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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的金、铜马形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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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方地区出土的马形牌饰，过去常被定为春秋时期的匈奴遗物。实际上应是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鲜

卑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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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春秋》2002 年第 4 期发表了一件金马饰（图一：1），据报导是 1986 年在河北赤

城县马营村村民割草时发现的。同出还有绿松石珠和骨管的串饰，估计是墓葬所出。李树涛

撰文介绍此器时说是“春秋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金马佩饰”，1他大概是根据了《中国青铜器全

集 15·北方民族》图版一五六的居中一件铜牌饰与此形状相似，据郭素新写的说明，将其

定为春秋晚期，并注明是 1974 年在鄂尔多斯征集的。2而田广金、郭素新合著的《鄂尔多斯

式青铜器》一书中已收入此件牌饰（图一：2）。3实际上，田、郭两位对这种牌饰的年代判

定是不正确的。《文物春秋》同年第 6 期乔梁撰文将此器和 1983 年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出

土的 2 件金马饰和 1 件铜马饰比较（图一：3-5），4认为马营村金马饰的“年代及性质应当

同三道湾墓地同类饰牌相一致”，改定为东汉晚期至魏晋阶段的鲜卑遗存。而且，文中还强

调了这种饰件既不是带饰，也不是悬挂的佩饰，而是连缀在衣物或其它物体上的饰牌。5这

些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 

 应该指出，形制相同的马饰牌，已经发现的不止这两处，先将已发表图象者按发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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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列举如下： 

 1956 年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墓地出过铜的（图一：7）6 

 1979 年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泽林大队二队的土洞墓中出土 1 件铜的（图一：17）7 

 1990 年在吉林大安县后宝石墓地出土过 3 件铜的（图一：8-10）8 

 1990 年在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 M1 出土过 1 件金的（图一：6）9 

 1990 年在河北滦县塔坨墓地 M1、M11 出土过 2 件金的（图一：11、16）10 

 1998 年在内蒙古商都县东大井墓地 M4 出土过 1 件金的，只残存上部小马。11 

 此外，目前所知曾出土类似马形饰牌的地点，还有 2 件出自内蒙古哲里木盟（其中一件

确知在开鲁县的福兴12），1 件出自青海海南蒇族自治州共和县，131 件出自内蒙古四子王旗

井滩古墓，14见于著录而出土地点不详的还有赛克勒早年在中国收购的 4 件铜的（图一：

12=15）15 

 综观以上各例，马的造型似乎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单匹的马，除马营村外，只有善

家堡 M1。其他的都是大马背上附一小马。不过善家堡那件简报没有说明尺寸，所以也有可

能是像商都县东大井那样是残存的大马背上的小马。所以乔梁在他的论文中对马营村的那件

单匹马也产生怀疑：“究竟是原器就是如此，还是有所改变。……希望收藏者注意观察。”不

能说没有道理。无论大马还是小马，前额都有一突出的菌状物。乔梁认为这样的动物是自然

界不存在的，所以推测是拓跋鲜卑南迁时先行导引而使部众走出九难八阻的神兽。实际上，

从写实性质较强的西岔沟出土的一件来看，此菌状物并不很大，位于竖起的马耳之前，完全

可以理解为前额的鬃髻。武威晋墓中出土的铜奔马，16耳前的额部也有一束如火炬状的突出

物（图二：1）。顾铁符以为是肉角，17而胡平生说：“骑手或驭者常把马头顶的这缕鬃发细

心梳理，巧为妆扮。”并举例说明在出土的秦汉时代的铜马、陶马及壁画中，马匹的这缕鬃

发有各种形式。18胡平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补充的是，在辽墓壁画中的马，常常表

现把前额的鬃发扎成辫形，向前伸出颇长（图二：2）如果把扎绳上移，使辫稍加长而散开，

则可成为鲜卑马饰牌前额鬃髻的式样了。三道湾 M15 出土的金马饰牌在额头的菌状物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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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和颈上鬃毛周缘表现手法相同（参看图一：5），赛克勒收藏的 V-7043 也是如此（参看图

一：12），可见菌状物确是鬃毛构成。而且，拓跋鲜卑历经九难八阻到达匈奴故地，是东汉

后期的事。西岔沟墓地从发现的铜镜来看，主体部分应属西汉中期，最晚不过西汉晚期。因

此把额有菌状物的马解释为拓跋鲜卑历史传说中的“神兽”，在年代上是不能成立的。如果

我们把这种马额上的菌状物，作为鲜卑特定的鬃髻式样，而和同源于东胡的契丹鬃髻式样作

历史的联系，显然合理得多。 

 从比较这些马形牌饰的形状可以看出，这种有很强传统性的造型，大概是反复翻制之故，

产生种种变形。大马背上的小马变形尤其严重。以致像滦县塔坨的简报把大马背上的小马都

看成了“走兽”。 

 过去，出有这种带菌状鬃髻马饰牌的遗存，每被定为匈奴遗存。如西丰西岔沟、19青海 

互助县泽林墓（包括出相同牌饰的共和县的发现）、20吉林后宝石墓。21这是因为研究者对北

方地区的动物纹牌饰了解不够深入，见到汉代以后的动物纹牌饰往往以为是匈奴的。实际上，

从这种马形牌饰的共存牌饰看，它常与相随的二—三只站立的鹿牌饰、单只的屈足鹿牌饰伴

出。这三种牌饰在已可确知的匈奴墓中都是不存在的，而在现在考古界公认的鲜卑墓中，每

有三鹿纹牌饰发现，例如 1959 年在札赉诺尔墓群中发现四件、221986 在该地的 M3002 中又

发现一件。23而金的这种饰牌也见于辽宁义县的慕容鲜卑的石椁墓中。24由此可知，我们可

以基本上把这种马形饰牌作为鲜卑遗存的一种代表性器物。在目前已发现马形饰牌的诸墓地

中，只有西丰西岔沟墓地因为出土很多西岔沟型铜柄铁剑而肯定不是属于鲜卑遗存。“西岔

沟墓地的文化属性和族属，应留待正式报告发表而弄清遗存全貌后再行讨论。”25但现在可

以肯定的是，该墓地和老河深墓地一样，受到鲜卑文化的影响。 

 作为鲜卑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的马形牌饰出现于青海，应该和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有

关。《晋书·吐谷浑传》记载, 吐谷浑部先西附阴山, “属永嘉之乱, 始度陇而西”，则这种

马形牌饰应该是在晋末之后才能分布到青海地区的。所以原先把青海出这种牌饰的墓定为汉

墓是不对的，年代应改定为公元四世纪初或更晚一些。 

 青海出土的这种马形牌饰的一个特点，是马腹之下有明显的一对马镫。上世纪八十年代，

丰洲在简报报导它是出于东汉匈奴墓的背景下，认为“青海出土的东汉马镫比长沙西晋的单

镫要早一、二百年，比南京象山所出土的双侧马镫的时间距离还要长些。中原内地的马镫的

使用，看来是在斯基泰——匈奴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26我们现在已经确知这件有双马镫

的牌饰，应该是永嘉之乱（公元 311 年）以后之物，则肯定比长沙永宁二年（公元 302 年）

西晋墓出土的马鞍左侧有单马镫的骑马俑27年代要晚。但是，双马镫的出现年代，目前有明

确年代的只有北燕的冯素弗墓，据史载冯素弗的卒年，该墓不早于公元 415 年。28然而据共 

存器物可推定年代属东晋早期的，尚有南京象山7号墓的有双马镫的陶马俑，29辽宁朝阳1982
年在袁台子发掘的壁画墓中出的马镫实物，30等等。所以，就现有资料而言，我们不能断言

泽林出土的这件有双马镫的牌饰一定是年代最早的，但不能排除双马镫是草原游牧的鲜卑等

民族首先发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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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olden and bronze horse-shaped plate of Xian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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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lden and bronze horse-shaped plates that unearthed in north China were used to be 

regarded as the relics of Hidu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ut in fact these plates were the remains 

of the Xianbei nationality. 

Keywords: horse-shaped plate; Xianbei 

 

 

收稿日期：2004-06-26 

作者简介： 沄林 （1939-），男（汉族），福建闽侯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顾问，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