中部向

外形成一个小三角形尖凸，捆绑在手臂上则形成

鲜明的装饰艺术效果， 这显示大甸子

M659 ∶ 7

■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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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板状玉臂饰是一件相当成熟的玉臂饰。 而牛

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因受玉料的限制，

形制较为原始，内表面也没有抛光处理。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和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瓦沟纹纹饰结构相

同，但瓦沟纹线条的形制有明显的区别。 牛河

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瓦沟纹，瓦状沟很

浅，呈微凹弧状；瓦沟边棱十分平缓，呈微凸弧

状。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的瓦沟纹，

瓦状沟明显，呈凹弧状；瓦沟边棱明显，呈微凸

弧尖状。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的瓦沟

纹比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瓦沟纹

有了明显的发展。

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不仅晚于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而且两者之间应存在着较大的

年代距离。 再依据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

饰出自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可以确定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是红山文化之后夏家店

下层文化的作品。

第二，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的年

代晚于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但两者

属于同一时代的作品。

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的形制与

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相同，两者的瓦

沟纹纹饰结构也相同，年代可能相当。 但是辽

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的瓦沟纹线条的

形制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瓦状沟较宽，呈深

凹弧状；瓦沟边棱清晰鲜明，呈尖凸状。 其瓦沟

纹边棱比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更明

显些。 这些现象显示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

臂饰的年代要晚于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

臂饰。 而从这两件弯板状玉臂饰形制相同且都

在一侧边中部形成一个向外的小三角形尖凸

的现象推测，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的

年代比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不会晚

太多，应属同一时代的作品，也属于夏家店下

层文化的作品。 此外，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

玉臂饰形体较大，不排除是利用大致完整的斜

口筒形玉器改制的可能。

与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瓦沟纹线

条形制相同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所藏的斜口筒形玉器（器物编号：1943.50.628）

（图一二）

[13]

。 这也可以证明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

状玉臂饰上瓦沟纹线条是红山文化之后的作品。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斜口筒形玉

器原由格林威尔·温索浦收藏，1975 年首次由

罗越（

Max Loehr）发表公布

[14]

。 在这件斜口筒形

玉器的斜口低端面正中口沿下施刻了与辽宁

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基本相同的瓦沟纹，

只不过两者的纹饰方向错位 90 度，但瓦沟纹线

条的形制接近。 邓淑苹曾提出这件斜口筒形玉

器上的瓦沟纹是红山文化之后施刻的

[15]

。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斜口筒形玉

器是红山文化的作品。 但是，在其上为何要施

刻瓦沟纹？ 施刻纹饰的目的，通常是出于某种

装饰效果。 但其瓦沟纹施刻在这件斜口筒形玉

器的斜口低端正中口沿下，在这件斜口筒形玉

器的使用过程中达不到昭示纹饰的效果，有悖

刻纹装饰的常理。 笔者推测，在这件斜口筒形

玉器上施刻瓦沟纹的目的，是为了截取这件斜

口筒形玉器的局部改制为其他器形。

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在这件斜口

筒形玉器上施刻瓦沟纹的时间，应在红山文化

之后。 因为对一件完好无损的斜口筒形玉器进

行改制，说明斜口筒形玉器这种重器在当时已

经不再流行使用。 拥有斜口筒形玉器而不使

用，并且利用它改制为其他器形，这不应该发

生在流行使用斜口筒形玉器的红山文化时期。

所以，在这件完整斜口筒形玉器上刻纹改制的

现象，必定发生在红山文化之后。

以上分析表明，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

臂饰和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都是红

山文化之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作品，其中大甸

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要略早些。

（3）C 类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

饰， 形制与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接

近， 只是一侧边的中部没有小三角形尖凸，瓦

沟纹纹饰结构也相同。 据此可知，两者的年代

56



图一三 凌家滩 87M2 ∶ 7 玉腕饰正面 图一四 凌家滩 87M2 ∶ 7 玉腕饰背面

距离不会太大。 而从瓦沟纹线条的形制分析，

其瓦沟纹正在演变为减地凸棱纹，瓦沟纹线条

的形制特征———弧形瓦沟状，正在消失。 据此

可以确定，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弯板状

玉臂饰的年代要晚于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

玉臂饰。 因两者的年代距离不会太大，故推测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也

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作品。

（4）D 类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 209 弯板状玉臂

饰，形制独特，施刻瓦沟纹组成的眼、鼻、嘴俱

全的变形人面纹，目前仅见此一件。 其瓦沟纹

已经演变为减地凸棱纹，眼、鼻、嘴等细部特征

以凸棱纹表现。 据此可以推定，三门峡虢国墓

地 M2009 ∶ 209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要晚于美

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 而从

减地凸棱纹角度分析，其凸棱尚未达到尖细笔

直的程度。 故推测其虽然晚于美国哈佛大学艺

术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但仍然属夏家店下

层文化时期，可能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晚期

的作品。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存在着运用瓦

沟纹等玉雕技法与方式雕琢的人物作品，如故

宫博物院藏大型玉雕人兽像

[16]

，所以在夏家店

下层文化的弯板状玉臂饰上施刻变形人面纹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 由斜口筒形玉器改制的弯板状玉臂饰的

形制演化特点

以上分析明确了大甸子

M659 ∶ 7 等四件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它们都晚于红山文化晚

期后段的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都是

红山文化之后的作品，而且年代上存在着早晚

的区别。 所以，只要将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

玉臂饰与这四件弯板状玉臂饰按照分析的年

代早晚排列，就很容易看出弯板状玉臂饰由红

山文化晚期后段向后演化的特点。

5 件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早晚排列如下。

①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 （见图

一、二）

→②大甸子 M659 ∶ 7 弯板状玉臂饰（见

图五、 六）→③辽宁省博物馆藏弯板状玉臂饰

（见图七、八）

→④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弯板状玉臂饰 （见图九）→⑤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 209 弯板状玉臂饰（见图一○、一一）。

这 5 件弯板状玉臂饰， ①与②形制区别较

大，显示其间隔的时间可能较长；

②与③、③与④

形制区别较小，显示其间隔的时间可能较短；④与

⑤形制区别很大，显示其间隔的时间可能较长。

根据前述这 5 件弯板状玉臂饰的形制与纹

饰特征以及年代早晚关系，分析它们的早晚演

化特点，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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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弯板状玉臂饰的形体由小逐渐变大。

第二，弯板状玉臂饰的形制由不规则形向

四边形演变，再向上臂套形式演变。

第三， 弯板状玉臂饰的瓦沟纹纹饰结构，

由“回”字形的四道瓦沟纹向六道瓦沟纹或八

道瓦沟纹演变，最后扬弃“回”字形的纹饰结

构，并开创变形人面纹形式。

第四，弯板状玉臂饰瓦沟纹线条的形制，由

浅凹弧、微凸弧的不明显瓦状沟向深凹弧、微凸

棱的明显瓦状沟演化，再向沟底平缓、边棱凸显

的退化瓦状沟演化，最终演化为减地凸棱纹。

五 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的渊源

关于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的渊源，目前在

辽西地区尚未发现比牛河梁

N3M9 ∶ 2弯板状玉

臂饰更早的同类遗物。 所以，目前尚不具备在辽

西地区探索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渊源的条件。

笔者曾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出现的一

批造型新颖的玉器，如兽面玦形玉器（俗称“玉

猪龙”）、玉人、斜口筒形玉器、回首凤鸟玉冠饰

等玉器，可能与凌家滩文化的影响有关，是受

到千余公里之外的凌家滩文化同类玉器的影

响而在辽西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17]

。现再次提出：

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弯板状玉臂饰的渊源可能

也与凌家滩文化有关。

凌家滩遗址曾经出土一件弯板状玉腕饰，

与红山文化弯板状玉臂饰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凌家滩弯板状玉腕饰出土于

87M2。 该墓

位于凌家滩墓地南部中轴线西侧， 其东紧邻

87M3，并与之并列。 墓坑长 2.52、宽 1.32、残深

约 0.37 米。 墓内人骨已朽，随葬器物有 24 件，

置于墓中东侧，由北而南摆放。其中玉器

13 件、

石器 6 件、陶器 5 件。 玉器大多在中部。 玉器有

腕饰

1 件、箍形镯 4 件、玉饰 1 件、玉环 2 件、玉

玦 2 件、玉芯 3 件

[18]

。 凌家滩 87M2 属凌家滩墓

地第三期，年代在公元前

3300 年之前。

凌家滩 87M2 ∶ 7 玉腕饰呈弯板状四边

形。 器宽

6.7 厘米，下端较平略窄，上端凹弧略

宽。 左右两侧边高度不等，左侧边略短，高 7.9

厘米；右侧边略长，高 8.3 厘米。 弯板厚 0.6 厘

米。 在两侧边缘上、中、下分别穿一小系孔

（图一三、一四）

[19]

。 内外表都为素面。 发掘者认

为这是件护腕的玉腕饰。

凌家滩 87M2 ∶ 7 玉腕饰的年代比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年代要早约 200 年，

其弯板状的形制是为了适于佩戴在手臂上而

产生，形制较为原始，素面无纹，可能是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的前身器形。 据此推

测，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的弯板状玉臂饰可能是

受到凌家滩文化玉腕饰的影响而在辽西地区

的进一步发展。

凌家滩 87M2 ∶ 7玉腕饰与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之间可能存在演变承袭关系，但

两者之间的年代间隔约有

200年。 据此推测：在

凌家滩 87M2 ∶ 7 玉腕饰与牛河梁 N3M9 ∶ 2 弯

板状玉臂饰之间可能还存在着形制上介于两者

之间的玉臂饰。再者，牛河梁 N3M9 ∶ 2弯板状玉

臂饰是利用斜口筒形玉器的残件改制的，其形制

受斜口筒形玉器残件形制的影响。 因此，在红山

文化晚期后段，可能还存在着与牛河梁

N3M9 ∶ 2

弯板状玉臂饰形制不同而与凌家滩 87M2 ∶ 7 玉

腕饰形制接近的弯板状玉臂饰。 这还有待发现。

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一批造型新颖玉器的

出现，确实是与凌家滩文化的影响有关，是受

到凌家滩文化同类玉器的影响而在辽西地区

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已经论证的兽面玦形玉

器、玉人、斜口筒形玉器、回首凤鸟玉冠饰、玉

臂饰等玉器外，可能还有那些缺乏辽西地区文

化传统的玉器器类，这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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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成 都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编著

茂 县 羌 族 博 物 馆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凤仪镇， 面积近 15 万平方米。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茂县羌族博物馆于 2000、

2002、 2003、 2004、 2006 年对营盘山遗址进行了五次考古试掘及发掘， 揭露面积近

2000 平方米， 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遗迹包括石棺葬墓 200 余座、

房址 6 座、 人祭坑 9 座、 灰坑 100 余个、 灰沟 10 条、 窑址及灶坑数十座， 出土遗物有

陶器、 玉器、 石器、 细石器、 骨器、 蚌器等数千件。 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后的

年代范围为距今 5100～4800 年。

文物出版社 2018 年 8 月出版 大 16 开 精装 定价 900 元 （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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