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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由陈凌著。
突厥是欧亚古代史上最重要的游牧民族之一，突厥学也一直是国际学术研究的重点。
但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和历史两方面，考古学研究则十分薄弱。
《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从欧亚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从四个方面尝试对突厥考古
学材料进行梳理：首先，文中将突厥墓葬分为贵族陵园和普通墓葬两类，分别研究它们各自的发展与
演变过程，并讨论了其与中原、西域及波斯的关系。
其次，本文结合新出土资料以及突厥石人形象，对突厥金银器皿进行整理，并区分出突厥民族、波斯
一粟特、中原和罗马等四种不同的风格因素。
再次，本文还以新发现的两件具有特殊礼制意义的重要文物金冠与银鹿为中心，讨论其流变过程及信
仰的情况。
最后，本文研究了突厥的骑兵装备，包括突厥刀具、马镳、马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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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凌，1973年生于福建厦门。
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博士学位。
2005年，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系（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Cornell University）客座教授。
200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2008～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工作，副研究员。
2012年，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主要研究领域为丝绸之路考古、欧亚草原考古、西北简纸文书等。
主持发掘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Mingtape）城址、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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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后期 后期的马镫在形制上与前期还是比较接近的，但镫环部分开始有上窄下宽的
趋向。
这个时期的样本比较多，形制也比较清楚，我们仅举白沙宋墓一例以概见其余。
白沙宋墓3号墓甬道西壁壁画可清晰看见一件马镫图像（插图6～11：33），该墓葬的年代下限是宋徽
宗宣和六年（1124）。
 后期的时间大概在公元11世纪至公元12世纪早期。
 （二）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目前发现的马镫实物主要有五件，均为铁制品。
分别出自于阿勒泰克尔木齐古墓、乌鲁木齐盐湖古墓、伊犁河流域、青河查干果勒乡。
 在阿勒泰克尔木齐古墓发现过一件铁制马镫（插图6—11：26），但不见于墓葬登记表。
该马镫最早刊布于《新疆古代民族文物》。
此书图版164还刊布了同时发现的一件铁马衔。
关于克尔木齐墓地的年代，一种意见认为早期墓葬的年代相当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时期，
即公元前1200～前700年；晚期的相当于战国至汉。
简报的执笔者则持另一种比较保守的意见，认为该墓地的时代是西汉至隋唐。
我们曾经多次勘察过该墓地，认为其中个别墓葬的年代恐怕要比前一种估计还早。
我们仔细观察过出土的实物，发现其中个别陶器的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那羡沃
文化时代，也即公元前第三千年下半叶至前第二千年初。
不过，这件马镫的形制接近于内陆地区第三阶段中期的样式，时代不会太早。
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该马镫应该也是相当于唐时期的遗物。
 1970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在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南岸发现两座墓葬。
其中2号墓殉葬马匹，还出土部分马具，其中包括一件铁马镫。
该镫踏部已残，穿呈圭首式，穿与镫环之间有一小段窄颈（插图6—11：27）。
此墓同出的还有一些唐代流行式样风格的织物，报告认为该墓的年代是唐代。
1号墓也出土一件马镫，但年代要晚到元代，不在我们论述范围之内。
 2003年新疆考古所工作人员及西北大学文博院的学生在伊犁流域发现一件铁马镫。
曾经有人提出，这件马镫的年代在公元2世纪以前。
我们为此特意向主要见证人新疆考古所吕恩国先生求教。
承吕先生告知，这件马镫的出土情况不清楚。
该马镫现藏伊犁自治州博物馆，我们曾经仔细观察过，认为其形制属于公元7、8世纪的样式，绝不可
能早到公元2世纪。
 青河查干果勒乡发现过一副马镫，通高20.1厘米，镫环外径16厘米。
刊布者认为其年代在魏晋至五代时期。
我们观察这两件马镫镫环部分扁圆，踏部宽平（似在镫环底部上加一块踏板而成）；圭首式穿，穿孔
偏下；穿、环之间有一段短窄颈（插图6—11：34），样式和独孤思贞墓出土的马镫非常相近，估计其
年代在公元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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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指出马镫经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民族改造后，随着汗国的
扩张活动而向东西两面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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