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 史 教 学

l中 :古代民` 介。
l

东 汉 以 前 的 匈 奴 族

林 转

一 甸奴族的兴起及其杜会面貌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 ~个游

牧都族
,

它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 (战国时期 )

兴起于大筑南北
。

在它兴超以前
,

这个地区

已先后 出现过夏代的
“
荤粥

” (音劝
n y Q)

,

殷商时的
“
鬼方

” ,

西周时的
“
独犹

” ,

春

秋战国时的
“
戎

” 、 “
狄

”
及后来的

“

胡
” 。

国内外都有学者主张甸奴的族源与上述
“
荤

粥
” 、 “

硷眺
”
等有一定的关系

,

在战国及

秦汉时期
, “

胡
”
字更成为匈奴的专称

。

匈奴是游收部族
,

它的社* 经济以畜收

业为主
。

匈奴人为了追通水草
,

经常四处迁

徙
。

他们住弯庐 (毡制的帐幕 )
,

食畜肉
、

乳浆
、

干酪
,

衣皮革
、

毡裘
。

畜群 (马
、

牛
、

单 ) 的生产十分繁盛
。

史载公元前 2 00 年
,

冒顿单于曾以四十 万 骑

兵围刘邦于平城 (今山西大同市东 )
。

姑以

一兵一骑计之
,

战马已达四十万匹① (事实

上
,

游收民族通常一兵不止一骑 )
。

公元前

12 7年
,

汉将卫青出击匈奴
,
在

“
河 南 地

”

(今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 ) 捕获其牛羊百

余万头②
。

这样的例子
,

史书记载还有
,

可

见当时匈奴的畜收业之发达
。

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
,

狩猎原占有很

重要的地位
。

后来由于畜牧业的发达
,

猎获

物已经不是匈奴人的主要生活资料
,

因此狩

猎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便逐渐下降
。

农业在匈奴人的社会经济中也有一定 的

地位
。

《 史记
·

骡骑列传
》
载

:

武帝元狩四

年 (前 1 19 年 ) 卫青出击匈奴
,

至箕颜山 (箕

音 lt 6n ) 赵信城
`

(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

爱山南面支脉附近 )
,

获得甸奴储存的大量

粟米
。 《汉书

·

匈奴传
》
曾记载武帝后元元年

(前 8 8年 ) 甸奴地区因为连续下雨
、

雪数月

而
“
谷稼不熟

” 。

此外还记载昭帝始元四年

(前 83 年 )
,

卫律为单予计谋
,

打算筑城
、

建楼以储存谷物
,
准备坚守澳北

,

与汉朝作

长期的抵抗
。

匈奴人有 自已的手工业
,

其中最重要的

是冶铁业
,

从近数十年来国内外的甸奴考古

资料中
,

特别是从淇北的带颜山 (在今泉古

人 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北七十英里处
,

当

时属单予血箱女 ) 甸奴古墓的出土物中
,

发

现有三角形铁绷
、

长柄铁矢
、

铁刀
、

铁剑
、

铁马嚼
、

大小铁环
、

铁片
、

铁屑
、

铁钉及其

它铁器
。

这都是属予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及公

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匈奴遗物⑧ 。
1 9 7 3年

,

我

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东南

的桃红巴拉村匈奴墓葬的出土物中
,

也发现

了铁刀和其他铁器④ 。

所有这些出土文物
,

都可证明甸奴人自

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已挽有了铁器
,

公元前三

世纪 以后开始广泛地使用铁器
,

并建立了自

己的冶铁手工业
,

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冶缺业

更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
。

其次是铸铜业
。

从诺颜山
、

内蒙古及其

它地区的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的铜嫉
、

铜刀
、

①② 参阅 《 史记
·

匈奴列传 》 。

③ 凡本文提到的匈奴出土文物
,

除另注明出处 外
,

均见拙编 《 匈奴史论文选集 》 ( 内蒙古语文历史

研究所 1 9 7 7年版 ) 关于国内外匈奴考古情况 的介

绍
。

④ 参阅田广金
:

《 桃红巴 拉的匈奴 墓 》 一 文
,

见

《 考古学报加 1 9 7 6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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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剑
、

铜马嚼及其它铜制日用器皿和饰具等
,

可 以看出其生产规模和技术
,

说明了匈奴人

的铸铜业早 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

另一个手工业部门是制陶业
。

诺颜山等

地的匈奴墓葬都出土了大批的体积不等
、

形

状和色泽不一的各种各样的陶器
,

可见陶器

制造也早已相当发达了
。

此外还有皮革制造业和木器制造业等
。

其中制造车辆更反映了木器和金属器互相结

合使用的技能
。

《盐铁论
·

散不足 》 篇提到

的 “
胡车相随而鸣

” 的 “
胡车

”
就 是 匈 奴

车
。

匈奴人在与汉张掖郡 (今甘肃张掖县一

带 ) 交错的地区还有专门制造车辆的工场
。

故匈奴人拥有的车辆特别多
,

往 往 在 作 战

时
,

一次损失
,

为数就达千辆以上①
。

匈奴人为 了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 (上

层贵族还需要奢侈品 )
,

经常把他们的牲畜

和皮毛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 品 进 行 交

换
。

故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互通
“

关市
” 。

通过关市
,

汉匈之间长期发生了频繁而大宗

的交换
。

二 匈奴人的文化

匈奴人虽然没有文字
,

但民歌却优美动

人
。

《史记
·

匈奴列传
》 “

索隐
”
引 《西河

旧事 》 云 :
祁连山在张掖

、

酒泉二郡界上
,

东西二百余里
,

南北亦百里
,

生长松柏等木

材
,

水草丰盛
,

冬温夏凉
,

宜于畜牧 , 匈奴

失此二山 (还有燕支山 ) 乃歌 日
:

“ 失我祁连山
,

使我六畜不 落息 ;

失我燕支 山
,

使我嫁妇无颜色
。 ”

匈奴人有 自己的音乐
,

最广泛流行的乐

器是胡茄和神鼓 (神音 b协
。

在匈奴生活了

十二年的蔡文姬在 《胡茄十八拍》 ② 中说
:

“
胡茄本自出胡中

” (第十八拍 ) , 又说
:

“
神鼓喧兮从夜达明

” (第三拍 )
。

匈奴人的艺术
,

在题材上明显地反映出

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
。

故在他们

的艺术品中
,

动物形或动物画最为普遍
。

这
类艺术品在诺颜山匈奴墓葬及我国内蒙古和

林格尔的范家窑子
、

察右后旗的二兰虎沟等

地的墓葬中
,

均有出土
。

匈奴人的原始信仰
,

据
《
史记

·

匈奴列

传》 载
,

匈奴人每年祭 其 祖 先
、

天 地
、

鬼

神
。

秋
,

马肥
,

大会蹄林 (蹄音 d创)
, “

课

校人畜计
” 。

在这三次集会中
,

有两次都是

祭祠的集会
。

但据
《
东观汉记

·

南匈奴单于

传 》载
:
单于每岁祭三龙祠

,

并走马
、

斗骆驼

为娱乐
。

《 后汉书
·

南匈奴传
》
也载

:
匈奴之

俗
,

每岁有三龙祠
,

常以正月
、

五月
、

九月

祭天神 , 南单于 既内附
,

兼祠汉帝
,

因会诸

部
,

商议政事
,

并走马及骆驼为娱乐
。

是则

匈奴每年的三次集会都有祭祠
,

祭祠的对象

是祖先
、

天地和鬼神
。

三 甸奴政权的建立及其与中原

王朝的关系

匈奴人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

盟
。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
,

匈奴的氏族

贵族及其世袭权力开始逐渐抬头
,

至公元前
2 0 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 自立为单于时

,

便 最

终地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了
。 《

史记
·

匈奴

列传 》 载冒顿自立为单于之后
,

往往独断专

行
,

有时甚至把和他意见相反的部落首领杀

掉
。

同时
,

单于还对各个部落首 领 发 号 施

令
,

命令他们出征
,

有后至者斩
。

像冒顿单

于这种权力
,

显然不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

领所能具有
,

这时
,

他已十足地是一个阶级

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
。

在冒顿单于时期
,

匈奴控地 已 东 尽 辽

河
,

西至葱岭
,

北抵贝加尔湖
,

南达长城
。

在

我 国北方
,

以漠北为中心
,

一个庞大的奴隶

制政权便建立起来了
。

匈奴政权机构分三部分
:

一是单于庭 (首脑部 )
,

它直辖的地区

在匈奴中部
,

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 (今河北

蔚县一带 ) 和云中郡 (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

带 ) ,

二是左贤王庭 (东部 )
,

它管辖的地区

在匈奴东部
,

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 (今河

① 参阅 《 汉书
·

甸奴传 》 、 《后 汉书
·

耿斑传》 及

《后汉书
。

西域传 》
。

② 《 胡加十八拍 》 ,

是否出于蔡文姬 的真笔
,

现时学

术界内亮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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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怀来县一带 )东面连接沙貉( h
。了 m句 ,

三是右贤王庭 (西部 )
,

它管辖的地区

在匈奴西部
,

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 (今陕西

榆林县一带 )
,

西面连接月 氏和 氏羌
。

早在公元前 2 65 年 (赵孝成王 元 年 ) 前

后
,

匈奴奴隶主操纵下的骑兵
,

就不时南下

入侵赵国的边境
,

以致边民不能 田 耕 和 畜

牧
。

后来赵王派李牧将兵抵御
,

大破匈奴十

余万骑
,

从此匈奴不敢侵入赵国的边城
。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

公元前 2 15 年 (始

皇三十二年 )
,

以头曼单于为首的匈奴奴隶

主势力复南下侵扰
,

始皇乃派遣蒙恬将兵三

十万进行反击
,

夺取了
“ 河南地

”
(今内蒙

古河套南伊盟一带 )
,

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

百余里
。

为了巩固北部的边防
,

始皇三十三

年
,

又把原先燕
、

赵
、

秦三国在北方修筑的

长城连接起来
,

重新修缮
,

并东西扩展
,

筑

成
“
万里长城

” ,

西起临挑 (今甘肃氓县 )
,

沿黄河北至河套
,

傍阴山 (今内蒙 古 大 青

山 )
,

东至辽东 (今辽宁辽阳县西北 )
,

延

炎五千余里
,

并使蒙恬拥兵坐镇上郡 (秦治

肤施
,

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
,

以为守卫
。

公

元前 2 10 年 (始皇三十七年 ) 蒙恬死
,

翌 年

而陈胜
、

吴广农 民大起义
,

秦王朝瓦解
,

戍

卒逃散
,

北边空虚
。

于是匈奴奴隶主又乘机

复渡河南 (河套以南 )
,

与中原 旧时的障塞

分界
。

西汉初期
,

正是匈奴奴隶主势力空前强

大的时期
,

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
, “

控弦之

士 ” (骑射部 队 ) 三十余万众
,

不断向邻族

实行侵扰
。

他利用当时楚汉相争
、

中原内乱

的时机
,

南越长城
,

侵扰现今的冀北
、

山西
、

陕西及河套一带
,

给予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

以莫大的威胁
。

汉初
,

由于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残破
,

劳

动力不足
,

国力空虚
,

故 不 足 以 抗 拒 匈

奴
。

高帝六年 (公元前 2 01 年 ) 秋
,

匈 奴大

围攻马 邑 (今山西朔县 )
,

驻守马 邑的韩王

信投降匈奴
。

匈奴遂 引兵南下进攻太原
,

至

晋阳 (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 下
。

七 年 ( 前

20 。年 ) 冬
,

高帝亲自将兵前往抵御
,

冒 顿

发精兵四十万骑围之于平城 (今山西大同市

东 ) 的白登山七 日
,

汉兵内外接应被切断
。

后用陈平之计
,

使人暗中以厚礼疏通 冒顿的

阅氏 (匈奴语妻的意思 )
,

乃得脱围
。

于是

乃使刘敬前往匈奴结和亲之约
。

此后
,

和亲

成为西汉王朝初期对待匈奴的一种政策
。

为

了执行这种政策
,

汉朝曾付出巨大的代价
:

以公主嫁给单干为 阔氏
, 另每年奉送一定数

量的絮
、

增
、

酒
、

米
、

食物
。

此外还开
“

关市
” 。

但是
,

公主
、

财物和开关市并不能满足

匈奴奴隶主的贪欲
,

因而汉朝虽忍受了巨大

的牺牲
,

仍不能获得边境的安宁和 汉 人 生

产
、

生活及财产的保障
。

当时的陇 西
、

北

地
、

上郡
、

云中
、

上谷
、

辽东等郡 (当今甘

肃临眺
、

庆阳
、

陕西榆林
、

内蒙古托克托
、

河北怀来
、

辽宁辽阳一带 )
,

经常遭到骚扰
。

奴隶主操纵下的匈奴骑兵
,

所到之处
,

蹂厢

庄稼
,

劫夺财产
,

杀略吏民
,

抄掠人 口
,

.

把

大量汉人俘为奴隶
,

单是云中
、

辽东
,

每年

每郡被杀和被虏去的人 口就有一万多人
。

故

武帝在国力充实
、

足以抗拒匈奴的时候
,

便

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以代替消极 的和亲

政策
,

完全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

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于元光二年 (公

元前 13 3年 )
,

经过元狩二年及四年 (公 元

前 1 21 及 1 19 年 ) 两次带决定性的战役
,

匈奴

都大败
,

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汉
,

单

于及左贤王亦皆遁走
,

河西走廊平定
。

匈奴

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
,

从 此
“
漠南无王庭

” 。

东线方面
,

汉朝在夺得 了

匈奴左地之后
,

扶植原来役属于匈奴奴隶主

的乌桓族侦察匈奴的动静
,

这样便切断了匈

奴的左臂
。

同时
,

汉朝还派遣张 赛 出 使 西

域
,

联络月氏
、

大宛以公主嫁给乌孙王 (时

乌孙驻牧于今伊犁河上游流域 )
,

拆散了匈

奴与西方的同盟
,

以切断匈奴的右臂
。

又在

河西设置酒泉
、

武威
、

张掖
、

敦煌四郡
,

一

方面用以隔绝匈奴与羌族 (生活于今青海一

带 ) 的交通
,

另一方面也便于在河 西 及 上

郡
、

朔方
、

西河等地 (今内蒙古河 套 南 一

带 ) 实行屯田
。

此外还加强了边防的设备
,

把烽健
、

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
,

又从敦煌

伸展到盐泽 (今新疆罗布泊 )
。

经过这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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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军事
、

政治
、

边防和经济上的措施
,

匈

奴奴隶主的威胁才基本上解除
。

四 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东汉初期
,

匈奴奴隶主侵扰势力重新抬

头
,

他们一方面与新兴的鲜卑族 (游牧于今

东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 连兵入寇
,

同时又

勾结和支持中原的地方割据势力
,

如盘据今

宁夏固原北的卢芳
,

今河北蔚县西 南 的 张

哗
,

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彭宠
,

今内蒙古

包头市西南的李兴
,

直接参与中原的分裂活

动
,

阻碍中国统一
,

破坏封建制度
,

企图扩

大割据势力
。

当时东汉政府初建
,

全国尚未统一
,

经

济萧条
,

边塞空虚
,

在战略上无力 积 极 反

攻
,

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和策略
。

以致

当时的上党 (东汉初治长子
,

今山西屯长县

西南 )
、

扶风 (治长安
,

今陕西西安市 )
、

天水 (治平襄
,

今甘肃通渭县西北 )
、

上谷

(治沮阳
,

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
、

中山 (治

卢奴
,

今河北定县 ) 各地
,

都遭到匈奴骑兵

的骚扰
。

与此同时
,

匈奴统治者还从西域各族人

民中勒索赋税
,

以增强经济实力
。

由于敛税

苛刻
,

剥削惨重
,

各族人 民无法忍受
。

建武

中
,

西域各族政权先后派遣使者至东汉政府

请求内属
,

并请在西域设置都护
。

但光武帝

以中原初定
,

匈奴未服
,

无暇顾及中原以外

之事
,

竟未允许
。

公元 48 年 (建武二十四年 )
,

驻牧于匈

奴之南
、

管领南边八部之众的右奥缝 日逐王

比 (西汉宣帝时因匈奴 内部变乱而投归汉朝

的呼韩邪单于之孙
,

名比 )
,

因不得立为单

于
,

遂生愤恨
,

率领所属部众四
、

五万人
,

归附于汉
,

自立为醚落尸逐樱单 于 ( 醚 音
x i)

。

以其祖父呼韩邪潭于尝依汉得安
,

故

袭用
“ 呼韩邪

” 的称号
,

仍称为呼 韩 邪 单

于
,

重新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统一领导
,

于

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
。

公元 50 年 (建武

二十六年 )
,

汉朝中央政府派遣中郎将至南

匈奴
,

帮助比设立单于庭帐 (南庭 ) 于五原

西部塞
,

随后又让他入居西河郡的 美 根 县

(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 )
。

公元 65 年 (明帝永平八年 ) 秋
,

北匈奴

的侵扰势力进攻河西诸郡
,

焚烧城邑
,

杀略

甚众
,

以致河西城门昼闭
,

人 民受害不浅
。

公元 72 年 (永平十五年 )
,

北匈奴 又 寇 河

西
,

而且胁迫西域各族随同入寇
,

翌年又寇

云中及渔阳
。

东汉政府鉴于北匈奴奴隶主侵扰势力的

存在及其不时骚扰
,

对于汉族及中原封建社

会的向前发展
,

始终是个莫大 的威胁
。

故随

着中原政治局面的统一
,

社会经济的恢复
,

汉朝国力的加强
,

及在南匈奴的积 极 支 持

下
,

于是在公元 73 年 ( 永平十六年 )
,

命诸

将率同南匈奴等骑
,

共数万人
,

四道出塞北

征
。

这次出征
,

除了窦固西出酒泉一路
,

在

天山 ( 在今新疆吐鲁番城北 ) 击 败 呼 衍 王

部
,

追至蒲类海 (今 巴里坤湖 )
,

占据了伊

吾卢城 (今哈密县 ) 外
,

其余三路都因北匈

奴闻风逃往漠北
,

没有战果而还
。

自东汉初以来
,

北匈奴奴隶主即加强对

西域的控制
,

这时更派遣使者常川驻在于阂

国内监督
,

并从于阂人民中每年征收厨絮等

物资
。

北匈奴还利用西域 东部如车师等国的

丰盛水草地带
,

派遣呼衍王部驻牧于天山
、

蒲类海一带
,

这非但阻塞了汉与西 域 的 交

通
,

而且造成对河西走廊的直接威胁
。

所以

永平十六年北征时
,

另 以窦固一路专门西击

天山的呼衍王部 ; 同时派遣班超经营西域
。

班超很快就平定了于闻等南道诸国
,

于是西

域 自与汉朝断绝关系六十五载
,

现在乃复沟

通 (西域 自王莽始建国元年与汉绝
,

至永平

十六年复通
,

当公元 9一 73 年 )
。

永年十七

年春
,

班超复平定北道的龟兹 (音 qo iC 万)
。

同年

冬
,

窦固将兵再次击破呼衍王部于蒲类海
,

并

占领了车师
。

汉朝中央政府遂在西域设里都

护及戊己校尉
,

都护及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

金蒲城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
,

己校尉则屯车

师前王部柳中城 (在今吐鲁番东南 的 克 鲁

沁 )
,

用以镇抚西域
,

捍御北匈奴
。

北匈奴

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西域
,

随即对汉 实 行 反

攻
,

因此汉匈之间
,

在公元 75 一 76 年 (明帝永

平十八年及章帝建初元年 ) 展开了一场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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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争夺战
。

时值中原地区大早
、

谷资
,

人

民负荷不堪
,

予是东汉征伐北匈奴的战争一

时中止
。

后来由于北甸奴发生了危机
:
平时

受到它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乘机起来进

行民族反扰
, “

南部攻其前
,

丁零寇其后
,

鲜卑击其左
,

西域俊其右
” ① , 北匈奴的屈

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
、
口二十万

、

胜兵

八千人
,

纷纷南下归附汉朝 , 同时澳北发生

了蝗灾
,

人民饥懂 , 统治阶级内部又兄弟争

立
,

各部分势力并各离散
。

于是 公 元89 年

(和帝永元元年 ) 东汉政府再次出兵
,

在汉

将窦宪
、

耿案与南单于联军的央攻下
,

大破

北匈奴于楷落山 (今漠北西北部的 翻布 根

山 )
,

北单于遁走
,

斩首俘获甚众
,

先后接

受归附的计八十一部合二十余万人
,

汉兵追

及燕然山 (今杭爱山 ) 而还
。

翌年 (永元二

年 ) 又派兵与南匈奴共出鸡鹿塞 (在今内蒙

古杭锦后旗西 ) 再击北匈奴
,

北单于受伤遁

逃
,

仅以身免
。

公元91 年 (永元三年 )
,

汉复

大出击
,

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 (今阿尔

泰山 )
,

北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逃 往 乌 孙

(在今伊犁河上游流域 )
,

后转徙康居 (今

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 ) ②
。

匈奴奴隶制政

权全部瓦解
。

从此匈奴退出了摸北地区
。

从

公元前 20 9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起算
,

匈 奴

在大摸南北活跃
,

至此整整三百年
。

南匈奴附汉之后
,

入塞居住
,

此后不断

内徙
,

及至汉末
,

大多数已深入集中到今山

西省汾水流域一带
。

西晋初
,

以刘渊
、

刘暇为

首的匈奴贵族
,

在山西及陕西建立了
“

汉—前赵
”
政权 (公元 3 04 一 3 29 年 )

,

开 始 了
“
五胡十六国

”
的混乱局面

。

① 《后汉书
·

甫甸奴伶 》 。

② 《后 汉书
·

南甸奴传》 及 《 后汉书
·

宾宪伶》 俱

云
. “ 非单于逃亡

,

不知所在
。 ”

但 《 后权书
·

衰安传 》 则云 : “ 北单于遇走乌孙
, ,

当是 攀

实 , 后转移康居
, 见 《 魏书

·

西城传》 。

。

封面图片说明
。

ǐ司辛ó石牛

商ǎ元公前十六l前十一世纪è高一四
、

二长五厘米一九七六年河安南阳商ǐ妇好ó墓出土
商代手工业业农发展基在础上有了新的成就

。

从考古材料可中以看

到
,

城市手的业坊工分工精作细
;

当时已铸有铜
、

制肉
、

制骨
、

玉石业
、

漆木业等部门
。

玉石器的技术雕刻
,

刻有浅
、

深刻
、

浮服
、

立体或半立雕体以及镂空雕等
.

其成品除了奴隶主族贵专用的璧
、 .

玻
、

环
、

玻
、

缺
、

琼
、

圭
、

璋
、

鹅
、

管等各种礼器及饰物外
,

还有作为礼乐器的殷
、

豆
、

盘
、

皿
、

薄
、

解
、

姐
、

磐等器具和为作仪仗用的戈
、

矛
、

钻
、

斧
、

戚
、

刀等器兵
,

另还有外玉人雌像和种各大型玉的白雕塑品
,

都十分精致
.

一九七年六河南安阳小屯发
ǐ .

一

现的一商代座王室葬墓
,

土出青犷一器炯
、

玉石器等珍贵文物ù余千故
ù

件
。
ǐ司辛ì石牛就是其中一八

·

件
。

石牛用理大石雕刻而成
,

作
ǐù

伏卧状
,

前胶地跪
,

后胶前屈
,一尾下垂

。

昂首
,

张口尽齿
,

两角牛ù向后
,
眼

、

耳
、

鼻线刻均清晰
,

以云纹示表身体部各位
。.

下倾阴厂一刻r司辛ó二字(见拓片à
.。

此墓出土大的盘器锢
,

多有
ù

ǐ妇好ì或ǐ司母辛ó铭文
,

此石牛
ù卜i

刻上ǐ司辛ì
,

可能是ō司母辛ì的ùù省略
。

据根甲骨卜辞记载
,

商王武丁的l-一冷法定配侧中
,

有一个谧号叫ǐ批辛ì的
,

即商王祖庚
、

祖甲时辞卜所称的ǐ母辛ó
,

从出器土桐和石
牛器等物铭文

,

合结甲骨文记峨
,

推此断墓主人为ǐ妇好ì ,,即祖庚或祖甲母之ǐ批辛ì
.

ǐ妇好ì是人本活普的时ǐ生称ì
,ǐ辛ì是死后谧的号

。

妇好在商王武丁时期
;

是一兵个带作战的奴来女主
,

她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巩和固维持奴隶制国家和奴隶主特权的
,

故其死后
,

葬随器极物为华康
。

这件ǐ司辛ì石牛是好妇之子祖庚或祖甲所作
,

把它作为随葬品
,

以征象用牺牛祭亡祀母
;

故刻ǐ司辛ì二字
。

石脸牛刻致生精动
。

线条刚有劲力
,

体现了商代劳动人的民度智高慈

技和巧
,

是古代理大石服刻艺的术珍之一品
。

ǎ吕树芝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