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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庆沟墓地是内蒙古凉城县东周时期的墓地。这个墓地分为东西向墓葬和南北向墓葬，分别代表了

当地北方居民与北上的中原居民。本文根据墓葬的性别、年龄以及随葬品的分布发现，东西向墓葬有年龄

与性别集团，其中的男性集团随葬大量的武器，应该是这个社区的武士集团。南北向墓葬的男女性别的墓

葬是均匀分布，并且有成年男女成对排列的现象，反映了个体家庭是主要的社会基本细胞。与东西向墓葬

相同的布局还见于附近同时期的崞县窑子墓地；与南北向墓葬相似的布局在内蒙古尚无正式报告发表，在

匈奴时期的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墓葬为这种布局。这个研究说明在东周时期中国北方与中原地区在家

庭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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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首先在生产技术方面是青铜时代

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在经济类型方面从农牧经济转为游牧经济，并由此导致社会生活的武装

性与游动性的增强，在考古上给我们留下的物质文化可以“胡服骑射”来概括。这时的中原

经历了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最后被秦所统一的过程。与此同时的中国北方，也

经历了人群与文化的大变革。一方面是从西向东的文化传播，导致了中国北方的物质文化在

武器、车马器和服饰品的高度一致，形成了北方文化带；另一方面中原人与文化的北上以及

蒙古高原北亚人群的南下，使得这时的北方经历了民族融合的剧烈动荡。内蒙古凉城县的毛

庆沟墓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普通墓地。 

一、毛庆沟墓地分析 

这个墓地1位于凉城县西南的蛮汉山南麓海拔 1243—1260 米的山坡上，南北长约 100
米，东西宽约 80。共发掘 79 座墓葬。根据墓葬的头向，这个墓地的墓葬分为两种，一种是

东西向墓葬，共有 67 座，第二种是南北向墓葬，有 12 座。这两种墓葬之间没有发现打破或

叠压关系，墓地比较完整。所有墓葬均为土坑墓（图一）。 

                                                       

1、东西向墓葬 

这种墓葬不使用任何葬具，在填土中有殉牲，随葬具有草原文化因素的北方文化器物。

在 67 座东西向墓葬中有性别年龄鉴定的墓有 56 座，占 83％。通过对东西向墓葬的分布与

年龄性别鉴定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墓葬有同一性别或年龄的死者集中埋葬的现象，比较明

显的有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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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群位于墓地的西北角，由 10 座男性成年墓葬组成。报告鉴定为男性的有 9 座（M42，

M43，M44，M45，M55，M56，M60， M63， M70），还有一座（M59）虽然没有鉴定性别，但是

根据墓葬随葬男性特有的剑、镞以及马衔和节约等武器与马具可以定为男性墓葬而划入这一

群。 

第二群是位于西南部的男性墓葬群，共有 4 座墓葬（M18，M23，M27，M38）。 

第三群是位于中西部的女性墓群，由 5 座墓组成。其中的 M35，M36，M39 和 M41 这四座

被鉴定为女性墓葬，夹在 M35 和 M36 的 M37 虽然没有性别鉴定，但是随葬品中没有具有男性

特征的随葬品（女性墓没有像男性墓那样有特定的随葬品），所以应当是女性墓葬。 

第四群墓葬是位于整个墓地西部边缘的 6 座儿童墓，呈南北向分布。最北边有 M46 和

M61，位于第一群的西界。南边的有 M34、M33、M69 和 M64，从北向南分布，位于第二群与

第三群之间。 

毛庆沟墓地东西向墓葬中不同性别的分布反映出成年男性和女性有成群埋葬的现象。我

们可以看出的排列非常明显有上述四群，共包含 25 座墓葬，在整个东西向的 67 座墓葬中占

近 40％。其余墓葬虽然看不出同一性别或年龄集中埋葬，但是也绝对不见成年男女并列埋

葬的现象。这种埋葬现象反映出毛庆沟墓地东西向墓葬的居民中个体家庭还没有成为社会最

基本的家庭结构，但是却存在一些性别集团。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个体家庭在家庭结

构发展中早于在它之前普遍存在氏族社会。根据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氏

族社会存在一种以年龄和性别划分的集团，例如男子秘密结社，在一起习练武艺或是狩猎的

本领。 

通过对性别集团中死者的年龄分析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男性集团中死者的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要比非成群埋葬的死者中多。我们统计了一下整个墓地中东西向墓葬的性别以

及埋葬的位置：共有 32 座墓葬可以定为男性，埋在墓群中的 14 座，埋在非墓群的 18 座；

40 岁以上的共 9 座，其中埋在第一群的有 2 座（M45 ，M63），埋在第二群的有 3 座（M18，

M27，M38）。没有埋入男性墓群的墓葬有 4 座（M6 ，M31，M47，M57）。由此可以看出，40

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多集中于男性墓群，尤以第二群最为明显，在全部的 4 座墓葬中 40 岁以

上就占 3 座。 

女性集团中的死者年龄也都偏老，M35 的年龄为 40 岁以上；M36 的年龄为 50－55 岁；

M39 的年龄为 40－55 岁，M41 的年龄为成人。我们检索了一下东西向墓葬中有年龄鉴定的女

性墓葬后发现，全墓地的东西向墓葬中的有年龄鉴定的女性中，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共有 4

座，除 M49（年龄在 50 岁以上）不在这个女性墓群中，其余三座都在这个墓群中。这说明

只有年龄较长者才能死后埋入按性别埋葬的墓群中。 

从年龄分析可以看出，能够埋入性别集团的死者中，年长者占有优势。而小孩墓葬多位

于墓地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埋葬的位置是从整个社区考虑的，而不是按着个体家庭来安

排的。这种儿童墓位于边缘的做法也见于欧亚草原的卡拉索克文化的墓葬
2
，是游牧社会初

期的一种比较流行的墓葬形式。毛庆沟东西向墓葬的这种埋葬形式说明了在家庭结构方面可

能与欧亚草原早期游牧社会的相似性。 

除了从墓葬埋葬的地点和死者的年龄来分析东西向墓葬的社会结构，墓葬的随葬品可以

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社会的结构。 

在第一群与第二群的男性墓葬的随葬品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大量的武器。在第一群的

10 座男性墓中有 5 座墓随葬青铜剑（M45，55，59，60，70）、三棱形铜镞（M59）和青铜马

衔与节约（M59），并且有发达的饰牌动物（图二）；第二群的 4 座男性墓中有 2 座随葬铁剑



（M18，28），其中 1 座有铁剑的墓葬还随葬铁鹤嘴斧（M28），另有 1 座墓葬随葬铜矛和铁刀

（M27），但是动物饰牌已经消失（图三）。这两个男性墓群随葬的武器占了整个墓地随葬武

器的大多数。首先青铜短剑整个墓地出土 10 把，男性墓群中有 6 把；其次青铜镞在整个墓

地出土于 5座墓中，其中的 M59，M60 和 M70 都属于第一群墓葬，其余的 2 座（M6 和 M75）

不属于墓群；另外整个墓地出土的马具只有 M59 的青铜马衔与节约，属于第一群；最后，鹤

嘴斧、青铜矛和铁刀在整个墓地仅见于第二群墓葬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群和第二群这两个男性墓葬群很可能是武士墓葬群。其中

第二群随葬鹤嘴斧的墓葬的死者头骨有斧砍砸的痕迹，也可以作为旁证。从随葬品的质地与

饰牌的多少看，第一群的男性墓群的年代早于第二群的男性墓。第一群的武器都是青铜的，

饰牌发达；第二群的武器大多为铁器，基本没有饰牌，根据已有的分期结果，青铜器的普遍

使用要早于铁器的普遍使用，而且在晚期用青铜饰牌装饰腰带的做法基本消失
3
，因此他们

很可能是早、晚两个武士集团，墓地总体上是由北向南分布的。 

通过以上分析，毛庆沟东西向墓葬有按性别与年龄分群的现象，而且埋在墓群的年龄偏

长，儿童多埋在墓地的边缘。这种墓葬布局是按照整个社区的年龄和性别来划分的，而不是

按个体家庭来埋葬的。能够埋入男性墓群的墓葬多是从事军事战争的武士，随葬品丰富，应

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2、南北向墓葬 

墓葬中有木质葬具，没有殉牲，只随葬中原的带钩，从葬俗可知，这些墓葬的主人应当

是从中原北上的居民，死后在他乡埋葬仍然按照原有的习俗入葬。 

在 12 座南北向墓葬中全部都有性别年龄鉴定。这类墓葬没有发现性别相同的集中在一

起。但是发现了男女成排分布的对墓，例如 M15 与 M20 以及 M24 和 M25，分别是成年男性与

女性。这说明毛庆沟的南北向居民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不存在氏族社会中流

行的性别集团。 

南北向的墓葬从墓葬形制、葬具以及随葬品都完全的保留了中原的埋葬习俗。随葬品很

少。只有女性随葬带钩。随葬品贫乏的原因有几种可能，一是刚刚北上到此的中原居民还没

有站稳脚跟，生活还不富裕；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到北方后生活习俗基本溶入当地文化中，使

用的都是当地文化的用品，但是在葬俗方面为了保留自身传统而没有随葬生前使用的北方文

化的物品；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带钩不仅见于南北向的埋葬，在东西向墓葬中有 6 座墓随葬带钩。这 6 座墓葬中具有北

方文化因素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只有带钩一件随葬品的有 3 座（M4，32，76），

也就是说北方因素只体现在墓葬的朝向上，不见其他诸如殉牲或其他的随葬品的北方因素。

还有 M67 也应该归入这一类，随葬品除了带钩外，还有一枚印章（上面的字不能识别）。印

章很可能是中原文化性质的器物。第二种情况是既有东西向的埋葬方式，也有北方特点的随

葬品与之共生的，有 M58 和 M39。其中的 M58 还有殉牲（随葬 1 只羊头）。根据随葬带钩墓

葬的北方文化性质的不同情况，我们可以对随葬带钩的墓主来源作进一步推测：采用东西向

墓葬埋葬方式只随葬带钩的墓主很可能是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其中的 M67 还带有印章随葬。

他们除墓葬的方向采用了当地的特点外基本保留中原的埋葬习俗。这些中原人与南北向墓葬

的墓主同属于中原人，他们的区别是南北向墓葬比较集中的分布在墓地的南端，而东西向只

随葬带钩的墓葬散布在墓地中。根据上文分析的北部青铜武器多而南部铁武器多的现象看，

南北向墓葬晚于按照当地的墓葬朝向来埋葬只随葬带钩的墓。这说明较早到来的中原人还只

能按照当地的习俗埋葬。当中原人大规模到来时，他们才能按照自己的葬俗埋葬。第二种情

况的墓主人很可能是北方人使用了中原的带钩。首先 M39 葬在第三群女性集团中，这是外来



人口很难做到的；其次 M58 有殉牲，在毛庆沟墓地有殉牲的墓葬仅有 16 座，应该是北方人

中具有浓重的游牧特点。M58 随葬有 2 件带钩、1 件墓地唯一的戈以及青铜短剑。很可能这

名武士偏好中原的装束和武器。根据这些分析可以看出，随葬中原带钩的墓葬可能既有北上

的中原人也有当地的北方人。 

总之，毛庆沟墓地的东西向墓葬按性别集中分布，并且同一墓群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例

如武士阶层。他们的随葬品比较丰富。儿童墓位于墓地边缘。这种以年龄和性别划分的社会

结构似乎是一种兵民结合的社会，武士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说明这时战事频繁，能够保卫

自己的领土的人是受到社会尊重的。南北向墓葬的随葬品贫乏，应该是外来居民刚来到一个

新的地方还没有占据一个有力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为了保留自身的传统。这些外来人的社会

结构与当地人不同，个体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 

二、其他旁证 

毛庆沟墓地两种墓葬反映的不同人群的社会结构在目前发表的资料的情况下可以找到

一些旁证。与毛庆沟东西向墓葬社会结构的有崞县窑子墓地，与该墓地南北向墓葬相似的有

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墓地。 

１崞县窑子墓地 

这个墓地4位于蛮罕山北麓石人湾沟北侧的台地上，东南距毛庆沟墓地约 40 公里。墓地

所在台地北高南低，东西长 150 米，南北宽约 120 米，墓地严重破坏。墓葬分为北、西、东

三组，每组墓葬相对集中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台地上（图四）。1983 年发现并发掘墓葬 19 座，

清理残墓 6 座，征集墓位不清的 6 座墓的随葬品，共计 31 座墓葬。发掘与清理的 25 座墓葬

均为土坑墓，没有葬具，大体呈东西向，墓葬间没有发现打破或叠压关系。能够鉴定年龄性

别的有 20 座墓，占发掘清理墓葬的 80％。从墓葬的性别分布看，也有同一性别集中埋葬的

现象。最北面的第三台地集中女性墓群有 4 座（M4，9，17，18），西边的第二台地是男性

墓群有 6 座（M1，11－14，16），东南的第一台地是女性墓群 4 座（M7，8，19，20）。随

葬品中没有金属武器，最有特点是陶器，几乎每一座墓都随葬一件陶器。陶器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有纹饰的，一类是素面的（图五）。只有最南边的M1，M10，M20，M21, M22 是有

纹饰的，在它北面的所有墓葬都随葬素面陶器。如果陶器的纹饰与家族的分布是相近的，那

么从陶器分布可以看出墓葬的埋葬位置是关系相近的按照性别埋在一起。 

2 伊沃尔加墓地 

与毛庆沟相近的中原人的墓地有将军沟5等，但是尚未发表详尽资料。我们从资料发表

比较完整、能够作为旁证的只有与之时空都有很大差别的匈奴时期位于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

尔加墓地6。 

墓地位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乌兰乌德市西南的低矮沙丘的缓

坡上。沙丘的南边是色楞格河的左岸。伊沃尔加小河在沙丘北面流过。沙丘近长方形，160
×130 米。墓地发掘区在沙丘的西南，最东到 M207-M216 这条边线就没有墓了。整个墓地

由 M188 至 M167 之间这条从北向男的线分为西部和东部，墓葬大多集中在墓地西部，3000
平方米内有 183 座墓；而东部的 4000 平方米内只有 33 座（图六）。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首

先发掘了这里的城址，1956 年发现了位于这个城东北 440 米的墓地。此后对这个墓地进行

了 7 个季度的工作，直到 1970 年。发掘了 8000 平方米，216 座墓葬。 

这个墓地的墓葬主要是土坑墓，还有 6 座没有墓坑的墓葬。土坑墓为长方形墓穴，15
－255 厘米深，单人葬为主（189 座），26 座多人葬（2 人和 3 人），其中有 18 座是成人与儿

童的，8 座是两个成人的。土坑内有木质葬具或是无葬具的，还有极少的石制葬具。这个墓



地没有典型的匈奴特点的积石木棺墓。在发掘的 216 墓中有 244 具人骨，195 个成人，49
个未成年。成人中能够鉴定性别的人骨有 64 具（包括有问号的），约占全部人骨的 26％。

尽管鉴定的比例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从墓葬的分布看，全部土坑墓呈西北至东南向排列。从性别分布看，没有发现有男性墓

葬与女性墓葬集中分布的现象，也就是说，男性与女性墓葬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墓地的。而且

还有一男一女并排埋葬的现象，报告中列举了 5 对：93 和 100；101 和 102；119 和 120；134
和 138；189 和 190（但是查墓 葬登记表可知 101 和 102 都是男性）。 

从随葬品的组合与质量和数量看，随葬品分为食物、工具、武器和服饰四类。男性以武

器为特点，女性以工具为特点。发掘报告根据随葬品的不同种类，将墓葬可以分为不同的等

级。男性最高的社会等级表现在食物、腰带装饰、武器和墓穴深度方面。女性最高等级的墓

葬有动物纹铜扣、铜环和动物纹铜牌。但是我们对随葬品组合的分析发现，有些没有武器的

墓葬中陶器却很丰富。这个墓地统计的 138 座中有 82 座随葬陶器，占全部墓葬的 60％，最

多的一个墓随葬 7 件。其中没有随葬武器的男性墓 M120、M155、M189 分别都随葬 7 件、4

件和 4 件陶器。而且 M155 出土一件卜骨。这些现象说明没有武器随葬的男性墓未必都是地

位低的表现，他们很可能具有武士以外的其他身份，并且也具有一定的财富。 

伊沃尔加墓地的社会结构与毛庆沟墓地的南北向墓葬相同，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社会

单位。所不同的是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等级，这与伊沃尔加墓地的年代有关，它的年

代大体相当于西汉中晚期，比毛庆沟墓地至少晚 200 年，自然社会更加发达，分化更加明显。 

三、讨论 

通过以上对毛庆沟墓的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种墓葬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东周时期，中

国北方与中原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家庭结构。北方文化的墓葬有按着性别或年龄集中埋葬

的现象，说明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中存在着性别和年龄集团，个体家庭尚未成为主要的家庭

形式。中原居民墓葬的男性与女性分均匀分布的，还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夫妻并排的墓葬。

这种男女性别的分布反映出个体家庭是当时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毛庆沟随葬带钩的墓葬有些是东西向墓葬，有些是南北下墓葬，反映了中原居民北上

后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早期是采用当地的东西向方式埋葬，后来使用了自身传统的南北

向的埋葬方式。到了匈奴时代，中原文化的影响到达匈奴帝国分布区，在伊沃尔加墓地我们

看到了与毛庆沟南北向墓葬相似的男女并列的墓葬。而同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德雷斯图伊墓地
7则是典型的匈奴墓葬。 

同在凉城地区的崞县窑子墓地与毛庆沟东西向墓葬一样，都有按性别与年龄埋葬的墓

群（崞县窑子墓地不完整，所以在发掘区内没有见到儿童墓葬）。毛庆沟墓地明显的表现出

具有短剑等武器的男性聚在一起，崞县窑子墓地南北分为有绳纹与素面陶器两大类，说明在

按性别区分后还按职业或是血缘的亲疏集中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大体同时的毛庆沟与崞

县窑子墓地仅相隔 40 公里，但是毛庆沟有许多金属武器，而崞县窑子没有一件武器，只有

1－2 把残破的青铜刀。这是否说明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的各部族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或各

自的社会责任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总之，毛庆沟墓地的两种墓葬的研究反映了东周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中原居民的北上

与文化的融合、中原与北方居民各自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北方居民内部的相互差异。这

正是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中大变革的一个缩影。 

对墓葬资料进行研究是考古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由于这种方法在考古中的特

殊位置，所以它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在整个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领先的位置。一本好的墓葬发



掘报告是我们不断深入研究和更新原有研究的基本素材。这里体现了“考古资料是永恒的，

而人们的认识则是不断变化和深入的”道理。《毛庆沟墓地》就是这样一本发表资料比较全

面、可以不断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考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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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s reflection from two kinds of burials in 
Maoqinggou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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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oqinggou cemetery was located in Liangcheng County, Inner Mongolia, dated back to the E

a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cemetery, there are 2 kinds of burials, east orientation and north orientation 

in which buried the dead of local people and Central Plain people respectively. The distribution of age, s

ex and funeral objects of Maoqinggou shows that the burials of different orientation represent two family 

patter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there are age and gender groups and male groups were warrior groups in

 east orientation burials, and there is nuclear family in the north orientation burials. Guoxianyaozi cemet

ery, near Maoqinggou and with the same date, is the same distribution pattern with east burials, and Ivol

ga cemetery in the Trans-Baikal in the Xiongnu period is the same distribution with north burials of Maoq

ing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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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毛庆沟墓葬分布图 
 



                                                                                                                                                               

 
 

图二  毛庆沟墓地第一群墓葬随葬品 
 
 



                                                                                                                                                               

 
图三 毛庆沟墓地第二群墓葬随葬品 

 

 
 

图四 崞县窑子墓葬分布图 
 

 
图五 崞县窑子两种陶器 

 
 



                                                                                                                                                               

 
 

图六 伊沃尔加墓葬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