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 和 浩 特 地 区 鲜 卑 墓

所 反 映 的 社 会 问 题

卜扬武

呼和浩特 地 区 地势 北 高南低
,

北部 为 属

于 阴 山 山 脉 的大 青 山
,

中部 和南部 为开 阔 的

土 默 特 冲击平 原
。

自古 以 来
,

呼和 浩特 地 区

就 为 我 国北方 重要 的民族 融合之 地
,

有很 多

游牧 民 族 都在 这里 留 下若干 活动遗 迹
,

其 中

较 重要 的有 属 于 鲜卑 民 族的和林 格 尔土 城子

古 城① 和 托克 托县 的古 城 村 古 城② ,

前 者

为 拓跋 氏 初 都之 地
,

后 者为 “ 云 中” 故 城
。

据 史 书记 载
,

公 元 三世 纪 中叶到 四 世纪 末拓

跋 硅 迁都平 城 这一 百 多年时 间里
,

鲜 卑 拓跋

部 活 动 的中心 就 在 呼和 浩特 一 带
。

因此
,

本

程 玺

文 在 辑录 呼和 浩特地 区 鲜卑墓 的基础上
,

对

墓 葬所 反 映的相 关社 会间题 作初步 的探讨
,

籍 以求 教 于 众位 方家
。

一
、

呼和浩特地 区的鲜卑墓

195 5年和 196 1年
,

内蒙 古文 物工 作 队在

呼 和浩 特郊 区 美岱村 南宝 贝梁 发现 北魏小 型

砖 室 墓 各一座③ ( 分别编 号为 M l
、

M Z )
,

出

土 遗 物按 质地 可分为金
、

铜
、

铁
、

陶
、

漆 五

类
。

现归 纳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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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不 明

M l
、

M Z 均 为 竖井砖 室 墓
。

木 棺都 为梯

形桦 卯结 构
,

并 附 带 同一 类 型 的铁钉 和铁 环
,

且 两 墓仅 相距 2 00 米
,

地 处一 个低缓 的山 坡

上
,

器 物组合 和 风格 也都有 明显 的相似 性
。

一 号墓 中出土 了 一 件典 型 的鲜 卑特 色 的双耳

高圈 足 铜 镬
,

底有 三 镂 孔 , 二 号墓 中也 出土

了一 件 双耳 深腹 高 圈足铜 惶
,

所不 同 的是底

有 四 镂 孔
,

两者是 否有承 袭关 系? 在 一 号墓

中出 土 了 和扎 贵 诺 尔④ 及 南杨 家营子 ⑤ 的羊

矩 骨类 似 的铜 嘎拉哈 一 件
。

羊 矩骨
,

是 鲜卑

早 期遗 迹 中经 常 发现 的一 种 骨质玩 具
,

现 在

东 北一 带 仍然流 行
。

到 呼和 浩特地 区 便 被一

种类似 的铜 嘎拉哈所 代替
,

显 然这是 沿袭 旧

俗
。

二 号墓 中发 现相 类似 的实 物
,

而 出土 了

比 一 号墓 数 目较 多 的匈奴 族器 物
,

如27 件 菱

形金 片
,

7件金 小铃
,

这些 显 然 是鲜卑 迁 徙

到 “ 匈奴 故地 ” 之 后新 出现 的器 物
,

且 二号

墓 中 出土 了近 似一 号 墓 三 倍 的陶 器
,

这 当 是

一 种受 农耕 文化 影响 加深 的物证
。

在 南北朝

时期
,

呼 和 浩特 地 区是 北方 民 族 融合 的交汇

中心
,

各 民 族都 在 阴 山 山 脉 的大青 山 南北 一

带进 行 了 广泛 的交 流 和 融合
,

越 到后 期
,

单

元 的文化 内涵 越复 杂
,

时 间越早
,

单元 的 文

化 内涵 越单纯
。

二 号墓 中出上 了 比一 号墓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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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较多 的匈奴族 风 格 的金 器
,

还 有 大量 的 陶

器
,

这 都说 明 二号墓 受 匈奴 族
、

汉 族文 化 的

影 响要 比 一 号墓 深
,

可见 二
一

号墓 的 年代大 致

要 晚 于 一 号墓
。

两 墓 都 出土 的双 耳高 圈足 铜

嫂
,

是游 牧生 活 习 用 的器 物
,

说 明这 时 的鲜

卑 仍 以 流动 放牧 为 主 要 的生 活方 式
。

两墓 的

年 代 当相 当于四 世纪 初拓 跋猜 卢建 立 代国前

后
,

二 号 墓 可 能 稍 晚 一 些
。

和 一 号墓 及 二 号墓 同一 族 属 的鲜卑 墓在

呼和 浩特 地 区 发现 的还有 郊 区 添 密 梁 北 魏

墓⑥该 墓 发 现 在大 黑 河 南一 处 地 势 较 高 的 起

沙 场上
,

墓 葬 已被 扰乱
,

只 见 一 男骸
,

清 理 出

土 23 件随 葬 器物
,

还 有棺木 残 迹
。

遗物 分金
、

银
、

铜
、

铁
、

陶和 其它 共 六类
,

现 归列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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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盘 日 小 珠

墓 中所 出的双 羊五 轮金 饰牌 是拓 跋 鲜卑

文 物 的精 品
,

和 扎 贵诺 尔
、

辽 宁 义 县 ⑦及 乌盟

二 兰 虎 沟⑧ 出土 的鹿纹 饰牌 比较
,

令人惊 奇

地发 现
,

羊 鹿两种 不 同动 物造 型 在 这里 竟能

相 似
。

尤 似 二兰 虎 沟所 出土 的双 鹿 纹 铜 饰

牌
,

不 仅 动物 身 形一 致
,

而 且在 图案 设计 上
,

均采用 中轴对 称 法
,

在 饰 牌 装饰 和 边框 的设

计上 也存 有 明 显 的一 致 性
,

显然 这是 鲜 卑迁

到呼和 浩特 地 区 仍 旧沿 袭原 来 传统而 创 造 的

器 物
。

墓 中所 出 的盘 口 罐 在 形制上 也和 扎 贵

诺 尔 的盘状 日 陶 器 有所类 似
,

不 过 这 时 的陶

器 在 器 形上 新 出 现 了 颈 部变 长 变细 的特 征
,

和 中原 魏晋 时 流行 的盘 7LJ 长 颈风 格也 有很 多

相 似 点
,

墓 中所 出的一 件肩 部饰 一 周 弦纹 的

陶壶 和 包头 固 阳 北 魏墓 群 为 朴出 土 的一 件 编

号为 M I : 1的敞 口 细颈鼓 腹 陶壶 极为 类 似
,

两 墓 的时 代均 大致 相 当于 北魏 建 国 后 或 迁 都

平 城 后
。

1980年 9 少J
,

在 呼 市 土左 旗 讨合 气村发

现北 魏墓 一 座 妙 ,

出上 〕
`

一 批金器 和 铁 器
,

还

有 残骨 器
。

其 ` ! , 金 器多为 带 饰和 饰 牌类
,

最 珍

贵的 有
“

神兽纹
”

带 饰
,

云纹 饰牌 等
。

铁 器 中

了f铁 剑
、

铁 刀
、

铁 锨
、

马 衔 等
, ,

弋量 的铁制

掩其和武器 的出 现
,

说明拓 跋鲜 卑 在这时过

着 频繁 征 战的 游牧生 活
。

出土 的残 骨 角器和

扎责 诺 尔 及南 杨 家营子 的墓 葬 器物 组 合最 为

接近
,

还 有可 能是 该地 区 发 现 的最 早 的鲜卑

墓 葬
,

其 时代 大约相 当于 三 世 纪 中期
,

拓 跋

力 微迁 “定 襄 之 盛 乐 ” 前 后
。

19 75年
,

内蒙古 博物馆 在 呼市 大学 路清

理 北 魏墓 一 座 动
。

该 墓为 一 带 币 进 的 砖 室

墓
,

墓 室 近 方 形
,

四壁 外 凸 成 孤线 形
,

墓顶

为 四 角攒类 式
,

券顶
,

墓 门为 拱 形
,

整 个墓

室 是 由饰 有 忍 纹 和 莲 花 纹 的砖 砌 成
,

人 嘴,J’架

两 具
,

为 男 女 合葬墓
。

基 中出
_

1..3 4件 随葬 品
,

}扮为 陶 质
,

包 括

币
、

生 活 川具 和牧 畜
、

家 禽 及 2!
二

车 四 类
,

仙

列 如 下表
:

l叮件鲜 卑 女涌头 戴风 帽
,

穿 斜 顶牢 袖 曳

地 长袍
,

两 件盘 日 鼓 腹 平 底 罐
,

和 美 岱 十.j’的

北 魏墓所 出陶 罐如 出一 辙
,

城 然 为 问 一 族 以

之 器 物
。

该墓 与 前 两 墓 所不 1司的 是 出
_

i : 器 物

皆 为陶 器
,

上L出现 了 大 星 中原 地 区 魏份墓 中
·

常 见 的 陶 涌
,

禽畜 和 生 活 实用 器 的 模 型
,

还 有
r ! , 原 地 区 东 汉 以来 流 行 的牛 乍

。

在墓 中随葬

涌 类 及生 产 实川 器 的 校型 是 汉 魏 以 米
`

}, 原 地

区逐 渐 J贬三成 的莽 俗
。

大学 路 北 魏悠 和 在 大 同

发 现 的 1匕瑰 太 fll 八 平
.

d马全 龙 篡一 洋二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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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很 大程度 上 受 到中原 地 区 汉 文 化 的影响 和 同

化
,

而在 墓葬 中 已 经没 有多少 单纯 的 民 族特

色 了
,

可见 该墓在 呼和 浩特 地 区发 现 的鲜卑

墓 中年 限排列 最 晚
,

当相 当 于 鲜卑统 一 黄 河

流 域之 后
。

综上 所 述
,

呼和 浩特 地 区迄 今所 发现 的

五座拓 跋鲜 卑墓
,

在 时代上 是能前 后 相联 的
。

其 中以 讨 合气之 墓为 最早
,

约 相 当于 三 世 纪

中叶拓 跋力 微迁
“

定 襄之 盛 乐
”

前 后
,

美岱 村

两 墓约 相 当于 四世 纪 初 拓跋 琦卢建 代 及什翼

键 初 当政 时 期
,

其 中 二 号 墓 可 能 稍晚
,

添 密

梁 墓和 包头 固 阳鲜卑墓 群相 近
,

约相 当于 北

魏 迁都平 城 后
,

大 学 路 墓 在该类 墓 葬 中年 代

最 晚
,

约 当 北魏统 一 黄河 流 域之 后
。

二
、

呼和 浩特地 区 的鲜卑墓

所反 映的诸 问 题
。

十 六 国时期 及其 后
,

我 国北方统治 柒 团

大都 由鲜 卑族组 成
。

鲜卑 大 体 上 可以 分 成 南

迁较 早 的东 部鲜卑 和 南下 较 晚的拓 跋 鲜 卑
,

两者 之 间的界 线很 难 区 分
,

但呼 和浩特 地 区

的鲜 卑 遗迹 则皆为 拓跋 鲜 卑所致
。

有 关拓 跋鲜 卑活 动及 南迁 的遗迹 分 布及

内涵 情 况
,

宿 白先 生 在其 《东北
、

内蒙 古 地区

的鲜 卑 遗迹 》 (参 见 《 文物 》 19 77年 第 5 期 )

一 文 中
,

有 详尽 的论 证
,

此 不 赘言
。

呼 和 浩

特 地 区 发现 的五 座 鲜 卑墓 中
,

出土 J’数 量 众

多 的鲜卑 实物
,

为 探 讨该 地 区 的鲜 卑文 明提

供 了 切 实 的物 证
。

因此
,

笔 者不揣 浅陋
,

在

介 绍该 地 区 鲜 卑墓 葬 的 基础 上
,

对 拓 跋鲜 卑

墓 葬所反 映 的若 干 问题 进 行粗 略 的 描述
。

( 一 ) 拓 跋蕊葬 所 反 映 的杜会 制度 问 皿

属 于 拓 跋鲜 卑入居 土 默川 平原 之 前 的遗

址
,

在乌 盟凉 城 的小 坝 子滩L
,

集 宁 的二 兰 虎

沟⑧和 达 茂旗 东北方 L 等 地都有发 现
,

大量 的

实物 证 实
,

这时 的拓 跋鲜卑 在 社会形 态上 当

为 奴隶制 末期
,

即恩 格 斯所 言的 “ 军 事 民 主

制 ” 阶段
。

19 56年
,

在 呼和浩 特东 南 的乌盟 凉城县

小 坝子滩发 现 一 批居 .’f 七郡之 参和 坡北” 的

琦枢 部遗 物
,

内中包 括三 枚 驼 钮 官 印
,

即
“ 晋 鲜卑 归 义候 ” 金 印

, “ 晋乌丸 归 义候”

金 印和 “ 晋鲜 卑率善 中 郎将” 银 印
。

琦 伍为

北 魏神元 皇帝 拓跋力 微孙
,

在 昭 皇 帝 禄 官

时
,

为 中部大人
,

后 溢 为 皇 帝
。

这三 方 印章从

字 面 上 看
,

有 两 枚 属鲜卑
,

一 枚 属 乌 恒 ( 丸 同

桓 )
。

史载 猜毯 西 晋末 助 晋并州 刺史 司马 腾 击

匈 奴部刘 元 海 有功
,

晋 似 以 “ 大单 于
,

金 印

紫 绥” 。

这 三 方印 章及 伴 出物
,

可 能 就 是 西 晋

末 年晋 皇帝 因拓 跋部 协腾击 刘 有 功所 赏赐 给

拓 跋 部 的物 品
。

鲜卑 因军 功而 受 封
,

似 以候

爵
,

说 明拓 跋部 在 四 世纪 初 已有很 强 的势力

了
,

因军 功而 得到晋 的赏识
,

成 为其在 北方 的

候 国
。

在属 于 鲜卑族 的遗 物 中混 出 乌担 的金

印
,

是 否可 以 解释 为 这 时乌桓 己归顺 鲜 卑
,

被 鲜卑所 融合兼并 ? 果 真 如此
,

那 么 鲜卑 在

三 世纪 后 半 叶 到 四 队纪 初 正在 进 行 着
·

个妄

事 征 服 的社 会化过 程
。 气

,

鲜卑在完 全 入 居呼 和[浩 特地 区 以 咸诊
, ,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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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受 到该 地 自然 条件 的影 响和 当地 文化的冲

击
,

原有 的军 事 民 主 制 的基 石 松动 了
,

鲜卑

开 始 逐步 大量 吸收 汉文化
,

以 讨合 气
、

美岱

村
、

添 窑梁
、

大学 路北魏 墓 的演 进 来 看
,

铁

质 器物 和 陶器 在随 葬器 物 中所 占的 比 例越 来

越 大
,

这是 否为 拓 跋佳 在 四 世纪 末 “ 息众 课

农 ” 的效 果? 到相 当于 北魏 统一 黄 河流 域 的

大学 路鲜 卑墓 葬 时
,

34 件 随葬 品 皆为陶质
,

并且 在器 物组 合上 和 中原 地 区 汉魏 墓 中所 常

见 的规格 也 皆然 相 同
,

说 明 至 少在 这 时
,

拓

跋 鲜卑 已经 完 全完 成 了 由军事 民 主 制 向封建

化 的转变 过程
,

已经 过着 和 中原地 区 差 别不

大 的政 治 生 活了
。

( 二 ) 拓 跋 蕊葬所 反 映 的军 事 问 题

在讨 合 气村 北魏墓 中出 土 了 铁 剑
、

铁

刀
、

铁链 及 马衔 等物
,

在 美岱 村一 号 墓 中 出

上 了虎符2
、

铁 刀 1
,

二 号墓 中发 现铁 剑 1
、

甲宵片 3
,

在 这时 代 以 后 的添 密 梁 和大 学 路

墓 中
,

没 再发 现反 映战 争 主 题 的 兵 器 类 实

物
,

在 大 学路 墓 中只 出土 了 两件 和 汉魏 时 中

原 风格 相 同 的武士 俑
,

这一 切都 反 映 出 在北

魏 初期 的 社会生 活 中
,

战 争 都 占着很 大 的因

素
,

频 繁 的征 战和无 定 居 的四 处迁 移
,

武 器

已成 为 鲜卑 民 族 生活 中 的必 备之 物
。

那 时 的

鲜卑 过着 出则为 兵
,

八 则为 民 的 部落 联盟 西

长式 生 活
。 “ 皇帝 与 河 内太守 ” ’了样 的虎 符

和l凉 城发 现 的驼钮 金 银 印和 大 量 的铁质 武 器

的存 在
,

正 是 入 居 河 套 平原 东 部的 鲜卑 拓跋

部 民族 籍 以保 身和 融合
、

兼 并其 它 部落 的见

证
。

史 载
,

入居 河套 平 原 一 带的拓 跋 部 钟与那

里 其 他 民 族进 行过 连年 的 战 争
,

战 争在地 域

上 主 要 集 中在 以 阴山 为 屏障 的 南北地 带 ; 因

军 事 力 量 的消 长
,

拓 跋 部 曾儿 次 回 旋 于 阴 山

南 北
。

战争 在时 间上 主 要 集 中 在昭 成帝 什 翼

键 和遴 武帝 拓跋 佳 时代
。

两 帝 曾多次西 袭 高

车柔 然 诸部
,

北 击蠕 蠕
,

东退 鲜卑 慕 容 部
、

南

却后 燕
。

在 拓跋 中后 期
,

!目军
”

j f
、

政治 力量

的庞大
,

才 南迁 平城
,

使 重心 前移
,

到 明元

帝 拓 跋煮 太延 五 年 ( 公元 4 39 年 ) 终 于 统 一

了 黄 河流 域
。

北魏 迁都 平城 后
,

呼和 浩特 地 区

已 经 成 为鲜 卑 向南发 展 的后 方 基 地
,

它 己 经

从 连年 征 战 的恶 梦 中苏 醒过 来
,

添密 梁 和大

学 路 的北 魏墓 已经 远 离 了 战 争 的硝 烟
,

精致

的
“

双 羊 五 轮
”

金饰 牌 和银 丝 手 镯及 富有装饰

作 用 的绿 松 石 串珠
,

及 大 学 路北魏 墓 中形类

各异 的舞 乐 俑及马 牛羊 等禽 畜 的模 型 和厄厨

类 明 器的 出现
,

而 唯 独没 有早 期 的兵 器类 实

物
,

说 明北 魏 的呼和 浩特 地 区 到 相 当于 添 密

梁 和大 学 路的墓 葬 时期 已是 舞乐 升平 的景象

了
,

战 争 已 如过去 的游 牧 迁徙 一 样
,

远 离 人

们 的现 实生 活 了
。

( 三 ) 拓 跋 墓 葬 反 映 的经 济文 化 问题

在讨 合 气和 美 岱村 的北 魏墓 中
,

均 出土

制作 精美 的 动物纹 饰牌
,

讨合 气墓 出土 的金

质饰 牌有 10 件之 多
,

当然 也 从另一 个侧 面 说

明墓 主 人 身份 的高 贵
。

在 美岱 村 的一 号墓 中

也 出上 了 一 件鸟兽 相 斗纹饰 牌
,

在 添 密 梁 的

北魏 墓 中出土 一 件精致 的 “ 双羊 五 轮 ” 金饰

牌
,

这 些 饰牌 的纹 样均 是来用 锤 碟 技法 制成

的
。

锤 摊 本是 匈奴 制作 饰牌 的一 个 传 统 方

法
,

后 被 其 它 民 族所 借鉴
。

在 美岱 村 的 两 座 鲜

卑 墓 中还各 出 : L绿 松镶 嵌 的动物 饰 金 戒指 一

枚
,

用 动物 图案 和宝 石 装 点指环
,

也 是 匈奴

习 用 的 一 种 技艺
。

这 些 器物 的 出现
,

说 明匈

奴 的文 化 己 被鲜卑 所 吸 收 应 用
。

在 讨 合气 鲜

卑墓 中 出 : ! ,. 羽 兽纹 带 饰 2
、

云 纹 饰牌 2
、

火 焰

纹饰牌 4
,

在 神兽 的肋 间 描出 双 翅
,

本是 西 亚

斯墓 泰 文 明 的特 色
,

火 焰纹 也 是 西 业 安
J

以 一

带器 物
.

上 常见 的纹 饰
,

这 些 特征 都 说明鲜 卑

在 幅员 厂
`

大 的地 域 上 进 行 了文 化 和经 济 的文

流
。

在 河套 平 原 以 东 的乌盟 二 兰 虎沟 和 北 部

的达 茂 旗 的鲜卑 墓 葬中
,

曾发 现 过 玻 璃 质的

琉 球和 涂 釉陶 器
,

这 既 说明受 汉 族 文 化 的形

响
,

卜巧时 也 如 上一 样 隐含着 中亚 细 亚 文 化 的

因素
。

在 添 密梁 发 现 的
“

双
一

羊五 轮” i 牌
,

其 中
“ 五 伦

”

系 鲜卑文 化
`

卜首 次发现
,

」」
`

庄整 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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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中 占据 重要 的画 面
。

该饰 牌轮 口 鼓 实辐 条

固定
,

数 目分 册为 4
、

5
、

6
、

7
,

居 中的轮辐 为 五

根
。

史 载道武 帝拓 跋佳 在登 国 年 间 曾数次西

袭 高车诸部
,

俘获 并 离散 了 大量 的 高车 人
,

他们 的大 枯 辘车 被鲜 卑所 认 识 和 应 用
,

因此

在饰 牌 中便模 似 车轮 的形 象
。

当然也不 排 除

高车人制 作 这种饰 牌 的可 能
。

另 一 种 也许是

佛 教 信仰 的反映
,

在 大青 山 南北 地 域也发 现

很 多 北朝 时与佛 教有 关 的实物
,

并不 能 排除

这种可 能
。

鲜卑拓 跋 部 在入 居 内蒙古 草原 之 后
,

通

过 战 争不 断地 征服兼 并其 他 民 族
,

在兼并 之

佘又 借 鉴
、

吸收其 他 民 族的文 化
,

在客 观上

为南 北朝 时 出现 的北方 民 族 大 融合 做 出积极

的贡献
。

鲜卑 拓跋 部在 东 北和 辽 西 一 带
,

盛 行用

动物 骨骼 殉葬 的风 俗
,

并且 多为 丛 葬
。

到河

套平 原一 带 的凉城
、

和 林 格尔时
,

这 种古老

的葬 俗 己 经 消失 了
。

反 映游牧 生 活 的骨 角器

在墓 葬 中所 占的比 例 也逐 渐 减少
。

在河 套平

原东 北 的达茂 旗三 号 墓 所 出的陶 壶 中发 现 了

很 多稗 粒
,

反 映 了农业 因 素 的增 长
,

并 且墓 群
,卜出现 了 贫富分 化 的现 象 越

。

在 二 兰 虎沟 的

鲜卑墓 中
,

出 土 丁 铜 镜 和 铸 汉字 “ 大 吉” 字

样 的风铃
,

; ,

这一 切都 表 明受汉 族农 耕文化

形 响的加 深
,

可能 在 四 世纪 初
,

拓跋 己经产

生 一 种新 的生 产关 系
,

农耕 和 定 居 逐步 进入

鲜 卑生 活 的
_

」三舞 台
。

关 岱 付的两 座 小 型 墓 大

概 就 相 当 于 这 个时 期
。

在 这 时 或稍 后
,

原 来

的 部落 联 盟 改 长制被新建 立 的国 家 制 所 取

代
,

汉 文化取 得 了 政治上 的统 洽地 位
,

民 收

大 融合 的政治 基 础形成 J
` 。

到 大学 路 北 魏墓 ` 卜
,

汉 旅 的农耕 和定 居

的生 活 方 式 已 完全 取 代 鲜卑 的 游牧 习 俗
,

大

量 的河 南 晋墓 风格 的 陶涌 的出现
,

种 类齐全

的禽 畜类 模型 和 典 塑 的厄 厨 类 冥 器 及 牛 乍的

出土
,

都 可归结 为 这 时 鲜卑在 葬 俗
_

仁己 经 改

) tJ 汉 制
,

)仁且 在经济生 活 中
,

己经 和 汉 族 设

有多 少差 别了
。

在呼和 浩特 地 区 的鲜卑墓 中
,

出 上 众 多

的 器物及其 各不 相 同 的质地
,

说 明北 魏手工

业 已 达 到 很 高的水平
,

特别 值得 一 提 的是 冶

矿 业 和铸造 业
,

大量 金 属器物 的制作十 分精

美
,

并且 在工 艺 上 已经 掌握 了 汉 族 的漆 器制

作 技 术和 匈奴 的锤 谍 技法
。

《魏 书
·

太祖纪

第 二 》载
,

拓 跋硅 于 “ 天 兴元年 ( 公 元 398

年 ) 春 正 月
,

徙 山东 六 州 民 吏 及 徙何
、

高丽

杂 夷三 十 六署
,

百工 技巧 十余 万 口 ,

以 充京

师” 。

当时的京 师 即为 云 中之 盛 乐
。

署
: 《魏

书
·

校 勘记 》释 为 百工 技巧所 属 之机 构” 。

说 明北魏 的手工业 己经 分 出了 门类 众多 的作

坊 和衙 署
,

加强 了 其分工 精 细化程 度和 提 高

了 协作 的合理化 水 平
,

使百 工 各司其职
,

社

会 分 工 己经 向纵深 和宽 广 的领 域 发展
。

三
、

结 语

北 魏鲜卑 政权
,

在 呼 和浩 特 地 区 的 活

动
,

是 其入 主 中原 的前 奏
,

相应 地 呼和 浩特 地

区 也是 北魏 向中原发 展 的后方 基地
。

在 呼和

浩 特地 区这 片 自然 条 件优 良
、

宜农 宜 牧 的土

地
_

匕 鲜卑 民 族与 汉 及 其他 民 族进 行 广泛 的

接触
。

正 是 空前 的民 族 融合及 经 济文 化 的交

流
、

休养生 息
、

社会安 定
,

才 使 得鲜卑 社会 改

变 了 原 有落后 的生 产生 活 方式 与生 产 关 系
,

从而 发展 壮大 起 来
,

最后 入 三沙 ! , 原
。

所 以
,

北

魏时 期 的 呼和 浩特 地 区 是 民 族融 合的 ,卜心 点

和发 祥 地
,

也是 鲜卑发 展 昌盛 的关 键 所 在
。

注 释

山 内蒙 占自治 区 文物工 作队 : 《和林 格 尔 县 上

城 子 试 抽 记要 》
,

《文 物 》1961 年 9期
。

字 德 新
、

卜扬 武 : 到乎和浩 特地 区 文 物 二 作 概

述 》
、

训乎和 浩 特 文 物 》第 一 期
,

甸 李逸 友: 《呼 和 浩特 ilf 关 佑村北魏 墓》
,

《内蒙

、(矛文物 资料 选 辑 》
,

196盆年 内蒙 古 人 氏 出 版

社 , 内蒙 古 文 物工 作队 : 《内蒙古呼 和浩特 关

岱 村北 魏 墓》
,

《考 古 》19 62年 2期
。

沙 郑 隆
: 《礼炎诺尔古 墓 群》

,

l(( 勺蒙 古文 物 资
( 卜转 123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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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米
,

通宽 120 厘 米
,

实 际 共有 十九行
,

其

中有十 二个 整行 ( 每 行 12 至 16 字 不 等 )
,

其

余 为半 行
,

是抬 头 另行 与题 名
。

全 文 共 计

20 1字
,

与 《魏 书
·

礼志 》所 载 内容 相 近
,

但 多 出 78 个字
,

其 中个别 词 句的 修改
,

可 能

为 编 史时更 动 的
。

石 刻文 字 古朴雄 健
,

书 法

风格 介 于 汉隶 之 后
,

早 期魏 碑 之 前
,

近似 汉

隶 八 分书
。

兹 按分 行 之 原状
,

用 今体 字 加注

标 点
,

将 嘎仙 洞石 刻 祝文 抄录如 下 :

维太平 真君 四年 癸未岁 七 月 廿 五 日
,

天 子 臣 撤
,

使渴者仆射库六 官
、

中书 侍郎李敞
、

傅盆
,

用骏足
、

一 元 大 武
、

柔 毛 之 牲
,

敢 昭告于

皇 天 之神
:

启辟 之初 ,

防 我皇 祖
,

于 彼土 田
。

历载 亿年
,

奉来南迁
。

应 受 多 福
,

光 宅中原
。

惟祖惟 父
,

拓 定四 边
。

庆 流

后溉
,

延及 冲人
, 阐 扬玄风

,

增 构 崇堂
。

克

兹 凶 丑 ,

威 聋 四 荒
。

幽人忘 暇 , 稽 首来 王
。

始

闻旧 墟
,

爱在彼方
。

悠悠 之怀
,

希仰 余光
。

王

业 之 兴
,

起 自皇 祖
。

绵绵瓜 贬
,

时惟 多拈
。

归 以谢 施
,

推以 配 天
。

子 子 孙孙
,

福禄 永

延
。

荐于

皇 皇 帝天
,

皇 皇 后 」: 。

以

皇 祖 先 可寒 配
,

皇 批 先可 敦 配
。

尚飨 !

东 作帅使 念 凿

通 观 祝 文
,

它令人 信服地 证 明 了嘎 仙洞

就是 拓跋 鲜卑 祖先 长期 居 住的 地 方
。

拓 跋

鲜卑先 祖 石室 位 于 北 纬50 度 以 北
,

它无 可 争

辩地 证 实我 国 古代 的鲜 卑人 自古 以 来就居 住

在大 兴安 岭 北部 的 丛 山 密 林 中
。

这里 是 中国

历 史上 北魏 王 朝皇 帝 的 故乡
,

自古 以来 就 属

于 中国
。

嘎仙 洞遗 址的 发现
,

不 仅为 世人解

开 了鲜 卑 民 族 历 史上 的千 古 之 谜
,

而 且 为历

史地 理 学
、

考 古学
、

民 族学 的研 究
,

提供 了

极为 珍 贵 的实物 资 料
。

( 上接 108 页 )

料选 辑 》
,

196 4年内 蒙古 人 民 出版 社
。

⑤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考 古所 内蒙古工 作 队: 《 内

蒙古 巴林左旗 南杨家 营子 的 遗址 和 墓 葬 》 ,

《考古》19 64年 1期
。

⑥ 卜扬武
: 《鲜卑 金饰牌 及蓖 纹 陶罐 》

,

《呼 和

浩特文 物 》第 一期

⑦ 刘谦
: 《辽 宁 义 县 保安 寺发 现 的 古 代 墓 葬》

,

《考 古》19 63年 1期

⑧0 郑隆 等 : 《察右后 旗 二 兰 虎沟的古 墓 葬》
,

《内

蒙古 文物 资料 选 辑》
,

19 64年内 蒙人 民 出版社
。

⑨ 包头 文物 管理 处 : 《包 头固 阳 发 现 北 魏 墓

群 》
,

《 考古》19 8了年 l 期
。

L 伊 克坚
、

陆思 贤 : 《上 默特左 旗 出土 北魏时 期

文物 》, 《内蒙古 文物考 古》第 3期
。

⑧ 郭素新
: 《内蒙 占呼 和 浩 特北 魏 墓 》

,

《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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