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威石城山出土西夏卜骨考证 
 

孙寿岭  于光建 
 

摘  要：通过实地考察，文章对武威西营石城山发现的卜骨断代问题提出了质

疑，笔者认为此次石城山出土的卜骨是羊胛骨，其时代属性应该是西夏羊胛骨卜骨，

而非媒体和有关专家认为的新石器时代卜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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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山位于武威城西三十公里的西营河口南侧，亦名石城关。东临西营头沟，南靠逃军

沟，西依西营二沟，北伴西营河。因山上有自然形成的石城而名。山势险峻，鬼斧神工，易

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石城山在西夏时期叫做西峡谷，是六谷之一。现在还有老人叫西夏谷，说它是西夏国的

军事堡寨。西夏为了防御六谷吐蕃的入侵，曾在石城山上筑寨设堡，砌石垒垛，驻兵扼守。

山上山下寺庙林立，天城寺、泰宁寺、娘娘殿、龙王庙、财神阁、黑虎殿、营盘城、闇门栅

子、阴抓栅子等遗址犹存。 

山坡上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片、汉代灰陶片以及西夏黑釉、白釉瓷片、碗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关石城的战争故事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如杨家将被困石城山、卧

马摇铃、白狗驼水、后山逃军等。杨家将虽然未曾到过河西地区，但从传说中道出了历史战

争的时代痕迹。 

2009 年 7 月，西营乡村民在石城山中修建财神阁平整地基时，出土了一批牛羊骨骼和

其他动物骨骼，抛弃于山坡上。松树乡退休干部李忠文先生领着孙子去石城山游玩，在财神

阁前发现堆积着牛羊等动物骨头和羊胛骨卜骨。李先生是一个文物爱好者，他给博物馆捐交

过不少文物及标本，博物馆聘请他为田野文物保护员——博物馆之友。因此，李先生有一定

的文物保护基础知识，于是他将这批抛露于野外的卜骨收集在一起，进行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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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长 18.5 厘米，有六个炙灼孔；2 号微残，长 18.8 厘米，有 5 个炙灼孔；3

号残，长 14 厘米，有 3 个炙灼孔；4 号残，有 4 个炙灼孔，其余均甚残，有一孔，炙

灼痕明显。 

 

2009 年 7 月 29 日《兰州晨报》等新闻媒体以《甘肃武威发现新石器时代占卜祭祀遗

物》为题作了报道。
1 笔者获悉后，找李忠文先生了解相关情况，立即赴石城山考察。到了

山前，远远望见雄伟壮观的“城墙”横空出世，真似人工建筑。“城墙”上还残留古代兵将

垒砌的石头防卫垛口。到了财神阁，发现财神阁前后有一层层的草木灰，里面夹杂着西夏时

期的黑、白釉瓷片及鸡心瓷碗底。不多时，我又在灰层中捡到了一件残羊胛骨卜骨。 

通过这次考察，笔者认为这批羊胛骨卜骨不是新石器时代的。首先从质地看，所有卜骨

白净光亮，密度大而质重，无早期的变质、皱裂、朽糠、石化现象。地面中也夹杂有一两片

四五千年前的动物骨骸，已经糠腐皱裂，如同朽木，一看就清楚这是早期扰乱后掺杂于灰层

中的，在这里还有人捡到过铜、铁箭头。此外，这批羊胛骨卜骨发现时所在的文化堆积层来

看，这批卜骨所处的灰层中，还有黑釉、白釉等西夏瓷片同时存在，处于同一文化层。通过

现场勘查，笔者认为李忠文先生在此处捡到的卜骨应该是距今八百多年前的西夏羊胛骨卜骨，

而非媒体所报道的新石器时代卜骨。 

据史金波先生《西夏社会》

一书，文物工作者曾在陕西

靖边县的西夏夏州古城遗

址　　白城子发现过一残

片羊胛骨卜骨。
2
武威石城山

是继陕西白城子之后发现

西夏羊胛骨卜骨最多的又

一重大遗址。 

党项人是西夏国的主

体民族，是一个崇拜鬼神的

民族，把一切灾祸、疾病都

归咎于鬼神，把一切吉祥富

贵都归结为天和神的佑护

和赏赐。随着党项人的内迁，

其宗教信仰的内容也不断

增加，他们将很多难以理解

的自然现象归之于鬼神，并

且盛行占卜，崇尚巫术。鬼神崇拜、多神信仰伴随于西夏兴亡的整个过程，而与之相应的巫

术在西夏境内十分盛行。所谓“笃信机鬼，尚诅祝”。
3 通常“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

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
4
为了趋吉避凶尽量找出一种办法来卜吉凶，避

祸召福，这就产生了巫术和占卜。因此党项人盛行卜术，包括出兵打仗这样的军国大事，在

出征前都要先占卜吉凶，看是吉还是凶，吉兆则可行，凶兆则不行。 

为此，西夏立国后，在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置“卜算院”，专门派遣一两名官吏管理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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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以外的民间宗教信仰，仪式事务，各地方也设置有卜算。
5 西夏政府任命的巫师称为“官

巫”。占卜是巫术的又一职能，其目的是问凶说吉，解决疑难。占卜在党项人的社会生活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深深影响到西夏国家决策政令的通行，

特别是军事作战行动。 

据史书记载，西夏人出兵打战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以预测战事吉凶。其方法有四种：一曰

“艾勃焦”，即用艾草炙烧羊胛骨，以灼裂的纹路判断吉凶。关于此种占卜方式，宋代科学

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又有详载：“西戎(党项)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

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

位也。近傍处为客位。”
6
第二种叫做“擗算”，即在地上劈竹子，计算数目以定吉凶。第三

种是“咒羊”，即在夜里牵来一只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焚烧谷火，第二天一早杀羊，羊

肠胃通畅预示吉利，羊心有血则意味兵败，这种方法即为《梦溪笔谈》所载之“生跋焦”，

曰：“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

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第四种为“矢击弦”，即用箭杆敲击

弓弦，以其发出的声音判断胜负和敌至之期。
7 除此以上四种外，还有“立卜石念密咒”的

石卜法。这些方法都显示了党项民族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风俗，也是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产物。 

甘肃武威西营乡石城山发现的羊胛骨卜骨，正是用艾草炙烧来判断出兵打仗、守城吉凶

祸福的，即“艾勃焦”。这些占卜胛骨实物材料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夏宗教信仰、军事占卜，

乃至意识形态都具有及其重要的资料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   武威 7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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