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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疆 早期鈇器的制作技术及年代学研究

陈建立

＿

、 弓
Ｉ言

近年来 ，
新疆出土数量较多汉代以前铁器制品 ， 有刀 、 锥、 钉 、 镰 、 斧、 铧 、 剑 、

镞 、 簪 、 镯 、 戒指 、 带钩 、 牌、 泡 、 马衔和马镳等多种制品 ， 但多为小件制品 。 与 中原

地区相比 ， 这批铁器年代较早 ， 数量较多 ， 是研究中 国冶铁技术起源问题的重要资料 。

关于新疆早期铁器的使用与发展面貌问题 ， 学界有持续讨论。 陈戈将从使用人工

铁器开始到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公元前后的汉代为止 ， 绝对年代从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至公元

前后定义为新疆早期铁器时代
？

， 指出新疆地区 自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左右进人早期铁器时

代
？

。 唐际根认为中国境内人工冶铁最初始于新疆地区 ， 时间约在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以前
，

即当中原的商末周初时期 ， 约当公元前 ８
？前 ６ 世纪即中原的春秋时期 ，

新疆地区铁器

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
？

。 赵化成提出公元前 ５ 世纪 中叶以前中国人工铁器主要出土于包

括新疆在内的中原地区偏西的地区
？

。刘学堂最先认为新疆在公元前 ２０世纪与公元前 １ ０

世纪之交进人了早期铁器时代
？
并于 ２０ １ ７ 年提出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以前 ， 安德罗

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成员 ， 在向天山地区迁徙过程中开始冶炼铁器 ， 冶铁技术最早在伊

犁河流域普及开来 ；
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时 ， 人工冶铁技术断续地向东传播 ， 经天山

通路 ， 传播到甘肃 ， 继而东传 ， 公元前
一

千纪初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
？

。 孙危推测是吐

火罗人的东迁 ， 把铁器从西亚经欧亚草原带到中 国西北和中原地区 ， 晋国的冶铁技术

应该是在吐火罗人的影响下产生的
？

。 ２００７年韩建业提出公元前第二千纪末期新疆进人

早期铁器时代偏早阶段 ， 公元前第
一

千纪中期进人早期铁器时代偏晚阶段
？

。 ２０ １ ８ 年 ，

韩建业又进一步指出 ： 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东汉以前的早期铁器至少有 ６００ 多件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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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少数可早到约公元前 １ ５００
？前 １ ０００ 年 ； 新疆的铁器技术当为从西方传人 ， 并进

一

步

东传至内地 ；
新疆的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左右

，
以北疆地区的游牧化和

南疆地区彩陶文化中游牧色彩的显著增加为标志 ；
至约公元前 ５０ ０年 ， 进入新疆早期

铁器时代后期阶段
？

。 王炳华认为公元前
一

千纪中叶之后新疆进人了铁器时代
？

。郭物通

过分析新疆古代墓葬中和随葬品共存的铁器 ， 虽然发现新疆至今仍然没有发现年代明

确在公元前 ９世纪的铁器 ， 但认为新亚述帝国的扩张可能促使了冶铁术 自小亚地区的

扩散
，
这个扩散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中传入新疆

？
。

然而新疆地区出土铁器小件器物较多 ， 且锈蚀严重 ， 仅有很少一部分进行了金相

学的研究 。 潜伟等利用金相分析方法对焉不拉克墓地和克里雅河流域等地出土部分铁

器进行检测 ， 指出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是新疆早期铁器制作的主要工艺 ， 也发现有少

量铸铁制品 ， 如在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遗址发现的公元前 ２ 世纪的铸铁锅
，
证明中原

的铸铁技术传人了新疆
？

。 陈建立对伊犁尼勒克 、 特克斯地区和哈密巴里坤等地出土铁

器进行了金相组织鉴定与年代学研究 。 尼勒克穷科克
一

号墓地 、 穷科克二号墓地 、 萨

尔布拉克沟 口墓地 、 吉仁托海墓地 、 别特巴斯陶墓地和乌图兰墓地出土铁器系采用块

炼铁或块炼渗碳钢锻打而成
，
特克斯恰甫其海墓地出土铁器有两种材质 ， 部分样品为

块炼铁或块炼渗碳钢锻打而成 ， 可能年代较早 ， 而部分样品为铸铁脱碳钢制品 ， 年代

较晚
？

。 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铁器的材质有块炼铁 、 块炼渗碳钢和铸铁脱碳钢 ，
其年

代为战国晚期一西汉时期 ， 铸铁脱碳钢制品是中原系钢铁技术西传的证据之
一

？
。 由此

可知新疆出土早期铁器的制作技术以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为主 ， 公元前 ２ 世纪以后 ，

陆续出现铸铁和铸铁脱碳钢 ， 证明中原的铸铁及生铁制钢制品传人了新疆地区 。

尽管鉴定结果为研究新疆早期铁器的发展提供了科学资料 ，
但由于分析铁器数

量有限 ， 目前尚无法建立起新疆地区早期铁器制作技术发展序列 ， 存在的问题在于 ：

① 大量早期铁器的绝对年代问题仍需梳理 ； ② 制作技术体系的构建不清晰 ； ③ 冶铁遗

址调查及相关研究不充分 。 目前已在尼勒克 、 民丰 、 库车和乐浦等地发现不少冶铁遗

址及遗物 ， 但对关于矿冶遗址调查及冶炼技术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 。 韩汝扮、 白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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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早期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年代学研究 ？４ １ ？

建议尽早对新疆地区出土铁器的制作技术 、 年代序列 、 传播和交流等问题进行年代学

和冶金学的系统性研究
①

。

本文大致以察吾乎文化 、 焉不拉克文化 、 苏贝希文化和伊犁河流域文化四种考古

学文化为基础
＠

， 讨论新疆早期铁器问题。 这四种文化都普遍使用铁器 ， 主要为小件器

物 ， 种类有刀 、 锥 、 钉 、 镰 、 斧 、 铧 、 剑 、 镞 、 簪 、 镯 、 戒指 、 带钩 、 牌 、 泡 、 马衔

和马镳等 ，
数量众多 。 为叙述方便

，
本文参照这

一划分标准 ， 对新疆早期铁器按这些

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进行总结 ， 无法归入这些地区的按其他地区进行处理 ， 以

研究新疆早期铁器的出土情况和年代问题 。 可能该分类存在有待证实 、 补充和修正之

处 ，
但也是最为简单的方法 ，

特此说明 。

二 、 新疆出土早期铁器情况

（

一

） 东天山地区 （ 以焉不拉克文化为主 ） 出土早期铁器

本文东天 山地区是包括哈密盆地 、 巴里坤和伊吾县
一

带天山东段南北两麓地区 ，

早期铁器时代以焉不拉克文化为主 。

哈密三堡乡焉不拉克墓地出土７件铁器 ， 包括刀 、 剑 、 戒指和残铁块
？

。 其中 Ｍ３ １

出土铁刀 １ 件
，
为多人葬 ， 并有扰动 。 Ｍ７５ 出土铁戒指 、 铁剑残件等 ３ 件铁器 ， 该墓

结构较为特殊
，
同一墓穴内有两墓室 ，

铁器出 自上层墓室 ， 从清理的人骨分析 ， 该墓

原来至少葬有 ９人
，
同样存在扰动 。 已发表焉不拉克墓地

１ ４

Ｃ 数据十余个 ， 经树轮校正

以后墓葬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 １７ 世纪 ， 下限略晚于公元前 １０ 世纪 。 其中出 土铁器的

Ｍ３ １ 棺木经
１４

Ｃ 测年 ， 结果为距今 ２９ ８０ 年 ±５ ５ 年 ， 但是对该墓地进行
１４

Ｃ 测年时多采

用棺木标本 ， 可能年代偏早。 如 同一批数据 中的三类墓中采用芦苇和木头的年代数据

就差了１ ０００ 多年 。 哈密黄田庙尔沟墓地出土小铁刀和双刃刀 ， 推测为公元前 ６００
？前

①韩汝扮 《 中国早期铁器 （ 公元前 ５ 世纪以前 〉 的金相学研究 》 ， 《文物 》 １ ９ ９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８７
＿

９６ 页 ； 白云翔

《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 》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② 张玉忠 《新疆考古述略 》 ， 《考古 》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 第 ４８７４９０ 页 。 对于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 ，
严格意义

上应当指张骞通西域以前新疆地区出土的铁器 。 但内地和新疆的交流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即已出现
，
而史书所

载张骞通西域的事件 ， 在一般的考古材料中反映并不很明确 。 进人东汉以后 ， 新疆大部分地区的中原文化因

素才显著起来 ， 因此 ， 早期铁器时代出土的铁器主要是东汉以前的铁器 。 本文的区分主要按照地域以焉不拉

克文化 、 苏贝希文化 、 察吾乎文化 、 伊犁河流域文化及新疆其佘地区来划分
，
如哈密附近地区的东天山地区

大多数铁器就归在焉不拉克文化中 ；
吐鲁番盆地及其周 围地区的天 山中部地区出土的铁器则被纳人了苏贝希

文化范畴
；
天山南麓及塔里木北缘地区以察吾乎文化为主的铁器被纳人察吾乎文化范畴 ， 伊犁河流域地区的

铁器归为伊犁河流域文化。 本文是选定新疆地区作为考察对象 ， 考察其区域内的文化面貌 ， 所以地区选择的

条件不必具有内在的文化联系 。

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 、 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 《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 》 ， 《考古学报 》

１９ ８９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５０
－

３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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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００ 年
①

。

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墓地的随葬品丰富 ， 出土文物近千件
，
以 陶器和木器为主 ，

纺织品次之 ， 另有铜器 、 铁器 、 骨角器 、 石器 、 金器和皮革制品等 。 艾斯克霞尔南墓

地有铁器出土 ， 是一处属于焉不拉克文化的遗存 ， 时代上可能要晚于艾斯克霞尔墓地 ，

与焉不拉克相当或稍晚 ，
属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

②
。

巴里坤湾沟墓葬出土有铁器
？

， 但具体信息不详 。 哈密黑沟梁一号墓地出土少量铁

器
， 其下限不晚于汉代 ，

Ｍ
Ｃ数据显示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８

？

前 ５世纪 ， 但出土铁器墓

葬没有
１４

Ｃ 数据
？

。 经过调査和发掘的东黑沟遗址为西汉前期游牧文化聚落遗址
？

，该遗

址出土铁器 １０余件 ，
经金相组织分析锻打而成

？
。 伊吾峡沟墓地出土铁刀 １ 件 ， 可能为

战国时期
？

。 伊吾县托背梁墓地出土铁刀 ９ 件 、 短剑 １ 件 、 镞 ３ 件 、 铁泡 ３ 件 、 带钩 ２

件 、 铁锥 ２ 件 、 铁环 ６ 件和残铁器 １ 件 ， 其年代上限应晚于距今 ２５００ 年
，
如 Ｆ １ 羊骨

年代为距今 ２３６５ 年 ±２５ 年 ， Ｍ １５ 人骨年代为距今 ２ １６０ 年 ±３０ 年 ，
Ｍ４ 人骨年代为距

今 １ ９４５ 年 ± ３５ 年 ？
。 罗布淖尔楼兰遗址平台墓地出土铁镞 ６ 、 耳饰 １ 、 残件 １

， 孤台墓

地出土残铁环 １ 件 ， 推测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

。

根据 目前考古学和
ｉ４

Ｃ 年代研究结果 ， 发现东天山地区以焉不拉克文化为代表的遗

址与墓葬出土铁器的年代需要进一步确定 ，
目前将该地区出现早期铁器的年代定在公

元前 ８
？前 ５ 世纪比较妥当 。

（
二

） 天山 中部地区 （ 以苏贝希文化为主 ） 出土早期铁器

本文的天山 中部地区包括吐鲁番 、 乌鲁木齐 、 昌吉及石河子等地市 ， 以苏贝希文

化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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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 ２００ ６
？

２００ ７年发掘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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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早期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年代学研究 ？４ ３？

鄯善苏 贝 希 （ 苏 巴什 ） Ｉ号和 ｍ号 墓地出 土多件铁器
？

， 其 中Ｉ号 墓地有刀

（Ｍ３ ：

４ ，Ｍ １ ０
：

６ ）、 簪 （Ｍ２：

４ ）、 泡 （Ｍ ｌ：１４ ）、 锥 （Ｍ ｉ ｌ ：

２６ ） 和残铁块 （ Ｍ ｌ：１４ ）

等
；
１号墓地出土１０ 件铁器

，
多光亮无锈 ， 有刀 、 针 、 镞 、 簪 、 牌和带钩等 ， 所出铁

刀在全国各地汉代墓葬普遍存在。 Ｉ号墓地 Ｍ３ 经
１４

Ｃ 年代测定为距今 ２ １ ６０ 年 ± ７０ 年 ，

经树轮校正后为战国末一汉代 ；
Ｍ８ 的

１４

Ｃ数据明显偏早 ， 系采集样品没有代表性所

致 ；
Ｍ １３ 尸床支角年代为距今 ２３ ９５ 年 ± ８０ 年 ； ＢＴ号墓地 Ｍ １ ５ 上层该墓的年代为距今

２２８０ 年 ± ８０ 年 ， 下层尸床年代为距今 ２４８０ 年 ± ８５ 年 ， 推断苏贝 希遗址和墓葬的时代

应定为公元前 ５
？前 ３世纪。

鄯善洋海一号墓地出土铜铁复合带扣 １ 件 （ Ｍ５：４ ） ， 推测其年代为公元前 １０
？前

８世纪 ；
二号墓地出土泥塑吹风管 （ Ｍ２２ １ ０ ：３ ） １ 件

， 可能为冶炼鼓风用具 ， 出土铁

器数量很少 ， 主要是刀 （ Ｍ２６５：３ 、 Ｍ２４３：１ １
） ， 均长直柄 、 短刃 ， 另外在 １９８９ 年发

掘出土铁马衔 ， 但具体情况不明 ；
三号墓地出土铁器数量较多 ， 均为小件器物 ， 主要

有刀 （
Ｍ３ １９ ：９ ） 、 锥 （Ｍ３７６ ：６ 、

Ｍ３７６ ：８ ）、 带钩 （ Ｍ３３ ５：７ ） 、 衔 （
Ｍ３０ １：１

） 、 镞

和小杯 （ Ｍ３５ ９ ：５ ） 等 ， 年代为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至公元前后
？

。 发掘者将洋海墓葬分为

四期 ， 综合考察墓葬形制 、 器物类型 、

ｌ４

Ｃ 测年数据 ，
可将

一

期的绝对年代确定为公元

前 １ ３
？前 １ １ 世纪 ，

二期的绝对年代确定为公元前 １ ０
？前 ８ 世纪 ，

三期的绝对年代确

定为公元前 ７
？前 ４ 世纪 ，

四期的绝对年代确定为公元前 ３
？公元 ２ 世纪

， 即
一

、 二期

为青铜时代 （ 夏
一

西周 ） ，
三期为早期铁器时代 （ 春秋

一

战国 ），
四期为汉代 （ 考虑到

文化的连续性和不见汉式器物的情况 ，
四期也应属早期铁器时代 ）

？
。 凌勇等对洋海墓地

ＩＩＭ６５：

３铁刀进行了检测分析 ， 金相结果是低碳钢组织 ， 有铁素体与珠光体存在
？

， 可

能为块炼渗碳钢锻打而成 。

吐鲁番胜金店墓地的 ３ 座墓葬出土了
一

定数量的铁刀 ， 尽管发掘者认为这些墓葬

都属于苏贝希文化 ， 但最终根据
１４

Ｃ测年结果认为整个墓地都属于西汉时期 ，
同时推测

墓主是姑师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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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柴窝縣地出土包金铁块 、紐残铁块等
①

。 该墓地发掘墓葬 １８座 ， １７ 座属

于第
一类型墓葬 ， 有 ９座墓葬中出有铁器 ， 有些墓葬中的铁器比其他随葬器的总和还多 ，

能辨器形者有金泡 、 铁刀 、 铁镞 ， 墓地测 ３ 个
１ ４

Ｃ数据 ，
年代为公元前 １ ５

？前 １ ０世纪 ，

出有铁器的 Ｍｌｂ 的
１４

Ｃ测定年代为距今 ３００５ 年 ±８０年， 明显偏老 ， 此后又对新发掘的同

属一类墓的 ９３ＷＣＭ １ 进行
１４

Ｃ测年， 结果为距今２ １４３ 年 ± ９７年
，
经树轮校正以后为公元前

３６ １

？前 ３８ 年 。 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水库墓葬 ， 出土铁刀和铁锥等 ， 推测其年代为战国
一

汉代
②

。 另外乌拉泊农场场部旁墓葬 ，
出土铁器有包金铁泡 、 包金铁钩和铁镞等 ， 曾请文

化部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对 Ｍ ｌ 中的原木棍做
ｌ ４

Ｃ测定 ， 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

２６ １０ 年 ± １ ２０年
？

，但这个年代数据明显偏老 ， 系测年样品选择不当 。 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

拉沟和雨儿沟墓葬出土小件铁器 ， 主要为小铁刀及镞 ，
其中 ７７ＷＹＭ １ ８ 底部铺木缝隙中

出土铁镞 ３ 件 ， 西北角木椁外出土铁刀 １ 件 ，
Ｍ３８ 出土铁刀 １ 件 ， 其

１４

Ｃ年代约为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至公元前后
④

。 这个年代的上限与察吾乎文化年代上限
一

致 ， 下限则要晚于察吾乎

文化的年代下限。 因此 ， 阿拉沟墓葬应是与察吾乎文化同时并存和发展的
一种文化遗存 ，

它们之间的相同因素应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反映 ， 也许还具有某些更深层次的意义。

另外 ， 吉木萨尔大龙 口古墓葬 Ｍ ５ 出土铁锥 １ 件 ， 推测其年代为战国
一

西汉
？

；
米泉

区大草滩战 国时期石堆墓 ， 清理的 ４ 座墓中仅 Ｍ ｌ 出土铁器 ， 皆为小件 ， 因锈蚀过甚器

形和用途不明
？

； 吐鲁番艾丁湖墓葬出土７ 件铁器 ， 其中刀 ３件 、 镞 ３ 件 、 泡 １ 件
，
年

代为公元前 ２
？公元 １ 世纪

？
。 托克逊博斯坦墓葬出土铁环 １ 件 ， 年代为战国

一汉代
？

。

托克逊博斯坦墓葬出土铁环 ，
年代为战国至汉代 。 呼图壁石门子墓地出土刀 ２件 。

标本Ｍ５２：２
， 弧背弧刃 。 铜首

，
似一鹰形格里芬头部 ， 喙略下弯 ， 眼透雕呈圆形 ， 耳

部为长圆形的凹陷 。 造型简单 ， 有风格化倾向 。 长 １ ７ ．３ 、 兽首长 １
．
５ 、 刃宽 １ ．４ 、 厚 ０

．
４

厘米。 标本 Ｍ １７：１
， 直背直刃 ， 柄端有孔 。 残长 １２

．６ 、 厚 ０ ．
５

、 孔径 ０． ３５ 厘米 。 镞 １

件 （ Ｍ５ １：１ ） 。 双翼 ， 铜挺 。 残长 ４．４ 、 宽 １ ． ９ 厘米 。 发掘者认为该墓属于早期铁器时

代
，
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

？
。

？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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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 ， 第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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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 自 治州文管所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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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

疆队 、 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文管所 《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 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 》， 《考古 》 １９９０ 年第 丨０ 期 ，

第 ８８２－８８９ 页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吾乎一

一

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１９９９ 年 。

阜康市西沟墓地早期墓葬二区 Ｍ １９ 羊尾和铁刀并存 ，
Ｍ １ ４ 有带扣 ２ 件 、 残铁器 １

件
，
晚期墓葬有铁马具 。 墓葬可分为早、 晚两期 ，

早期墓葬为早期铁器时代苏贝 希文

化的遗存 ， 为公元前 ７
？

前 ４世纪 ， 晚期墓葬为 ７
？

８ 世纪
？

。

石河子南 山古墓葬出土３ 件小刀 、 １ 件铁簪和 ５ 件残铁器 ， 推测其年代为战国
一

汉代
②

。

沙湾县大鹿角湾发掘的 ６９ 座墓葬 中 ， ８６％ 的墓葬遭受不同程度的盗扰 ， 出土遗物

百余件 （ 套 ）。 按质地可分为陶 、 铜 、 铁 、 木 、 金 、 石器及皮制品 。 器类及其功能上 ，

随葬有刀 、 镞 、 锥 、 砺石等工具及武器 ，
有罐 、 壶 、 杯 、 镜 、 针 、 扣 、 磨盘等生活用

品 ， 有
一些墓主佩戴簪 、 项链 、 手链 、 耳环等装饰品 。 其中竖穴二层台墓类型墓葬底

部西北侧掏挖龛 ， 龛内随葬陶器 、 木盘 ， 木盘内置羊骶骨及铁刀 ， 总体上 ， 墓地年代

为春秋时期至汉代 ， 这也是竖穴二层台墓最重要的文化特征
？

。

根据以上考古资料的综合判定 ， 推测该地区出土最早铁器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８

世纪。

（ 三 ） 天山南麓及塔里木北缘地区 （ 以察吾乎文化为主 ） 出土铁器

主要分布于新疆中部 ，
范围较大 ，

北起天 山南麓 ， 南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

且末县 ， 东 自和静县 ， 西到温宿县。 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存主要有和静县察吾乎

一

、
二

、 四 、 五号墓地 ， 拜勒其尔墓地和哈布其罕墓地 ， 轮台县的穷巴克一 、 二号墓

地 ， 拜城县的克孜尔水库墓地 ， 库尔勒市的上户乡墓葬 ，
且末县的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

加瓦艾 日克墓地 ， 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及周 围墓葬 ， 温宿县的包孜东墓葬

等 。 它们在总体文化面貌上有很大的共性 ， 可统称为察吾呼文化同时也存在
一

定的差

别
，
按类型划分 ， 似可分为三种 ： 察吾乎类型 、 群巴克类型和扎滚鲁克类型

④
。

１ ． 察吾乎类型

经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多年工作 ， 和静县察

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 墓地材料分四期 ， 从 ２５ 个
１４

Ｃ数据看 ， 这
一

文化年代的上限超过公元前 １０ 世纪 ， 下限到公元前 ５世纪末或更晚
？

。

一

号墓地出土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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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较少 ， 如 Ｍ２０４ 出 土铁块 １ 件 ，
Ｍ２８３ 出土残铁刀 ，

Ｍ２０５ 出 土小铁刀 等 ， 其 中

Ｍ２０５铁刀系压在此墓之上的晚期墓出土 ；
二号墓地石堆墓出土铁器 ５ 件 ， 除 Ｍ２０３ 铁

环方 口杯和 Ｍ２ １ ６ 铁刀外 ， Ｍ２０ １ 、 Ｍ２ １ ８ 和 Ｍ２２３ 出土铁渣 （ 可能为镑蚀铁器 ） ， 其中

Ｍ２ １ ６分为上下两层 ， 中间隔 ５０ 厘米 ， 上层有牛 、 马和羊骨 ， 铁刀出 自此层
；
全面揭

露的四号墓地近 ２５ ０座墓葬中 只出 １ 件铁刀
， 出 自第一期墓葬 Ｍ９８ 墓室 内填土 中 ， 该

墓较小 ， 有马头坑 ， 内有马头 ２ 个 ， 为多次四人合葬墓 ；
五号墓地未出铁器 ；

三号墓

地出土铁器较多 ， 计 ２ １ 件 ， 有剑 、 镞 、 钉 、 镜 、 包金铁器等 ， 为东汉时期 。

和静哈布其罕墓地出 土铁耳杯 １ 件及诱铁块若干 ， 推测为公元前 １ 〇〇〇
？前 ６００

年
？

， 年代与察吾呼文化晚期相当 ， 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 。 和静拜其尔墓

地出土少量残铁块 ， 墓葬
１４

Ｃ 年代为距今 ２ １４３ 年 ± ９３ 年 ， 树轮校正以后约为公元前

４
？公元 １ 世纪

？
。 依开布鲁斯台沟 口墓地 Ｍ２５ 头骨处有铁簪 １ 件 ，该墓为竖穴石棺墓 ，

石棺西南部侧板外开有壁龛 ， 壁龛内见陶罐 、 铁刀和羊肉 （ 骶骨 ） 的组合 ， 属察吾呼

文化中晚期 ， 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
？

。

和硕县红山墓群随葬品丰富 ， 有陶 、 铜 、 铁 、 金 、 骨 、 木 、 石之属 ，
以陶器为大

宗 。 随葬陶器就其文化因素而言 ， 可分为察吾呼式和苏贝 希式两组 。 墓葬年代方面 ，

墓中所出带流器流 口 明显变短 ， 个体也向小型化发展 ， 与察吾呼文化第三期所出器物

表现一致 ， 其年代在公元前 ５
？前 ３ 世纪 ， 大致相 当于中原的战国时期

？
。

库尔勒上户乡墓葬出土４ 件铁刀 、 １ 件铁剑 、 ８ 件铁镞以及不明用途的 ３ 件小铁条

等铁器
，
锈蚀较为严重 ，

年代下限为汉代以前
？

。

因上述公布的所有
１４

Ｃ年代数据系采集棺木测定 ， 结果可能偏老 ， 另外察吾乎
一

、

二
、 四号墓地出土铁器的墓葬没有

１ ４

Ｃ 年代数据 ， 因而对其分期断代有较大影响 。 从铁

器形态上看 ， 察吾乎类型出土铁器年代可能不早于公元前 ８ 世纪。

２ ． 群巴克类型

轮台群巴克墓地出土铁器较多 ， 第
一次发掘出土数件小铁刀 ？

， 第二、 三次发掘时
，

Ｉ区 出土铁器有锥 、 刀 、 镰 、 短剑等 ， 其中 Ｉ Ｍ２７ 出土刀 、 锥 、 镰 ，
ｎ区所出铁器与 Ｉ

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和静县民族博物馆 《和静哈布其罕 １ 号墓地发掘简报 》 ， 《新疆文物 》 １
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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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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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同
？

。 从测得的 １ ３ 个
ｌ４

Ｃ 数据看
， 墓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 ９世纪前后到公元前 ５世

纪。 出铁器的 Ｍ２７ 棺木
１４

Ｃ 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 ２５５０ 年 ± ８ ０ 年 ， 经树轮校正以后约

为公元前 ９
？前 ５ 世纪末 。 温宿县包孜东墓葬群出土铁器较多 ，

有刀 、 钉 、 镞 、 带钩 、

牌和笄等 ，其年代为汉代
？

。 所以群巴克类型出土铁器的年代可能不早于公元前 ９ 世纪 。

３． 扎滚鲁克类型

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第一期墓葬没有铁器出 土
；
二期墓 葬中 出 土残铁剑

（Ｍ６４ ：３２ ） 、 铆钉 （
Ｍ２４Ｌ ：３０ ） 和铁戒指 （

Ｍ４Ａ ：３５：１） 各 １ 件 ， 这三座墓葬均为

单墓道长方形竖穴棚架墓 ；
三期墓葬出土铁器较多 ，

但大部分器形不清 ，
仅 １ 件铁针保

存完整 。 根据考古学和
１４

Ｃ 年代测定结果 ，

一期文化墓葬距今约 ３０００ 年
， 属于先且末国

时期的文化 ；
二期文化墓葬年代为春秋

一

西汉时期 ；
三期文化墓葬年代为东汉以后

？
。 加

瓦艾 日克墓地 Ｍ ｌ 第 ３ 层出土残铁器 １ 件 ，
Ｍ６ 出土木杆铁箭镞 １ 件 ， 从测得的 ７个

ｌ４

Ｃ

数据看 ， 年代在公元前 ８世纪至公元前后 ， 其中 Ｍ ｌ（ 
１４

Ｃ 年代为距今 ２３６９ 年 ±９２ 年 ）

等早期墓葬年代范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晚期至战 国时期 ，
Ｍ６ 等晚期墓葬年代可定

为东汉时期 ？
。

洛浦比孜里墓地的刀形土坑墓 Ｍ５ 出 土铁镰刀 ，
另外在独木棺墓和半原木式墓葬

中也出土有残铁器 ， 其中刀形土坑墓葬与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 、 洛浦县 山普拉墓地同

类墓葬较为一致 ， 推测刀形土坑墓葬年代为西汉 ， 其余墓大多在东汉至魏晋时期
⑤

。

总之 ， 扎滚鲁克类型出土铁器的年代可能不早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晚期 。

察吾乎文化是包含早期铁器较多的一种文化遗存 ， 其年代范围在公元前 １ ０
？前 ５

世纪前后 。 但是根据上述考古资料 ，
吕恩国指 出

“

当察吾乎文化发展到四期阶段 ， 尤

其是后段 ，
已进人铁器被使用的最初阶段 ， 即早期铁器时代

”？
， 所以 目前可 以肯定察吾

乎文化开始使用铁器阶段时间不可能早到公元前 １ ０世纪。

（ 四 ） 伊犁河流域地区 （ 以伊犁河流域文化为主 ） 出土铁器

新源巩乃斯种羊场汉代石棺墓出土可能是刀或剑等铁器 ５件 ， 出土部位多在人骨

腹部 ，
可看出器形者仅

一件刀 （ Ｍ３：１ ）
？

。 新源县七十
一团一连渔塘遗址出土铁器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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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破碎 ，
且镑蚀严重 ， 能辨认形状的有柱状残块 、 三角形铁片 、 小铁刀和带扣等 ， 遗

址时代上限为西汉末到东汉
？

。 铁木里克墓葬 Ｍ４ 出土１ 件铁钉 ， 上部为球形 ， 下部为

喇叭形圈足 ，用金箱包裹
？

。 黑山头墓葬出土 １ 件小铁刀
？

。 在别斯托别墓地发掘了３ 座

墓葬 ， 其中 Ｍ２ 出土铁器 ５ 件 ， 包括簪 １ 件 、 刀 ２ 件 、 残铁器 １ 件和镞 １ 件 。 经北京

大学加速器质谱
１４

Ｃ 年代测定实验室对这 ３ 座墓葬的 ４个木头和人骨样品进行年代测

定 ， 结果是 Ｍ ｌ 为距今 ２２４０ 年 ± ２５ 年 ，
Ｍ２ 为距今 ２２２ ０年 ±３ ０ 年 、 距今 ２ １８ ５年 ±３ ０

年 ，
Ｍ ３ 为距今 １ ０８０ 年 ±３ ０ 年 。 其 中 Ｍ３ 的数据明显有误 ， 其余 ３ 个数据均为距今

２２００ 年前后 ， 所测数据与对遗物特征的分析基本
一

致
？

。

特克斯县
一

牧场墓葬 出土小铁刀 ， 墓主为塞人
？

。 恰甫其海 Ａ 区ＸＶ号墓地 ７３ 座墓

葬出土２９ 件铁器 ， 其中 ４ 件不辨器形 ， 余有 ２４ 件铁刀和 １ 件容器 ， 据研究该墓地属

于塞 － 乌孙文化 ， 年代大致为公元前 ４
？前 ３ 世纪 ， 个别墓葬晚至东汉 ？

。 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 ２０ １０ 年对阔克苏西 ２ 号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 此次发掘了墓群中部的 ９３

座墓葬 。 这批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 、 竖穴偏室墓和竖穴石室墓 。 出土了铜器 、 骨器 、

陶器 、 铁器和石器等遗物 。 从出 土遗物和墓葬形制判断 ， 墓葬的时代差距较大 ， 分别

属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 其中早期铁器时代墓葬出土铁刀 ４ 件 。 在墓葬中采集

的木炭 、 人骨标本 ， 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
１ ４

Ｃ 年代测定实验室测定 ，
Ｍ ｌ 年代为距今

２３０５ 年 ±３ ０ 年 ，
Ｍ４７年代为距今 ２７６５ 年 ± ４０ 年

，
Ｍ ５９ 年代为距今 ２５ ０５ 年 ±３０ 年

，

Ｍ６９ 年代为距今 ２４６５ 年 ± ３ ５ 年 。 发掘者初步推断该两类墓葬属于早期铁器时代不同

人群 ，
年代在公元前 ８

？前 ４世纪
？

。

察布查尔索墩布拉克古墓群位于伊犁河南岸 ， 墓葬中陶器较为普遍 ， 有少量铁刀

和铁剑等铁器出土 ， 多为小件 ， 均锈蚀严重 ， 根据
１４

Ｃ年代和树轮校正结果 ， 判断这批

墓葬应是一处公元前 ５
？前 ３世纪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
。

昭苏县夏台 、 波马等处墓葬出土环首小铁刀和双刃铁短剑 ，
推测为乌孙和塞人

遗存 ⑨
。

尼勒克县哈拉图拜墓葬出土铁器 ３ 件 ， 除Ｍ３ 出土剑器形较为明显外 ， 余皆残断 ，

推测其年代为汉代以前
？

。 铁木里克沟 口墓地出土铁器 ， 其年代为公元前 ６？前 ５世纪

①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 《新骚新源县七十
一团一连渔塘遗址发掘简报 》， 《考古与文物 》 １ ９９ １ 年第 ３

期 ，
第 ５

－

１ ５ 页 。

② 新礓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 》， 《文物 》 １ ９８８ 年第 ８ 期 ， 第 ５９
－

６６ 页 。

③ 王明哲 《伊梨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 》 ， 《新疆社会科学 》 １ 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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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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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后
？

。 穷科克墓地绝大多数墓中都出土铁器 ， 器形 以铁刀居多 ，
但多镑蚀严重 ，

铁器多放在陶钵或木盆中 ， 或与羊距骨放在
一

起 ， 其中一件铁器长近 ２０ 厘米
， 从形状

推测可能是铁剑 ， 墓地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前后 ， 下限在公元前 ５ 世纪或更

晚 ？
。 吉林台古墓群发现数以百计的铁器 ， 初步观察 ， 这里的史前墓葬可分为早 、 晚两

大期 ， 早期彩陶发达 ， 晚期基本不见彩陶 。 早期墓葬 已测三个
ｌ
４

ｃ 数据 ， 均为公元前

１ ０ 世纪前后 。 ２００２ＹＮＱＭ０３ 是
一

座典型的早期墓葬 ， 出土彩陶和铁刀 ， 所测
ｌ４

Ｃ年代

为公元前 １ ２ 世纪前
？

，但对于这个年代判断应持谨慎态度 。 乌吐兰墓地早期铁器时代墓

葬位于此次发掘区的东南部 ， 共 ８ 座 ，
已公布的 Ｍ７ 两个墓室 内各 出土铁刀 １ 件

，
年

代稍晚于穷科克墓地 ， 为公元前 １ ０？前 ５ 世纪
？

。

从上述出土铁器墓葬的年代看 ， 伊犁河流域铁器的出现年代不早于公元前 ９世纪。

但值得注意的是 ， 目前在伊犁河流域文化的相关墓葬如昭苏萨尔霍布墓葬 、 尼勒克哈拉

图拜墓葬中 ， 出土的铜器和铁器在数量上是基本
一样的 ， 且铜器主要是装饰品 ， 铁器为

武器及刀 ， 它显然应该属于早期铁器时代而绝不应该属于青铜时代 ， 而且它也不像是处

于棚铁器时代的最起始阶段 ， 而是经过了
一

定程度的发展阶段
⑤

。 近年来在尼勒克县吉

仁台沟 口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 该遗址中存在着青铜时代晚期墓葬与早期铁器时代

墓葬打破遗址的现象
？

。 遗址中除了炼铜的相关遗物外 ， 还有铁器的出土 ， 有助于探索伊犁

时期早期铁器时代的源头与脉络。 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青铜时代晚期遗存的时间大概在公

元前 １６００
？

前 １ ０００ 年 ，
２０ １８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对遗址进行的第三次

发掘中 ， 发现几件铁块与较多的炼铁渣
⑦

， 是否存在该时期炼铁行为还需要进
一步探究 。

（ 五 ） 其他地区 出土的早期铁器

上述四个地区或文化类型并不能完全概括新疆地区铁器时代的遗存 ，
在帕米尔高

原 、 昆仑山北麓及阿尔泰山南麓等地也有
一

定量的早期铁器出土 。

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墓葬出土小铁刀 、 锛 、 带扣 、 钉和残铁器等 ，
除 Ｍ４ 外 ， 其余

出土铁器墓葬均为竖穴坑墓 ， 推测其年代为西汉
一

唐代
？

。 阿勒泰哈拜汗墓地的 Ｍ２３ 墓

室没有底板的位置放有陶壶 、 木杯 、 木盘 、 桦树皮盒 ， 在木盘内放置有两段羊尾和
一

把铁刀
，
年代为青铜时代中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 ， 与克尔木齐文化较相近

？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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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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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新华 《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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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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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１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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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县山普拉墓葬出土小铁刀 、 铁镞和铁镰刀 ， 根据
１４

ｃ 结果 ， 墓葬年代第
一

期为

公元前 ３４５
？前 ５０ 年 ， 第二期为 １０

？

２３ ５ 年

阿合奇县库兰萨 日克墓地出土铁刀 、 矛等 ７ 件 ， 推测其年代为战国
一西汉时期

？
。

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出 土了残铁器 、 铁刀 、 错金铁泡等 ， 人骨测年为公元前 ９

世纪末至前 ７ 世纪中 叶 ， 大致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 结合以往在阿勒泰地区 以

及周边的考古工作 ， 初步判断东塔勒德墓地的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晚期 ， 晚至西

汉
？

。 该县的喀拉苏墓地 ，
Ｍ １ ３ 的木棺使用铁钉 、 铜钉 ；

Ｍ １ ５ 木棺使用 了铁钉 、 铜钉 ，

陶壶边见
一

残铁刀 ；
Ｍ １ ８ 、 Ｍ １ ９ 、 Ｍ２ ３ 、 Ｍ２４ 还出土了７ 世纪前后的铁马镫 、 兜鍪 。 墓

地较早的早期铁器时代到 ７ 世纪左右 ， 与阿尔泰山北部以及西部同时期古代遗存出土

的遗物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

布尔津喀纳斯下湖 口 图瓦新村墓地出土铁器 １ １ 件 ， 有刀 ２ 件、 镞 ３ 枚 、 马衔 ４ 件 、

斧 １ 件和环 １ 件等 ， 主体墓葬属于早期铁器时代 ， 与阿尔泰山北部的巴泽雷克文化属

性相似 ， 表现出 了与东塔勒德墓地较为相近的文化属性
？

。

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 ４０ 座墓葬中 出土铁刀 （ Ｍ１０ ） 、 管 （ Ｍ １０ ） 、 镯 （ Ｍ３ ７ ） 、 指

环 （ Ｍ４ ） 和十数块残铁块等铁器 （ Ｍ １９ 、 Ｍ２０ 等 ） ， 其中 Ｍ１０ 为合葬人数较多的两座

墓葬之
一

，

Ｍ３７ 为殉人墓
？

。 该墓地有
１ ４

Ｃ 年代数据 ５个 ， 测年样品均为盖木 ， 除Ｍ４０

数据明显偏早外 ， 其余 ４个较为吻合 ， 约为公元前 ８００
？前 ４００ 年 ， 但出铁器墓葬均未

进行
１４

Ｃ 测年 。 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铁刀 ６ 件 ，
经 ｌ ４

Ｃ 测年并结合出土器物

组合 ， 发掘者判定其年代为距今 ２５ ００ 年 ？
。

喀什下坂地墓地的主体文化年代上限要早于香宝宝墓地和穷科克
一

号墓地年代的

上限 ， 在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左右 ， 其下限应与苏联在西帕米尔高原的帕米尔河 、 阿克苏河

流域和阿赖山地区发掘的塞克墓葬的年代相当 ， 在公元前 ５００ 年左右 。 但 ＡＩＩＭ０ １ ３ 在

墓葬形制 、 葬式及随葬品等方面均与整个墓地存在较大差异 ， 是唯一
一

座竖穴横偏室

墓 ，
也是唯

一一

座出铁器 、 漆器的墓葬 ， 该墓的时代可能还要更晚一些
？

。

于 田流水墓地系首次在新疆发现以单纯的刻划纹陶器为主要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 ，

发掘的 ５２ 座墓葬中有 ４座墓葬 （ 分别为 Ｍ１０ 、 Ｍ２４ 、 Ｍ２８ 和 Ｍ３４ ） 出土铁器残片 ， 器

形可能为刀 。 并有 ５ 个样品经过
ｌ ４

Ｃ测年 ， 其中 Ｍ４ 的人骨样品为距今 ２９５０ 年 ± ５０ 年 ，

Ｍ １ ２ 、
Ｍ １ ５

、
Ｍ １７ 和 Ｍ２６ 出土木炭样品分别为距今 ２９８０ 年 ± ５０ 年 、 距今 ２６４０ 年 ± ８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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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距今 ２ ８９０ 年 ± ４０ 年和距今 ２９５０ 年 ±４０ 年 ， 推测流水墓地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年

代应在公元前
一

千纪前后
？

。 但是流水墓地出土铁器的墓葬没有
１４

Ｃ 数据 ， 所以到 目前

为止还不能说这里发现了新疆地区最早的铁器制品 。

乌恰县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出土陶器和铁刀组合 ， 该墓群位于喀拉铁克沟

口东岸台地上 ， 其中组合出土于战国
一汉代的 １８ 座墓葬中 ，

以竖穴土坑墓为主
？

。

在孔雀河下游咸水泉古城周边采集有环首铁刀 、 铁箭镞与铁刀
， 属于汉晋时期 。

Ｍ３ 有铁箭镞出土 ， 墓地可能为楼兰国早期贵族墓葬 。 在测年方面 ，
通过芦苇 、 毛毡 、

絹的测年 ， 墓葬集中于东汉前期 ， 具体的测年结果为墓室顶棚的芦苹距今 １ ８２０ 年 ± ３ ０

年 ， 墓室内的毛毡与绢距今 １９４０ 年 ± ３０ 年 ，
而城墙墙体的测年结果则略晚于墓葬 ， 西

南段与西段墙体顶部红柳枝的测年结果均为距今 １７９０ 年 ±３ ０ 年
？

。

通天洞遗址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遗址 ， 它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
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

遗址
，
而且还提供了本地区旧石器

一铜石并用
一青铜一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 ，

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 属于亚洲腹地 ， 是东西方交通的

要道 。 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地层中发现有铁器遗物
？

， 但具体信息尚未公布 。

最后还有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泉水沟遗存 ，
与吉仁台沟 口遗址同属于安德罗诺沃

文化传统 ， 在公元前 １５
？前 １ １ 世纪 。 该遗存为重要的青铜冶铸聚落 ， 除青铜炼渣 、 坩

埚 、 铜矿石外 ，
还发现一件铜铁复合残块 ，

不排除炼铁的可能
？

。

尽管有个别遗址或墓地可能存在公元前 １ ０ 世纪以前的铁器
，
但总体上看以上这些

铁器出现年代不早于公元前 ８ 世纪 。

三 、 新疆出土早期铁器的年代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
有关新疆地区出土早期铁器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分期主

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 ， 从出土铁器的数量和器物种类上看 ，
新疆地区汉代以前铁器没有经过大规

模发展 。 焉不拉克文化墓地出土铁器 ， 包括小铁刀 、 剑 、 镰刀 、 戒指和残铁块等 。 苏

贝希文化 、 察吾乎文化 、 伊犁河流域文化和新疆其他地区出土铁器同样主要为小铁刀 、

剑 、 镞 、 锥 、 针等小件工具和兵器 ， 没有出土同时期中原地区所见的数量较多的铁农

具 ， 生铁铸造的器物十分少见 。 这一方面反映了新疆地区经济形态情况 ， 另一方面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新疆于 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 》 ， 《考古 》 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 ， 第 ３ １
－

３８ 页 。

②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 ２０ １ ７ 年新疆考古收获 》 ，

《 西域研究 》 ２ ０
１
８年第 ３ 期 ， 第 １２ ６

＾

１３６ 页 。

③ 胡兴军 、 何丽萍 《新疆尉犁县咸水泉古城的发现与初步认识 》 ， 《西域研究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２２
－

１ ２５ 页 。

④ 于建军 《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 ７ 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新发现 》 ， 《 西域研究 》 ２０ 丨 ８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３２
－

１ ３５页。

⑤ 韩建业 、 陈晓露 《新疆双河市泉水沟青铜时代遗存的发现及初步认识 》 ， 《西域研究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４２
－

１ ４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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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铁器的制作情况 ， 即主要以小件锻造铁器为主 。

第二 ， 从出土铁器的墓葬情况看 ， 总体而言这些墓葬的详细资料公布尚不充分 。

如有的墓葬出 土铁器很少有陶器共存 ， 表现出与墓葬群的分期对应不好 ； 另外不少出

土铁器墓葬可见多人二次葬现象 ， 有
一

定数量铁器出 自墓葬填土或晚期墓葬 。 这些现

象为准确判定铁器的年代带来
一定问题。

第 三 ， 从
１ ４

Ｃ 年代测定结果上看 ， 出 土铁器的墓葬有
１４

Ｃ测年的数据仍然较少 。

２００６ 年以前 ， 直接对取 自 出土铁器墓葬样品进行的
１ ４

Ｃ 年代测定数据只有 ６个 ， 并且

年代误差较大 。 如部分墓地的
１４

Ｃ数据由于测试样品不同或所取样品的代表性问题 ， 限

制了数据的正确使用 。 特别是这些
１ ４

Ｃ 测年结果大部分系采用棺木或棚木样品测定所

得 ， 由于研究所限 ， 没有做树种及年轮研究 ， 并且 由于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 ， 这些棺

木的绝对年代数据能否代表早期铁器的年代值得怀疑 ， 为准确判定墓葬或遗址年代 ，

应选择人骨 、 植物种子 、 生长期较短的草本植物或动物骨骼样品进行年代测定 。 即使

这样 ，
也应对其埋藏情况进行充分调研 ， 以判定所取样品是否能够代表墓葬或遗址的

年代 。 近年来 ， 这种情况得到重视 ，

一

方面新疆增加了

１４

ｃ测年的数量 ， 几乎对每处重

要的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年代测定 ； 另
一

方面对于直接与铁器有关的遗存的
１
４

ｃ测年工作

也取得长足进展 ， 年代的代表性和准确性问题得到解决 。 但无论如何 ， 关于新疆早期

铁器时代的
１ ４

Ｃ年代框架的建立还需要更多可靠的
１４

Ｃ数据 。

针对以上问题 ， 根据样品代表性原则 ， 笔者与新疆文物工作者合作 ， 主要选择出

土铁器的墓葬进行
１４

Ｃ年代测定 ， 样品主要为人骨和兽骨 ， 仅 １ 件样品为刀鞘上的木

炭 ，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从测定结果看 ，
穷科克墓地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９ 世纪末至公

元前 ２世纪末 ， 所有
１４

Ｃ 年代数据均较考古学研究得出的估计年代偏晚 ；
别特巴斯陶墓

地
ｌ ４

Ｃ 年代早于估计年代 ， 但仍可定为汉代前后 ； 利用羊骨样品测定的吉仁托海墓地两

个
１４

Ｃ 数据 ， 有
一

个与估计年代差别较大 ， 另
一

个与估计年代吻合 。 这些年代数据为研

究新疆早期铁器的年代序列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料。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 将焉不拉克文化出土铁器的时间上限定在公元前 ８ 世

纪比较妥当 。 苏贝希文化出土铁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８ 世纪以后 。 察吾乎类型出土铁

器年代可能不早于公元前 ８世纪 。 群巴克类型出土铁器的年代可能不早于公元前 ９ 世

纪末 。 扎滚鲁克类型出土铁器的年代可能不早于春秋晚期 。 伊犁河流域铁器的 出现年

代不早于公元前 ８世纪。 新疆其他地区的铁器出现年代也不早于公元前 ８ 世纪 。 当然 ，

这个结论还需要更多有代表性的年代数据的支持 。 所以 ， 从 目前的情况看 ， 将新疆地

区开始使用铁器的时间定为公元前 ９ 世纪或更晚比较合适 。

四 、 新疆早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问题

前已述及 ， 对于新疆早期铁器起源的年代问题及其与中原地区早期铁器及冶铁技

术发展的关系问题 ，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
而关于新疆铁器起源的机制问题 ， 因早期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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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活动的考古证据不多 ， 目前研究也存在较多空白 。 泉水沟遗址发现
一件铜铁复合残

块 ， 在吉仁台沟 口遗址更是发现了 ３ 件铁块 ， 这些年代较早的铁器样品为研究新疆与

其他地区的铁器的交流问题提供了线索 ，
但 目前仅凭少量的几个孤立样品数据远不能

解决起源与相互传播问题 。 需要强调的是 ， 早期铁器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工冶铁

的产生 ，
还需要相关矿冶遗址的佐证 。 目前已知的新疆早期冶铁遗址主要集中在今阿

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和拜城县 ， 即古龟兹国地域范围之内 。 可以确定为汉或汉代以前的

大型炼铁遗址仅 ４ 处 ， 即阿格村炼铁遗址 、 阿艾古城炼铁遗址 、 可可萨依炼铁遗址 、

苏博依炼铁遗址 。 于田县嘻拉墩遗址 、 阿其克山冶铁遗址 、 民丰县尼雅遗址 、 洛甫山

普拉墓地等小型炼铁遗址 ，
则均在汉及汉以后

①
。 因此 ， 加强矿冶遗址调查是十分紧迫

的任务 。

通过铁器的材质分析 ， 初步确立了新疆早期铁器制作技术的发展脉络 。 新疆早期

铁器的材质主体为块炼铁与块炼渗碳钢 ， 战国晚期至汉代出现生铁制品
？

， 如近年在新

源加嘎村墓地发现
一

双耳三足铁鳆 ， 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４
？前 ３ 世纪 ， 器形规整 ， 器

壁厚薄均匀 ， 属于生铁铸造
？

。 卫斯注意到至约公元前 ５００ 年 ， 新疆进人早期铁器时代

后期阶段 ， 墓葬中出现大量铁镞。 作为战争武器与狩猎工具中的主要消耗品 ，
铁镞的

大量出现意味着新疆地区已诞生了冶铁术
？

。

新疆早期铁器的大量出土 ， 为研究中 国冶铁技术起源提供了线索 。 目前除新疆外 ，

在黄河中游的陕西关中 、 晋南和豫西等地 ，
以及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出土春秋时期铁

器亦比较多见 。 而这些地区在中西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上具有重要地位 ， 尤其是甘青及

新疆地区处于冶金技术最早出现的西亚地区和冶金活动相当活跃的中原地区的通道 ，

所以研究这些地区出土的早期铁器 ，
应该是冶金考古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

目前 ，
在黄河上游的甘肃 、 青海和宁夏等地出土早于公元前 ５ 世纪的早期铁器

已有 ５０ 多件
，
其中属于春秋时期的有青海湟源莫布拉出土铁刀 １ 件 、 甘肃永昌三角

城和蛤蟆墩出土铁器 ４件
？

、 灵台景家庄出土铜柄铁剑 １ 件
？

、 礼县秦公墓地赵坪墓区

２ 号贵族墓出土鎏金镂空铜柄铁剑 １ 件及该墓南侧的 １ 号车马坑中发现
“

镑蚀严重

的铁制品
”？

、 陇县边家庄出土１ 件铜柄铁剑
？
和长武出 土１ 件铁短剑

？
等共 １ ０ 件

，

①卫斯 《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一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 》 ，
冉万里 《西部考古

（ 第 １ ４辑 ） 》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年 ， 第 １ ４

＞

１ ５ 页 。

② 陈建立 《 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 》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年 ， 第 ２０６－２２ １ 页 。

③ 尚玉平 、 黄奋 《新疆新源出土乌孙时期铁鳆的保护修复研究 》，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 重庆市文物局 《 中国

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九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８ 年 ， 第 ２ １

－２７ 页 。

④ 卫斯 《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一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 》 ， 《西部考古 （ 第 １４

辑 ） 》 ， 第 １Ｈ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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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报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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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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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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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４０ 余件样品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 ， 分别 出土于甘肃宁县和庆阳 ， 宁夏的固原 、

西吉 、 中卫
？

、 彭阳和陕西宝鸡等地
？

， 种类有剑 、 刀 、 矛 、 镑 、 戈 、 锥 、 马衔 、 马镳 、

带饰 、 镯 、 环等
？

。 另外 ，
经过金相鉴定的仅有出土于宁夏的 ４ 件铜柄铁剑

？
、 宝鸡益门

村 ２ 号墓 出土的金柄铁剑 １ 件
？
和甘肃礼县出土的铜柄铁剑 ， 材质为块炼渗碳钢 。 虽然

潜伟对甘肃出土的部分铁器的金相分析表明 ， 甘肃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有块炼铁和铸

铁并存的现象
？

， 但关于沙井文化的年代尚有较多问题。

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早期铁器的出土值得充分关注 。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

土西周晚期
一

春秋早期 ３ 件陨铁制品和 ３ 件块炼铁制品
？

，
山西天马一曲村出土春秋早

期偏晚不成器形的 ２ 件生铁残片及春秋中期的条形铁片
？

，陕西韩城梁带村 Ｍ２７ 出土春

秋早期铁刃铜戈和铁刃铜刀 ，
经鉴定为块炼铁制品

？
。 说明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河南 、 山

西和陕西等传统上的中原地区的铁器出现年代并不晚于新疆地区 。

从出土铁器的年代看 ， 新疆地区出土早期的年代问题需要进
一

步研究 。 陈戈 、 唐

际根及刘学堂等先生认为新疆地区 自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左右进人早期铁器时代 ， 而郭物指

出新疆地区发现早期铁器年代确切的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８ 世纪左右 。 但从出土铁器的

鉴定结果看 。 新疆地区早期铁器
一直到汉代才出现生铁制品 ， 而中原地区 自人工冶铁

制 品开始使用不久即 出现生铁制 品 ， 并很快得到推广使用 。 所以关于新疆地区铁器的

开始使用及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情况 ， 需要在更多考古资料深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得出

比较扎实的结论 。

韩建业指 出 ，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表现为西强东弱 ， 影响和传播的大方 向也

是由西而东 ， 由北而南 ； 早期铁器时代偏早阶段文化格局显然转变为东强西弱 ， 影响

和传播的大方向变为从东到西 ， 由北至南 ；
至于早期铁器时代偏晚阶段 ， 汉文化 、 匈

奴文化的影响 日益加强 ， 并最终与新疆土著文化融为
一体

？
。 那么 ， 这个中原因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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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早期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年代学研究 ？５５？

么 ？ 是否与铁器的传播与交流有一定联系 ？ 根据 目前研究情况 ， 尚未找到西亚地区冶

铁技术传播到新疆的关于冶金学的直接证据 ，
关于新疆 、 甘青及中原地区早期铁器的

交流与传播问题还需深入研究 ， 尽管如此中原地区的块炼铁技术源 自 中亚和西亚地区

的可能性比较大 ， 新疆和甘青地区正是这
一

通道。 这种文化交流随着汉文化的西进 ，

生铁制品或生铁冶炼技术传播到新疆的证据也是非常明显的 。 因此关于中国冶铁技术

起源的问题 ， 需要放在更加广阔的考古学背景中加以讨论 。

也诚如陈坤龙等讲到
“

早期铜和铁的技术在中 国西北地区的出现和演进与史前和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技术交流关系密切 。 这种文化与技术交流在不同的时期可

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形式
，
经由不同的交通路线和中介人群 ，

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和深度

也大为相异 。 不过已有的考古证据已清晰地揭示出 ， 就铜和铁这两种金属在中国 中原

地区的早期出现和使用而言 ， 史前和古代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所起到

的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 相信未来的考古发现还将揭示更多的证据 ， 来展现史前

和古代丝绸之路在连接东西方文明 ， 并推动其交流 、 互动和发展上的巨大贡献
” ①

。

五、 结语

根据新疆早期铁器的制作技术和年代学的讨论 ， 本文认为新疆地区开始使用铁器

的时间 目前定为公元前 ９ 世纪比较合适 ， 但存在可以调整的空间 。 从新疆、 甘肃和中

原地区出土早期铁器来看 ， 尽管中 国 中原地区出土铁器的时间要晚于西亚地区 ， 存在

块炼铁技术通过新疆和甘青地区传入中原的可能性 ， 但中原地区独立起源的生铁技术

在战国两汉也传播到新疆 ， 这
一事实再次充分证明 中 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既有外来影

响更有本土创造的鲜明特色 。

附记 ： 本文是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先秦时期 中 原 与边疆地 区 冶金手工业 考古

资料整理 与研 究
”

（ 批准号 ：
１ ７ＺＤ２ １９ ） 的 阶段性研 究 成果之一 。 本文写 作源 自 ２００５

年 的新疆考察 ， 初稿 完成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并于 ２０ １４ 年收入拙 著 《 中 国古代 金属冶铸 文

明 新探 》 ， ２０ １ ９ 年又根据考古新资料进行补充 与修订 ， 但未 改变原 有结论 。 写作期 间新

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梅建军教授给予 大力 帮助 与 支持 ，
研究 生 江磊 帮助 收集 了 部分新

资料 ， 特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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