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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山汉代鲜卑墓葬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 市 满 洲

里 市 扎 赉 诺 尔 区 ，共 清 理 发 掘

12 座 墓 葬 ，均 为 竖 穴 土 坑二层

台 式 ，多 数 墓 葬 人 骨 保 存 较

差 。 通 过 对 出 土 于 M6、M7 两

座墓葬的 3 例保存较完好的男

性 人 骨 样 本 进 行 人 类 学 研 究 ，

可知蘑菇山汉代鲜卑墓葬出土

的 颅 骨 形 态 学 特 征 大 致 可 以

概括为中颅型、低颅型、阔颅型、狭额型，伴有阔面型、中上

面 型 、中 等 偏 高 的 眶 型 、中 鼻 型 的 面 部 形 态 特 点 。 总 面 角

及 中 面 角 均 表 现 为 平 颌 型 。 蘑 菇 山 汉 代 鲜 卑 墓 出 土 人 骨

呈现出低颅、短颅和阔颅、较为倾斜的前额、高而宽阔的面

形和很大的面部扁平度的形态特征。

为了探讨蘑菇山居民在颅面部特征上与现代亚洲蒙古人

种各区域类型的关系及其人种归属，研究选取了 17项颅骨的主

要长度测量绝对值、角度及指数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及现代亚

洲蒙古人种的各类型的变异范围进行比较。蘑菇山组颅骨的

基本体质特征与北亚蒙古人种类型最为接近，与南亚类型尤其

是东亚类型存在较大的形态学距离。为了探讨不同时空范围

内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的相互关系，以时间、空间、文化面

貌、种族类型、族属等方面为前提，研究选取与蘑菇山汉代鲜卑

墓所处年代或地域范围相近的以亚洲不同人种类型为主要体

质因素的 10组古代颅骨组进行对比，运用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

根及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蘑菇山古代居民与各古代对比组之

间的亲疏关系。

目前见诸报道的被认为是古代鲜卑居民人骨材料的遗址

主要有扎赉诺尔墓地、南杨家营子墓地、三道湾墓地、七狼山

墓地、东大井墓地、叭沟墓地、十二台营子墓地、渔场墓地和山

西省大同南郊北魏墓地。除此之外，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岗嘎墓地出土人骨具有与蘑菇山组古代

居民较圆而且低、阔的颅型极为相似的形态学特征。上述各

组古人骨资料及蘑菇山汉代鲜卑墓葬出土的标本，都体现出

体质特征上的一致性，他们都拥有低颅、短颅和阔颅以及高而

宽阔的面形和很大的面部扁平度，北亚人种成分是其主要的

种系成分。蘑菇山组古代居民与现代分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

区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

型特征最为接近，同时也与古代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居民

的颅型特征较为相似，应该归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范畴。

在与各古代对比组的比较中，蘑菇山组古代居民与代表北亚

蒙古人种类型的井沟子组、东大井组、三道湾组、南杨家营子

组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与归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夏

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及潘庙组关系最为疏远。

由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委
员会、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
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
族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
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
文化学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扎赉诺尔区委、区政府共同主
办的为期两天的首届扎赉诺尔论
坛，6 月 24 日在扎赉诺尔区举行。
中国、俄罗斯、蒙古国、日本等国的4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专
家学者就扎赉诺尔人类头骨、扎赉诺
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扎赉诺尔与鲜
卑民族、扎赉诺尔与蒙古民族等课题
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本期编发
15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以期收到窥
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拓跋鲜卑是中国史上在中

原地区站稳了脚跟又统一了北

方地区的草原部族。拓跋部及

其 所 创 建 的 北 魏 ，空 前 深 切 地

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

进 程 。 因 此 ，拓 跋 鲜 卑 的 起 源

历 来 受 到 历 史 与考古学界的强

烈关注。

日益积累的考古资料将拓

跋起源之地论定在呼伦贝尔地

区。西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归属匈奴左地，匈奴文化因素有

较明显的进入，同时嫩江流域的平洋文化因素也翻越大兴安岭

在此地出现，二者的结合产生了以完工墓葬为代表的完工组遗

存，年代约相当于西汉中晚期。随着霍去病大破匈奴左地，迫

使匈奴整体逐步向西北方迁移后，呼伦贝尔地区的匈奴势力也

日益退出。此消彼长，嫩江流域的红马山文化得以西进、深入，

并立足于这一地区，形成以拉布达林墓葬为代表的拉布达林组

遗存，年代大体在两汉之际。匈奴势力的退去，不仅引来了红

马山文化，也吸引了外贝加尔地区的布尔霍图伊早期文化。以

东来和西北来的这两股新势力为主，在呼伦湖附近结成了以扎

赉诺尔圈河墓葬为代表的扎赉诺尔组遗存，其形成年代当在东

汉早期，此后长期发展，延续到东汉晚期。

扎赉诺尔组遗存的文化特征比较简单。墓葬形制均是长

方形竖穴土坑墓，普遍发现木棺葬具，部分无葬具，绝大多数

为单人葬，殉葬有牛、马或羊的头、蹄骨。随葬品有陶器、骨

器、铜器、铁器、桦皮器、漆木器、玉石器、丝织品等。陶器有

罐、壶、钵、杯等，以广口罐、鍑形罐最具文化代表性，其口沿

外侧常饰有戳点纹一周；三鹿纹铜饰牌、桦皮器盖等也是代

表性器物。

学界普遍认同将扎赉诺尔组遗存界定为拓跋鲜卑遗存。

其文化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马山文化，另一种是布尔霍

图伊早期文化。也就是说，拓跋的起源并非单纯由某一种文化

发展而来，而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体。从时代、

地域和文化特征的分析来看，来自嫩江中游的红马山文化的主

流源自平洋文化，而平洋文化很可能对应鲜卑；布尔霍图伊早

期文化既与匈奴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又较大程度上具有自身特

色，当是匈奴别部。

拓跋部在扎赉诺尔地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

群互不统属的氏族或部落经过较长时间的碰撞、兼并，逐渐

实现融合的过程。这正如《魏书·序纪》所记载的情形：“积

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

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在这个所谓三十

六国、九十九姓的文化共同体中，拓跋部成为最后的胜出者

和历史的创造者。

在呼伦贝尔最美的时节，我

们相聚在扎赉诺尔举办首届扎赉

诺尔论坛。扎赉诺尔因内蒙古第

一大湖——呼伦湖（达赉湖）而得

名，由蒙古语“达赉诺尔”音转而

来，意为“海一样的湖”。其位于

东北亚经济圈接续地带，毗邻俄

蒙，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向北开

放战略、中俄蒙合作先导区辐射

中心区域，是首批国家重点开发

开放试验区、边境旅游试验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赋予扎赉诺尔

文化不仅具有边疆民族的历史稀缺性，更具有不同区域文化交

融的包容性、开放性，为扎赉诺尔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客观便

利条件。

扎赉诺尔拥有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人类历史长

河中留下了璀璨光辉的文化印迹。这里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

的地方之一。1933 年，这里出土了第一个万年以上的“扎赉诺

尔人类头骨”；1980 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和采

集了 100 多件石器，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扎赉诺尔就有

古人类活动。这里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起源地，东胡、匈奴、

鲜卑、柔然、突厥、室韦、契丹等民族先后在此生活。公元前一

世纪，拓跋鲜卑首领推寅率部南迁至“大泽”（今呼伦湖），在这

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富民强兵，为最终建立北魏王朝奠定了坚

实基础。目前，扎赉诺尔区境内发现的拓跋鲜卑古墓约 300 多

座，被誉为“北国第一古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这里矿产资源丰富，1901 年，沙俄在修建中东铁路时发现

了扎赉诺尔煤田，煤田地质储量 100 多亿吨，因此扎赉诺尔又有

“煤城”“煤海”之称。从 1902 年开始煤炭开采，到现在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是见证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发展史的“活化石”。

1980 年，亚洲最大猛犸象化石在这里出土。历经时代的变迁，

扎赉诺尔文化融合了远古文化、草原文化、矿山文化、生态文

化、边疆文化和红色文化。保护好、挖掘好、传承好、弘扬好扎

赉诺尔文化，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文明的继承与传播。

进入新时代，扎赉诺尔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

掘历史文化底蕴，擦亮扎赉诺尔厚重的历史名片，打响扎赉诺

尔多彩的文化品牌，科学研究、编制文化发展规划，努力推动文

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发展，奋力开创文化强区建设新局面。

此次扎赉诺尔论坛是扎赉诺尔区首次以大型论坛活动的形式

对扎赉诺尔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也是将扎赉诺

尔区打造成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扎

赉诺尔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伟大号召的实际行动。

首先，我代表中国考古学

会对首届扎赉诺尔论坛的举

办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扎 赉 诺 尔 在 考 古 学 界 和

北方民族的研究当中都是非

常重要的存在。我在吉林大

学就读期间，扎赉诺尔人类头

骨和拓跋鲜卑墓地等都是我

学习的重要内容。从事考古

工作 40 多年来，我越来越感受

到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对于

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扎赉诺尔人类头骨年代还在测定之中，可能是旧石器时代

末期的，是中国境内纬度最高区域发现的早期的人类头骨。当

时的扎赉诺尔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我们称之为细

石器制作技术，就是把大的石块变成小的石块，然后通过打压

变成一个个小的细长的刃片，镶嵌在骨器中就是刀刃，是狩猎

民族用来切割、解剖兽类的工具。这一工艺技术应该是同一时

期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

鲜卑是我国北方民族的重要部分，他们从扎赉诺尔地区

走出，西迁南进，建立北魏王朝，孝文帝改革促进了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说，扎赉诺尔地区是鲜卑民族成长的

摇篮。

我和孟松林先生共同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蒙古族源研究始于 2012 年，经过 5 年多的努力，通过考古发掘、

考古资料的研究、人骨形态的研究、DNA 分析等，初步得出一个

结论，就是蒙古民族是从呼伦贝尔这一带走出去的，并且与东

胡民族、鲜卑民族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

扎赉诺尔论坛上，学术界对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

通过论坛的举办和媒体的宣传，让社会了解到扎赉诺尔地区曾

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以及该地区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

所产生的影响。

扎赉诺尔人类头骨不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而是在挖掘

煤炭时发现的。因此，我希望以扎赉诺尔论坛为契机，在扎赉

诺尔地区开展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希望能取得新的更重要的考

古发现，从而丰富扎赉诺尔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

于古 DNA 技术的改进和不

断创新，包括体质人类学和

分子考古学等学科在内的

生物考古研究越来越受到

学界的密切关注，传统的人

类骨骼考古研究也发生了

日新月异的变化，向世人展

示出该领域研究颇具魅力

的发展远景。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至少在战国时代的后期，燕

国以北的辽阔地域上曾经活动着一支定居性较弱、以畜牧

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的人群——东胡。这个时期东胡最

为强盛，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公元前 206 年，东胡被匈

奴冒顿单于击败，余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

乌桓族与鲜卑族。

根据文献、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和民族史研究的结论，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鲜卑、契丹、室韦、蒙古等族均为东胡

后裔。这就为我们利用相关的人种学资料间接地讨论东

胡的人种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对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出土的古代居

民遗骸所进行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稳定同位素

分析的生物考古学综合性研究表明，该组东周时期居民的人种

类型普遍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很大等西伯利亚蒙古人

种的体质特征，与已知的鲜卑人、契丹人的种族特征十分接近，

该组古代人群遗传关系上与现代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

等北亚人群以及古代拓跋鲜卑人有着颇为接近的亲缘关系。

此外，在考古学文化、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的研究也表明

了其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颇相近似。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

他们或许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东胡。这也是我们通过生物考古

学手段对古代人群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为

古代东胡族遗存的确认提供了一条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2013 年至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伦

贝尔民族博物院等单位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

境内的岗嘎墓地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共清理出古代墓葬 22

座。参考伴随出土的陶器、马鞍、马镫、马衔、桦树皮箭囊等

遗物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再综合独木棺的葬具以及曲肢的葬

式，可以初步认定岗嘎墓地古代居民应与唐五代时期生活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室韦）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2014年9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类学实验室对采

集自这22座墓葬中的18例人骨标本进行了形态学鉴定与人类

学观测。岗嘎墓地古代居民的颅型普遍具有较圆而且低、阔的

颅型。与现代分布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

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同时也

与古代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居民的颅型特征较为相似。

最近，吉林大学考古 DNA 实验室关于岗嘎墓地古代

室韦人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也取得重大突破。在 11 例男性

样本中共有 9 例 Y 染色体单倍型分型成功，且均属 C 型。

这一发现有力证明了岗嘎墓地代表的古代室韦人群和现

代蒙古族有着密切的遗传学联系。

拓 跋 鲜 卑“ 别 依 大 鲜 卑

山 ”，故 名 鲜 卑 。 两 汉 之 际 ，

由于匈奴在与汉朝的战争中

逐 渐 处 于 劣 势 ，于 是 鲜 卑 便

从大兴安岭的北段逐渐兴起

并 南 移 ，最 后“ 尽 占 匈 奴 故

地”，并越过阴山，定都盛乐，

后 迁 都 平 城 ，建 立 了 代 魏 政

权 ，成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

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及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

拓跋鲜卑是如何走出兴安岭，越过草原大漠进入阴山以

南地区的？最权威的看法来自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

学术观点，即鲜卑是由达赉诺尔（呼伦湖）向南，再进入赤峰

山地，然后进占阴山以北区域，定都盛乐。

近年来，由于对赤峰南杨家营子鲜卑墓地的研究，部分

学者认为其主体因素可能并非拓跋鲜卑，而可能与东部鲜卑

有关，因而排除了向东进入赤峰山地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蒙

古国鄂尔浑河流域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使我

们进一步认识到，拓跋鲜卑的南迁也许是有一部分从达赉诺

尔首先西迁，越过肯特山进入鄂尔浑河流域，然后再南下进

入阴山北麓地区。

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位于蒙古国中北部鄂尔浑省扎尔

格朗图县境内的鄂尔浑河流域，东南距额尔登特市至乌兰

巴托国道公路约 4000 米，地处东北—西南走向的艾尔根高

卓古尔山的山前坡地。墓葬位于山前坡地形成的冲沟台地

上，共发现墓葬 94 座。2014 年至 2017 年，蒙古国国家博物

馆对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进行了连续 4 年的考古发掘，共清

理了 13 座墓葬。从发表的考古简报来看，其中有大型带有斜

坡墓道的方形石圈竖洞室墓和略小的圆形石圈土坑竖穴

侧洞室墓，出土随葬品带有明显的拓跋鲜卑的文化特征，

但也体现出一定的匈奴和汉文化因素。说明拓跋鲜卑中

的一部分人很可能离开呼伦湖之后一路向西，穿越蒙古国

西部的肯特山地，进入西侧的鄂尔浑河流域，这样其地貌

特征才与文献所记载的“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相符。艾

尔根高卓古尔墓地则有可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

从艾尔根高卓古尔墓地所处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来看，

应是拓跋鲜卑“尽占匈奴故地”过程中留下的遗存，在文化内

涵上体现了明显的承上启下的特征。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

言，拓跋鲜卑应该是先由大兴安岭北段发展起来，再逐步南

移。其后，一部分南下西迁至阴山以北，直至阴山以南的呼

和浩特一带；一部分则有可能一路西迁到蒙古高原的东部草

原。这或许是我们探讨拓跋鲜卑南迁并进而入主中原的路

线的一个新的视角。

从 扎 赉 诺 尔 到 满 洲 里 及

周边的广大区域，不仅在近现

代历史上是联结中、俄、蒙三

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旧石

器时代远古人类与文化迁徙

交流的证据。早在上个世纪

的前半叶，就有裴文中先生等

发现与研究扎赉诺尔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内蒙古自治

区博物馆的汪宇平先生又先

后发现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诸地点。世纪之交前后，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同行合作，系

统发掘了与扎赉诺尔相邻的海拉尔哈克遗址，进一步展示了

同类细石器文化面貌。将上述发现放到欧亚大陆史前人类

与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来检视，清楚可见扎赉诺尔古人类

与史前文化对探讨欧亚大陆草原带与东亚大陆区古人类迁

徙以及文化互动研究的重要性。

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石片石器，

明显带有东亚大陆北侧长期流行的石片工业传统的印记。

经石器组合分析，清楚可见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与华北地区自早更新世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简单石核—

石片技术联系密切，应是这一文化传统逐渐北上的结果。从东

北至内蒙古东部的晚更新世环境与地层堆积的特点来看，蘑

菇山石片石器工业应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稍

晚随着气候转冷，受到最后冰期最盛期严酷环境的影响，

使 得 欧 亚 大 陆 草 原 带 生 活 的 狩 猎 采 集 人 群 不 得 不 南 下 。

典型细石器文化遗存在扎赉诺尔及周边地区的更多发现，

是受到气候与环境变迁作用，北方人群南下所带来石叶—细

石器文化的产物。详细观察扎赉诺尔及周边细石器工业后

发现，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至全新世早期的细石器

技术显然与从蒙古高原到贝加尔湖区，以及包括俄罗斯远东

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广泛分布的细石器工业传统具有更明显

的相似性。

上述来自南北两个方向不同文化传统的石器技术在扎

赉诺尔及周边地区的分布态势进一步证明，从遥远的旧石器

时代开始，扎赉诺尔及周边地区即是联结欧亚大陆草原带与

东亚大陆主体部分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的桥梁与枢纽。

更新世环境变迁，尤其是晚更新世晚期冰期最盛期严酷环境

及发展过程，应是我们探讨驱动该地区史前人类与文化南来

北往的诸多因素的切入点。

唐代的文献史料称呼伦湖

为俱轮泊，周边已布满了室韦部

落。这一时期室韦人的经济生

活与风俗习惯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变化。

呼伦湖周边室韦部落的地

域分布。“俱轮泊之西南”的乌素

固部，在克鲁伦河下游。“次东有

移塞没部落”在哈拉哈河流域。

“次东又有塞曷支部”在霍林河

发源处以南。霍林河上游是和解部，中游北侧至洮儿河之间是

乌罗护部，那礼部与其犬牙而居。呼伦湖东南的达姤部和黄头

部分别在第二松花江下游以东和以西。山北室韦在绰尔河与

雅鲁河之间。大、小如者室韦在伊勒呼里山一带。婆莴室韦在

盘古河流域。呼伦湖“东又有岭西室韦”，在小兴安岭北端以

西，甘河以北，伊勒呼里山以南。讷北支部在伊勒呼里山南

麓。呼伦湖以北是额尔古纳河最先流经的西室韦，之后是下游

西岸的大室韦。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经大室韦界

后，“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坦室韦之南……”蒙兀部应在额

尔古纳河下游东南、黑龙江上游以南地区，落坦部与其隔黑龙

江相望。此后，室韦活动范围逐步向西向南扩大。《新唐书》记

载回鹘汗国有泊曰延特勒郍海，“泊东北千余里有俱轮泊，泊之

四面皆室韦”。回鹘汗国衰亡后，室韦人大规模涌入蒙古高原，

经过辽金时期的发展，为古代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奠定

了地域基础。

室韦人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的变化。唐代，呼伦湖周边草

原地带布满了室韦人，史书称其“尤善射，时聚弋猎，事毕而

散”。西乌珠尔、谢尔塔拉和岗嘎三处室韦人墓地出土有木弓、

桦树皮箭囊、木杆铁箭镞等狩猎工具，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唐

末五代，许多室韦部落牧养了羊、驼，马和牛的数量增多，与隋

代以前室韦“无羊，少马”的状况大相径庭，这是转化为典型游

牧业的标志。唐代以来，室韦人金属冶炼技术和基于游牧经济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纺织技术皆达到一定水平。

唐代部分室韦人已渐渐过渡为“巢居”，及至唐末五代，有

些室韦部落采用了住毡帐的游牧生活方式。北朝、隋代室韦

“唯食猪鱼”，五代以后则食有肉酪。唐代以前，室韦“俗爱赤

珠”；到唐代“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表明审美观念有了变化，

并且成为区分贫富的标志。北朝时室韦人行树葬，隋代则是

“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随着部分室韦人进入草原，

土葬成为主要葬式。

迁入草原地区的室韦各部完成向典型草原游牧经济的转

化，为室韦人在蒙古高原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 国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主 要

是指生活在长城以北的草原、

荒漠和森林地带的游牧人群，

包括匈奴、乌桓、鲜卑、柔然、

突 厥 、契 丹 、室 韦 、蒙 古 等 民

族。其中，鲜卑族是继匈奴之

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

牧民族，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草原兴

起而统治中原的王朝。因此，

有关鲜卑的起源和演化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但由于游牧人

群往往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且死后埋葬时没有特殊的标

记，导致关于游牧民族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相对较少。

2011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北约 4 公里处

的台地上发掘了蘑菇山遗址，该遗址目前为止共清理出 12 座

墓葬。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分析以及其墓葬习俗的

特殊性，认为该墓地为东汉时期鲜卑遗存。尽管蘑菇山遗址

C14 测年不详，但其为我们研究鲜卑人群的遗传结构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在本研究中，我们获得 M6和 M7两个墓葬中的

3 例个体，样本经过前处理后进行了 DNA 的提取和文库的构

建以及鸟枪法测序。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3个个体均为男性，

而且 3 个个体间有亲缘关系；另外，3 个个体的线粒体单倍型

分别为 C5a1、Z3a1、C4a1a4a，而 Y 染色体单倍型均为 C2，均属

于东北亚常见单倍型。本次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北

方游牧民族的起源、进化与迁徙，帮助我们重新构建鲜卑人

的遗传结构。

首先，利用基因组数据，我们对蘑菇山遗址 3 例样本进

行性别鉴定，女性含两条相同的性染色体（XX），而男性含

有两条不同的性染色体（XY），通过比较 Y 染色体特异性比

对的 reads 数量与常染色体总 reads 的比值来确定性别，通常

Ry<0.016 是女性，Ry> 0.075 是男性，经过鉴定 3例个体均为

男性。

线粒体和 Y 染色体是我们常用的群体遗传标记，其中线

粒体严格遵循母系遗传，Y 染色体则遵循父系遗传，所以线粒

体和 Y 染色体可以分别反映母系和父系的人群来源。通过全

基因组测序，我们获得的 3 个不同的线粒体单倍型分别为

C5a1、Z3a1、C4a1a4a，这 些 单 倍 型 都 是 东 北 亚 典 型 的 单 倍

型。3个个体 Y 染色体单倍型均为 C2。

墓葬中个体之间亲缘关系的鉴定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

的重点。从发掘资料看，墓葬分布疏朗，但排列有序，整个墓

地似经过统一规划。在蘑菇山墓葬分布图中 M6 与 M7 位置

相毗邻，而 3 个个体 Y 染色体单倍型相同，但是线粒体不同，

因此我们判断 3个个体之间不存在母系亲缘关系。对于进一

步的亲缘关系鉴定，我们采用常染色体 SNP 位点的差异度来

判断，由于常染色体大量 SNP 位点的累加，可以对亲缘关系

有 更 准 确 的 描 述 。 通 过 READ 软 件 ，我 们 得 出 M7-L 和

M7-R 为一级关系，同时 M6 和 M7-R 为二级亲缘关系。由

此我们推断 3 者之间的可能关系是 M7-L 和 M7-R 为父子，

M6 同 M7-R 为半同胞关系。基于全基因组测序结果，利用

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我们对蘑菇山古代样本与东亚、西伯利

亚以及中亚地区的现在人群结构进行了遗传距离分析。我

们发现人群的聚类与地理区域有很强的相关性。蘑菇山样

本聚类在现代黑龙江流域，表明其遗传成分与黑龙江流域现

代人群最为相近。

综上所述，扎赉诺尔蘑菇山墓葬的 3 个个体的遗传分析

显示 3 个个体均为男性，遗传结构与黑龙江现代人群最为相

近，同时，3 个个体间存在较近的血亲关系。但是，扎赉诺尔

蘑菇山墓葬群由于测试的样本数量有限，相关的墓葬属性需

要更多样本的进一步遗传检测并结合其他学科研究的结果，

才能对蘑菇山古代人群所代表的鲜卑族群的来源与去向得

出确切的结论。

东 蒙 古 地 处 草 原 地 带 ，有

着独特的野生动物。东蒙古是

13 世纪蒙古部落第一次统一的

地 区 ，是 蒙 古 古 代 土 著 部 落 的

聚居地。

东蒙古及东北亚地区不同

考古文化中人类遗骸的生物考

古学比较研究，对蒙古考古人口

以及东北亚地区考古人口之间

的史前迁移问题、遗传、文化和

历史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自 2002 年起，我 系实施由蒙古国立

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的“东蒙古：考古学和人类学方法”研

究项目。在研究项目实施期间 ，我 系 考 古 学 和 人 类 学 小 组

发现了蒙古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未知的考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东蒙古地区发现和发掘的考古遗迹大多位于

东蒙古最大、最长的河流之一克林河及其干流阶地中。

14 世纪人类遗骸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诺尔布林乌拉墓

群、Bulgan soum、塔木察格布拉格遗址、Sumber soum、Dornod

aimag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年。

新石器时代少数人类遗骨的颅面形态研究表明，蒙古人

种特征发达的群体处于蒙古中部和东部。颅面人类学比较

分析表明，新 石 器 时 代 蒙 古 东 部 人 类 遗 骸 在 人 类 学 上 非 常

接 近 源 于 石 勒 喀 河 的 阿 穆 尔 河 所 处 的 外 贝 加 尔 地 区 的 人

类 颅 骨 。 线 粒 体 DNA 序 列 分 析 也 显 示 出 与 颅 面 形 态 研

究 相 同 的 结 果 。 单 倍 群 D4H 被 定 义 为 诺 里 文 与 克 林 样

本 。 线 粒 体 DNA 单 倍 群 D4H 是东北古代和当代人口中最

常见的群体。

蒙古青铜和铁器时代（公元前 3000年至公元前 300年）

石板墓及乌兰朱考古遗址是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最受欢

迎的文化遗产。14 世纪的分析结果的时间分布非常广阔，公元

前 1500 年至 1200 年乌兰朱遗址和公元前 1600 年至 300 年石板

墓遗址都包含在内。东蒙古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石板

墓和乌兰朱头骨的颅面研究结果表明，蒙古人种特征发达的群

体主要分布于蒙古东部和中部。颅面人类学比较分析清楚地

表明，蒙古东部石板墓文化的人口在形态上与同一历史时期的

外贝加尔湖人口非常接近。

上述人类遗骸的线粒体 DNA 分析表明，青铜时代和铁器

时代的考古文化与颅面形态研究结果相同。也就是说，蒙古东

部的石板墓及乌兰朱遗址中发现了 F、G、D4 和 Q 单倍群，它们

是东北亚和东亚线粒体 DNA单倍群中流行的单倍群。

蒙古时期

对内蒙古自治区伊索尔蒙古墓出土的人类遗骸进行的人

类学研究表明，历史时期的居民在人类学上属于北亚人口。我

们定义了蒙古时期 33 个样本中的 9 个母体单倍群组：G、D5、

D4、D、C、M9、M、M7和 R单倍群。

对蒙古东部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结

果表明，蒙古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石板墓文化）、匈奴 蒙 古

和现代蒙古时期的人口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人类学和遗

传学的关系。

准噶尔汗国是中世纪蒙

古民族在中亚创建的最后一

个游牧帝国，创建初期对欧

亚大陆人民的命运产生了巨

大影响，阿尔泰山脉的岩画

记载了准噶尔的历史。

在 研 究 河 谷 岩 画 过 程

中 ，俄 罗 斯 阿 尔 泰 东 南 部

（阿尔泰共和国的科什阿加

赫斯基地区）的查干区显露

出原始的图画，岩画用绘画和浅雕技术制成。南楚雅山脉

中楚雅河的源头从青铜时代到现在保存了丰富的岩画。

这些岩画中常常绘有士兵、武器、战车、动物狩猎、迁徙、牲

畜等场景，反映了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情景。不同时代

的、千百年来相互融合的历史都留在岩石上。

也许是山区的景观比较特殊的原因，这里到处都绘满

了岩画，用图形讲述着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故事。岩画是不

能从外地引进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某些地域的真实活

动。因此，我们对阿尔泰岩画艺术的不同风格进行了深入

研究，得知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岩画数量是最多的，

中世纪早期的绘画作品层出不穷。

随着岩画艺术传统的逐渐淡化，近代晚期岩画被探索

得很少。然而，查干河谷的岩画却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岩

画与古老的岩画不同，其颜色不是沙漠棕褐色，而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在岩石表面形成的暗黑古色。

其标志性岩画是三脚架上的枪支——点火线步枪。

在该组画中详细展示了这种枪，相对于箭头来说，尺寸

非常大。其他图组也充分展示了各种情景中带有箭头

的步枪，例如，用步枪以俯卧的姿势射击，在三脚架上或

在膝盖上放置步枪，射手骑马或站立等。岩画中还可以看

到另一件武器——带有菱形尖端和丛簇的长矛和军刀。

俄罗斯阿尔泰南部查干河的岩石图像是关于区域历

史事件的亮点，几千年来岩画艺术的传统并没有被破坏，

这些岩画重现了地区的历史细节。

带 饰 板 是 两 个 一 对 的

带头，表现有翼马的飞马带

饰板是飞马纹带的主要构

成部分。从资 料 收 集 结 果

来看，这一套腰带由 3 种牌

饰 组 成 ：飞 马 纹 带 饰 板（1

组），下部有穿孔的銙（2 个

至 3 个）和 后 视 鹿 纹 牌 饰

（不 超 过 5 个）。 从 中 国 的

腰 带 分 类 来 看 ，飞 马 纹 带

饰板属于鐍。鐍外端有舌，是可用以括结的扣具，而带镢

已 被 视 为 北 方 系 文 物 。 另 一 个 带 鐍 是 马 纹 带 饰 板 ，花 纹

凸 出 ，表 现 疾 驰 马 。 马 纹 带 饰 板 发 现 的 3 个 遗 址 跟 飞 马

纹 带 饰 板 的 出 土 遗 址 重 复 。 基 于 布 里 亚 特 共 和 国 的

Yonhor 遗 址 的 腰 带 复 原 ，马 纹 带 的 牌 饰 组 成 跟 飞 马 纹 带

相同。这两种腰带牌饰在北纬 50°以北的 8 个遗址中被

发现。

扎 赉 诺 尔 鲜 卑 墓 出 土 的 飞 马 纹 带 饰 板 和 老 河 深 遗

址 出 土 的 带 饰 板 完 全 相 同 ，属 于 同 一 类 型 。 这 两 种 腰

带 应 该 是 西 汉 末 年 至 东 汉 初 期 高 纬 度 地 区 的 游 牧 文 化

遗 存 。

扎 赉 诺 尔 的 旧 石 器 考 古

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在露天煤矿发现的文化遗

物和人骨化石，后在 40 年代、

70 年 代 和 80 年 代 又 多 有 收

获。这些考古发现先后得到

裴文中、安志敏、张森水等著

名考古学家的关注，在学术界

有重要的影响。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又发现了蘑菇山、小孤

山等旧石器遗址。

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的考古发现，由于缺少完整的出土信

息背景资料，使得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不能解决，在年代上

存在一些争议。另一方面，由于与人骨同出的文化遗物较

少，因此，对扎赉诺尔文化内涵的认识还不够清楚。蘑菇山

和小孤山的旧石器标本主要是地表采集的，并且数量不多，

没有反映出整体的石器技术特点。所以说，扎赉诺尔的旧石

器考古虽然起步很早，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突破性

的进展，甚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弥补这些遗

憾有赖于将来持续而深入的研究。

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扎赉诺尔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

和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只有以坚实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才

能准确回答学术问题。为此，工作中有 3点值得注意：

一是扎赉诺尔是大黑龙江流域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欧亚中心连接太平洋区域的重要纽带。目前，黑龙江流域

及相邻的中俄蒙三国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比如俄

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有一些距今三四万年的发现，在外蒙古

以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还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中期的遗址。

在大兴安岭以东和以北地区，距今 2.5万年以后的遗址更是以

遗址群的形式集中出现。从文化面貌上看，扎赉诺尔周边地

区的旧石器文化以勒瓦娄哇技术、石叶和细石叶技术为主要

特征，那么，扎赉诺尔应该会找到同类遗存。从以往的经验

看，临近水源、视野开阔的岗地是这类遗址常常出现的地方。

二是更新世向全新世转变期的环境以及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时期的遗存寻找是工作的重点。有研究表明，呼伦湖

的形成年代在距今 1.3 万年以后。从古自然地理资料看，末

次盛冰期后，扎赉诺尔地区的水量充沛，气候相对适宜，为

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根据扎赉诺尔周边的

发现，很有希望在这个地区找到处在更新世时期的早期陶

器、磨制石器等，这对探讨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具有重要

的意义；以此为基础，可继续探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的诸多特征。因为，从以往的一点发现来看，扎赉诺尔发现

的 有 些 石 箭 头 无 疑 具 有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特 征 ，在 距 今

4000 年前后。

三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多家学术机构的联合和多个学

科的介入是未来考古工作的重要保障。现在的考古工作已

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内外多家机构联合共同解决重大

问题，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模式。扎赉诺尔处在中俄蒙三国

交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并且从最开始的工作

就已有多国学者参与，那么整合各方力量，制定完整的科学

规划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古环境、年代学、DNA

技术、文化分析等手段和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会发挥重要的

作用，这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绘制出更多彩的史

前扎赉诺尔人的生存画面，讲出更精彩的史前扎赉诺尔的动

人故事。

大泽即呼伦湖。“大泽”

时期是拓跋鲜卑初步发展

阶段，为北魏王朝最终建立

奠定了基础。

记 述 拓 跋 鲜 卑 的 历 史

文献以及呼伦湖周边 10 处

鲜卑墓葬是研究“大泽”时

期拓跋鲜卑历史的主要依

据。“大泽”时期的拓跋鲜卑

与外族交往增多，生产力水

平迅速提高，社会进步加快。

一、拓跋鲜卑与其他民族交往增多

拓跋鲜卑迁至呼伦湖区后发生“七分国人”的历史事

件，表明在“大泽”时期，拓跋鲜卑与驻牧在那里的匈奴、高

车等部族有接触融合。《魏书·官氏志》称：“至献帝（邻）时，

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献帝以兄为纥骨氏……

次兄为普氏。”普氏当为匈奴卜氏，纥骨氏即高车人。“大

泽”时期拓跋鲜卑的视野随着与匈奴、高车等部族交往融

合而拓宽。民族间多领域交往增多，成为推动拓跋鲜卑社

会演变的动力之一。

二、拓跋鲜卑经济发展

从“大泽”地区墓葬中有数量不等的殉葬牛、马、羊骨

的情形看，拓跋鲜卑的社会经济形态已过渡到以畜牧经济

为主的阶段。《魏书·序纪》“畜牧迁徙”的记载应是这一时

期拓跋鲜卑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鲜卑古墓群随葬品中

有数量较多的铜器、铁器，标志着拓跋鲜卑社会生产力发

展到金属器时代。

三、拓跋鲜卑政权意识逐步增强

“大泽”时期，拓跋鲜卑的政权意识由相对薄弱逐步走向

成熟。拓跋邻各项措施的实施，加强了拓跋鲜卑的政权建设。

第一，“七分国人”将部落首领的位置传给拓跋邻的直系

血亲，确立世袭的兄终弟及或父子相承的君位传承制度。拓

跋本部拥有了具有超越其他相邻部落的权势，历代部落首领由

拓跋邻家族这一支系产生，拓跋部对部落联盟的统治加强。

第二，“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拓跋邻建立

起一个完全执行自己意志的司法机构，四部大人“坐王庭”

是在拓跋邻的直接监督下进行工作的。

第三，拓跋邻取得了世袭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为拓

跋鲜卑家天下政权的建立奠定基础。《魏书·序纪》记载：

“帝（邻）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诘汾）。”这些做法，具有明

显的政治统治色彩。

四、社会组织结构演进

来到呼伦贝尔草原，拓跋鲜卑脱离了原来在森林中

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开始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

丁零（高车）等民族广泛接触，错居杂处，血统交融。远

缘交婚改变了分散在原始密林中游猎时期的血缘氏族

近亲婚姻。拓跋鲜卑的社会组织形态发展成为按地域

或部族特点构建的畜牧公社部落集团。拓跋邻以 7 个

兄弟及亲属等有血缘关系的人分领诸部，为其后来王权

或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扎 赉 诺 尔 是 东 北 亚 史 前

考 古 最 早 有 记 录 的 地 区 之

一 ，已 发 现 的 人 类 头 骨 化 石

显示该地区是欧亚大陆北部

现代人迁徙的重要通道。过

去 ，在 煤 矿 及 其 周 边 发 现 的

人 类 头 骨 达 16 具 或 更 多 ，全

国没有一个地区能有如此多

的“ 万 年 前 ”人 类 化 石 ，证 明

该区域具有巨大的发现和研

究 潜 力 。 但 遗 憾 的 是 ，这 些 发 现 都 没 有 详 细 的 记 录 和 研

究，尤其是没有详细的测年证据，至今部分头骨标本的去

向也无法查证，扎赉诺尔远古人类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远

未得到发掘。

云南大学张虎才教授等专家近年来在该区进行了详

细的研究，最新研究结果之一显示，扎赉诺尔最大的猛犸象

生活在 4.3 万多年前（加速器 14C 纪年，校正年龄为距今 4.54

万年至 4.88 万年），比早期测得的年代提前了 1 万多年。研究

表明，末次盛冰期之前的 2.6万年至 5.2万年期间，扎赉诺尔地

区气候较为湿润，河流纵横、森林茂密、草地广布，这种气候

环境也适合远古人类生存，因此，未来，在扎赉诺尔有发现更

早人类和文化遗存的可能性。

未来，开展史前考古学的主动性调查发掘和研究，结合

古 DNA 的全基因 组 测 序 、综 合 年 代 测 定 、环 境 考 古 等 多

学 科 的 综 合 研 究 ，扎 赉 诺 尔 史 前 考 古 学 有 望 跨 上 一 个 新

的 台 阶 ，也 有 望 为 东 北 亚 现 代 人 迁 徙 之 谜 提 供 重 要 的 考

古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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