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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葬又称版岩葬
。
这类墓葬最初在本

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
发现于崛江上游

的汉川
、

理县
、

茂坟等地
，
因其葬制和随葬

的陶器形制新异特殊
，
为其他地区所不见

，

曾命名为 “ 版岩葬文化 ” 或石棺葬文化① 。

前 几年
，
虽然有人提 出石棺葬文化的命名

中， “ 石棺， 一词容易和汉代石棺相混淆
，

建议使用
“ 版岩葬文化， 一词② ，

但就目前

考古界已较习惯使用石棺葬文化一词来说
，

石棺葬文化这一命名已为大家所接受
。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和发掘的情况来看
，

川西石棺葬文化的墓葬发现的地点有阿坝州

的茂汉
、

理县
、

汉川
、

松潘
、

黑水③� 甘孜

州的石渠
、

义敦
、

护霍
、

道孚
、

甘孜
、

新

龙
、

白玉
、

雅江
、

巴塘
、

理塘
、

康定④� 雅

安地区的汉源
、

宝兴⑤� 凉山州的木里
、

盐

源⑥。 ·

此外
，
在云南德钦

、

祥云
、

姚安
、

弥

渡等地发现的石棺葬⑦ ，
也和川西石棺葬文

化为同一文化类型
。

其主要分布在金沙江
、

雅若江
、

大渡河
、

青衣江以及崛江等流域广

大山区河流两岸台地及山坡上
。
从石棺葬文

化墓中随葬的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因素来看
，

石棺葬文化系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寒山区
，
和

西北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文化有密切渊

源关系
， 它不同于分布在川西南地区以及滇

西地 区 的大石墓文化
。
至于两者之间的关

系
，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
大石墓文化可能是

在当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

少数民族文化
，
在其发展过程中

，
和石棺葬

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 并受其影响⑧ 。

根据目前报道的有关石棺葬文化的考古

资料
，
凡属于川西石棺葬文化类型的墓葬�

其结构和葬式 往往很 不相同� 而在同一墓

地
，
亦有不同的墓葬结构和葬式

。

如阿坝州

的茂仪城关石棺葬文化墓葬
， 在同一墓地

，

有用石板若干块镶成石棺的
， 和在土坑周围

镶砌石块
、

卵石作墓壁的两种形制的墓葬结

构⑨� 甘孜州的雅江团结
、

呷拉等地的墓葬

为石板砌成石棺⑩� 巴塘扎金顶则有土坑墓

和石棺葬两种形制的墓葬
， 而二者出土的器

物并无 区别�
。
����年在甘孜仁果吉里龙

清理了八座墓葬
，
在同一墓地就有石棺葬

、

土坑墓和在土坑周围镶砌卵石的墓葬⑩ 。
这

三种形制的墓葬
，
所 出土的器物亦无甚区

别
， 只是随葬器物的组合不同

。
在葬式上

，

阿坝州的石棺葬除少数为屈肢葬和二次葬

外
，
大部分为仰身直肢葬 � 甘孜州的石棺葬

葬式较为复杂
，
有的为仰身直肢葬

，
有的为

侧身直肢
，
有的为侧身屈肢

，
有的尸骨零

乱
，
似经火烧过

。
上述这些结构和葬式不伺

的墓葬
，
所 出土 的同类随葬器物都无甚区

别
。

由此看来
，
石棺葬文化命名的提法已小

能准确
、

全面地概括这类墓葬的文化特征
，

而最能反映出石棺葬文化特征的
，
是这类墓

葬中的随葬的器物
。

在川西石棺葬文化墓葬中
，
陶器是随葬

的器物中最多的一 种
。

陶器在不同的地区
、

不同时代的墓葬中出上的种类是不 一样的
。

总的来说
，
分布在川西边远山区和时代较早

的墓葬 ， 陶器种类单纯些
，
稍晚的和接近盆



地边缘的墓葬
，
出土的陶器种类较为复杂

。

而在陶器方面
，
最能代表这类墓葬文化特征

的是单耳小罐
、

双大耳旋涡纹罐
、

双大耳直

颈 圆腹罐�壶�和小双耳殷等
。

尤以单耳小罐

和双大耳罐最多而最具特征
。

单耳小罐一般

耳上端和器口平齐
，
下端接于腹少部

。

个别

的耳上端高于 器 口
、

平底
、

多手制
、

多素

面
，
有的在腹部拍印有麻窝纹

。

双大耳罐有

圆 口 �或椭圆形口 》
、

菱形 口�或桃核形 口�旋

涡纹罐和直颈圆腹罐�壶�两种形制
。

菱形 口

双大耳旋涡纹罐的口沿
， 正视为一向下的折

线�但不见典型的马鞍型 口双大耳罐�
，
颈部

有一明显折棱
，
腹下垂

、

平底
，
腹部前后两

侧共有四组旋涡纹
，
器物通体打磨光滑

，
制

作较精
。
甘孜州出土的菱形 口双大耳罐

，
有

的在耳上端和腹部镶有铜泡
。
双大耳直颈圆

腹罐�壶�仅在甘孜州有发现
，
有的为圆口

，

有的为椭圆形 口�或桃核形 口�， 圆球腹
，
平

底
，
表面打磨光滑

。
甘孜仁果吉里龙��出

土 的双 大耳直颈 圆腹罐
，
不仅颈部镶有铜

泡
， 而且在腹部有数圈错铜纹饰

，
算是石棺

葬文化中陶器之精品
。

目前发现和发掘的石棺葬文化墓葬中出

土的铜铁器主要是兵器
，
生产 上具和容器很

少
，
而且都是在接近盆地边缘的晚期墓中才

有发现
。

铜铁器中
，
最有代表性的足剑和铜

双 大耳罐
。
剑 有铜剑

、

铁剑和铜柄铁剑二

种
。
以山字纹格

、

缩绳纹柄和镂孔扁柄的剑

为其特征
。

铜双大耳旋涡纹罐和陶双大耳旋

涡纹罐型制相同
。

在抗 ��战争时期
，
广

‘

汉县

公园收集到铜旋涡纹双大耳罐两件�现藏广

汉 县文管所 �
，
据传说是茂汉山区出土的

。

这两件铜旋涡纹双大耳罐的形制和纹饰
，
与

茂议 城关 出土 的怕式陶罐的形制和纹饰相

同 ， 应属于石棺葬文化中的遗物无疑
。

这说

明
，
石棺葬文化的人们

，
不但能制造出具有

本民族特点的铜铁兵器
， 而且也能制造出具

有本民族特点的铜容器了
。

至于象茂汉
、

宝

兴等地的石棺葬文化中所出土的晚期巴蜀文

化和汉文化遗物
，
则是盆地内晚期巴蜀文化

因素和汉文化因素属入的结果
， 石棺葬文化

中表现的这些文化成分
， 已不属于石棺葬文

化因素⑩ 。
我们在讨论川西石棺葬文化因素

时
，
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

关于石棺葬文化因素的渊源问题
，
最初

在眠江上游发现石棺葬时
，
据当地人传说

，

石棺葬或是 “ 戈�基�， 人的墓葬⑧ ，
或推测

与小月氏南迁有关
，
故认为石棺葬文化是一

种突人的文化⑥ 。
后来石棺葬文化的材料不

断增多 ， 又有人根据石棺葬文化的陶双大耳

罐和齐家文化及卡约文化的同类器物有一定

联系
，
推测石棺葬文化可能是从我国西北地

区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
。
齐家文化的年代

，

与石棺葬文化的年代相距较远 ， 还难以从类

型学 的角度来说 明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

系
，
卡约文化的发生

、

发展和消亡问题
， 目

前还不十分清楚
。
过去曾推测寺洼文化是古

代氏族的文化⑩ ，
从最初在川西发现石棺葬

文化集 中分布的范围和年代上来看
，
都和

《 史记 ·

西南夷列传 》 中记载的冉驳的地望
相符合

，
从而推测是冉 的遗存⑩ 。

冉环属

于氏类⑩ 。
石棺葬文化和寺洼文化究竟有无

渊源关系
，
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

关 于齐家文化的去向
， 近年来在青海民

和县山家头和循化县阿哈特拉山
，
找到 �’ 齐

家文化向卡约文化过渡的遗存� 而根据上孙

家寨和阿哈特拉山两批墓葬材料的类型学分

析
，
唐江式陶器和辛店乙组陶器

，
都是从卡

约陶器逐渐演变来的� 又根据卡约文化和 寺

洼文化的亲缘面貌
，
推测寺洼文化也是山齐

家文化发展而来的⑩ 。

青海大通 上孙家寨的墓葬可以分为 七

期
� 一 至四期属于卡约文化

，
第五

、

六期出

唐汪式陶器
，
第七期是辛店乙组陶器和唐汪

式陶器共存⑩ � 惶源大华中庄卡约文化类



型 ，
则相当于上孙家寨类型晚期�� 在阿哈

特拉山的墓葬中
，
前三期属于卡约文化

，
第

四期才出现所谓唐汪式陶器的 “ 祖型 ， 物
，

第五期出唐汪式彩陶
，
第五期之晚只出唐汪

式彩陶�
。
过去把上孙类型归入辛店文化范

畴内�
， 目前有的同志又主张将上孙类型和

徨源大华中庄类型归人卡约文化内函
。
俞伟

超老师认为辛店文化有区域类型的差别
，
将

河徨之间的辛店早期阶段遗存
， 分为黄河沿

岸的阿哈特拉类型和迫水流域的上孙类型
。

将阿哈特拉第四期作为辛店文化的开始阶

段 ， 即阿哈特拉期
，
第五期出唐汪式彩陶叫

做唐汪期� 将上孙类型第五
、

六期出唐汪式

彩陶的遗存叫做上孙期
，
第七期唐汪式遗存

和辛店乙组遗存共存的叫做张家咀期�
。
唐

汪式遗存的年代
， 阿哈特拉第五期后段的

����为距今����士 ���年
， 属于上孙期的

����测定的年代为����土 ���和����士��

年 ， ����为距今����士���年
， 上孙期晚

段 的����为距今����士���年
。

除上孙期

的���� 两个年代数据偏早外
，
唐汪式陶器

的年代大至在距今����一����年之间
，
即

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林中期
， 唐汪式陶器以

后 的辛店文化张家咀期�辛店乙组�的年代
，

大致在距今����年左右以后包
。
从年代上

看
，
唐汪式陶器的年代下限和张家咀期�辛

店 乙组�的年代
， 基本上和川西石棺葬文化

年代的上限相衔接
。

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
，
我们将大通上孙

家寨
、

民和边墙村
、

阿哈特拉等地的唐汪式

陶器和辛店文化陶器
，
与川西石棺葬文化的

陶器进行比较
，
可以看出唐汪式陶器和辛店

文化陶器 ，
都和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有较

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

在器类上 ， 川西石棺葬文化中没有受到

汉文化影响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组合主要为双

大耳雄
、

双大耳直颈圆腹雄�或称壶�
、

殷

�豆�
、

单耳堆� 唐汪式陶器主要有双耳堆
、

壶
、

豆
、

鼎等
。
鼎是中原文化的器物

， 可能

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缘故
。

除鼎以外的其

它种类的器物
， 不仅是唐汪式陶器的主要器

物
，
也是川西石棺葬文化墓葬中经常共出的

最有代表性的器物
。

唐汪式陶器种类和川西

石棺葬文化的陶器种类极为相似
， 二者之间

应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

在器形和纹饰上 ， 唐汪式陶器和川西石

棺葬文化的陶器有许多相同的特征
。
双大耳

罐
，
是西北地区陶器有别于其它地区陶器的

特征性器物
。
唐汪式陶器中的双大耳雄

， 是

西北地区双大耳陶器中最接近石棺葬文化陶

器的器物
。
在阿哈特拉墓葬中 ， 属于卡约文

化的前三期陶器的组合是大 口双耳雄
，
小口

双耳雄
、

堆纹口沿峨和腹耳壶
， 到了第四期

�阿哈特拉期�和第五期‘唐汪期�时 ， 双大耳

雄突然发达起来 ， 成为主要的器物种类
。
这

两期陶器的组合主要是双大耳旅和腹耳壶
，

另 外 新 出现球腹双耳姐
。
属于第四期的

���和第五期的���
、

涵 ��出土的双大耳

雄
， 其造型和石棺葬文化中双大耳雄基本相

同�
。
����年在青海互助土族 自治县张卡

山出土的唐汪旋涡纹双大耳谁 ， 为侈口
、

长

姨
、

双大耳
、

度下垂
， 已接近石棺莽文化双

大耳雄的基本形制�
。
张卡山出土的唐汪双

大耳陶雄
，
双大耳下端和下腹连成同一弧

度 ， 正是川西石棺葬文化双大耳陶谁的显著

特征
。
张卡山双大耳雄上的旋涡纹为黑彩

，

左右连作� 石棺葬文化中的双耳雄上的旋涡

纹
，
在腹部抹划成前后两组

。

旋涡纹外端前

后两组分别连在整上 ， 二者之间的承接关系

是显而易见的
。
����年

，
在青海民和县边

墙村出土的唐汪涡纹双大耳雄 ， 不仅耳下端

与腹部为同一弧度 ， 而且耳的上端已几乎和

器口相平齐�
。
从卡约文化的双耳雄发展到

唐汪式陶器的双大耳堆 ， 双大耳的发展规律

是有着逐渐变长的趋势
， 而相当于上孙类型

�或更晚�的大华中庄类型的 “ 长颈双耳雌的

一 � 一



双耳从由唇下连接腹部
，
弧度有折角

，
向由

唇沿联接腹部
、

弧度近似或成为一弧线变

化， ⑩。
正好说明

，
从唐汪期的双大耳罐的

耳上端接于颈部最后发展到耳上端接于 口

沿
，
下端接于腹部

，
并和腹部为同一弧度

，

正是双大耳罐自身变化的规律
。
川西石棺葬

双大耳罐耳上端接于器口
，
下端和腹部相连

为同一弧度的特点 ，
其渊源关系应来于此

。

在甘孜州的石棺葬文化墓葬中经常出土

一种双大耳直径圆腹罐�壶�
。
这种雄�壶�的

基本形制
，
在大通上孙家寨的唐汪式涡纹壶

和民和县边墙村出土的唐汪式双勾纹壶上
，

能找到基本形制⑩ 。
更早一些

，
还可追溯到

����年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卡约文化波折

纹罐�
。 ，���年甘孜仁果吉里龙��出土的

灰陶双大耳圆腹雄�壶�的基本形制
， 已和上

述罐 ‘壶�的基本形制相同
。

不同的是
，
甘孜

仁果吉里龙��的灰陶罐�壶�为双大耳
， 而

大通上孙家寨和民和边墙村等地出土的壶为

双小耳
。
尽管如此

， 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还

是较为清楚的
。
而更接近甘孜仁果吉里龙

��出土的双大耳圆腹魄 ‘壶�形制的 ， 是

����年青海 民和大源出土的辛店文化圆底

堆 ， 耳 已不象卡约文化的雄‘壶�两小耳在腹
部 ， 而是耳变长

， 上端接于器 口 ， 下端接于

器肩 ， 已经有向石棺葬文化的双大耳直颈圆

腹雄发展的趋势⑩ 。

单耳旅�杯�在茂坟
、

甘孜等地早期石棺

葬文化墓中均有出土
。
甘孜仁果吉里龙� �

出土的单耳雄
，
形制为口微外斜

、

短颈
、

圆

腹微鼓 ，
单耳上端接于 口沿

，
并高出口沿

，

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年出土的唐汪式

单耳雄�杯�比较
，
不论从 口径

、

高度
， 或是

造型上 ，
都基本一致

。
而在造型上更接近川

西石棺葬墓中出土的单耳罐的
， 是晚于上孙

类型的徨原大华中庄类型的晚期墓葬中出土

的单耳雄⑩ 。
这说明从上孙类型的唐汪式单

耳雄到大华中庄类型
，
再到石棺葬文化的单

耳罐 ， 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愈晚愈密切
。

四

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不但和唐汪式陶

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而且和辛店文化也

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
石棺葬文化的双

大耳陶器的基本造型特点
、

旋涡纹
、

双大耳

下端接于腹部并和腹部为同一弧度等
，
则是

唐汪式陶器的因素� 但石棺葬文化中的双大

耳罐的双大耳上端和器口沿平齐等特点
，
在

唐汪式的陶器上则是少见的
，
而是辛店文化

固有的特点
。
更往前寻找

，
还可在卡约文化

的大口双耳雄和小 口双耳罐上找到其因素
。

如在阿哈特拉类 型前三期卡约文化双耳雄

上
，
两双耳就和器 口平齐

，
只是到了第四期

�即辛店文化的开始阶段�才出现双大耳罐
。

如阿哈特拉��� 出土 的三件双大耳罐
， 双

犬耳上端均接于器 口 ， 和川西石棺葬文化
，
�
，

的双大耳罐的双大耳上端接于器口的情况酷

似
。
在造型上

，
阿哈特拉类型第四期墓出土

的双大耳罐为长颈
、

垂腹 ， 到了第五期�唐

汪期�前段
，
器口变大 ， 腹上收 ， 双大耳的

造型已和石棺葬文化陶器的双大耳相差不远

了
。
而到第五期后段的� �介出土的双大耳

堆 ， 虽然基本造型还是第五期前段的特点
，

但双大耳变大变长
， 耳下端已和腹部相连

，

有的已和腹部为同一弧度⑩。

这说明石棺葬

文化的陶器
， 主要是在唐汪式陶器的基础

上 ， 又继承了卡约文化陶器的某些风格
，
在

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并吸收了辛店文化的因素

发展起来的
。

关于唐汪式陶器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辛

店文化因素的情况
，
除了石棺葬文化的双大

耳罐本身具有这两种文化因素外
， 我们从两

种的地层关系和分布情况上
， 也可以看出唐

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两者之间是有接触和影

响的
。
在上孙类型中

， 第五
、

六期出唐汪式

陶器
，
第七期是辛店乙组陶器和唐汪式陶器

共存国� 在甘肃东乡县唐汪川遗址和永靖张



家咀遗址分别发现唐汪文化层杂有辛店陶片

和辛店文化层 出土唐汪式陶片的共存现象

⑩。
这些现象说明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在

后来各自的发展道路上的互相影响是不可避

免的 ， 而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
， 既有唐汪

式陶器的因素
， 又有辛店文化陶器因素的情

况就不难理解了
。
很有可能

， 川西战国秦汉

时期的石棺葬文化
， 除渊源于卡约文化某些

因素外
，
主要是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这两

支文化在各自发展
、

互有影响的基础上
，
最

后派生出以唐汪式陶器为主体的一支向川西

地区南下的新文化
。

五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
唐汪式遗存的年代

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辛店文化的张

家咀期�辛店乙组�的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以

后
。
目前在川西地区发现的出陶器的石棺葬

文化墓葬
，
其年代上限大致都未超出战国

。

春秋战国时期
，
分布在黄河河曲之地和河涅

之间的民族主要是羌族
。

俞伟超老师将阿哈

特拉类型的卡约至唐汪期
， 就分布地域和时

代来看
，
推测 为析 支�赐支�羌的文化遗存

⑩ 。 《 后汉 书 》 卷八 十七 《 西羌傅 》 云 �

“ 至爱剑曾孙忍时
，
秦献公初立

，
欲复穆公

之迹
，
兵临渭首

， 灭狄抓戎
。
忍季父印畏秦

之威
，
将其种人附落而南

，
出赐支河曲西数

千里
，
与众羌绝远

， 不复交通
。

其后子孙分

别
，
各自为种

，
任随所之

。

或为耗牛种
，
越

浅羌是也� 或为白马种 ， 广汉羌是也� 或为

参狼种
，
武都羌是也

。 ， 就川西石棺葬文化

因素的渊源和文献记载来看
， 川西石棺葬文

化应是战国时期羌人的一支�可能主要是析

支羌�南下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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