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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票喇嘛洞墓地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三燕时期墓地。共有 59 座墓葬出土了马

具，包括辔具、鞍桥、镫、皮革带装饰等几部分，几乎涵盖了目前所见三燕马具的全部类型。除此之外，喇嘛

洞墓地的马具也有别于其他三燕马具，包涵了丰富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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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子乡

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地处辽西丘陵地区大

凌河谷。从 1993 年至 1998 年，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会同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

所对该墓地先后进行 5 次发掘①，总计清理墓

葬 435 座，其中三燕时期墓葬 416 座。
墓地共有 59 座墓葬出土了马具，ⅠM5 与

ⅠM17 各出土一套甲骑具装②。除了这种重装

武备，其余随葬马具皆为驭马马具和装饰品。
有机质马具大多腐烂，保存下来的多为铁、铜

两种质地，多数铜马具表面鎏金。根据出土金

属马具的类型判断，喇嘛洞墓地只有ⅡM101 出

土了整套马具，其余墓葬一般只随葬马具的一

部分或几部分，不排除某些马具整体为有机质，

未能保存下来的可能性。现将喇嘛洞墓地出土

马具介绍研究如下。

一、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马具

按照功能可分为辔具、鞍具、镫及固定皮

革带的金属构件等几部分。
1. 辔具

墓地中共有 51 座墓葬出土辔具，包括用来

驭马的衔、镳、引手和用作装饰的当卢。其中

衔、镳及引手共 56 件 ( 套、副) ，多数为一衔

二镳的组合，少数有衔无镳。
( 1) 衔 均为铁质，锻制。由两个联杆套

接组成。按照制作方法和形制的不同，可以分

为两型。
A 型 19 件。联杆由两股或三股铁条交股

拧制而成，两端各有一环，一端双环相连，另

一端套接镳和引手。ⅡM101 ∶ 23，完整。联杆

长 9. 6 厘米，两端铁环直径均为 3 厘米 ( 图一，

1) 。
B 型 28 件。联杆由四棱形或圆柱形的单

股铁条锻制而成，两端各有一环，联杆以环相

连。可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16 件。将铁条对折并股作为联杆，

两端拧成环。ⅡM9 ∶ 17，环残。联杆残长分别

为 10、10. 7 厘 米，环 直 径 约 2 厘 米 ( 图 一，

2) 。
Bb 型 12 件。将铁条两端弯成环，接口处

有锻接和不锻接的，少数用铁丝环绕固定。Ⅰ
M5∶ 28，环残。环口部分未经锻接。联杆残长 8
厘米，环直径约 2. 4 厘米 ( 图一，3) 。

( 2) 镳 多数为铁质，另有少量骨镳和铜

镳。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三型。
A 型 1 副 2 件。弧形骨镳。ⅠM48∶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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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棒状，向一侧略弯曲，中部有两个横向的穿

孔。其中一件残长 10. 4 厘米 ( 图一，5) 。
B 型 2 副。条状镳。皆为铁质，锈蚀严

重，仅ⅡM217∶ 13 保存尚可，一侧平面近弧形，

另一侧平面近“S”形，中部有穿鼻。残长 10、
11. 1 厘米 ( 图一，6) 。

C 型 26 件 ( 副) 。呈平板状，边缘加厚，

顶端有长方形孔或横轴穿系络头，中部穿系衔

和引手。按照形制可以分为四个亚型。
Ca 型 1 副 2 件。ⅡM16∶ 10，完整。平面

呈环形，顶端穿横轴，铆折页，固定络头，镳

环中有“×”形支架用以穿系衔和引手。镳环

正面为鎏金铜片，背面为铁片，边缘处用铆钉

将正背两面铆合在一起。镳环和折页的正面镂

空錾刻龙纹。通长 15. 6 厘米，镳环直径 10. 7
厘米 ( 图一，7) 。

Cb 型 13 件 ( 副) 。皆为铁质，锻制。平

面呈环形，中空，有 “×”形支架用以穿系衔

和引手，顶部有长方形穿孔。ⅠM23∶ 8， “×”
字形架上残存衔的环部。镳环直径 7. 2 ～ 8. 7 厘

米 ( 图一，8) 。

Cc 型 11 件 ( 副) 。皆为铁质，锻制。平

面呈圆形，中部用铆钉固定穿鼻，用以穿系衔

和引手，顶部有长方形穿孔。ⅡM196∶ 41，残。
镳直径 8 ～ 9. 5 厘米 ( 图一，9) 。

Cd 型 1 副。ⅡM202 ∶ 22、23，略残。铜

质，铸制。平面呈三叶形，顶部有长方形穿孔，

中部有一纵向的圆角长方形穿孔，附近原应加

铆有铁质的横隔，穿系衔和引手。长 10、宽

9. 4 厘米 ( 图一，12) 。
( 3) 引手 7 件 ( 副) 。除ⅡM16∶ 10 － 6、

7 为铜质外，其余皆为铁质，锻制。按照形制

可以分两型。
A 型 6 件 ( 副) 。整 体 呈 长 “U”形。

ⅡM16∶ 10 － 6、7，完 整。长 10. 5、宽 2 厘 米

( 图一，7) 。
B 型 1 副。ⅡM218∶ 31，残。与衔形制相

同，由两股铁条交拧而成，一端有环与衔相套，

另一端残。残长 6. 2 厘米 ( 图一，4) 。
( 4) 当卢 3 件，均为铜质。按照形制可

分为两型。

图一 马辔具

1. A 型衔 ( ⅡM101∶ 23) 2. Ba 型衔 ( ⅡM9∶ 17) 3. Bb 型衔 ( ⅠM5∶ 28) 4. B 型引手 (ⅡM218∶ 31) 5. A 型镳 (ⅠM48∶ 9 －

4、5) 6. B 型镳 ( ⅡM217∶ 13) 7. Ca 型镳、A 型引手 ( ⅡM16∶ 10) 8. Cb 型镳 ( ⅠM23∶ 8) 9. Cc 型镳 ( ⅡM196∶ 41)

10. A 型当卢 ( ⅠM5∶ 40) 11. B 型当卢 ( ⅠM13∶ 31) 12. Cd 型镳 ( ⅡM20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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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马鞍桥、马镫构件

1、2. A 型鞍桥包片 ( ⅡM202∶ 25、24) 3. B 型鞍桥包片 ( ⅡM266∶ 43) 4. A 型翼形片 ( ⅠM5∶ 39 － 1) 5. 镫包边

( ⅡM266∶ 60)

A 型 2 件。均出于ⅠM5，形制尺寸相似。
ⅠM5∶ 40，微残。整体形状类似倒置的琵琶。

上部铆接仰置的半球形铜泡，用来置璎珞。
背面铆接铜片，用以固定在皮带上。边缘等距

离分布 21 个穿孔，穿缀套管摇叶，摇叶呈桃叶

形。通高 38、宽 13. 5 厘米 ( 图一，10) 。
B 型 1 件。ⅠM13 ∶ 31，完整。圆形，表

面微显外凸，近中部有一方形穿孔。中部有放

射状的凸棱，边缘有连续的錾点组成的波浪纹

和小圆圈。直径 6. 7、厚 0. 22 厘米，穿孔边长

0. 6 厘米 ( 图一，11) 。
2. 鞍桥

喇嘛洞墓地出土鞍桥均为木芯高鞍桥，因

木芯朽烂，仅存金属饰片。墓地中共有 6 座墓

葬出 土 鞍 桥 饰 片，分 别 是ⅠM5、ⅠM13、Ⅰ
M17、ⅡM101、ⅡM202、ⅡM266，种类包括鞍

桥包片、翼形片、用于固定包片和翼形片的包

边、压片、铆钉等。质地有铜质、铁质两种。
按照鞍桥的形制，可分为两型。

A 型 1 套 2 件。鞍桥呈倒 “U”形。Ⅱ
M202∶ 24、25，铁质，略残。前后桥形制相似，

素面，外缘扣接狭长的槽状包边，将包片包嵌

在鞍 桥 木 芯 上。包 片 背 面 遍 布 朽 木。前 桥 宽

40. 8、高 23. 4 厘 米，包 边 开 口 宽 1. 2 厘 米。
( 图二，2) 后桥包片正面有三对上下对应的穿

鼻。宽 47. 4、残高 26. 8 厘米，包边开口宽 1. 3

厘米 ( 图二，1) 。
A 型翼形片 5 件，均铜质。ⅠM5∶ 39 － 1，

完整。上部略呈钩状，中有两个并列的长方形

穿孔。高 11. 6、宽 5. 7 厘米 ( 图二，4) 。
B 型 鞍桥呈椭圆形。ⅡM101、ⅡM266

两座墓各出土鞍桥包片一套。ⅡM101 的鞍桥包

片为铜质，包括前桥包片、后桥包片、翼形片、
包边、压条、铆钉等部分。前、后桥结构、形

制、纹饰相同。鞍桥包片呈椭圆弧形，边缘有

钉孔。两片翼形片在鞍桥包片圆弧之内，中部

有一长方形穿孔，外缘有钉孔。压条呈弧形，

用铆钉固定在鞍桥包片的正面外缘和鞍桥木芯

上。包边呈弧形，用铆钉固定在木芯的上端。
鞍桥包片和翼形片上均镂空、錾刻龙纹。鞍桥

包片对称饰 10 条龙，其中 6 条昂首状，4 条回

首状。每个翼形片上装饰上下两层 4 条龙纹，

上层 2 条龙，1 为回首状龙，1 为盘龙，下层纹

饰不完整。龙纹身体尾部细长弯曲，四爪，张

口，头上有角。龙纹之间装饰卷曲纹饰。前桥

包片长 47. 1、高 23. 6 厘米; 翼形 片 长 16. 4、
宽 9. 7 厘米。后桥包片长 53. 2、高 22. 8 厘米;

翼形 片 长 16. 3、宽 9. 7 厘 米。包 条、压 边 厚

0. 1 厘米。铆钉长 1. 8 厘米 ( 图三) 。
ⅡM266 出土铁质鞍桥包片一套，锈蚀严

重，复原了其中一件。形制与ⅡM101 出土的相

同，包片和翼形片有镂空纹饰，其上有包金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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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ⅡM101 出土鞍桥包片

片，錾刻龙纹。ⅡM266 ∶ 43，包片长 45. 4、残

高 25. 3 厘米; 翼形片残长 17. 4、宽 10. 4 厘米

( 图二，3) 。
3. 镫

有 2 座墓出土了马镫，皆为木芯，外包金

属包边。ⅡM16 出土的包边为铁质，锈蚀严重，

不能复原。ⅡM266 ∶ 60，一副 2 件，残存铜质

包边和少量木芯。包边平面近网球拍形，中部

有近圆形孔，底部正中略外凸。包边上有等距

离钉孔。一件长 35. 5、宽 17. 9 厘米; 另一件长

36、宽 18. 5 厘米。包边宽约 1 厘米 ( 图二，5) 。
4. 皮革带的金属构件

马具的皮革带包括络头、胸带、腹带与鞧

带等几部分。其中络头用来固定衔、镳和当卢;

胸带、腹带和鞧带用来固定鞍具。皮革带以及

附着其上的纺织品大多腐烂，仅残存金属构件。
其中具有实用功能的是带扣和节约，另有用做

装饰的带銙、杏叶、铃、泡饰及与之相应的固

定构件。
( 1) 带扣 按照以往的研究分类，带扣既

可用做装身带具，也可用做马具，两者形制基

本相同，难以区分，一般将出土在墓主人躯干

附近的带扣视为装身具，出土位置靠近马具的

视为马具带扣。质地有铜质、铁质，有的为铜

铁结合。按照结构和形制可分为三型。
A 型 72 件。由扣环、横轴、扣舌组成。

扣环呈“U”形，两端压扁穿孔，孔内贯横轴，

横轴上穿扣舌。固定皮带的方式有两种: 其一，

带扣横轴上穿折页，固定皮带。ⅠM45∶ 29 － 3，

铜质。折页为条形，末端呈圭尖状，其上有 5
个铆钉。通长 13、扣环长 3、宽 2. 5 厘米 ( 图

四，1) ; 其二，皮带穿过带扣的横轴，再以饰

片固定。ⅠM17 ∶ 27 － 1，扣环、扣舌为铜质，

横轴为铁质。固定饰片为长条形薄铜片。通长

3. 5、宽 2. 8 厘米 ( 图四，2 ) 。ⅠM45 ∶ 23，扣

环为铜质，横轴和扣舌为铁质。固定饰片为铜

箍和一“山”字形的铆钉。扣环长 4. 2、宽 2. 5
厘米，铜箍长 2. 2、宽 1. 1 厘米 ( 图四，3) 。

B 型 6 件，皆为铁质。由扣环、横轴、扣

舌组成。扣环呈 “U”形，两端穿孔，孔内贯

横轴，横轴上穿折页，扣环内另附扣舌。按照

扣舌的安装方式，可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4 件。扣舌呈 “T”形，穿入扣环

的穿孔中。ⅠM10∶ 5 － 1，折页残。扣环两端各

有两 个 穿 孔，分 别 穿 过 横 轴 和 扣 舌。扣 环 长

5. 6、宽 3. 1 厘米 ( 图四，4) 。
Bb 型 2 件。扣舌呈 “Y”形，附在横轴

上。ⅠM10∶ 8，折页残。“Y”形扣舌与横轴相

连。扣环长 4. 9、宽 3. 2 厘米 ( 图四，5) 。
C 型 12 件，皆为铁质。由扣环和扣舌组

成。扣环呈封闭环形，扣舌穿过扣环。无折页。
ⅠM5∶ 22 － 3，略残。扣环近梯形。长 4. 2、宽

4. 8 厘米 ( 图四，6) 。
( 2) 带銙 带銙大多为装身带具，而喇嘛

洞墓地出土的部分带銙位于墓主人脚下或腿部

外侧，并且周围有衔镳等马具，因此，这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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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带扣、带銙

1 ～ 3. A 型带扣 ( ⅠM45∶ 29 － 3 ⅠM17∶ 27 － 1 ⅠM45∶ 23) 4. Ba 型带扣 (ⅠM10∶ 5 －1) 5. Bb 型 (ⅠM10∶ 8) 6. C 型 (ⅠM5∶

22 － 3) 7. 带銙 ( ⅠM4∶ 28)

銙应为马具的装饰品。这类带銙的出土数量不

等，质地与共出的带扣相同，有铁质和铜质两

种。形制比较单一，由銙板和銙环组成。銙板

正面呈桃叶形或近圆形，下端为长条状弯折到

背面，用铆钉固定在皮带上。ⅠM4∶ 28，完整，

铜质。銙板的背面残留有皮革，銙板上有三个

铆钉。通长 6. 8 厘米 ( 图四，7) 。
( 3) 节约 共 5 件。均为铜质，铸制。整

体呈泡状，中部为半球形，边缘出沿，有 3 ～ 5
个穿带孔。按照有无装饰，可分为两型。

A 型 3 件。只有泡状底座。ⅠM13 ∶ 21，

完整。有三个穿带孔。高 2、宽 7. 2 厘米、壁厚
0. 3 厘米 ( 图五，1) 。

B 型 2 件。泡状底座顶端有穿孔，附其他

装饰。ⅡM16 ∶ 11 － 155，节约穿孔内的附件残

缺。节约底座上有五个穿带孔，顶部有一穿孔。
正面饰一条高浮雕龙纹。高 2. 2、宽 8. 5、壁厚
0. 4 厘米 ( 图五，2) 。ⅡM16∶ 11 － 156，节约上

附套管摇叶。节约底座上有四个穿带孔，顶部

有一穿孔，内穿穿条，外有套管，穿条顶端附

桃形摇叶。底座高 1. 7、宽 6. 3、壁厚 0. 2 厘

米; 套管长 5. 7 厘米 ( 图五，3) 。
( 4) 杏叶 共 48 件。用于胸带、鞧带或

者马软鞍上的垂饰。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

A 型 46 件。均为铜质，圭形，近上缘处

有一横向长条形穿孔。共有 7 座墓出土 A 型杏

叶，出土数量 1 ～ 25 件不等。ⅠM17∶ 29，穿孔

上穿折页，用来固定皮带。通长 11. 4、宽 4. 7
厘米 ( 图五，5) 。

B 型 2 件。杏叶形，均为铁质。ⅠM13∶
39，锻制。顶端有一长条形穿孔。长 6、宽 4. 4、

厚 0. 4 厘米 ( 图五，4) 。
( 5) 铃 用于胸带或鞧带的装饰，也可用

来固定网格状鞧带的交叉点。按照形制可分为

三型。
A 型 9 件，均出土于ⅠM44。伞泡形铃。

由泡状铃盖和铃组成。铃盖呈伞状，有的边缘

出沿。铃身呈棱台形，中空，铃内置一中空的

小铜球。其中 8 件为素面，1 件铃底部用细线

阴刻出一个六瓣花，外缘向外延伸出一个镂空

的八瓣花形沿。通高 3. 4、铃盖直径 5. 8 厘米
( 图五，6) 。

B 型 1 件。缀摇叶铃。ⅠM44∶ 20 － 8，由

伞状泡和铃组成。铃身呈棱台形，中空，铃内

置一小铁球。铃顶端有一立柱，上缀一摇叶。
通高 7. 7、伞状泡直径 5. 8 厘米 ( 图五，7) 。

C 型 3 件。球形铃。ⅡM16∶ 11 － 157，近

球形，中空，顶部有穿孔钮，铃内置一小铁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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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皮带构件

1. A 型节约 ( ⅠM13∶ 21) 2、3. B 型节约 ( ⅡM16∶ 11 － 155 ⅡM16∶ 11 － 156) 4. B 型杏叶 ( ⅠM13∶ 39 ) 5. A 型杏叶 ( Ⅰ
M17∶ 29) 6. A 型铃 ( ⅠM44∶ 20 － 5) 7. B 型铃 ( ⅠM44∶ 20 － 8) 8. C 型铃 ( ⅡM16∶ 11 － 157) 9. A 型缀泡套管摇叶 ( Ⅰ
M17∶ 23) 10. B 型缀泡套管摇叶 ( ⅠM45∶ 28 － 4) 11. A 型花形泡饰 ( ⅠM44∶ 18) 12. B 型花形泡饰 ( ⅡM217∶ 34 － 20 )

13. 半球形缀摇叶泡饰 ( ⅡM217∶ 3)

高 3. 9、直径 3. 6 厘米 ( 图五，8) 。
( 6) 泡饰 用于胸带或鞧带上的装饰。有

些仅作为装饰品，有些用来固定网格状鞧带的

交叉点，有实用功能。皆为铜质。可分为三类:

缀泡套管摇叶、花形泡饰、半球形缀摇叶泡饰。
缀泡套管摇叶 共有 14 座墓葬出土这种泡

饰，出土数量少则 1 件，最多的ⅠM5，共出土

119 件。由泡饰、套管、穿条和摇叶组成。套

管用薄铜片卷制而成，自上向下逐渐变粗。套

管中有穿条，穿过泡饰中部的穿孔，上缀摇叶，

摇叶呈桃叶形。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
A 型 329 件。泡饰呈伞状，仰置。ⅠM17∶

23，完整。摇叶上模压对凤纹。通高 8. 1 厘米，

泡底径 4. 9 厘米 ( 图五，9) 。
B 型 1 件。泡饰近半球形，覆置。ⅠM45∶ 28 －

4，完整。泡饰镂空、刻划一龙纹。通高 8. 6 厘

米，泡底直径 4. 2 厘米 ( 图五，10) 。
花形泡饰 共有 13 座墓葬出土花形泡饰，

出土数量最多的是ⅡM16，共 150 件。泡饰呈

八瓣花形，覆置。按照是否穿缀摇叶及固定在

皮带上的方式，可分为两型。
A 型 170 件。穿条缀摇叶。ⅠM44 ∶ 18，

完整。由泡饰、穿条和摇叶组成。泡饰顶端穿

孔中穿穿条，穿条上缀摇叶。摇叶呈卵形。通

高 2. 3 厘米，泡饰底径 2. 4 厘米 ( 图五，11) 。
B 型 151 件。无摇叶，泡饰顶端穿孔中穿

过一个铆钉。ⅡM217 ∶ 34 － 20，完整。铆钉帽

部呈盔状，钉末端弯折。通高 2. 1 厘米，泡饰

底径 3. 1 厘米 ( 图五，12) 。
半球形缀摇叶泡饰 共 13 件，泡饰呈半球

形，覆置。ⅡM217∶ 3，完整。由泡饰、穿条和

摇叶组成，无套管。泡饰中部穿孔中穿过穿条，

穿条上缀摇叶。摇叶呈卵形。通高 5. 7 厘米，

泡底径 3. 5 厘米 ( 图五，13) 。

二、相关问题探讨

1. 喇嘛洞墓地马具分组

田立坤先生通过对三燕时期马具形制与结

构的观察，将三燕马具分为两组: A 组包括 A
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圆形长柄马镫、圆形镳，

此为典型的三燕文化马具; B 组包含 B 型鞍桥

包片、翼形片、喇嘛洞ⅡM266 式马镫、条状

镳。该组马具仅见于喇嘛洞墓地，推测与慕容

鲜卑劫掠到辽西的夫余人有关③。两组鞍桥形

制差异明显，宜为分组依据。
以上用来作为分组标准的马具皆为实用马

具，其中圆形镳在 4—5 世纪中国东北和朝鲜半

岛很常见，喇嘛洞墓地中也有圆形镳与 B 型鞍

桥共出现象，所以暂不将镳作为分组依据。
数量丰富的鞧饰是喇嘛洞墓地及其他三燕

马具的特色，下面依据鞍桥和镫的分组，对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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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也进行分组: 与 A 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共出

的鞧饰一般为缀泡套管摇叶、铃和杏叶。目前

发现的三燕马具除部分喇嘛洞墓地马具外，均

属 A 组，如北票房身北沟 M8④、朝阳三合成

墓⑤、十二台乡砖厂 88M1⑥、袁台子壁画墓⑦，

地处中原的河南安阳孝民屯 M154⑧、山东青州

体育场墓葬⑨等。以上这些墓葬都随葬了成套

马具，包括辔具、鞍具、镫，以及相应的胸带、
鞧带等几部分，形制很接近。镳皆为 C 型; 鞍

具有 A 型鞍桥包片和翼形片两种，复原后的鞍

桥为倒“U”形; 镫为长柄环蹬; 胸带上有的

有铃; 鞧带上的装饰比较丰富，常见的有铃、
缀泡套管摇叶和杏叶。喇嘛洞墓地可归于 A 组的

墓葬有ⅠM4、ⅠM5、ⅠM13、ⅠM16、ⅠM17、M202。
B 组马具的典型器物是 B 型鞍桥，这一类

鞍桥 饰 片 在 中 国 境 内 仅 见 于 喇 嘛 洞 墓 地 的

M101、M266 两座墓葬，与之共出的鞧饰以花

形泡饰为主，有少量半球形缀摇叶泡饰和缀泡

套管摇叶，不见杏叶，这与 A 组明显不同。因

此，可将花形泡饰和半球形缀摇叶泡饰视为 B
组马具代表。属于这一组的墓葬有ⅡM16、Ⅱ
M101、ⅡM217、ⅡM218、ⅡM266。

2. 喇嘛洞墓地出土马具年代与文化因素

图六 鞧带常见系法

1. 辽阳北园 M1 墓室左壁骑射图局部 2. 嘉峪关壁画墓 M5 狩猎图 3.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东壁狩猎图局部 4. 南京象

山 M7 出土陶马 5. 朝阳三合成墓出土鞍桥包片局部 6. 安阳孝民屯 M154 出土马具复原 7. 集安通沟十二号墓甬道狩

猎图 8. 集安舞踊墓主室右壁狩猎图局部 9. 平壤双楹塚墓道西壁骑马图

喇嘛洞墓地的发掘者认为其属于慕容鲜卑

文化范畴，并吸收了夫余等民族的文化因素。
通过对随葬器物的考察，墓地年代为前燕，以

及前燕建国前不久，即 3 世纪末到 4 世纪下半

叶⑩。学术界基本认同这一观点。
就马具而言，喇嘛洞墓地 A 组马具的类型、

形制与其他三燕马具基本一致。比照北票朝阳

地区出土三燕马具的墓葬，北票房身北沟 M8
是出土全套马具的墓葬中年代最早的，发掘者

认为其年代为前燕建国之前的 4 世纪早期; 年

代相对明确的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田立坤先生

根据墓葬形制提出该墓为辽东大姓遗存，结合

文献记载和墨书题记，推测该墓年代为永和十

年 ( 354 年) 瑏瑡 ; 安阳孝民屯晋墓从地理位置、
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应为前燕势力发展到

中原地区的遗存。年代大致在永和八年 ( 352
年) ，前燕占领邺城，势力到达河南北部之后，

到太和十一年 ( 370 年) ，前秦攻克邺城。通过

这些墓葬年代推断喇嘛洞墓地 A 组马具的年代

大致为 4 世纪初至 4 世纪中后期，属三燕文化。
B 组马具中的鞍桥和镫在我国境内只见于

喇嘛洞墓地，当为喇嘛洞墓地另一典型遗存。B
组马具与 A 组马具的区别除了鞍桥和马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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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体现在泡饰上: A 组以泡饰仰置的缀泡套管

摇叶为主，B 组以泡饰覆置的花形泡饰和半球

形缀摇叶泡饰为主。花形泡饰在三燕墓葬中很

少见，但在高句丽墓葬中比较常见，朝鲜半岛

和日本也有发现。谏早直人先生认为，这种泡

饰最早出现并流行于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墓葬瑏瑢，

如禹山下墓群、西大塚、千秋塚瑏瑣等出土了大

量花形泡饰; 赵俊杰先生也认为，花形泡饰是

高句丽泡饰演变的早期形制瑏瑤。这些出土花形

泡饰的高句丽墓葬集中在 4 世纪，因此，判断

喇嘛洞墓地 B 组马具年代与 A 组一样，均为 4
世纪。

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高句丽的

马具受了三燕马具的强烈影响瑏瑥，而田立坤先

生则认为，三燕的马具和其他遗存，在影响高

句丽的同时，也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瑏瑦。喇

嘛洞墓地的 B 组马具，显然包含了大量高句丽

文化因素，并深受其影响。
3. 鞧带与鞧饰

鞧带与胸带、腹带共同使用，用于固定马

鞍。根据现有的图像材料和复原推测，三燕马

具的鞧带有三种绑系方式 ( 图六) 。
甲类: 从东汉画像石墓中可见，东汉时期

已开始使用鞧带，绑系方式一般为两条鞧带绕

过马尾。东汉辽阳壁画墓中常见射猎图，如辽

阳北园 M1 墓室左壁骑射图中所见的马具，包

括辔具和鞍具，其中鞧带为 四 条 皮 带 绕 过 马

尾瑏瑧 ( 图六，1) 。年代与之相近的甘肃嘉峪关

壁画墓中，有大量的狩猎图和出行图，图中马

大多使用鞧带，为两条或三 条 带 子 绕 过 马 尾

( 图六，2) 。北园 1 号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

早期瑏瑨，嘉峪关壁画墓年代，发掘者认为，年

代为东汉时期瑏瑩，说明东汉魏晋时期已普遍使

用鞧带，但却未见鞧带上的装饰。
三燕马具也使用这种无装饰的鞧带。朝阳

袁台子壁画墓东壁绘有狩猎图，图中墓主人骑

马狩猎，明显能辨识的马具有障泥、胸带及其

上的銮饰、鞧带瑐瑠。其鞧带的绑缚方式与辽阳

北园 M1，以及嘉峪关壁画墓中鞧带相同，四条

皮带绕过马尾固定鞍具 ( 图六，3 ) 。这种鞧带

上的金属部件只有带扣，因此未出土鞧饰的墓

也有可能随葬了软鞍和甲类鞧带。
乙类: 南京象山 M7 中 出 土 了 一 件 陶 马，

尾部有横纵垂直的网格状鞧带，皮带相交处呈

圆形，应为节约一类的饰件，鞧带边缘似有杏

叶装饰 ( 图六，4) 。发掘者推测该墓的年代为

东晋早期瑐瑡，这种鞧常见于北朝的陶俑上。三

燕马具也有这种网格状鞧带的图像，朝阳三合

成墓中出土的鞍桥包片上的錾刻图案中有骑射

图，马具清晰可辨，鞧带即为网格状，横向三

条纵向一条 ( 图六，5) 瑐瑢。
这种鞧带需要金属构件来固定交叉点，从

而使鞧带穿系方式变得更复杂。三燕墓葬出土

的泡饰、铃都可以固定在皮带的交叉点上。通

过对安阳孝民屯 M154 出土马具的复原来看，

这座墓马具的鞧带呈纵 5 条横 6 条的网格状覆

盖在马背部，每个交叉点上固定一个銮铃，鞧

带边缘悬挂杏叶 ( 图六，6 ) 瑐瑣，因此，有大量

杏叶、铃及泡饰的马具鞧带，应采用了网格状

绑系方式。喇嘛洞墓地及其他三燕墓葬出土的

A 组马具普遍使用了网格状鞧带。
丙类: 喇嘛洞墓地的马具中含有明显的高

句丽文化因素，根据高句丽壁画墓中的骑马图

和射猎图所绘，高句丽马具的鞧带绑系方法有

两种: 一为网格状鞧带，如集安城山下 M332
甬道东壁的骑射图瑐瑤、朝鲜平安南道的德兴里

壁画墓中间通道狩猎图瑐瑥 ; 一种为皮带环绕马

尾，通过节约使鞧带呈辐射状。如集安通沟十

二号墓甬道两侧的狩猎图，马鞧带只有一条带

绕过马尾在马背部通过节约一类饰件固定，垂

饰杏叶 ( 图六，7 ) 瑐瑦 ; 集安舞踊墓主室右壁狩

猎图中，马的鞧带中央为一四向节约，连接的

皮带 两 条 固 定 鞍 桥，两 条 绕 过 马 尾 ( 图 六，

8) 瑐瑧 ; 平壤近郊的双楹塚墓道西壁骑马图，马

的鞧带中央为一五向节约，分别连接鞍桥，绕

过马尾，节约上垂饰杏叶 ( 图六，9 ) 瑐瑨，鞧带

上等距离分布的圆形装饰，推测应为片饰或者

花形泡饰。
这种鞧带通过节约固定皮带，而以往的三

燕马具中未见节约，只有喇嘛洞墓地的三座墓

葬中出土了节约，且穿孔数量不规则，有三向、
四向、五向三种。结合高句丽壁画墓中的多向

节约使用情况，这一类使用不规则向节约的马

具鞧带应与高句丽马具一样为辐射状。
绘图: 王宇、万欣、潘玲、林雪川

摄影: 穆启文、万欣、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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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校对 阴美琳〕

Ｒesearch of Harness Unearthed from Lamadong Tomb in Beipiao City，

Liaoning Province
Wang Yu Pan Ling Wan Xin

Lamadong Tomb in Beipiao City is the largest one of the Three Yan period so far． Harness has been
found from 59 tombs，including bridle，saddle，stirrup，leather belt，etc，almost covering all types of har-
ness in the Three Yan period． Above all，harness from Lamadong Tomb，differing from the rest ones of the
Three Yan period，contains rich cultur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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