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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的三个丧葬传统

摘要：在公元前 3 千纪后期至 2 千纪之初的龙山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存在三个丧葬传统，

即富贵并重的海岱传统、重富轻贵的江汉传统和重贵轻富的中原传统。这三个传统的涵盖地域，恰

好与所谓中国上古“三民族”或传说时代部族“三集团”的分布地区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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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传统，指长期得以延续的丧葬行为

或丧葬习俗，它是丧葬思想的表现形式，可以

通过对墓葬形态、规模、随葬品等的分析揭示

出来。我以前提出早期中国文明演进有北方、
中原和东方三个模式，墓葬特征是区分这三

个模式的主要依据之一，但对其反映的丧葬

传统的讨论则浅尝辄止 [1]。李伯谦通过对红

山、良渚、仰韶大墓及其丧葬习俗的分析，提

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存在两种模式，但讨论

重点在仰韶时期[2]；张弛对中国史前葬仪案例

进行过较多剖析，但落脚点放在了中国社会

的整体演进和权利形态方面[3]；刘莉更早对墓

葬形态、礼仪活动等的研究则仅涉及龙山文

化[4]。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集中在黄河、长
江流域的龙山时代，将研究重点放到揭示丧

葬传统的大地域分异，尝试对龙山时代的丧

葬传统及其与文明模式、传说时代部族集团

的关系等问题略作讨论。

一

龙山时代，就是和龙山文化大体同时的

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文化所处的时代，绝

对年代在约公元前3千纪后期至公元前2千纪

之初。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有特殊内涵，

即属于这个时代的“各个文化彼此连成一

片”，以黑灰陶为主，并且“除齐家文化外，都

曾被称为龙山文化”[5]。像彩陶盛行的马家窑

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虽然也在这个时

期，但并不符合“龙山时代”的条件，也就不在

讨论之列。
本文讨论丧葬传统，以对大中型土坑墓

的观察为依据，不包括小墓和婴孩瓮棺葬。这
是因为较大规模的墓葬，墓室结构往往更复

杂，随葬品更多，更有可能体现彼此的差异，

尤其是丧葬思想上的差异。
从对大中型墓葬的分析来看，龙山时代

存在较为一致的丧葬大传统，如基本都是土

坑竖穴墓，大多都是单人仰身直肢葬，蕴含逝

者入土为安、永居地下家园的观念 [6]；同一墓

地或茔域的墓葬多有共同习俗，排列有序，构

成具有血缘身份认同的“族墓地”[7]，反映出祖

先崇拜、慎终追远、珍视历史记忆的思想。这
种丧葬传统至少自公元前7千纪裴李岗文化

时期以来就在中国大部地区流行，绵长延续至

龙山时代，成为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之一[8]。
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辨析，会发现龙山时代墓

葬也存在不少区域性差异，大致可以分出三

个丧葬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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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龙山时代的丧葬传统主要区分为以下三

个地区，此外还包含一个特例，即晋西南临汾

盆地的陶寺文化大墓。以下详细说明。
（一）海岱地区，以龙山文化为代表

目前所知龙山文化级别最高的墓葬，就

是山东临朐西朱封的3 座大墓 [ 9 ]。其中M 2 0 2 小

半部已被破坏，墓葬外室复原面积约4 0 平方

米，四周有宽阔规整的二层台；内室复原面积

约1 1 平方米，内置一椁一棺一边箱，外壁有多

色彩绘，华丽讲究；随葬品丰富，有刀、钺、笄
及笄首等精致玉器，蛋壳杯、鬶、罍等精致陶

器，彩绘木盘，以及绿松石片近千（当为嵌绿

松石高级木器残迹）、鳄鱼骨板数十（当为木

箱 表 面 装 饰 或 者 鼍 鼓 鼓 皮 残 迹）。M 2 0 3 比

M 2 0 2 略小而大体类似，重椁一棺，值得注意的

是在内外椁之间有彩绘木器和2 5 件低火候彩

绘明器。最早发现的M 1 比较特殊，该墓有重椁

一棺一边厢一脚箱，棺椁彩绘，随葬品丰富珍

贵，级别应当和上述两墓近似，但墓室仅约1 1
平方米，显得过于局促，不排除外室已被破

坏，这只是墓葬内室的可能性。山东泗水尹家

城的5 座大墓比西朱封略低一个级别，墓室面

积一二十平方米不等，最大的M 1 5 墓室面积约

2 5 平方米，重椁一棺，有大量鳄鱼骨板和陶质

小圆锥体，当为鼍鼓鼓皮残迹及鼓钉，其余墓

葬一椁一棺，随葬精致陶器，也有成套的低温

陶，有的墓葬随葬猪下颌骨多达3 0 余副，但基

本不见玉器。此外还有更多3 ~ 5 平方米的中型

墓葬，有二层台和木棺，随葬数件到二三十件

陶器，以及少量猪下颌骨，基本不见鼍鼓等高

规格物品[ 1 0 ]。
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大中型墓等级分

明，大墓墓室阔大，四边有二层台，有多重棺

椁，规范讲究，或许棺椁制度已初步形成[ 1 1 ]。较
多精致的黑陶壶、罐、杯和陶鬶，当多属盛酒、
热酒、饮酒的配套酒具 [ 1 2 ]，还有作为兵器的钺

等玉器，作为乐器的鼍鼓，以及精美漆木器等

珍贵随葬品，都体现出主人居高临下的社会

地位和一定的礼乐氛围。随葬大量种类丰富

的实用陶器或“生器”，有较多猪下颌骨，当为

其家族拥有较多财富或者有许多人参加送葬

吊唁的反映[ 1 3 ]，阔大墓室和多重棺椁也必须以

占有较多财富作为基础。而少量陶明器的随

葬[ 1 4 ]，则在强调生死之别。总体来看，东方海岱

地区龙山文化表现出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

可称之为海岱传统。
早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的山东泰

安大汶口墓葬中，有些已经有二层台和木棺，

随葬品多达1 0 0 多件 [ 1 5 ]。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

期的焦家墓葬，更出现多重棺椁和大量玉器

随葬品。可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形成富贵

并重的丧葬思想传统，龙山文化得以继承和

发展。
（二）江汉地区，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已知石家河文化的最大墓葬，就是湖北

天门肖家屋脊M 7 [ 1 6 ]，墓口面积约6 . 6 平方米，足

端两侧有二层台；内室或有木棺[ 1 7 ]；1 0 2 件随葬

品中除1 件石钺外，其余均为陶器，并且明显

分为二层台上和墓主身旁两组：足端二层台

上是6 2 件高领罐类，墓主身侧则有壶形器、小
鼎，足下置2 9 件斜腹杯。肖家屋脊M 5 4 ，面积仅

约2 . 7 平方米，但在墓主人身侧分三层整齐叠

放9 9 件陶高领罐。
按照规模，石家河文化已知大墓仅相当

于龙山文化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但不一定

四边都有，不很规范。或许有木棺，但与多重

棺椁的龙山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又缺乏珍贵

随葬品，说明对墓主人的地位高低并未刻意

标榜。石家河文化大墓随葬品较多，除墓主身

侧的斜腹杯、壶形器、小鼎等可能与饮食或

“宴饮”象征相关[ 1 8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往往在

二层台等位置整齐摆放大量具有储藏功能的

实用高领罐类，下葬时或许都盛有粮食或酒

等，其财富储藏或者“炫富”色彩浓厚。石家河

文化也有少量专门制造的低温随葬陶器，有

强调生死之分的一面。石家河文化所表现出

的重富轻贵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江汉传统。
江汉传统至少可以前溯到大溪文化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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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类型和屈家岭文化。在江汉平原属于屈家

岭文化的邓家湾、肖家屋脊等地的较大墓葬，

二层台上常放置数十件高领罐等，和石家河

文化的情况很相似。但有的墓葬随葬玉石钺

等，和石家河文化还是有一定差别。早在属于

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的湖北京山屈家岭M 2 中

随葬7 0 余件陶器，多为小型明器 [ 1 9 ]；枣阳雕龙

碑M 1 6 随葬猪下颌骨达7 2 副，但却不见其他随

葬品[ 2 0 ]，重富轻贵的丧葬思想已经表现得很是

清楚。
（三）广义中原地区，以中原腹地的王湾

三期文化、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等

地的老虎山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晚期文化为

代表

已知王湾三期文化最大的墓葬，就是河

南汝州煤山M 7 ，墓室面积约3 平方米，四周有

二层台，内室有木棺；随葬品1 4 件，包括1 件玉

斧，1 1 件低温涂朱的陶壶、豆等[ 2 1 ]。老虎山文化

的大墓、陕西神木神圪垯梁的M 7 ，面积约1 3 平

方米，却不见二层台；木棺内一仰身直肢的中

年男性，当为墓主人，棺外一侧身屈肢的青年

女性；在壁龛有陶器6 件，每件上面有一个石

器盖 [ 2 2 ]。陶寺晚期文化的较大墓葬M 2 3 8 4 ，墓

室面积约3 平方米，随葬品仅5 件，包括壁龛中

的3 件陶器和1 件玉钺，以及随身玉臂环1 件[ 2 3 ]。
按照规模，已知中原龙山文化大墓也仅

相当于龙山文化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和木

棺，但不如龙山文化的阔大讲究，随葬品很

少，但有珍贵品，说明其偏重于表现社会地位

的高低，而并不很在意财物的多寡。尤其神木

神圪垯梁墓葬男性墓主人棺外的女性，无论

其身份为妻为妾，与墓主人的从属关系一目

了然 [ 2 4 ]。中原龙山文化墓葬随葬品既有实用

器，也有专门制造的低温随葬陶器，着意表现

生死有别的观念。中原龙山文化所表现出的

重贵轻富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中原传统。
中原传统至少可前溯至仰韶文化庙底沟

类型，而以庙底沟类型之末或西王类型之初

的河南灵宝西坡墓葬最具代表性，其大墓面

积1 2 ~ 1 7 平方米，墓室以木板封盖，特设脚坑，

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

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最

多一墓不过1 0 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反映出

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

特点[ 2 5 ]。更晚属于谷水河类型的孟津妯娌墓葬

中，最大的M 5 0 面积达2 0 多平方米 [ 2 6 ]，有二层

台，墓主人臂带象牙箍，俨然是重要首领人

物，但并没有其他随葬品，依然重贵轻富。
（四）晋西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大墓

陶寺遗址有6 座陶寺文化早期的“一类甲

型”大墓，墓室面积约七八平方米，原来应有

二层台和木棺，但基本都被毁坏，有大量珍贵

物品随葬。以M 3 0 1 5 为例，面积约8 平方米，有

木棺，遭破坏后残存随葬品2 0 0 多件，包括彩

绘鼍鼓、陶鼓、石罄、玉钺、V 形石厨刀、彩绘陶

壶、彩绘木豆、木俎、彩绘木仓明器，以及猪骨

等。其他此类大墓还出土彩绘蟠龙纹陶盘等

重器。其下还有其他层次不同的大中型墓葬。
其中属于“二类甲型”的M 2 1 7 2 ，随葬品中残存

的猪下颌骨就有5 8 副，属于“二类乙型”的
M 2 2 0 0 ，墓室脚端整齐摆放猪下颌骨1 3 2 副 [ 2 7 ]。
陶寺还发现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

M 2 1 ，面积约1 8 平方米，四壁底部有壁龛1 1 个，

有木棺，还在填土发现一可能具有殉葬性质

的青年男性骨架；墓葬被毁严重，但仍残存随

葬品1 0 0 多件，包括彩绘陶簋、陶豆、石厨刀、
木俎、猪骨，琮、璧、钺、戚、兽面冠形饰、璜等

玉器，有1 0 头猪一劈两半，仪式感很强[ 2 8 ]。
陶寺文化的大墓，随葬品十分丰富，既有

大量玉器、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等珍贵器物，

也有不少普通实用陶器和猪骨，饮食共存，礼

乐互见，富贵并重，与陶寺晚期文化等其他中

原龙山文化的情况有显著区别。究其原因，陶

寺文化的形成，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

化传统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 [ 2 9 ]。不
但其玉器、彩绘器、鼍鼓、厨刀等来自东方，其

丧葬思想也深受东方影响。但其墓葬规模和

棺椁规制依然无法和龙山文化相比，仍有自

身特点。也就是说，陶寺文化大墓所体现的有

一定特色的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是中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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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融合的结果。

三

上述龙山时代的三个丧葬传统与我曾提

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模式，具有一定的

对应关系：海岱传统对应东方模式的海岱亚模

式，江汉传统对应东方模式的江汉亚模式[ 3 0 ]，

中原传统对应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丧葬传

统本身就是文明模式的重要特质构成，但文

明模式还包括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专业分工

等更多方面，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龙山时代三个丧葬传统的涵盖地域，还

与蒙文通提出的上古“三民族”和徐旭生提出

的传说时代部族“三集团”的分布地区恰相对

应 [ 3 1 ]：海岱传统对应海岱民族或东夷集团，江

汉传统对应江汉民族或苗蛮集团，中原传统

对应河洛民族或华夏集团，这也是饶有兴味

的。前人区分“三民族”或“三集团”的主要依

据是世系和地域，而不同的世系或血缘认知、
不同的生活地域，正是形成不同文化习俗、丧
葬思想、丧葬传统的条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

明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自有其真实历史背

景。
附记： 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欧

亚 视 野 下 的 早 期 中 国 文 明 化 进 程 研 究 ”
（ 1 8 Z D A 1 7 2 ） 资助。
注释：

[ 1 ]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

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 卷，文物出版社，2 0 0 3
年，第8 4 ～ 9 6 页。

[ 2 ]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

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 0 0 9 年第

3 期。
[ 3 ] 张弛：《社会权利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

会与观念》，文物出版社，2 0 1 5 年。
[ 4 ] 刘莉：《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

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文物季

刊》1 9 9 9 年第2 期。
[ 5 ]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 9 8 1 年第

6 期。
[ 6 ] 巫鸿不但认为马王堆汉墓体现为死者在地下安

“家”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史前。巫鸿：《礼仪

中的美术———马王堆再思》，《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

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 0 0 5 年，第1 1 9 页。

[ 7 ]《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族坟墓”的说法。商周常

见“族坟墓”或者“族墓地”，如殷墟西区墓地。参见韩建

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 9 9 7 年第1 期。
[ 8 ] 这里所说“早期中国”，指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即“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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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cation of Yif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te Shang Court’s Manage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
Yan Shengdong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Eastern Region was an important region that the late Shang court focused on devel-

oping and managing. The culture of this are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Yinxu Culture, which was opposed
to local culture. This region had a dense population and enjoyed stable development of its settlements,
with a number of high level settlements. This region also had a great many of aristocrats and army chiefs
from the capital of Yi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of whom the Chou, Ju and Shi clans participated in the
warfare of defeating Yifang. Combined with records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vessel
inscriptions of Shang and Zhou, the location of Yifang should beyond the core late Shang Culture and
around Huiquanzhuang and the second phase of Zhishui culture, which were the subsequent cultures af-
ter Yueshi Culture.

Keywords: Late Shang, Yifang, Huiquanzhuang and the second phase of Zhishui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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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Burial Traditions of Longshan Culture
Han Jianye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e from the late third millennium BC to the early second mil-

lennium BC, there existed three major burial traditions within the major area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zi River Region. These three traditions include the tradition that valued wealth over nobility in
the Jiang-Han River Region, the tradition that valued nobility over wealth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and
the East Coast tradition that lay equal stress on wealth and nobility. These three regions and their tradi-
tions coincidentally correspond to the legendary “Three Clans” or “Three Tribes” theories in high an-
tiquity of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Longshan Culture, Burial traditions, Cultural patterns, Historical lege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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