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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屈肢葬研究
辛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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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jia culture and its fl exed burials have been linked by scholars to processe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and in early China as a whol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Qijia culture fl exed 
burials exhibit phased diff erences. During the fi rst phase, they served as markers of social hierarchy, refl ecting 
the dependence of women and children on men or adults.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this function diminished, and 
the practice of fl exed burials no longer has direct correlation with gender or age. Characteristics of Qijia culture 
fl exed burials originated from the Machang culture and spread to neighboring, subsequ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Phased changes in Qijia culture fl exed burials resulted from local adaptation to foundational economic shifts and 
refl ect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processe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进程[8]。新材料与新研究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齐

家文化屈肢葬。

屈肢葬并非齐家文化的主要葬式，但

是部分双人合葬墓中，屈肢葬确属低等级人

群，而部分单人屈肢葬之间却鲜有差异[9]。

屈肢葬在不同墓葬中的功能存在明显区别，

这种区别应与甘青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有

关，故而应当全面考察齐家文化的屈肢葬，

明晰这一葬式的特征、功能、源流和影响。

一、屈肢葬的特征与阶段划分

齐家文化的青海柳湾墓地[10]、黄家寨

墓地[11]、金禅口遗址[12]，甘肃皇娘娘台遗

址[13]、海藏遗址[14]、大何庄遗址[15]、秦魏家

墓地[16]、齐家坪遗址[17]、磨沟墓地[18]等遗址

都发现有屈肢葬（图一）。屈肢葬类型包括

合葬墓与单人墓，前者又有双人、三人和

多人墓（表一）。屈肢人骨以下肢屈曲为标

齐家文化经历了整合甘青地区新石器时

代文化和解体为多个青铜时代文化的过程[1]，

是甘青地区史前社会文化研究的“轴心”[2]，

是讨论甘青地区社会复杂化与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实证。其中，屈肢葬是探讨齐家文化

社会性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资料。以往学者

认为齐家文化合葬墓中男性仰身直肢、女性

侧身屈肢的现象体现了男性本位[3]，屈肢葬人

群属于被统治阶层[4]，推测齐家文化形成父权

主导、阶级分化日益加剧的社会，拉开了文

明社会的序幕。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反对将

葬式与等级直接关联[5]。两种观点或因考古

材料的限制，针对部分墓地或合葬墓；或参

照中原地区，认为甘青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

与其步调一致。新增的考古资料表明齐家文

化的屈肢葬内涵并不单一[6]，并且齐家文化

时期甘青地区的生计方式逐渐有异于中原地

区[7]，可能形成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

作者：辛明山，武汉市，430061，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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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包括屈肢舒缓、蜷曲和单肢屈曲三种

姿态[19]。人骨以成年女性和儿童为主，部分

遗址发现有成年男性（表二）。具体分析

如下。

双人合葬墓42座，分为屈肢与直肢合葬

和两具屈肢合葬两种形式。屈肢与直肢共存

较为常见，屈肢人骨侧身面向直肢人骨。部

分屈肢人骨葬于棺外，临近随葬品，如柳湾

M1112。有些墓葬内的直肢人骨独揽礼仪性

玉璧[20]，如皇娘娘台M52。此种合葬形式也

见于秦魏家、齐家坪，但随葬品中不见玉璧

类物品，陶器也无明确归属，常见于直肢人

骨一侧的小石子，也可能葬于两者之间，如

秦魏家M37。两具均为屈肢的合葬墓数量较

少，这类合葬墓或以特殊的方式处理玉璧，

如皇娘娘台M65，墓内所见的玉璧置于足

端，而非归属于某人；或不见陶器，如黄家

寨M14，仅随葬骨器。上述现象反映出两种

不同情形：屈肢人骨与直肢人骨的随葬品种

类、数量及随葬方式不同；或两者无显著差

别。第一种情形的屈肢人骨以女性或儿童为

主，直肢人骨均为成年男性，说明这种差别

也与性别及年龄有关。

三人合葬墓8座。部分墓葬内屈肢人骨

与直肢人骨的随葬品数量仍存在差距。如皇

娘娘台M48，为两具女性屈肢人骨分居男性

直肢人骨两侧，直肢人骨身下与身上随葬有

全部83块玉璧。大何庄M70，两具屈肢儿童

居于同侧，随葬陶器皆置于成人直肢人骨足

端。但在均为屈肢人骨的墓葬中，出现了男

性屈肢人骨，如齐家坪M57，至少说明屈肢

人骨也包含一定数量的男性，而非男性地位

一定高于女性。屈肢葬所表现的随葬品差

距，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性别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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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齐家文化屈肢葬分布示意图
（据韩建业：《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图一改绘，《文物》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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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合葬墓11座。在均为屈肢葬的合葬

墓中，随葬品的摆放位置比较特殊，如皇娘

娘台M1，四具屈肢人骨并列，随葬陶器竖

向排列，与人骨平行。屈肢人骨与直肢人骨

共存的情形依然存在，如齐家坪M28，四人

合葬，自北向南，分为两组，即屈肢女性与

直肢男性、屈肢儿童与直肢男性。在这种形

式中，未见直肢人骨随葬特殊物品的现象，

且随葬陶器均置于足端，无法判断其具体归

属。齐家坪M42为十三人合葬墓，内有十一

具屈肢人骨，其中五具女性、两具男性、四

具儿童，部分屈肢人骨与直肢人骨均有专属

随葬品，前者可见石珠与牙器，后者为绿松

石片。男性屈肢人骨与女性屈肢人骨葬于一

处，以及屈肢人骨随葬专属物品，同样说明

屈肢人骨的性别与随葬品的多寡之间并无必

然联系。磨沟多人合葬的偏室墓中，墓道内

可见多具屈肢人骨合葬，偏室中则以屈肢与

直肢组合的形式为主。如磨沟M84，墓道中

三具屈肢人骨为男性、少女和儿童，随葬品

中未见完整陶器；右上偏室内有一具女性屈

肢人骨，其头端放置数件陶器。磨沟M841，

右偏室内屈肢男性头端不见随葬陶器，而左

偏室内女性屈肢人骨头端有随葬陶器。因

此，在磨沟墓地中，屈肢人骨所处位置是影

响其地位的因素，而非性别或年龄。

单人屈肢葬墓46座，大致分为三种。第

一种是墓主性别影响玉璧数量的墓葬，如男

性墓皇娘娘台M59与女性墓海藏M11。两者

的人骨姿态、随葬品种类一致，但前者随葬

11块玉璧，后者仅随葬1块。第二种是屈肢

人骨随葬品不受性别影响的墓葬，如秦魏家

M32、齐家坪M43墓主为男性，仅出土小石

块或1件陶器；齐家坪M10墓主为女性，随葬

5件陶器。第三种单人屈肢葬墓中无随葬品，

这些墓葬中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屈肢人骨均有

表一 齐家文化遗址出土屈肢葬数量统计表

阶段划分 遗址名称
合葬墓

单人墓
双人 三人 多人（＞3）

第一阶段

柳湾墓地 6 - - 5

皇娘娘台遗址 11 3 1 14

海藏遗址 - - - 1

金禅口遗址 - - - 1

第二阶段

大何庄遗址 - 1 - 14

秦魏家墓地 19 - - 2

黄家寨墓地 1 - - 1

齐家坪遗址 5 4 5 8

磨沟墓地 - - 5 -

总计 42 8 11 46

表二 齐家文化墓葬屈肢人骨鉴定结果统计表

阶段划分 遗址名称
合葬墓 单人墓 性别（成人）

成人 儿童 成人 儿童 男 女

第一阶段

柳湾墓地 2 - 1 1 - 3

皇娘娘台遗址 15 5 5 4 1 5

海藏遗址 - - 1 - - 1

金禅口遗址 - - 1 - 1 -

第二阶段

大何庄遗址 - 2 9 5 1 -

秦魏家墓地 16 3 2 - 1 8

黄家寨墓地 1 1 1 - - 1

齐家坪遗址 20 10 6 1 8 18

磨沟墓地 7 2 -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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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如金禅口遗址M1、大何庄M28为成年

男性墓；齐家坪M33为成年女性墓，大何庄

M45、齐家坪M3为儿童墓。上述情况表明，

单人屈肢葬墓中随葬品数量与性别、年龄因

素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大多数墓葬缺乏直接

联系。柳湾M271是唯一出土木棺的单人屈肢

葬墓，棺内是一具女性屈肢人骨，随葬陶器

发现于木棺内外，这一形式未见于齐家文化

其他遗址，可能与其他文化的影响有关。

综上所述，齐家文化屈肢葬可分两大

类。第一类是屈肢人骨的随葬品种类、数量

与性别或年龄有关；第二类是不具有此种特征

的屈肢人骨。柳湾、皇娘娘台以第一类墓葬为

主，而大何庄、秦魏家、齐家坪、黄家寨、磨

沟等遗址常见第二类墓葬。从齐家文化的人骨

姿态看，三种人骨姿态并不是这两类墓葬的决

定因素，各个遗址以屈肢舒缓的人骨姿态为

主，未见明显的区域差异。那么，年代的早晚

可能是造成两类屈肢葬的重要因素。

齐家文化的分期可见两期说 [ 21]、四期

说[22]、三期八段说[23]、三期说[24]、四期六段

说 [25]等。由于更为丰富的材料和研究，前两

说现今已少见采纳。其余分期观点则是以三

期八段说为基本框架，个别遗迹的归属虽有

不同，但典 型器 物的演变序列及遗 址的早

晚关系基本一致。其中柳湾、皇娘娘台墓葬

早于秦魏家和大何庄上层墓葬；陶双大耳罐

和高领双耳罐等典型器物由短颈、矮胖，向

长颈、瘦高演变（图二）。从随葬陶器的特

征可知，齐家文化发现屈肢葬的遗址可分为

两组，分别大致对应“三期八段说”的第二

期（四、五段）与第三期（六、七、八段）。其

中，柳湾、皇娘娘台、海藏为第一组，陶器均

以矮胖为主，且颈部较短；大何庄、秦魏家、

齐家坪为第二组，陶器多以瘦高、长颈为特

征。此外，大何庄与秦魏家的屈肢葬均发现

于遗址上层也说明第二组相对较晚。金蝉口

M1未见随葬品，但遗址出土陶器与皇娘娘台

所出近似，故将其归入第一组。黄家寨与磨

沟处在齐家文化最晚阶段[26]，且屈肢葬数量

较少，特点同于第二组遗址，故而归入第二

组。因此，两类屈肢葬的差异是年代早晚的

结果，两组遗址代表两个阶段，显示出齐家

文化屈肢葬存在阶段差异。

二、屈肢葬功能的阶段差异

齐家文化屈肢葬的两种类型与随葬品种

类、数量及性别的关系具有阶段差异，这种

差异即是屈肢葬在齐家文化社会中所起的功

能发生了变化。

第一阶段，合葬墓中屈肢人骨的位置、

随葬品有别于直肢人骨。柳湾屈肢人骨均为

第一
阶段

1

7 8 9 10 11 12

2 3 4 5 6

第二
阶段

图二 齐家文化屈肢葬第一、二阶段陶器
1、2、7～9.双大耳罐（海藏M11∶3、金禅口F3③A∶1、秦魏家M106∶4、齐家坪M28∶19、大何庄M63∶4） 3.三
大耳罐（柳湾M271∶2） 4、10、11.高领双耳罐（柳湾M1119∶3、秦魏家M96∶2、齐家坪M28∶16） 5.豆（皇

娘娘台M47∶10） 6.壶（柳湾M1337∶1） 12.侈口罐（大何庄M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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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无葬具，所处位置临近随葬品，远离

直肢人骨，并且人骨姿态常见单肢弯曲。对

比均为直肢人骨的合葬墓，无论是男性或女

性，人骨虽有置于棺外或不见葬具的现象，

但是与随葬品位置分离，并且部分人骨身侧

可见玉石制品。这种差距说明合葬墓中女性

屈肢人骨的姿态、位置与殉葬有关，其等级

低于直肢人骨。皇娘娘台成人合葬墓中，

若玉璧仅有1块，则置于直肢人骨某处，如

M27。若玉璧的数量不少于2块，则屈肢人

骨仅有1块，其余均属直肢人骨，如M38、

M52。若合葬墓中均为屈肢人骨且随葬有玉

璧，如M65，则玉璧置于足端，表明其不属

于任何人骨。因此，玉璧的放置方式同样表

明屈肢人骨的等级较低。成人与儿童合葬墓

中，儿童一般置于成人腿部，无归属明确的

随葬品，也表明儿童依附于成人。

单人屈肢葬墓内，柳湾M271随葬陶器

的数量不但高于该遗址单人屈肢葬墓的平均

值，也高于该遗址其他单人墓的平均值。由

于M271的埋葬形式与马厂文化的影响有关，

这种厚葬风气也是马厂文化影响的结果，而

非第一阶段的主流。其余单人屈肢葬墓内，

随葬陶器的数量均低于遗址内的整体平均值

（表三），显示屈肢葬墓较低的财富水平。

皇娘娘台M59墓内有男性屈肢人骨，随葬的

玉璧未敛于身，并非齐家文化遗址中常见的

处理方式。该屈肢人骨的小臂弯曲向上，玉

璧置于小臂处，呈现出向某物供奉玉璧的状

态，推测男性屈肢人骨属于参加某种祭祀仪

式的殉人。海藏M11和金禅口M1是第一阶段

较特殊的案例，其中M11为随葬玉璧的女性

墓，M1为无随葬品的男性墓。不过，M11仅

随葬1块玉璧，且随葬陶器数量少于其他仰

身直肢的男性；M1虽为男性墓，但无随葬品

的情况也显示其等级较低。

综上，在第一阶段的各遗址中，合葬墓

内屈肢人骨的埋葬方式、拥有特殊物品的数

量，以及单人屈肢葬墓随葬陶器的数量均表

明，屈肢人骨的等级普遍较低。这些等级较

低的屈肢人骨常见女性和儿童，两具男性人

骨未显示出依附关系，并有一具与祭祀仪式

相关。因此，第一阶段的屈肢葬具有标识等

级的功能，并与性别和年龄息息相关，即第

一类屈肢葬人群依附于男性或成人。

第二阶段，屈肢人骨标识等级的功能仍

存在于合葬墓。齐家坪包含屈肢人骨的合葬

墓内普遍出土较多陶器，磨沟中葬于墓道的

屈肢人骨具有殉人性质[27]。但是，齐家坪发

现屈肢人骨的双人合葬墓中，陶器总量最多

的墓葬是女性与儿童的合葬墓。有些包含屈

肢人骨的多人合葬墓中出现不见或少见陶器

的情况，如M42内有九具屈肢人骨，仅随葬1

件陶器。此外，合葬墓的随葬品多集中于足

端，无法判定明确归属。玉璧类物品基本不

见，一些与男性直肢人骨关联密切的物品也

不具备专属性。如秦魏家小石子居右随葬，

置于大多数男性直肢人骨一侧，但屈肢人骨

与小石子同侧的情况也有发现，这一现象说

明小石子居右随葬应是一种习惯，而非专属

表三 齐家文化单人屈肢葬墓出土陶器统计表

阶段划分 遗址名称 墓葬数 陶器总量 陶器平均值

第一阶段

柳湾墓地 2 13 6.5

皇娘娘台遗址 5 17 3.4

海藏遗址 1 6 6

金禅口遗址 1 0 0

第二阶段

大何庄遗址 2 4 2

秦魏家墓地 1 3 3

齐家坪遗址 4 15 3.75

黄家寨墓地 - - -

磨沟墓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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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直肢人骨。

单人屈肢葬墓随葬陶器的数量低于平均

值（见表三），并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墓不

见随葬陶器或其他物品。如大何庄遗址中9

座墓葬不见任何随葬品，占所有屈肢葬墓的

60%；齐家坪也有4座单人屈肢葬墓不见陶

器。不过，单人屈肢葬墓的陶器数量与平均

值的差值偏小，与大多数单人墓的陶器数量

接近，如秦魏家M56随葬3件陶器，数量与平

均值的差值小于1，与墓地内约50%的墓葬

一致。部分屈肢葬墓随葬陶器的数量甚至超

过平均值，如齐家坪M22随葬7件陶器，约为

平均值的两倍。单人屈肢葬墓的随葬品数量

也与性别无直接关联。秦魏家M32男性屈肢

葬仅随葬小石块。齐家坪女性屈肢人骨的陶

器数量均多于男性屈肢人骨，并且在其他葬

式的单人墓中，随葬陶器超过10件的墓主性

别均为女性。因此，第二阶段的屈肢葬少见

标识等级的功能，不再与性别或年龄直接关

联，第二类屈肢葬主要体现葬式的特殊。

箱点图常被用来比较多组同类实体间

中值和分布范围的异同[28]。齐家文化单人墓

陶器数量的箱点图既反映同一遗址点的随葬

品差距，也反映不同阶段的整体财富水平

（图三）。第一阶段以皇娘娘台、柳湾为代

表，陶器数量的分布范围较大，有较多的歧

离点。上述结果说明墓葬间的陶器数量有较

大差距，社会中存在一批占有较多财富的个

体，合葬墓中独享特殊物品的个体即是这一

群体，屈肢葬为代表的人群则为更低等级。

至第二阶段，在几处遗址中陶器数量的

中值普遍下降，分布范围均收缩，歧离点少

见。这一结果说明单人墓中陶器数量较少且

较为接近，显示出齐家社会财富水平下降，

阶层差距减弱。在这一趋势下，屈肢人骨不

再成为附属或低等级的象征，仅是墓道的屈

肢人骨因其特殊位置保留了此前的功能。各

遗址发现的屈肢人骨虽然仍以女性与儿童为

主，但是女性的财富值并未下降，反而出现

上升的趋势。齐家文化屈肢葬逐渐丧失表达

等级的功能，显示出甘青地区社会兴衰迅速

变化的特点[29]。

三、源流与影响

齐家文化源自陇东地区的常山下层类

型[30]和宁夏南部的菜园文化[31]，在形成过程

中受到甘青地区的马厂文化[32]和关中地区的

客省庄文化[33]的影响，并在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吸收了河套地区的不同文化[34]。从屈肢葬

分布情况看，马厂文化和菜园文化都见有屈

肢葬，且存在单纯的屈肢葬墓地[35]。客省庄

文化的屈肢葬并非主流。齐家文化屈肢葬来

源于南西伯利亚游牧文化的认识[36]，也因文

化分布范围的显著距离，较难归为同源。因

此，齐家文化屈肢葬的来源应指向马厂文化

和菜园文化，而且屈肢葬也是菜园文化的主

要葬式[37]。柳湾墓地中的屈肢葬多受马厂文

化影响，而皇娘娘台遗址则与菜园文化的关

系更为密切[38]。

马厂文化和菜园文化中，屈肢人骨可见

于合葬墓或单人墓中，以自然弯曲为主，并

有相当数量的蜷曲人骨。两个文化中还发现

有凸字形墓穴，随葬品置于身侧或足端的方

式以及厚葬；马厂文化内出现屈肢与直肢组

合的形式及木棺。但在马厂文化与菜园文化

中，屈肢葬未见标识等级的功能，与性别也

无直接关联。柳湾的马厂文化单人葬墓中，

随葬陶器的平均值约为每座墓21件[39]。7座

单人屈肢葬墓的随葬陶器数接近或超过平

30

皇娘娘台遗址

柳湾墓地

大何庄遗址

秦魏家墓地

齐家坪遗址

黄家寨墓地

25

20

15

10

5

0

图三 齐家文化单人墓出土陶器数量箱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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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有些墓葬的随葬陶器还达到或超过30

件。根据马厂文化随葬陶器数量与性别的关

系研究，屈肢葬与性别的关联并不突出[40]。

菜园文化中男、女随葬品的最大值及平均值

显示，两者也不见明显差异[41]。菜园文化单

人屈肢葬墓随葬陶器数的平均值与中位数为

9和8，两者大致相近，说明菜园文化屈肢葬

墓随葬的陶器分布较均匀，相互之间的差距

并不是性别的原因。从人骨鉴定的情况看，

女性与儿童也不是屈肢葬的绝对主体。因

此，齐家文化屈肢葬在两个文化的墓葬特征

基础上，衍生出标识等级的功能。

齐家文化之后有不同的文化，包括辛店

文化[42]、卡约文化[43]、寺洼文化[44]等。卡约

文化存在屈肢葬，但是均被二次扰乱[45]。而

寺洼文化屈肢葬的年代不早于西周晚期[46]。

辛店文化屈肢葬大体延续了齐家文化第二阶

段的特征，如成人合葬墓中男性仰身直肢、

女性侧身屈肢的形式[47]，单人屈肢葬墓男性

与女性俱有[48]，以及同一墓地中屈肢女性的

随葬品不少于屈肢男性的情况[49]。因此，在

齐家文化之后的文化中，屈肢葬仅是葬式的

一个类型。

齐家文化时期，周边可见西城驿文化、

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石峁文化以及二里

头文化等。西城驿文化是一支与齐家文化联

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

了四坝文化[50]，不过西城驿文化公布的墓葬

材料中尚未发现屈肢葬。四坝文化、朱开沟

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屈肢葬形式

与齐家文化屈肢葬近似。四坝文化以火烧沟

墓地和干骨崖墓地为早晚阶段[51]。火烧沟墓

地发现有儿童侧身屈肢

居于墓道，并与直肢人

骨有明显的随葬品数量

差异[52]；而干骨崖墓地

中男女均有采用屈肢葬

的情况，屈肢葬墓随葬

陶器的数量与墓地内50%

的墓葬一致[53]。

朱开沟文化的屈肢葬受齐家文化的影

响[54]，甚至有学者认为该文化的部分遗址应

纳入齐家文化范畴[55]。朱开沟文化屈肢葬的

发展趋势与齐家文化大体一致。以朱开沟遗

址为例，该遗址的第二、三、四段与齐家文

化共存[56]。其中，第二、三段的单人屈肢葬

中虽然可见男性，但男性随葬5件陶器，女

性则无随葬品；双人合葬墓中均为女性侧身

屈肢且无葬具，部分男性还用棺作为葬具。

至第四段，屈肢葬仍为女性，但是部分女性

随葬有独属的饰品，如铜环、骨环[57]。

石峁文化存在与齐家文化相同的双人

合葬墓，如神木新华99M61[58]、神木神圪垯

梁M7[59]，以及蜷曲式及其他姿态的单人屈

肢葬[60]。双人合葬墓中的屈肢人骨大多为女

性，具有明显的殉人性质[61]；并且这一类殉

人普遍存在于石峁文化的高等级墓葬中[62]。

单人屈肢葬多见于新华遗址，与该遗址大

部分墓葬一致，无随葬品，也无性别鉴定结

果，无法判定石峁文化的屈肢葬均为殉人。

神圪垯梁M7出土的陶器中，斝、喇叭口罐

（图四，1、2）与石峁文化晚期同类器物接

近[63]，故而M7的年代可作为石峁文化屈肢葬

的下限。M7的陶双大耳罐整体矮胖，颈部较

长（图四，3），显示出晚于齐家文化第一

阶段、早于齐家文化第二阶段的特征，因此

石峁文化屈肢葬的年代下限略晚于齐家文化

第一阶段，早于齐家文化第二阶段。由于石

峁文化最晚阶段所见的屈肢葬仍旧显示出标

识等级的功能[64]，石峁文化屈肢葬的功能可

能并未发生转变。需要说明的是，石峁文化

1 2 3

图四 神木神圪垯梁M7出土部分陶器
1.斝（M7∶1） 2.喇叭口罐（M7∶2） 3.双大耳罐（M7∶4）

1290 



· 91（总         ）·

辛明山：齐家文化屈肢葬研究

双人合葬的墓室形态、屈肢人骨位置与朱开

沟文化相似，并且陶双鋬鬲类遗物也说明两

者关系密切[65]。

二里头文化的中心虽然远离西北地区，

但与齐家文化的联系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就

已开始[66]。二里头文化第二至四期发现有屈

肢葬[67]，其形式与齐家文化基本一致。但是

两支文化的距离和特征差异，尚不能说明二

者存在葬式的直接关联。

综上，齐家文化屈肢葬的部分因素源于

马厂文化和菜园文化，并在齐家文化时期形

成自身特点后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其主要

后继者为同样分布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

四、结  语

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齐家文化

第一阶段的屈肢葬吸收了马厂文化和菜园文

化的墓葬特征后，产生了标识等级的功能。

至第二阶段，这一功能逐渐丧失，并逐渐转

变为区域葬俗。

齐家文化的形成与常山下层文化和菜园

文化西进有关[68]。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

发达的农业背景下，形成的阶层划分和男尊

女卑的观念也影响了齐家文化，并与当地的

传统葬仪相结合形成屈肢葬第一阶段的功

能。以屈肢葬为代表，齐家社会中可见明显的

两个阶层，这种阶层分化构成齐家社会向复

杂社会演变的基础之一，也是近似于中原地

区的社会复杂化过程。随着齐家文化时期自

然环境的改变和生业方式的转变[69]，齐家文

化的畜牧业比例上升，社会规模减小，整体

财富水平下降。这一社会现状使得创造财富

成为聚落内成员的共同责任，女性同样在社

会生产中承担重要角色，其财富的占有情况

与社会地位发生改变。齐家文化所分解的多

个文化更是显示了小聚落、少层级的组织模

式，这一模式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社会

观念，这种观念淡化了等级和性别的影响，恰

是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屈肢葬逐渐成为

区域葬俗，丧失了标识等级的功能。由此，甘

青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区别于中原地区，

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记：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武汉大

学历史学院张昌平的悉心指导，以及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珠海）赵春光、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卢

超的帮助，谨此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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