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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葬具的产生和演进

夏 之 乾

葬具是葬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

它同葬俗一样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

对葬俗的研究

是探讨古人类精神文化并进而了解当时社会生产力状况
、

家族和婚姻制度
、

社会组织及社会

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

而对葬具的研究则又是葬俗研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

几种类型的葬具

我国古代的葬具从制作材料来看
,

有木制
、

石制
、

陶制
、

皮制
、

竹制和金属制等几种
。

其中以木制葬具最为普遍
,

使用的时间也最长
,

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
。

石制葬具 (如石棺
、

石掉 )
、

陶制葬具 (如新石器时代的瓮棺葬及以后华南等地的瓦罐葬等 ) 较少
,

并且
,

不具

有普遍性和连续性
。

以兽皮裹尸作葬具仅东北和西南民族有之
。

竹制葬具则仅限于西南地区

一些少数民族
。

而金属葬具 (如云南祥云县大波那的铜棺葬
, ① 广西西林县普驮以及贵州赫

.

章县可乐遗址的铜鼓葬② 等 ) 更是个别现象
。

因此
,

本文所论及者主要系木质葬具
,

至于共

余几种质料的葬具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旁及之
,

不作专门的讨论
。

另外
,

本文也只准备论及葬

具的早期发展过程
,

主要讨论其原始形式
,

下限到木匣式棺材出现为止
。

根据考古学
、

民族

学和文献材料来看
,

我国的葬具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

一
、

以树枝
、

树皮
、

席薄之类作葬具

《 周易
·

系辞 》 云
: “ 古之葬者

,

厚衣之以薪
,

葬之中野
,

不封不 树
,

丧 期 无 数
” 。

《 周书》 述及库莫奚人葬俗说
, “ 死者则以苇薄裹尸

,

悬之树上
” 。

③ 这类葬具 由于不易保

存
,

因此
,

远古文化遗存中很少见
。

但是
,

在我国新石器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
。

1 9 7 7年陕西

宝鸡北首岭仰韶遗存第二期发掘的 13 座墓葬
, “

墓底部或人身上甚至器物上往往 覆 盖 有 席

子
” 。

例如
,

M l “ 人架腿骨上有席痕
,

席痕之上又有一片树皮样的木 灰 痕
” 。

M 17 “ 人架

身上则有明显的席子痕迹
” ,

M 6 “ 人骨架上席子卷裹全身的痕迹非常清晰
。

此外
,

还 有 在

人身上同时覆盖有木板
、

树皮和树枝样灰痕的
” 。

④ 甘肃兰州刘家坪马厂类型遗存清理的 24

座墓葬
, “ 尸骨多数是盖着厚约 10 厘米左右的树枝

,

虽成朽末
,

却痕迹清楚
” 。

⑥ 新毅塔什

① 《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撑铜棺墓清理报告》
,

{考古》 1 9 6 4年 12 期
。

② 《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
,

《文物》 1 9 7 8年 9期 , 宋世坤
:

《贵州赫章可乐
“ 西南夷

” 墓族属初探 》
,

《中国考古

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3 0 9页
。

③ 《周书
·

异域上》

④ 《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
,

《考古》 1 9 7 9年 2期 99 一 10 1页
。

⑤ 《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

《考古学报》 1 9 5 7年1期 6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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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干香宝宝墓地的春秋战国墓中
, “ M 29 紧贴墓底铺一层非常细密的平纹编织物

,

每一条

纹宽仅 2毫米
,

厚不及 1毫米
,

似为切削的树皮做成
” 。

①显然
,

这些都是以树枝
、

树皮
、

席

子等类作葬具的遗痕
。

这类葬具
,

解放前在我国边远地区一些后进民族中尚有保存
。

云南金平县牛塘寨的黄苦

聪人
,

解放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

他们由于与外界较隔绝
,

因此
,

原始社会方面的内容保留

较多
。

过去
,

这里人死后多以树皮或蔑席裹尸埋葬
。

其中又以树皮裹尸作葬具更为古老
。

但

不是任何一种树皮都可作葬具
,

能用以包裹尸体的只有简每树
、

哈巴树
、

报那树和遮报树四

种
。

剥制树皮的方式是按死者身体长度将树皮对半割开成两半剥下
。

参加剥树皮的人须是偶

数
。

剥皮之前要举行一种宗教性的仪式
:

以鸡蛋一枚向事先选中的一裸大树投击
,

边投掷边

念 口诀
,

希望鸡蛋能按人们愿望被击破
。

若在三次之内蛋投于树上破裂
,

即可将该树剥皮
。

不然
,

得另选一棵重新抛蛋
,

直至蛋破为止
。

尸体的包裹方式是先用芭蕉叶或旧布将死者头

和脚包扎好
,

再以树皮上下各一块将尸体包上
,

外面以藤条之类捆束
,

并用一根长于树皮的

粗木棒绑于外面
,

作抬动之用
。

运往墓地时抬尸者必须是偶数
,

不得将木杠扛于肩上
,

只能

用手提着前进
。

用蔑席裹尸埋葬的情形与树皮包尸相 同
。

②

此外
,

在云南独龙河流域的独龙族
、

勋海县打洛区曼散寨的布朗族中
,

人死后有的也用

竹席卷裹埋葬
。

西盟大马散优族一些经济条件较差人家死者
,

仅以麻布裹身
,

外面再裹以蔑

席
,

然后以三道竹蔑捆紧埋葬
。

类似情况在海南岛五指山黎族中也有
。

③

除行土葬的民族有这类葬具外
,

行风葬的民族也有
。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查巴奇地区和

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
,

较早前
,

人死后多用桦树皮或苇子
、

席子包裹尸体
,

到山

上选择几棵树
,

在树权上搭以横架
,

将尸体头朝北放于其上风葬
。

④ 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的

鄂伦春族也行风葬
,

其方式是在山上选一处三棵或四棵树成正角的地方
,

树权上搭以横木
,

上铺树枝
,

将死者放上
,

再以树枝掩盖
。

也有在横木上放柳条编制的篱笆
,

上置尸体
,

再以

篱笆覆盖
。

⑥ 显然
,

这些树枝或篱笆实际上也是一种葬具
。

除成人死后有这种葬具而外
,

在一些民族中小孩死后也有只以树皮或席子卷裹埋葬的
。

广西大瑶山罗香一带的瑶族和 龙胜各族 自治县龙脊地区的壮族
,

小孩死后都用杉树皮等包裹

埋葬
。

⑥ 都安瑶族 自治县下坳区的瑶族
,

小孩死后则以竹席裹而埋之
。

⑦ 此外
,

黑龙江省抚

远县下八岔地区的赫哲族
,

小孩死后都用桦树皮包扎放于树权上风葬
。

⑧

应当指出
,

上述某些民族以树皮或席子作葬具
,

虽然只限于小孩或经济条件 较 差 的 人

① 《帕米尔高原古墓》
,

《考古学报》 1 9 8 1年 2期 2 01 页
。

② 见《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苦聪人社会经济调查》 23 页
。

⑧ 见《独龙族简史简志合编》 (初稿》 28 页 , 《拉枯族
、

侃族
、

崩龙族
、

傣族社会与家庭形态调查 》 1 2 8页 , 《云南西盟

大马散卡瓦族 (按
,

应为
“
侃族

” ,

下同
,

本文作者 ) 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1 3 1页
,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 合亩

制调查综合资料》 47 页
。

④ 见《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查巴奇乡索伦族情况 》 1 1 2页 , 《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的鄂温 克

人的社会情况》 1 0 0页 , 秋浦等著
: 《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 96 页

。

⑥ 见《鄂伦春族情况 》 85 一 86 页
。

⑥ 见《广西大瑶山瑶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 》 (生活习俗文化宗教部份 ) 31 页
. 《广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乡壮族社会

历史情况调查》 52 页
。

⑦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区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47 页
。

⑧ 《黑龙江省抚远县下八岔赫哲民族乡情况 )4 7页
。



家
,

但是从一定意义
_

L讲
,

这类葬具也应看作是远古时代原始葬具的一种残余现象
。

二
、

以原始木板或圆木置于死者四周作葬具

这两种形式的葬具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中都比较多
。

首先谈一谈以木板作葬具
。

西安

半坡遗址晚期 1 52 号墓系约三
、

四岁的女孩墓葬
, “

分用长短宽窄不 同的板子
,

插在人 骨 周

围
” 作葬具

。

这些木板
“ 有的竖立

,

有的是横陈
” ,

大致
“ 两头是竖的立板

,

两侧是横放的

木板
” 。

① 浙江嘉兴马家洪新石器遗址 T 3发现的一座二人合葬墓
,

人骨四周都
“
围筑木板作

,

为葬具
” 。

② 另外
, 1 9 7 8年发掘的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的第一号墓

, “
墓室正中有

木框的木质板灰痕迹
,

厚约 1 厘米
,

框室亦近方形
,

长宽均约 3 米
。

四周用木板叠砌
,

周朋

填土加 固
,

盖和底部似为木板并排平铺而成
” 。

这种葬具在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也有发 现
。

⑧
·

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遗址发掘的 49 座墓葬
,

除形制不明者外
,

只有两座墓无葬具
,

其余都有

“
木棺

” 。

这种葬具的构筑方式
“
基本上都是先挖一长方形圆角土坑

,

在坑中置放用木板拼

成的木棺
,

… …有的棺上遗有盖板痕迹
,

有的墓底残存木碳
” ,

整个葬具呈
“ 目 ”

形
。

④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的发掘是一次重大的收获
。

至 1 9 7 5年底止
,

已发掘各种文化类型墓葬

56 4座
,

其中半山类型墓葬 1 44 座
,

马厂类型墓葬 3 18 座
,

齐家文化墓葬 1 02 座
,

还有数百座墓

葬尚未发掘
。

这里的半山类型墓葬
“
普遍采用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方形木棺

” 。

⑥ 而同一遗址

马厂类型墓葬则有三分之一以上有长方形或梯形墓道
。

墓室多呈不规整长方形或椭 圆形
。

墓

室和墓道之间都用一排至三排竖插木棍和树枝封门
,

俨如门扉一般
。

并且
“
多数有成形的木

棺或垫板
,

木棺的结构和 半山类型的不同
,

棺底板下和棺盖板上各有横放的三块上下对应的

木板
,

木板的两端凿有圆孔
,

圆孔中则插有木柱
,

紧紧把棺板固定
” 。

⑥ 显然
,

这种墓葬是

按当时人们生前的居住情景进行安排的
。

以木板作葬具在龙山文化中也有发现
。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龙山文化遗存清理的一百余

座墓葬
, “ 少数墓葬发现有板灰和朱砂的痕迹

” 。

⑦ 看来
,

这种 “
板灰

”
也应是木板葬具遗

痕
。

此外
,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文化遗存中也 曾发现过以木板作葬具的现 象
。

⑧
.

上述情况在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
。

《贵州通志
·

土民志》 记述花苗葬俗说
, “ 人死

,

掘

地而置板
,

异尸板上
,

乃置四周及盖
,

若棺
。

棺必横陈
,

已乃筑墓
” 。

又云
, “ 锅圈讫佬

,

人死必掘地置木板横陈其尸
,

如花苗也
。

横陈者
,
日

,

使鬼不知家也
” 。

该书对施秉一带的

黑苗也有类似记载
。

以木板作葬具解放前在一些兄弟民族地区还可见到
。

云南金平县茨通坝苦聪大寨黑苦聪
-

《西安半坡》 2 1 4一2 15页
。

《浙江嘉兴马家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
,

《考古》 1 9 6 1年 7期 3 47 页 ,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32 页

。

《青海民和核桃庄 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
,

《文物》 1 9 7 9年 9期29
、

32 页
。

《兰州花寨子
“ 半山类型

” 墓葬》
,

《考古学报》 1 9 8。年 2期 2 21 一2 25 页
,

图版壹之 1
。

《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
,

嵘文物》 1 9 7 6年 1期 67 页
。

《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

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1 6 1页
,
并见《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

的初步收获》
,

《文物》 1 9 7 6年 1期 67 一 68 页
,

及图二之 M 2 36 木棺复原图
。

不过
,

笔者认为这个木棺复原图似 有
-

些理想化
。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
,

《考古》 1 9 8。年 1期 28 页
。

{从大甸子等地出土文物看历史上的阶级分化 》
,

《文物》 1 9 7 6年 1期 79 一 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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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⑧



…
一

人死后以四块木板绑制成棺埋葬
,

棺板用木和墓地 的选择都以前述投掷鸡蛋的方式进 行
。

①

碧 i-L 县第五区卡石
、

色得洼两个 自然村的傈僳族
,

人死后将尸体抬至墓地
,

挖一土坑
,

坑底

笠一木板
,

陈尸于上
,

并在死者两侧各置木板一块
,

上面以一木板覆盖
,

然后以土掩埋
,

不

作坟堆
。

② 抢源县侃族人死后第三天或第四天傍晚
,

由家属或亲戚将死者抬至本 t’A 口布
”
墓

地
,

以四块木板镶合成葬具
,

死者放入后
,

外面以草绳扎固
,

再头西脚东放入墓穴
,

以土填

平了事
。

③ 类似情况在勋海县布朗山曼兴龙寨的布朗族中
、

大理海东
、

洱源西 山和碧江第四

l义的白族中以及广东海南岛保亭县兴隆地区的黎族中都有
。

此外
,

在行风葬的内蒙古 自治区

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明鲁图克的鄂伦春族中也有
。

关于在墓穴内四周放置圆木作葬具的现象
,

新石器考古发掘中也不少见
。

1 9 5 9年大坟 口

发掘的 1 33 座墓葬中 14 座有葬具
。

葬具规格和繁简因墓葬规模而异
,

但一般是用 0
.

1至 0
.

15 米

的原木经初步劈削加工构制而成
。

葬具结构大致有三种情况
:

一种是只有顶部而 无 底 和 四

壁
,

t’0 lJ仅在坑 口搭放原木
,

盖住尸体
,

然后复土掩埋
” 。

另一种是有顶
、

底和四壁
,

以原

木构筑而成
。

第三种是
“ 有顶和 四壁

,

有的底部有排列稀疏的枕木
。

四壁由原木卧叠构成
,

四角交叉
,

俯视作
`

井
’

字形
” 。

使用这类葬具的都是大型墓葬
。

④

这种葬具在 山东诸城呈子遗址也有发现
。

1 9 76和 1 9 7 7年这里进行了两次发掘
,

共发现新

石器时代晚期墓葬 99 座
。

其中
,

呈子第一期文化遗存发现墓葬 12 座
,

均系长方形 土 犷 竖 穴

墓
。

葬具较普遍
,

其形状大致分三种结构
:

一种为
“
井

”
字形木撑

,

由盖
、 ,

底和四壁构成
。

四壁用原木卧叠
,

南北两端原木压于东西两侧原木之上
,

每根原木两端均伸出
,

四角交叉呈

“
井

”
字状

。

顶部和底部都置放原木
。

⑤ 不难看出
,

这种形式的葬具四壁同大汉 口第三种类

型的葬具如出一辙
。

⑥ 第二种为长方形
,

也有顶
、

底和四壁
,

顶部用长约 2
.

04 米的原木纵排

而成
,

木梓呈
“ 且” 形

。

四壁内外涂有一层 3一 5毫米的姜黄泥
,

原木之间也用黄 泥 填 缝 加

41IL
。

第三种是顶部
、

底部和两头俱无
,

仅在死者两侧置放纵贯墓穴两头的原木
。

⑦

呈子第二期文化遗存共发掘墓葬 87 座
,

仅 10 具人骨有葬具痕迹
。

有的呈 “ 11
”
形

,

有的

为长方形
。

有的人骨架上下都有板灰痕迹
。 “

值得注意的是
,

木撑的边角都很规整
,

似是用

经过加工的木料作成
,

绝非以原木架构而成
” 。

⑧ 这可能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关
。

以圆木作葬具在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也有发现
,

墓 5 0 5即是
。

此墓墓室作梯形
,

葬具 构 制

方式是
“
先挖一长方形土坑

,

两边用粗大圆木稍加修整垒筑
,

两头插堵木棍
,

上面用圆木竖

向搭成
” 。

⑨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文化M S为一成年男性单人葬
,

葬具系用 木 条

在墓底围成长方形木框
,

木框上加盖木条而成
。

L 类似现象在赤峰夏家店遗址上 层 文 化 墓

① 《见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 平县苦聪人社会经济调查》 31 一32 页
。

② 见《云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社会概况 》— 傈傈族
、

怒族
、

独龙族调查材料之 四
,

37 页
。

⑧ 见《云南省沧源县作侃族社会调查 》46 一 47 页
。

④ 《大坟 口 》 5 一 7
、

13
、

17
、

2 2一 2 3
、

3 2页
。

⑥ 《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 )
,

《考古学报》 1 9 8 0年 3期 3 33 一 3 34 页
,

并见图版贰之 1
。

⑧ 见《大坟 口 》 6一7页
,

图五葬具复原示意图
。

⑦ 《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 掘报告》
,

《考古学报》 1 9 8 。年 3期3 34 一 3 35 页
。

⑧ 《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
,

《考古学报 》 1 9 8。年 3期 3 49 页
。

⑨ 《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

《考古 》 19 7 6年 6期 3 75 页
。

L 《敖汉旗大甸子遗址 1 9 7 4年试掘简报》
,

《考古》 1 9 7 5年 2期 10 。页
。



葬① 以及新疆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春秋战国墓中也有发现
。

②

此外
,

以圆木作葬具解放前在我国东北
、

内蒙地 区一些民族中还可见到
。

内蒙古鄂伦春

自治旗的鄂伦春族
,

埋葬死者是先掘成墓穴
,

坑底四周用圆木砌垒成方框
,

将尸体放入
,

再以

土掩封
。

③ 黑龙江省抚远县下八岔的赫哲族
,

在未出现棺材以前
,

埋葬死者是挖一长方形竖穴

土坑
,

四周用圆木砌个槽子
,

并以生前用具同死者一起放入
,

上面以木作盖
,

然后培土垒 坟
。

④

三
、

%lJ 木 为 棺

这种类型的葬具无论考古学
、

民族学及历史文献记载上都不少
。

一

首先谈一谈考古发现
。

解放后的考古发掘 中以圆木夸d空作葬具发现不少
。

其中大致又可分两种情况
。

一种是以

粗大整木一段制作成船舟状
,

再从上面将内部掏空
,

这就是所谓
“
船棺

” 。

另一种则是以粗

大圆木制作成长方体
、

椭圆柱体以及棺盖作
“ 人 ”

字形屋脊状之整木棺
。

第一种情况以四川境内发现的
“
船棺葬

”
及福建

、

江西交界的武夷山北段地区的
“ 架壑

船棺
”
最为典型

。

关于四川的
“
船棺葬

” 这里主要以昭化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的发掘来加以

说明
。

1 9 5 4年昭化宝轮院共发掘船棺葬 9 座
, 1 9 5 4一 1 9 5 7年冬笋坝共发掘船棺葬 21 座

。

这种

墓葬都系竖穴土坑
,

葬具形如独木舟
。

一般用长 5 米多
、

直径 1 米多的大楠木刽空而成
。

作

法是先用火烧其一面
,

再以斧凿而成
。

使用这种葬具的埋葬方式大致有两种
: “

一种是将尸体

和殉葬品直接置入船中
” , “

再一种是在船中另置一木制小棺以睑尸体及随身物品
,

陶器及铜

器则置于棺外仓中
” 。

而小木棺也有两种制作方式
, “

一种系用一截约 2 米长的整楠木挖成
,

作法系将整楠木四面削平使成长方形
,

再就一面挖凿成长匣形的小棺
” 。

另一种
“ 系用板作

,

由底
、

两端及两侧的六块整板拼合而成
” 。

⑤ 这种葬具在奉节县瞿塘峡
、

⑥ 成都百花潭中学⑦
、

郭县红光公社向阳大队二队⑧ 以及广汉
、

绵竹
、

双流
、

芦山等地都有发现
。

⑨

此外
,

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存的葬具
“
绝大部份

”
也是

“ 用圆木挖成独木舟式的木

棺
” 。

L

至于 “
架壑船棺

” ,

从已经发现的情况来看
,

以闽赣交界的武夷 山北段地区为多
。

这种

葬具都放置于高山崖洞中
。

其外形如带顶篷之小舟
。

但构造与四川地区的船棺葬 又 殊 为 有

别
。

分底
、

盖两部份
,

均用一段粗大圆木将其一面削去并掏空而成
。

这种葬具从设计到制造

都是颇费心思
、

相当考究的
,

其造型风格也很有特色
。

@

① <赤峰药王庙
、

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
,

《考古学报 》 19 74年 1期 13 7一 13 8页
。

② 《帕米尔高原古墓》
,

《考古学报》 1 9 8 1年 2期 2 0 3一 2 0 5页
。

⑧ 见《鄂伦春族情况 》 (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一 ) 86 页
。

④ 见 《黑龙江省抚远县下八岔赫哲民族乡情况 》47 页
。

⑤ 见《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

17
、

19 页
,

插图 7一 1 1
,

并见图版一 O 之 2
,

图版一一之 1
、

4
,

图版一三之 1
。

⑥ 见童恩正
: 《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 巴人文物 》

,

《考古 》 19 62年5期2 53 页
。

⑦ 见《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
,

<文物》 1 9 7 6年 3期如页
。

⑧ 《四川郸县发现战国船棺葬》
,

《考古》 l o a o年 6期5 6 0一 5 6 1页
。

⑨ 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35 1页
。

L 《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
,

《文物》 19 7 6年1期68 页
。

@ 见《福建崇安县架壑船棺调查简报》
,

《厦门 大学学报》 19 7 8年4期93 一94 页
, 及 97 页图二

, 《福建崇安武臾山白岩

崖洞墓清理简报》
,

《文物》 1 9 8。年 6期 13 一 14 页及 18 页图八
。



“
gl1 木为棺

” 的另一种类型的葬具
,

在考古材料中也不少
,

又可分为崖葬和土葬两种
。

1 9 7 9年江西贵溪鱼塘公社仙岩一带的崖墓中清理了三十七具木棺
。

均系整木刽制而成
,

分棺盖和棺身两个部分
。

葬具横断面有的为椭圆形
,

有的为梯形
,

有的呈五角形
。

从外表看

去
,

有的呈椭圆柱体
,

有的似长方体
,

有的则如
“ 人 ”

字形屋脊之长屋状
。

并且
,

在 一 些
“ 人

”

字形棺盖木棺的
“ 棺底下部有刽制而成的桥形矮足三对

,

分置于两端及中部
,

足高 8

厘米 ” 。

① 此种葬具若骤然视之
,

俨如一
“
干栏

”
式房屋模型

。

这类葬具在 四川琪县等地的
“ 悬棺葬

”
中也很多

。 “ 悬棺
” 系用整段楠木 411 空而成

,

分

底
、

盖两部
,

外面以铁制抓钉钉固
。

此种葬具
“
从棺头看

,

它象一个对称五边体
。

棺盖作等

边三角形
,

棺底作等边 (按
,

应为等腰— 本文作者 ) 梯形
。

从棺材正身看
,

它象一个长立
.

方形的七面体
,

头大脚小
,

长约二公尺
” 。

② “ 悬棺
” 的放置方式尤为特殊

,

是在悬崖绝壁

上平行横凿两三个桩穴
,

分别将长七八尺之粗木一端贯人穴内
,

然后将棺材横置于木桩上
,

“ 恳棺
”
遂 由此得名

。

此类葬具在广西平果县古城地方的岩墓中也 曾大量发现
。

有的在一个岩洞中放置的木棺

竞达七八十具之多
。

棺材的放置方式是从洞口开始按两行排列直达洞内
,

棺与棺相互半叠如

梯状
。

棺长一般约三市尺
,

直径约七八寸
。

制作方式系
“
将巨木用斧凿成槽状

,

以贮尸体
,

其

上加盖
。

用火灼孔
,

加以小木钉
” 。

③ 由于此种葬具很小
,

且棺 内遗骨洁净
,

看 来这当是二次葬
。

此外
,

以整木 l9J 制为棺在四川奉节瞿塘峡内的崖墓中也发现过几起
。

④ 据笔者所知
,

最

近贵州省博物馆的同志在贵州境内的崖墓中也曾多次发现
。

上述葬具在土葬墓中也有
。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朴头公社关 口地方的一座古墓曾发

现四具木棺
, “

棺身用独木凿挖而成
,

棺盖是一块整板
” 。

⑤ 此外
,

在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东汉

墓中发现的木棺
“

全是用一裸大树身
,

中间挖空成槽 (状如马槽 )
,

盛以人尸
,

上盖木板
” ⑥ 等等

。

历史文献有关
“
glJ 木为棺

” 的记载也不少
。

宋人周辉 《清波杂志》 卷七 引 《南 海 录 》

说
, “

南人送死者无棺梓之具
。

稻熟时理米
,

凿大木若小舟以为臼
,

土人名春塘
,

死者多捡

于春塘中以葬
” 。

《正德琼台志》 卷七风俗门记述崖州
“
客人

”
葬俗说

, “
死以圆木为棺

” 。

张庆长 《黎歧纪闻》 云
,

琼州之黎歧人
“ 父母丧

,

用木凿空中心以为棺
,

埋 地 内
,

上 不 起

坟 ” 。

清乾隆 肖应植 《琼 州府志 》 卷二十述及黎族丧俗说
, “

亲死
,

… … %j[ 圆木为棺
,

葬则

异棕而行
,

令一人前导
,

以鸡卵掷地
,

卵不破处为吉穴
” 。

沈瑜庆等撰 《福 建 通 志
,

风 俗

志 》 诩永春州金族风俗云
: “

舍民… …人死夸d木纳尸
” 。

《贵州通志
·

风土志 》 云
,

苗人
“
亲

死
,

刽木以敛
,

置诸崇崖峭壁间
” 。

《续修永北直隶厅志》 卷七谓云南永宁一带磨度人葬俗

是
“
死后剂木为棺

,

焚化掩埋
,

不立家坟
”
等等

。

这类葬具
,

解放前还在我国不少兄弟民族中保留着
。

① 咤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
,

《文物》 1 9 8D 年 n 期 4一 5页
,

并见23 页图三六至四三
。

② 石钟健
:

《四川悬棺葬》
,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1 9了9年 1期78 页
,

并见86 页图版式
。

参见葛维 汉
:

《川南的
“ 白

人坟
” 》

,

译文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 19 8。年 1期 10 9页 , 《四川洪县
“ 焚人 ” 悬棺及岩画 调查 记》

,

《文物 资

料丛刊 )之二
,

1 5 5一 1 9 5页
。

③ 梁姑庐
:

《广西憧 ( 壮 ) 族的崖墓 》
,

《广西 日报》 1 9 5 7年 6月 21 日
。

④ 见陈培绪
:

《夔峡中发现悬棺葬》
,

`文物》 1 9 5 9年 5期 75 页 ,
李莉

:

《四川奉节县风箱峡崖棺葬》
,

《文物》 1 9了8 年

7期 8 9页
。

⑤ 《四川阿坝州发现汉墓 》
,

(文物 ) 1 9 7 6年 1 1期。 o页
。

⑥ 《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
,

《文物》 1 9 6。年 6期 9页
。



云南金平县新安寨的黄苦聪人死后
,

以投掷鸡蛋的方式选择大树一棵
,

砍倒 后 取 其 一

段
,

从中剖为两半
,

再将中部掏空作棺室
。

尸体装人后外面以藤条捆紧
。

墓地以抛鸡蛋的方

式选择
,

在蛋破处掘穴埋葬
。

① 金平县插满人使用的葬具也为圆木凿成
,

但不得以新伐的或

被风吹倒的树木制作
,

只能以旧木刨制
。

② 西藏察隅县橙人有火葬和土葬两种方式
。

在早
,

土葬的葬具是以整段圆木挖制成槽状
,

并将死者曲肢捆扎后放入槽中埋葬
。

③ 云南沧源县班

洪寨
、

双江县大勋峨寨以及西盟永广
、

翁嘎科
、

龙坎
、

大马散等地的侃族
,

葬具也以圆木 011

空为之
。

④ 大马散伉族制作棺材的方式是
,

由死者亲属去山
_

仁伐巨树一棵
,

取其一段
,

在一

端打入木楔将其剖 为两半
,

并将中部刽空而成
。

外长约 2 00 公分
,

直径约 46 公分
,

中空 部 份

长约 18 0 公分
,

直径约 40 公分
。

尸体装人后
,

用三道竹蔑将底盖两部分捆紧
,

并用牛 粪 和

灰水之类涂于底盖间缝隙内
,

使其密封
。

在镇康
、

耿马等地的崩龙族中
,

棺材的含义是
“

船
” ,

供死者 灵魂去另一个世界时渡河用的
。

也是以一截粗大树干剖为两半
,

中间凿空而成
。

死者

人棺后
,

以绳将底
、

盖束固
。

并以一种类似松香的树胶将缝隙弥合封闭
,

然后运 至 墓 地 土

葬
。

⑤ 这种以圆木夸」空作葬具的现象在云南独龙河流域的独 龙 族 ; ⑧ 潞西
、

东 山
、

陇 川
、

瑞丽
、

盈江
、

保山等地的景颇族 ; ⑦ 金平县里加扎 (翁当 ) 寨的哈尼族⑧ 以及广东海南岛保

亭县毛道地区的黎族中⑨都有
。

此外
,

刽木为棺在行风葬的民族中也有之
。

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早前使用的

葬具是将一段粗圆木对半劈开
,

上下膛挖空而成
。

能用作葬具的多是松树和杨树
,

不能用桦

树
,

因桦树易腐朽
。

风葬时选两棵相距一公尺左右的树
,

从离地高约二米处 砍 断
,

上 置 横

木
,

然后将棺头向南置于共上
。

L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

如有人外出行猎而死
, “ 即取大树

干一段
,

先将树的一面祈平
,

再挖成槽形以作棺
,

上面亦覆一槽形之树作棺盖
,

尸纳木中
,

用树皮紧扎棺与棺盖
。

然后用有树叉之树四棵
,

上架两横木
,

其上再搁树枝铺成一台
,

高约

丈余
,

棺即置于台上
” 。

几年后尸体腐化
,

再将遗骨取回土葬
。

@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
,

在各地区
、

各民族中
,

尽管 glJ 木为棺的具体方式和形状不尽相同
,

但它们都是以一段整木夸d制而成
,

这却是最基本的共同点
。

可见
,

将其归为一类是适当的
。

这里所谓木匣式棺材有其特定含义
,

木 匣 式 棺 材

它不同于整木刽制的独木棺
,

而是由若干块木料拼

①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苦聪人社会经济调查》
,

44 页
。

②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苦聪人社会经济调查》 64 页
。

③ 见《橙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1 0 3页
。

④ 见低族调查材料之一
,

5 2页 ,
之二

,
i ] 0一 1 1 1页

、
1 5 0一 1 5 1页 ,

之三
,

1 5 0一1 5 1页 , 之 四
,

4 ,
、

7 3一 7 4 页
,

之

五
,

6 6页
。

⑤ 见《云南省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43 一 44 页
。

⑥ 见《独龙族简史简志合编》 (初稿 ) 28 页
。

⑦ 见景颇族调查材料之四
,

1 99 页 ;
之八

,

94 页
。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社会概况》
,

傣族调查 材料之一
,

16页
。

⑧ 见《云南省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 36 页
。

⑨ 见海南黎族社会历史储况调查资料第一册 11 9页
。

L 见《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情况 》 2 1 4页 ,
参见《逊克县鄂伦春民族乡情况》 1 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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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钉制而成
,

即后人所谓
“ 汉式棺材

” 。

关于这种葬具出现的时间
, 《礼记

·

檀弓
_

L》 谓
,

“
有虞氏瓦棺

、

夏后氏熨周
、

殷人棺掉
” 。

从考古发掘来看
,

殷代棺撑确已较普遍
。

1 9 6 9一

1 9 7 7年安阳殷墟发掘的 9 39 座殷代墓葬中 7 10 座有葬具
。

其中 66 3座仅有棺
,

47 座有棺 有 掉
。

“
木棺都是长方匣形

,

两端大小
、

高低相同
。

棺上一般涂红
、

黄色漆
,

有的涂漆数层
。

少数

棺
.

上还有彩绘
’夕 。

① 可见
,

这种葬具已相当进步
。

看来
,

这种葬具最初可能出现 于 黄 河流

域
,

以后才逐渐传播到边远地区
。

似可认为
,

这种葬具的出现即完成了从原始葬具到正规棺

梓的整个演进过程
。

当然
,

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
,

这种棺撑本身也有其发展和演 进 的 历 史

(如周代统治阶级 内部
,

葬具的使用有若干等级之分等 )
,

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

也就不去涉及
。

葬具的产生和演进

上面对我国早期木质葬具作了一些初步分类和概述
。

可以看到
,

每一种类型的葬具都不

仅是某一地区
、

某一民族的特有现象
,

而是几乎都有一定的广泛性
。

同时
,

通过上述各民族

葬具的叙述我们也可看到
,

一般说来
,

某一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愈低
,

所处的社会发

展阶段愈原始
,

它使用的葬具也就愈落后和原始
,

反之亦然
。

那么
,

葬具究竟是 怎 样 产 生

的? 上述各种类型的葬具能否大致按照一种发展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 ? 也就是说
,

它们之 I’al

是否存在一种演进的关系 ? 笔者拟就这些问题作一点大胆的尝试
。

首先谈一谈葬具的产生
。

我们知道
,

丧葬习俗不是从来就有的
,

而是人类社会及人们的

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孟子
·

滕文公上 》 说
, “

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
,

其亲死
,

则举而委之于壑
” 。

在远古时期
,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维能力都十分低下
,

人们靠采集

和狩猎为生
。

由于获取生存资料十分困难
,

他们整天忙忙碌碌
,

为争取生存而劳累奔波
。

在

这种状况下
,

丧葬观念显然不可能出现
,

人死后或就地弃之
,

或 “
委之于壑

”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智力的增长
,

血族观念
、

宗教观念
、

道德观念 便 逐 渐 产

生
,

从而
,

对死去亲人的怜悯与怀念之情理所 当然地会要出现
。

尤其是在灵魂观 念 产 生 之

后
,

最初的丧葬形式也必然会随之产生
。

当然
,

最初的丧葬无疑是极其简单和原始的
,

在一

些地区可能是将死者置于洞穴中或就地草草掩埋
,

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可能是将死者置于树上

风葬
。

当然
,

在这一阶段
,

有意识的葬具看来还不可能 出现
。

那么
,

葬具究竞是怎样产生的 ? 对于这样一个远古时期的问题要用直接的事实作开门见

山的回答颇不容易
。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

那就是葬具绝非远古人类随心所欲的发明
,

也非

《周易
·

系辞 》 所谓后世
“
圣人

” 的天才创造
,

而是当时社会存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

是

集体智慧的产物
。

我们知道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进以及灵魂观念的进一

步增长
,

为死去的亲人安排到另一个世界中生活的观念也就逐渐产生了
。

在当时人们看来
,

人死后同生 时一样要进行生产和生活
,

要衣
、

食
、

住
、

行
。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

他们总是

以活人的情景去安排死者的丧葬
:

生前的生产和生活用具要作随葬品
,

供其到另一个世界继

续使用等等
。

根据这样的认识
,

我们 自然会将葬具的产生同人工建造住宅的出现联系起来
。

让我们来看一看远古人类的居住情况
。

《 周易
·

系辞 》 云
, “ 上古穴居而野处

” 。

《礼

记
·

礼运 》 谓
, “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

,

冬则居营窟
,

夏则居檐巢
” 。

郑玄注
, “

寒则累土
,

妞 《 19 6 9一 19了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

《考古学报》 1 9 7 9年 1期 27
、

39 页
。



暑则聚薪柴居其上
” 。

《韩非子
·

五蠢 》 谓
:“
上古之世

,

人民少而禽兽众
,

人民不胜禽兽

虫蛇
。

有圣人作
,

构木为巢
,

以避群害
” 。

这些记载表明
,

古代曾有过巢居和穴居
。

《晋书
·

四夷传 》 谓
, “

肃慎氏
,

… … 夏则巢居
,

冬则穴处
” 。

可见
,

巢居不仅 曾在南方民族中盛行
,

北方一些民族也有之
。

我们只需将
“
巢居

” 同东北民族的
“
风葬

” 加以比较
,

便可发现二者

有着基本的共同点
:

一个是在树上作
“
巢

”
而居

,

一个是在树上作架而葬
。

请看
,

是何等相

似 ! 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

而是有其必然联系
。

可以认为
,

风葬正是远古人类
“
构木为巢

” 的

居住情景在丧葬习俗上所保留的一种遗风
。

是当时
“
巢居

” 的社会存在在葬俗中的反映
。

新石器时代的半穴居式和地面建筑住宅遗存
,

解放后发现较多
。

例如
,

西安半坡遗址的

住宅有方形和圆形两种
,

每一种又分半穴居式和地面建筑两种形式
。

其中方形房子以半地穴

式年代为早
,

据 37 号房的复原情况来看
,

房址中间偏西处有一柱洞
, “

屋顶大概是从四壁地

面用木椽倾斜交结在这个中柱上的
” 。 “

屋顶架以木椽
,

盖茅草或涂草拌泥土
” 。

①洛 阳涧西

孙旗屯曾清理过四个穴坑
,

有的坑底铺有红烧土
、

木灰等物
。

② 为半穴居式建筑
, “

顶盖是

自四周向心架椽
,

扎结成架
,

未施中心柱
。

由穴内堆积来看
,

屋面可能 用树叶
、

茅草铺 装
” 。

⑧

此外
,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 良诸文化遗存 中也 曾发现过以
“
大幅的竹席

”
或

“
大幅树皮

、

芦菲

和竹席
”
盖制的原始住宅

。

④

另外
,

在我国一些兄弟民族中过去还存在过一些其他形式的原始住宅
。

曹廷杰 《西伯利

东偏纪要》 谓
“
黑斤

” (赫哲族 ) 的住宅是
“

冬夏所止之处
,

取树皮或草为小屋
” 。

这种住

宅解放前在松花江下游以狩猎为主要经济部门的赫哲人中尚可见到
,

他们称为
“
撮罗安 口

” 。
.

赫哲语
“ 撮罗 ”

意为尖
, “

安 口 ”
意为棚

。

是以一二十根直木架成圆锥形
,

并在其上铺以遮

风或保暖之物而成
。

有的用茅草铺盖
,

有的用桦树皮围盖
,

还有的是以兽皮围盖
。

这种住宅
」

的内部设施很简单
:

门向南开
,

东西北三面整齐地铺以半圆形的干柳条子
、

树枝或茅草
,

上面

再铺以树皮即可居住
。

⑤ 这种住宅在鄂伦春族中也有
,

他们称作
“
楚 伦 安 嘎

”
(即 “

仙 人

柱
” )

。

也是用二三十根木杆搭成圆锥形
,

一般冬季外面围以抱皮
,

夏季则围以桦树皮
,

以

挡风雨
。

⑥ 同样情况在鄂温克族中也存在
。

类似的住宅在农业民族中也有
。 ·

《皇清职贡图》 卷七谓云南鹤庆等地的
“
徐人

”
(独龙

族 ) “
其居处结草为庐

,

或以树皮覆之
” 。

直到解放前云南金平县牛塘寨黄苦聪人的住宅也

还十分简陋
。

系用木极作柱
,

以细树枝作壁
,

房顶以竹叶或芭蕉叶
、

茅草覆盖
。

⑦

当然
,

上述各类住宅并非人类最早建造的住所
,

相对地说它已经比较进步
。

不过
,

我们

也不难看出
,

这些以树枝
、

树皮
、

苇席
、

兽皮
、

树叶
、

茅草等类建盖的原始住宅
,

难道不是

正好与树枝
、

树皮
、

苇席等类葬具相呼应么 ! 事实上以树枝
、

树皮覆盖于死者遗体之上
,

正

是供其到另一个世界 中避风遮雨的用物
。

因此
,

我们有理 由认为
,

这类葬具也正是 由与之相
:

见《西安半坡 》 9一 n 页及 15 页之房子 复原图
;
参见杨鸿勋

: 《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
,

《考古学 报奢

1 9 7 5年 z期 4 1一 4 2页
,

并见 4 4页图一
。

见《洛 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
,

《文物参考资料》 1 9 5 5年9期59 一60 页
。

杨鸿勋
:

《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
,

《考古学报》 1 9 75年 i 期 52 页
。

《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
、

二次发掘报告》
,

《考古学报》 1 9 6 0年 2期 74 一 75 页
。

见《黑龙江省抚远县下八岔赫哲民族乡情况 》 34 一 35 页
。

见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二
,

58 一59 页 ,
之三

,

88 一 90 页
。

见《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 平县苦聪人社会经济调查》 2 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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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原始住宅演化而来
。

再来谈一谈 以圆木或木板建造的住宅
。

《旧唐书 》 谓
, “

鞋辐
,

… … 无屋宇
,

并依 山水

掘地为穴
,

架木于上
,

以土覆之
,

状如中国之家墓
,

相聚而居
。

夏则出随水草
,

冬则人处穴

中
” 。

① 《新唐书 》 谓黑水鞋辐
, “

居无室庐
,

负山水坎地
,

梁木其上
,

覆 以 土
,

如 丘 家

然
。

夏出随水草
,

冬入处
” 。

② 很明显
,

这种住宅是先挖一土坑
,

在穴 口并排放置圆木
,

再

以土覆盖而成
。

不难看出
,

这种穴居住宅同大坟口第一种类型的葬具
“ 即仅在坑 口 搭 放 圆

木
,

盖住尸体
,

然后复土掩埋
” 的情况十分相似

。

以圆木或木板建造住宅的现象解放前在后进民族中也还不少
。

西藏察偶县橙人的住宅系

“
干栏

”
式建筑

,

建房时先在地上埋若干根粗大木桩
,

然后以藤条将粗木在桩上捆成屋架
,

再以木板捆扎成四壁和地板
。

房顶用茅草搭盖
。

制作木板是先将树干砍为若干段
,

再用砍刀

或小斧在粗木的一端砍出缝隙
,

然后以三角形之木楔打入
,

将其剖为木板
。

③

云南独龙河流域的一些独龙人建房也是先在地上打木桩
,

并在四周木桩上用圆木由下往

L并排横列作壁
,

房顶以木板或茅草复盖
。

此种住宅从外表看俨如圆木累成之木匣
。

④ 这种

房屋在云南西部山区的傈僳族
、

怒族中都有
。

⑤ 此外
,

19 世纪初期这种住宅在黑龙江下游和

库页岛一带还普遍流行
。

⑥ 如果将这种
“
木匣

”
式住宅同大坟 口等地发现的四壁以圆木构筑

的 “
井

”
字形葬具相比

,

其外形颇为相似
。

从上述事实来看
,

可以认为四周以木板或圆木作葬具的现象
,

显然同四周以木板或圆木

构建的住宅有着一定联系
,

并且
,

前者可能即是由后者演化而来
。

再来看一看
“

人
”

字形屋脊状棺材
。

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发掘过一座木撑铜棺墓
,

铜棺为长

方形
,

棺盖作
“ 人 ” 字形屋脊状

。

系用七块斗合而成
,

可以拆卸
,

棺底有脚 13 支
。

⑦ 从外表

看
,

整个铜棺犹如一座
“ 干栏

”
式住宅模型

。

江西贵溪仙岩一带崖墓中发现的整 木 glJ 制 棺

材
,

有的形如
“ 人 ” 字形屋脊状之长屋

,

有的则颇似
“ 人 ” 字形屋脊之

“ 干栏
”
式住 宅

。

⑧

四川琪县等地悬棺葬的葬具外形也与
“ 人 ”

字形屋脊住宅相似
。

⑨此外
,

过去满族使用的棺

材
,

棺盖上锐下宽
,

呈屋脊状
。

L 云南宁菠县永宁地区纳西族使用的棺材呈立体长方形
,

下

有四条短腿
,

棺盖作
“ 人 ”

字形
。

⑧ 整个棺材外形酷似一座
“
干栏

”
式建筑 模 型

。

可 以认

为
,

这类葬具的出现同
“ 人 ”

字形屋脊住宅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

通过对上述几种住宅和葬具的比较
,

不难看出
,

每一种类型的葬具大致都同一定的住宅

形式有关
。

可见
,

二者之间显然有一种内在联系
。

这一事实表明
,

木质葬具的产生是同人工

见《旧唐书》卷 1 99 下
,

列传第 1 49 下
。

见《新唐书》卷 2 19
,

列传第 14 4
。

见《橙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28 一 29 页
。

见《独龙族简史简志合编》 (初稿 ) 32 页
,

并见图版 .5

见《傈傈族简史简志合编》 (初稿 ) 66 页 , 《怒族简史简志合编》 (初稿 ) 81 页
。

见间官林藏
: 《东糙纪行拟 5页

,

及该书
“
穴居土著之夏季住屋

”
私

“ 仓库
” 图

,

商务印书馆工9了4年
。

《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撑铜棺墓清理报告》
,

《考古》 1 9 6 4年 12 期6 07 一 6 08 页
,

图版贰之 1
。

《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
,

《文物》 19 8 0年 11 期 4一 5页
,

并见 23 页图之三九
、

四一
。

《四川琪县洛表公社十具
“
契人

” 悬棺清理简报》
,

《文物》 1 9 8 。年6期39 页
,

图八
、

九
,
参见石钟健

:

《四川悬棺

葬》
,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1 9 7 9年 1期 86 页示意图
。

见《满族社会历 史调查报告 》上册 51
、

73 页
。

见詹承绪等著
: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 》 2 6 9页棺材图

。

①②③④⑤⑧⑧⑦⑨

八勺

L@石



建造住宅的出现直接相关联的
,

也就是说
,

葬具是随着远古人类人工建造住宅的出现而产生

的
。

这是当时社会存在在葬俗中的反映
。

当然
,

并不是说有了人工建造的住宅随即就会出现

葬具
,

事实上葬具的产生要比住宅的出现为晚
,

而它的普及则是更晚的事情
。

我国新石器考

古发掘中只在少数墓葬发现有葬具就说明了这一点
。

依据这些事实我们还可认为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葬具的演进也是随着人类住宅的进步和发

展而演进的
。

从最初原始葬具的产生到以后宏伟壮观的
“

地下宫殿
”

的出现可以说都是如此
。

现在来谈一谈葬具的演进
,

笔者以为
,

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判定哪一种类型的葬具

最为原始
,

只有找到了这个线头
,

才有可能顺蔓摸瓜依次往下追溯
。

从各方面情况来看
,

有

理由认为以树皮
、

树枝
、

席薄之类作葬具是属于葬具的最初形式
。

如前所述
,

这类葬具是以
“
构木为巢

” 、 “
结草为庐

”
之类原始住宅的出现为背景的

。

同时
,

这类葬具形式原始
,

制

作简陋
,

这些都反映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原始
、

朴素的思想意识
。

并且
,

这类葬具在后进

民族中保留较多
,

据苦聪人的传说和记忆
,

他们使用的葬具中以树皮裹尸埋葬最为古老
。

再

者
,

这类葬具与
“ 古之葬者

,

厚衣之以薪
” , ① “太古之时

” , “
死衣之以薪

” ② 的记载最

为接近
。

可见
,

将其视为葬具的最原始形式是比较合理的
。

以原始木板或圆木陈放于墓穴内死者四周
,

是继前一类葬具之后出现的另一种葬具类型
。

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
,

这类葬具都较前一类葬具远为进步
。

前面已经指出
,

这类葬具的出现

大致是以木板或圆木构筑的住宅为背景的
,

而这类住宅较之前一类住宅又要进步得多
。

从现

有材料来看
,

此类葬具在新石器晚期墓葬中已经在使用
,

这同当时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
,

石

斧之类砍伐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关
。

同时
,

也与人们住宅条件的不断进步有直接联系
。

继之而 出现的便是
“
gll 木为棺

” 。

西汉刘向谓
, “ 昔尧之葬者

,

空木为犊
,

葛慕为缄
,

其穿地也
,

下不乱泉
,

上不泄臭
” 。

⑧传说中的尧舜究竟相 当于考古学中的哪一种文化类型

尚不得而知
。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发掘表明
,

在马厂类型遗存中仅发现有木板葬具
,

而在齐家

文化遗存中却发现有独木棺
,

从而
,

从考古学的角度为这两类葬具提供了相对年代顺 序
。

④

另外
,

从碳一 1 4测定来看
,

柳湾马厂类型的年代为
: 3 8 65 士 1 20 (公元前 1 9 1 5年 )

; 3 6 6 5 士

8 0 (公元前 1 7 1 5年 )
; 3 9 7 0士 2 4 0 (公元前 2 0 2 0年 )

。

而齐家文化的年代则为 3 5 7 0 士 1 4 0 (公

元前 1 6 2 0年 )
。

⑤ 可见
,

无论从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看
,

原始木板葬具都要 早 于
“
夸臼木 为

棺
” 。

考古发掘也表明
,

迄今新石器时代还未发现过
“
l4J 木为棺

” 的现象
,

而在属于铜石并

用阶段的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存中则有之
。

⑥ 大量事实表明
,

进人金属时代之后这种葬具曾

广泛使用
。

以此看来
,

它的出现 同金属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
。

由于这类葬具在不 同地区所具有的形式和风格不尽相同
,

因此
,

它们产生的原因也就不

能一概而论
。

关于四川的船棺葬
,

有同志认为
“
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主人生前实用的水

上交通工具
,

死后即以之作葬具
” 。

因为 “
船棺葬者若不是一种与河流有密切关系的民族

,

绝不会把葬具凿成如此形式
。

以舟为葬具
,

这或者表示以水为家的信念
,

或死后还需要舟揖

① 《周易
·

系辞下》

② 《白虎通
·

崩毙篇》

③ 刘向
:

《说苑》卷二十
。

《汉书》卷六十七也有此说
。

④ 见《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
,

《文物》 1 9 7 6年 1期6 8页
。

⑤ 见《放射性碳素侧定年代报告》 (五 )
,

《考古》 1 0 7 8年 4期 2 86 页
。

⑧ 据甘肃地区的情况来看
,

齐家文化 已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
。

见《文物考古工作主十年》 1 4 1一 l 招页
。



,

的信仰
” 。

①而武夷山地区的
“ 架壑船棺

”
有同志认为是 由船舟仿制而成

。

原因是
“
舟船既

是越族生产生活所必需
,

死后用楠木仿舟船制作棺枢
,

让死者在阴间继续享用
,

这对于一个终

身善于造船用舟的民族
,

出现这种葬俗是非常切合古代民族的心理的
” 。

② 至于广西贵县罗

泊湾等地发现的整木刽制棺材
,

有同志则认为它
“
最初并不是一种专门的葬具

,

而是一种实

用的粮食加工工具的借用
,

后来才仿其形制作成专用的葬具
” 。

③ 这些意见看来都有一定的

道理
。

但是
,

我们知道
,

以圆木刽空作葬具发现的地区范围颇广
,

东北的大兴安岭
、

新疆的

戈壁沙漠
、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
、

云南横断山地区
、

贵州高原及四川阿坝地 区 都 有 发
.

现
。

而这些地区既无舟揖之便
,

也不作粮食加工用具
。

可见
,

这类葬具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

但是
,

无论如何
,

那种以整木 l4j 制而成的
“

人
”

字形屋脊状棺盖的葬具显然是仿效
“ 人 ”

字形屋脊之住宅而来
,

这一点看来也是勿庸质疑的
。

继 “
刽木为棺

” 之后出现的葬具便是木匣式棺材了
。

前面已经指出
,

这种葬具在殷代晚

期墓葬中已有较多发现
。

1 9 7 4年四川琪县棺材铺发现的 21 具悬棺
,

其中只
“

有一具棺其形制为

现代汉族中的十盒头棺材
” 。

④ 这种葬具无疑是受汉族影响而出现的
。

可见
,

在当地这种棺材

的使用应较
“
整木挖凿而成

”
的葬具为晚

。

另外
,

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
、

赫哲族
、

海南岛的黎族
’

以及云南西部的一些兄弟民族中
,

在木匣式棺材传入之前
,

不少地方都还是使用整木刽制的葬

具
。

可见
,

无论从考古学和 民族学材料来看
,

这种葬具出现的时间都应晚于
“ 刽木为棺

” 。

结 束 语

上面对我国的木质葬具作了一些初步分类和概述
,

并就其产生原因和演进的大致情况谈

了一些初步看法
。

我们根据这些葬具的性质和形式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
,

并且认为以树枝
、

树皮
、

席薄之类 作葬具是葬具的最原始形式
; 继之而起的是以原始木板或圆木置 于 死 者 四

周 ; 随后是
“
刽木为棺

” ; 再后即是木匣式棺材
。

当然
,

并不是说一切民族都必定存在过这几种类型的葬具
。

但是
,

迄今为止我们也确有

一定理由可以认为这几类葬具都有一定的普遍性
。

另外
,

上面对葬具所作的分类以及它们之

间先后关系的划分也只能是大而言之
。

事实上在每一个大类中所包括的不 同葬具形式之间还

会有先后关系之别
。

比如
,

在第一种类型的葬具中以树枝
、

树皮作葬具可能出现得更早
。

另

外
,

在第二种类型的葬具中
,

半坡的木板葬具显然又不能与柳湾的木板葬具同 日而语
,

后者

当更为进步
。

不过
,

在无更 多材料可供作进一步的类型划分的情况下
,

暂将它们作如上分类

着来也是比较恰当的
。

总的说来
,

木质葬具的产生和演进不是凭空发生的
,

而是随着古代人类人工建造住宅的

产生而产生的
,

同时
,

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随着住宅的演进而演进的
。

当然
,

这也绝不是说

人类的住宅水平发展愈高葬具水平也会愈高
,

因为葬具同一切宗教现象一样只是一种历史范

畴
,

它不会永存
。

相反
,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
,

人们认识的大大提高和无

神论思想的普及
,

葬具必然会愈来愈稀少
,

愈来愈简化
。

最后即使不是完全消失
,

也必然会

被一种象征性的形式所取代
。

①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 88 一89 页
。

② 《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
,

《文物》 1 9 8。年 6期 16 页
。

.

③ 张勋燎
: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
“
春塘

” 葬具和人殉问题》
,

《四川大学学报 》 19 7 7年 4期 65 页
。

④ 《四川琪县
“
整人

” 悬棺及岩画调查记 》
,

《文物资料丛刊 )2
,

18 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