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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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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　　言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共约百件，分布在全国多个地区，以纺织品和金属为主，流传

时间甚长，从公元前十七世纪一直延续至明代。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关中地区的墓葬中

已经发现下颌托，但此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只是确定此物出土时附在死者下颌处，推测

其作用为固定死者下颌〔１〕。二十一世纪初，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一批下颌托的出土，学者开

始关注下颌托的相关问题〔２〕。近年来，随着三峡地区唐宋墓葬、伊和淖尔北魏墓和吐尔基山

辽墓等一批墓葬中下颌托的出土，学者展开了对此类遗物的梳理，就其形制、用途和源流等问

题进行探讨，对下颌托与中国古代葬俗以及其所代表的宗教信仰、族属等问题有了进一步认

识。宋馨认为，下颌托是一种固定死者下颌的遗物，并注意到北魏下颌托中有中亚金属工艺，

提出使用下颌托的习俗并非汉地传统的看法，认为欧洲及中亚地区出土的下颌托与中国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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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颌托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１〕。吴小平等学者通过对三峡地区唐宋墓葬中出土下颌托的

梳理，将范围扩大到全国，提出中国出土的下颌托其源头在古希腊地区，流传路线为“从新疆到

大同，然后到两京，最后到三峡和南方地区”，推测“其传播应当是随着最初使用这种器具的人

群的迁徙才发生的”，还进而论证下颌托的使用是为了防止下颌脱落，推测其与萨满教灵魂不

灭观有关，“承担着与丧葬面具相同的角色”〔２〕。也有学者持与之类似的观点〔３〕。冯恩学提

出下颌托是受祆教文化影响的产物，是从祭司口罩转化而来，为祆教文化遗物，其在我国的出

现与粟特人入华有关〔４〕。这一观点既有学者赞同〔５〕，也有学者表示质疑〔６〕。近来还有学者

提出下颌托是中国传统丧葬礼仪衣尸的组成部分，与传统的覆面、手握和饭含关系密切，认为

下颌托的作用是为了使填满饭含的口能够紧闭〔７〕。综上所述，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

也存在着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本文拟在更为全面收集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考古资料的基础上

展开讨论，提出一些新的认识，期望学术界仁人的指正批评。

二　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

下颌托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十分广泛，按材质可分为纺织品和金属两大类，前者均出土于新

疆地区，后者则全部发现于我国内地，新疆地区目前尚未发现金属质地的下颌托。基于下颌托

材质的不同，现将相关出土材料分为新疆和内地两个地区，并按照时间早晚加以介绍。

（一）新疆地区出土的下颌托

新疆地区出土的下颌托主要在若羌小河、且末扎滚鲁克、和田山普拉、尉犁营盘、民丰尼雅

及和田伊玛目·木沙·卡兹木麻扎墓地等。

若羌小河 Ｍ３４，墓主为男性，由人骨的头颅、两臂和木制的躯干、下肢组合而成，墓主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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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若羌小河 Ｍ３４
出土毛线下颌托

　

颧骨与下颌、下颌至头顶用毛线拴联固定（图一）。这种使用毛线固

定死者下颌骨的 做 法，系 迄 今 为 止 所 见 最 早 的 下 颌 托，虽 然 形 态 简

单，拴联固定下颌骨方式与后世下颌托也略有区别，但其功能已经具

有固定死者下颌骨的作用，应是原始形态的下颌托。墓葬时代为公

元前１６５０－前１４５０年〔１〕。

且末扎滚鲁克８５Ｍ２，葬有一男三女，其中一男一女的人骨保存

较好，二人下颌均用一根红色毛线绳系扎至头顶（图二，１），时代约为

公元前８００年〔２〕。且末扎滚鲁克８９Ｍ２，出土四具干尸，其中一具为

小男孩，男孩颌下有一宽约１厘米的土黄色羊毛编织带，经两颊至头

顶挽结，时代与８５Ｍ２基本同时〔３〕。

和田山普拉８４ＬＳⅠＭ０１、８４ＬＳⅠＭ２４、８４ＬＳⅠＭ４９，出土二十四件下颌托，其中毛织物五

件，丝织物十九件，此墓地出土的下颌托是由系带和托部组成，托部呈椭圆形或方圆形，有的托

部中间还有开口（图二，２）。使用者为成年男性和女性墓主。Ｍ０１时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

元一世纪，Ｍ２４和 Ｍ４９时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４〕。

尉犁营盘９５Ｍ１５，墓主为 男 性，下 颌 用 淡 黄 色 绢 带 托 紧 并 在 头 顶 系 扎，面 部 罩 有 麻 质 面

具，面具上绘出五官，前额位置贴饰长条形金箔片。尉犁营盘９５Ｍ２６，墓主为成年女性，前额

与下颌处各系有一条绢带。尉犁营盘９５Ｍ１８，墓主为一幼儿，与尉犁营 盘９５Ｍ２６情 况 类 似。

尉犁营盘９５Ｍ１９，墓主为一成年男性，下颌处系有绢带。尉犁营盘９５Ｍ１４，墓主为女性，下颌

系有绢带。尉犁营盘９９Ｍ８，葬有一成年男性和一女性，男性额部束一红绢带，带上缝缀数枚

圆形铜片，下颌束有绢带，女性墓主情况与之类似。此外，尉犁营盘９９Ｍ６、尉犁营盘９９Ｍ１３和

尉犁营盘９９Ｍ５９情况与尉犁营盘９９Ｍ８相似，男女墓主均在额部和下颌系一绢带，有些额带

上还缀有金属片饰。多数墓主与下颌托同出的还有织物覆面和鼻塞。此墓地时代为东汉魏晋

时期〔５〕。

民丰尼雅９５ＭＮⅠＭ５，墓主为青年女性，一黄色绢带将下颌托住并系于头顶。民丰尼雅

９５ＭＮⅠＭ８，葬有男女各一人，男性墓主下颌系素绢带，托部由两条绢带构成，以便更好地托

住下颌（图二，３）。民丰尼雅９７ＭＮⅠＭ２，墓主为男性，下颌托的形制和民丰尼雅９５ＭＮⅠＭ８

相似。民丰尼雅９５ＭＮⅠＭ４，男性墓主下颌处用布带兜住并结于头顶。９５ＭＮⅠＭ６，墓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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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出土下颌托

１．且末扎滚鲁克８５Ｍ２出土 　２．和田山普拉 Ｍ０１出土　３．民丰尼雅９５ＭＮⅠＭ８出土　４．民丰尼雅

９５ＭＮⅠＭ６出土　５．和田伊玛目·木沙·卡兹木麻扎８３ＨＢＹＭ１出土　（１．毛质，２．材质不明，３－５．
绢质）

　

成年女性，下颌和额部均有系带（图二，４）。有的墓主面部和胸部覆盖有织物覆面。此墓地时

代为东汉魏晋时期〔１〕。

和田伊玛目·木沙·卡兹木麻扎８２ＨＢＹＭ１、８３ＨＢＹＭ１和８４ＨＢＹＭ１，墓主分别为一女

童、中年女性和老年男性，墓主均沿头顶至下颌用白绢带系扎（图二，５），与早期的下颌托有相

同的功能。此墓地的时代为盛唐至五代时期〔２〕。综上所述，得到以下的认识。

第一，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的习俗起源早，延续时间长，从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唐末五代都

有发现，但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下颌托之后的近七个世纪，新疆境内没有下颌托的踪迹，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下颌托才又再次现身于山普拉墓地。因此新疆地区的下颌托似又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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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出土遗物

１．铜下颌托（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Ｍ１０７出土）　２．鎏 金 錾 花 银 碗（大 同 南 郊 北 魏 墓 群 Ｍ１０７出 土）　３．
磨花玻璃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Ｍ１０７出土）　４．金下颌托的托部（伊和淖尔 Ｍ１出土）　５．金“Ｖ”形

系带（伊和淖尔 Ｍ１出土）　６．金额带（伊和淖尔 Ｍ１出土）

　

前后两个时期。从形制上看，最早出现的下颌托只是毛线或织带制成，最直接地反映出下颌托

在丧葬仪式中的功能，与保护死者遗骸完整的丧葬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公元前一世纪山普拉

墓地出土的下颌托，形制和组合使用情况已有变化，主要体现为系带之外独立托部的出现，有

的托部中间还有开口（托部为两条绢带），并且与额带开始组合使用（额带贴金箔或缀金属片

饰，但二者没有连接成一体）。这些变化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尉犁营盘墓地及民丰尼雅墓地中

都有明显的体现。

第二，新疆地区出土下颌托最突出的特点是纺织品，与内地魏晋之后出土的金属下颌托形

成对比。从使用下颌托墓主的性别分析，并无特殊限制，在当地应是一种较普遍的习俗。

第三，在东汉魏晋时期的一些墓葬中，与下颌托伴出的还有织物覆面和鼻塞，有的墓主面

部和胸部均覆盖有织物的覆面。这个现象可能表明中原从商周以来流行的以覆面、含塞物为

象征的丧葬礼俗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域，与新疆本地使用下颌托的丧葬习俗融为一体。

（二）内地出土的下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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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出土的下颌托均为金属质〔１〕，于北魏时期开始出现，时间可与新疆地区出土的下颌

托流行的晚段相衔接，大量出现于北朝和唐代，就目前情况看，使用时间的下限是明代，分布范

围较广阔。

１．北魏至隋末唐初　主要出土于大同、伊和淖尔和固原。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Ｍ１０７，墓主为女性〔２〕，出土一件铜下颌托，由环形额带、“Ｖ”形系带和

舟形托部构成，三者相连为一个整体（图三，１）。额带和下颌托内外均残留有丝织品，或用于装

饰下颌托。系带的合页工艺据研究应来自中亚一带〔３〕，与墓葬中出土鎏金錾花银碗和磨花玻

璃碗等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器物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图三，２、３）。类似的合页构造在北

魏时期的内地下颌托中较为常见，同墓地Ｍ１０９和Ｍ２１４的情况与Ｍ１０７类似。其中Ｍ１０９墓

主为女性，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鎏金錾花高足银杯。这三座墓葬的时代为北魏平城时期〔４〕。

在距大同不远的伊和淖尔 Ｍ１和 Ｍ３的北魏墓葬中各出土了一件与大同南郊 Ｍ１０７出土

图四　伊和淖尔 Ｍ３出土

鎏金下颌托与额带

　

者相近的下颌托，下颌托均由额带、“Ｖ”形系带和托部构成，

三者相连为整体，系带下端有合页构造，为鎏金铜或金质，器

身表面有精美的纹饰，托部镶嵌有宝石（图三，４－６；图四）。

Ｍ１出土的鎏金錾花银碗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者相近，

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Ｍ１出土了大量的金饰品，墓葬

年代约为五世纪晚期。２０１４年发掘的 Ｍ３墓主为女性〔５〕。

大同阳高尉迟定州墓，墓主为女性，铜下颌托，形制与大

同南郊北魏 Ｍ１０７类似。时代为公元４５７年〔６〕。

西安邵真墓，墓主为男性，银下颌托与额带组合使用，两

者相连为一体。时代为公元５２０年〔７〕。

此外，比利时和瑞士私人收藏的两件金下颌托，其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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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为金属，一些下颌托的保存状况较差，其形制和使用方式无法得知，本文对于这部分材料暂不涉及。这部分材

料共十一件，包括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九件（Ｍ２４、Ｍ３５、Ｍ５３、Ｍ８７、Ｍ１１６、Ｍ１７０、Ｍ２０８、Ｍ２１１、Ｍ２３９），大同迎宾大道

北魏墓 Ｍ３７与河南偃师北魏墓ＹＤⅡＭ９２６各一件。这些下颌托多为铜质，也有铅质和银质。已知墓主性别者均为

女性。参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王竹林：《河南偃师南蔡庄杏园村的四座

北魏墓》，《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９期。

据墓中出土的头簪与剪刀推测墓主为女性。

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

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５１０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王春燕、佰嘎力：《内蒙伊和卓北魏下颌托的前世今生》，《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６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考古文博系、锡林郭勒盟文物保护管理站、正镶白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 正 镶 白 旗 伊 和 淖 尔 Ｍ１发 掘 简 报》，《文 物》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邹景璧：《西安任家口 Ｍ２２９号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５年第１２期。



图五　出土遗物

１．金额带与下颌托（固原九龙山２００４ＹＫＪＭ３３出土）　２．金额带

与下颌托（固原史道德墓出土）

　

工艺和纹 饰 与 前 述 北 魏 下 颌 托 基 本

一致。时代为北魏平城时期〔１〕。

固原九龙山２００４ＹＫＪＭ３３，为男

女双人葬，女 性 无 额 带 和 下 颌 托，男

性墓主使用金下颌托与额带，额带上

有日月、鹦 鹉 等 图 案，额 带 与 下 颌 托

均饰 有 联 珠 纹。下 颌 托 总 长４０厘

米，这样的长度无法使系带在头顶系

结，且系带 两 端 有 孔，结 合 出 土 位 置

关系，可知下颌托系带尾端应与额带

相连，二 者 相 连 为 一 体 并 组 合 使 用

图六　咸阳贺若厥墓出土金下颌托与冠饰

　

（图五，１）。时 代 为 隋 末 唐 初〔２〕。固 原 的 一 套 征

集品与之情况类似，时代为唐代〔３〕。

固原史道德墓，墓主为男性，出土金额带与下

颌托，托 部 有 开 口，额 带 上 有 日 月 等 图 案，形 制 与

九龙 山 Ｍ３３相 似，二 者 相 连 为 一 体 且 组 合 使 用

（图五，２）。史 道 德 生 前 任 唐 给 事 郎 兰 池 正 监，是

昭武九姓之后，其先祖曾居西域，后迁至固原。墓

葬虽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金质物品，且拥有七个

天井，可见墓主人身份地位比较高贵，经济实力雄

厚。时代为公元６７８年〔４〕。

２．唐至 明 代　分 为 初 唐 至 盛 唐 时 期、唐 中 期

至唐末五代时期、辽宋元明时期。

（１）初唐至盛唐时期　咸阳贺若厥墓，墓主为

女性，出土 一 件 金 下 颌 托。墓 中 出 土 有 华 丽 繁 复

的冠饰，头 冠 由 金 圈、金 花 钿、金 花 叶、金 花 蕊、玉

片、珍珠、宝石和丝绸等物组成，可见其十分厚重。

值得注意的是，下颌托系带尾端分叉为四或五支，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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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

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５０９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１２９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２０页，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９１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 德 墓 清 理 简 报》，《文 物》

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



图七　郧县阎婉墓出土银下颌托

且相互缠绕，显然其目的并非是单为固定下颌所用，而应同时

适应固定十分厚重冠饰的需要，可见下颌托与冠饰连为一体，

二者组合使用（图六）。墓主为北周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儿媳，

大姐为北周明帝皇后，四姐为李渊父之妻，七妹为隋文帝皇后，

贺若氏属于鲜卑北地代人中的一支。时代为公元６２１年〔１〕。

郧县阎婉墓，墓主为女性，出土一件银下颌托。下颌托系

图八　出土遗物

１．银下颌托（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２．头冠饰（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３．鎏金铜下颌托（金乡县主墓出土）

　
带两端分叉为“Ｖ”形，与北魏时期的系带形制十分相似，而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铜丝、铜花、琉璃

珠等头冠构件（图七）。结合前述可知下颌托应与厚重繁复的头冠相连为一体，组合使用。墓

主为阎立德之女，李泰之妻，祖辈在北朝均任高官。时代为公元６９０年〔２〕。

西安阎识微与夫人裴氏合葬墓，男墓主没有佩戴下颌托，而女墓主裴氏使用了一件银下颌

托，系带两端残断。墓中出土裴氏佩戴的头冠一套，冠饰十分复杂，主要材质为鎏金铜，此外还

有宝石、玻璃、珍珠和羽毛等。冠饰中一长条形带上残留有两截铜丝，铜丝与带子系结相连，通

过比较可知，铜丝应是下颌托系带的两端，下颌托应与冠饰相连（图八，１、２）。裴氏之夫为阎立

德之孙，生前任唐太州司马，加朝议大夫。裴氏为河东闻喜人，祖辈在隋唐两朝任中高级官员，

其父为万年县令裴重晖，其母为新野县主李令。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结合墓主家庭背景可知

其身份地位高贵，与皇室存在血缘关系，家境殷实。时代为公元６９１年〔３〕。

西安于隐及其夫人金乡县主合葬墓，男墓主没有使用下颌托，而女墓主有一鎏金铜下颌托。

墓中出土有大量的头冠饰件，其上多镶嵌各色宝石（图八，３），此外头冠构件还有牙雕、玻璃花和

琉璃珠等，由于被盗和残断，已不知原来的整体结构。就目前出土情况推想，这些饰件组成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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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６期；姚薇元：《北朝胡

姓考》，９４、９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８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图九　出土遗物

１．银下颌托（南寨子村张氏墓出土）　２．铜下颌托（奉节

上关 Ｍ３４出土）　３．银下颌托（巴东雷家坪 Ｍ１出土）

４．头冠（李 墓出土）

冠繁复华丽，而下颌托与冠饰应当成套使用。金乡

县主为李渊孙女。时代为公元７２２年〔１〕。

西安南寨子村张氏墓，出土一件银下颌托，呈

椭圆形环状，环径１３．８－２０．４厘米（图九，１）。系

带虽然闭合呈环状，但两条系带并未挽结，且左侧

系带尾端呈弯钩状，这种形制与后文 重 庆 巫 山 江

东嘴ⅡＭ５女性墓主佩戴的下颌托相似。这样的

下颌托原本也 应 与 冠 帽 相 连〔２〕。张 氏 葬 于 公 元

７３３年〔３〕。

西安李 墓，出土一件银下颌托，下颌托仅存

托部。墓中出土一套头冠，冠 饰 内 衬 的 织 物 及 其

他有机物已腐朽无存，考古部门对遗 留 的 构 件 打

包提取，随后进行清理及修复，复原的头冠复杂又

艳丽。根据报告可知，头冠由金银、贝壳、象牙、玻

璃、珍珠、宝石、丝绸和二十八个微雕等饰件组成，

这样繁复的头冠应是十分沉重，而下 颌 托 的 作 用

同样不只是用以固定死者的下颌骨，而 同 时 也 应

当起到固定冠饰的作用（图九，４）。李 为李渊五

代孙女，其夫为北魏贵族侯莫陈氏，卒于公元７３６年〔４〕。

西安韩森寨宋氏墓，出土一件金下颌托，系带分叉为两支，分叉处靠近托部，系带的大部分由

两条金带构成，这样的形制与前述北魏时期流行的“Ｖ”形系带相似。此构造应不只是固定下颌

骨，结合墓主头部出土的金笄、金银花饰和金球等冠饰，可知下颌托应与冠饰相连，分叉的系带可

以更好地固定冠饰。宋氏为内侍雷府君夫人，雷时为内侍省之长。时代为公元７４５年〔５〕。与此

墓情况类似的有洛阳卢氏墓〔６〕，卢氏为唐中散大夫、景城别驾卢廷芳之女。时代为公元７５０年。

（２）唐中期至唐末五代时期　偃师杏园 Ｍ５０３６，男 女 墓 主 各 佩 戴 一 件 铜 下 颌 托，全 长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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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力、孙福喜：《唐金乡县主墓》，７６－８０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据墓志可知，其祖父为银青光禄大夫、陇州刺史，其父时任职于蜀，但其官职和名讳在墓 志 中 并 未 提 及。志 文 对 张 氏

女谈论较少，仅有“聪明仁孝”四字，但对张氏之母充满了溢美之词，并阐述了其母的家室渊源。由墓志可知张氏之母

为河南元氏，元氏的祖父讳大士，为西台侍郎，父讳庭，为太原府法曹。河南元氏，原属鲜卑拓跋部的一支。张氏卒是

因母亲去世后“哀毁过礼，久而成疾，遂告云亡”，卒年十七岁。出现张氏墓这样情况的原因或与其家道中落和年幼夭

折有关，这也可以从墓葬的规模等级与随葬品体现出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唐代张夫人墓发掘简报》，《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李 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５期。

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唐墓》，《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图一　出土遗物

１．铜下额托（奉节宝塔坪２０００ⅠＭ１０１０出土）　２、３．银下颌托（洛阳东明

小区Ｃ５Ｍ１５４２出土、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　４．银下颌托与头饰（秭归庙

坪 Ｍ９０出土）

厘米，可插接于冠帽两侧。二 人 于

公 元７７８年 下 葬〔１〕。偃 师 杏 园

Ｍ５１０９ 郑 夫 人 墓 和 偃 师 杏 园

ＹＨＭ３窦承 家 夫 妇 墓 分 别 出 土 一

件下颌托，形 制 与 Ｍ５０３６相 似，墓

葬时代分别为公元７５４和公元７５６

年。上述 墓 主 人 身 份 均 为 中 下 层

官吏〔２〕。

奉节上关 Ｍ３４，出土一件铜下

颌托，系 带 一 端 有 环，另 一 端 穿 入

环中 在 头 顶 结 扎，长 径２１．２厘 米

（图九，２）。同墓地 Ｍ４４与之类似。两墓时代均为唐中期〔３〕。

巴东雷家坪 Ｍ１，墓主为男性，出土一件银下颌托，呈椭圆形，系带在头顶打结，通高２６．４

厘米（图九，３）。墓葬时代为唐中期〔４〕。

巫山江东嘴ⅡＭ５，墓主为女性，出土一件银下颌托，右侧系带的尾端向外形成弯钩，器高

２０．５厘米。可推断系带应在额部的位置与它物相连，可能与其连接之物就是冠帽。墓葬的发

掘者也认为是冠帽的构架。墓葬时代为唐中期〔５〕。

奉节宝塔坪２０００ⅠＭ１０１０，出土一件铜下颌托，系带两端有环，全长３６．４厘米。这样的

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结合前述情况，应是通过系带两端的环与冠饰结合（图一，１）。墓葬时

代为唐中晚期〔６〕。

奉节宝塔坪２００１ⅠＭ１００６，墓主为男性，出土一件乌银下颌托，该器绕耳后，在颅顶绕一

小环，托部呈勺状。墓葬时代为唐晚期〔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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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９８、１３５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９７、１０６、１０７、１３５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奉节上关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１９９８卷》，２９２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吴小

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巴东县雷家坪遗址２００３年发掘报 告》，《湖 北 库 区 考 古 报 告 集》第 四 卷，４２、９１、９２页，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南京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江东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１卷》

上册，９７、９８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奉节宝塔坪》，３０、３１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经笔者测量报告所附的下颌托线图，可

知报告所谓下颌托“单侧长３６．４厘米”应是“全长３６．４厘米”的笔误）；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

考》，《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重庆市文物局、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所：《奉节宝塔坪２００１年唐宋明清墓发掘报告》，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１卷》上册，４４０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图一一　金下颌托（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洛阳东明小区Ｃ５Ｍ１５４２，男女墓主各佩戴一

件银下颌托，形制与前述西安韩森寨 宋 氏 墓 相 近

（图一，２）。女 性 墓 主 头 部 附 近 有 大 量 松 石 饰

件、金丝和 银 饰 件，可 能 为 冠 饰。男 墓 主 为 高 秀

峰，大历中特受朝散郎，试左 青 道 率 府 兵 曹 参 军，

夫人为陇西李氏。墓葬时代为公元８２６年〔１〕。

偃师 杏 园 Ｍ２００３，墓 主 为 韦 河 夫 妇，出 土 一

件铜下颌托，使用者不明。报告称下颌托“两侧长

条形，长２６．７厘米”。这样的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或应与冠帽相连组合使用。墓主下葬于公

元８２９年〔２〕。偃师杏园唐墓中的Ｍ１８１９为李归厚夫妇合葬墓，Ｍ０９５４为单人葬，两墓各出土

一件铜下颌托，形制与 Ｍ２００３相似。Ｍ１８１９中的下颌托使用者不明。根据 Ｍ０９５４中尸体旁

出土的粉盒和剪刀推测墓主应是女性。Ｍ１８１９李归厚之妻葬于公元８５８年，Ｍ０９５４为 唐 晚

期〔３〕。

广州皇帝岗唐墓，墓主为女性，出土一件鎏金银下颌托，与下颌托同出有钗饰和花牌饰，三

者的出土位置均在头部，彼此相邻。墓葬时代为唐末〔４〕。

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一件银下颌托，两条系带相互缠绕，通高１７厘米（图一，３），形制

特殊〔５〕。王建葬于公元９１８年〔６〕。

（３）辽宋元明时期　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为女性，头戴棉帽，帽内为“十”字梁金帽圈，

金下颌托，托部为船形，两侧长条片向上延伸与帽圈相连，其中一侧与帽圈铆接，另一侧附带缠

扣，可随意开合。器身刻有花纹，出土时位于头骨下颌处（图一一）。墓葬时代为辽代早期〔７〕。

秭归庙坪 Ｍ９０，出 土 一 件 银 下 颌 托，与 梯 形 头 饰 相 连（图 一，４），墓 葬 时 代 为 北 宋 中

期〔８〕。Ｍ３７和 Ｍ３８与 Ｍ９０情况相似，两位墓主均佩戴一件与头饰相连的下颌托。墓葬时代

分别为北宋中期和北宋晚期〔９〕。

耒阳 Ｍ６０，出土一件银下颌托，单侧系带长１６厘米，两端有环，形制与前述重庆奉节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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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明小区Ｃ５Ｍ１５４２唐墓》，《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１６８、２０９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１７２、１７５、１８５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唐木椁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１９５９年第１２期。

系带相互缠绕的形制只此一例，且通高１７厘米，此高度应该无法佩戴在死者头部，这些情况可能是由墓葬被盗所致。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５８、５９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王春燕：《关于吐尔基山辽墓金下颌托的一点思考》，《北方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

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秭 归 庙 坪———长 江 三 峡 工 程 文 物 保 护 项 目 报 告》，２１０页，科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 局：《秭 归 庙 坪———长 江 三 峡 工 程 文 物 保 护 项 目 报 告》，１９３、２０１页，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图一二　出土遗物

１．银下颌托（耒阳 Ｍ６０出土）　２．铜下

颌托（秭归老坟园 Ｍ２２出土）

　

坪 Ｍ１０１０相近，这样的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结合前述情况，

应与冠帽相连组合使用（图一二，１）。同墓地 Ｍ２７７出土了一

件形制与 Ｍ６０类 似 的 银 下 颌 托。两 墓 的 时 代 均 为 北 宋 晚

期〔１〕。

此外，衡阳北宋末期墓〔２〕和秭归老坟园 Ｍ２２〔３〕中各出

土一件铜下颌托（图一二，２），形制与耒阳 Ｍ６０出土者相近。

德安周氏 墓，墓 主 为 女 性，出 土 一 件 银 下 颌 托，两 端 有

穿，置于头骨下颌处，长约１５厘米。形制与前述耒阳 Ｍ６０等

墓出土者十分相近，且墓主戴头冠，下颌托原本应与头冠相连组合使用。周氏为南宋新太平州

通判吴畴之妻。墓葬时代为１２７４年〔４〕。

图一三　安庆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出土遗物

１．金头冠　２．金花　３．银下颌托

　

安庆范文虎和陈氏夫妇合葬墓，仅陈氏有一件银下颌托，链子状系带与一横杠相连，同出

有金冠和金花等饰件，这些饰件遗留有镶嵌痕迹，可能是头冠的附属物。金冠有孔，与下颌托

相连的横杠可能原是插在冠上的或属于金冠的构件（图一三）。范文虎是南宋时殿前副都指挥

使知安庆府，入元后历官至尚书省右丞，《元史》有传。墓葬时代为１３０５年〔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遵义、铜仁等地发现了六处十一件下颌托，以金质为主，还有

银质和玉质，时代为十三世纪中期至十六世纪中期。这些下颌托可分三类。其一，杨氏第二十

八世土司杨相（卒于１５４４年）夫妇墓出土一件白玉下颌托，由链状条带与托部组成，雕刻纹饰，

条带末端为挂钩，与前述安徽安庆出土者相似。其二，下颌托由椭圆形托部和系带组成，系带

末端弯曲为钩或环，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形制与湖南耒阳 Ｍ６０出土者类似，有些刻饰花纹，

部分墓中还出土了金银冠饰，下颌托应与之组合使用。此类型共有八件，其中两件出土于杨氏

第十四世土司杨价夫妇墓，杨价卒于１２４３年，夫人卒年略晚。其三，遵义和平乡和铜仁德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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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两件下颌托形制相似，下颌托的系带在末端缠绕打结〔１〕。从形制和功能来看，贵州出

土的明代下颌托与中晚唐以来的传统一脉相承，且使用者多为女性。部分墓葬中还伴出有黄

金覆面。

纵观上述中国内地考古发掘出土的不同时期的下颌托，按照其使用方式和组合使用的情

况等，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额带组合使用的下颌托；二是与头饰冠饰组合使用的下

颌托；三是单独使用的下颌托。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下颌托发现的年代、分布的地域、使用者的

性别与家世均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应与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相关。下面对此细加分析。

三　中国内地出土下颌托的三种类型

上述三种类型的下颌托各有流行时段和分布地域，其中与额带组合使用的下颌托流行时

段主要为北魏至初唐时期，集中分布在大同、西安和固原等地。与头饰冠饰组合使用的下颌托

则流行于唐初至明代，主要分布在唐两京地区、广州、三峡地区及长江中下游流域。单独使用

的下颌托主要见于三峡地区的中晚唐墓葬和前蜀王建墓中。与额带和冠饰组合使用的下颌托

无论从流行时间、分布地域还是出土数量上均占内地出土下颌托总量的多数，单独使用的下颌

托数量极少，可见前两种类型是我国内地下颌托的主流，而且两者流行的时间也是前后相接

的。

北魏至唐初的下颌托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可以视为下颌托在我国内地传播发展的第一个

阶段，显著特征是下颌托与额带相连为一个整体。连接方式有两种，“Ｖ”形系带和尾端穿孔。

这一时期下颌托在时间上可以承接新疆地区，与前述新疆地区的下颌托相比，这一时期内地在

新疆下颌托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且接受了以发达的金属工艺（如合页技术）为主的中亚文化

因素，使之与新疆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差异。这些异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形制，两地下颌托

均与额带组合使用，不同点在于内地的下颌托与额带相连为一个整体，而新疆地区二者互相独

立；二为质地，内地不再延续新疆纺织品的传统，开始使用金属下颌托和额带，但北魏时期一些

下颌托外缝缀有作为器身装饰的花纹织品，近乎是新疆纺织品传统的遗痕。

从墓志所反映的墓葬等级和随葬品看，这一时期下颌托的使用者身份较高，大同和内蒙古

地区的墓主多为鲜卑贵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使用下颌托的墓主性别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已知的墓主性别，除固原的两位下颌托使用者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且下颌托表面饰有

精美的纹饰，加之墓葬中随葬了大量装饰品，体现出下颌托装饰性功能的不断强化。

仔细观察发现，固原地区出土时代为隋末初唐的与下颌托组合使用的额带，与北魏时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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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卑路斯王冠图案与西方的下颌托

１－３．卑路斯王冠图案　４、５．希腊陶祭瓶上绘制的下颌托图案　６．雅典出土的金下颌托

　

带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固原出土的额带上出现日、月、鹦鹉和联珠纹等图案，包括下颌托器身

上也饰有联珠纹。这些变化使得固原出土的额带增添了几分头冠的元素，这一推测在同墓地

出土的一枚萨珊波 斯 银 币 的 图 案 中 得 到 了 印 证。这 枚 银 币 属 萨 珊 卑 路 斯 王 在 位 时 期（公 元

４５９－４８４年），银币正面联珠纹边框中绘有萨珊王侧面肖像，其王冠中部与后部有齿状物，冠

顶有羽翼状饰物，上为新月，新月托一圆日，与其他卑路斯朝银币图案基本一致，这也是卑路斯

朝银币图案中王冠的共同特征〔１〕（图一四，１－３）。通过与银币上王冠图纹的比较，可知固原

出土的下颌托额带图案与卑路斯王王冠上的图案相似，显然这是受波斯萨珊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固原在北朝隋唐时期作为西域与平城和中原之间交往联系的重要中转站这一点来看，这种

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萨珊卑路斯王在位期间，曾四次遣使与北魏交往，这些使者便是经

过固原前往首都平城的〔２〕。因此，这一时期固原出土的下颌托额带上的图案受到萨珊王冠影

响，开始出现了头冠的某些特征，似乎开启了后世下颌托配合头冠使用的先河。

第二种类型即与头饰冠饰组合使用的下颌托，出现时间上承前一种类型，可以视为下颌托

在我国内地传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类型的下颌托最早出现在两京地区，中晚唐时向南

传播到三峡地区，宋以后向长江中下游等地扩散。此种类型的下颌托一个最大的特征，即下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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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与极具中国元素的头饰冠饰相连为一个整体。连接方式有两种，系带分叉和尾端有穿（环），

系带分叉其实就是“Ｖ”形系带的一种变体，可见在形制上与前一阶段一脉相承。

在已知墓主性别的墓葬中，除衡阳、洛阳东明小区以及偃师杏园 Ｍ５０３６这三座墓的下颌

托使用者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这再次表明下颌托在装饰性功能上的强化，也是下颌托在

传入内地之后不断中国化的体现。结合墓志所反映的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看，唐以来使用下颌

托者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初唐和盛唐时期的墓主，其自身与其家族身份高贵；若是女性死

者，则其夫多为王室贵族和高级官员；墓主多与拓跋鲜卑存在亲缘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在中晚

唐时期开始发生改变，使用下颌托的墓主多为一些中下层官吏，与初唐和盛唐时期的使用者相

比较，在社会地位、血缘关系等方面均差异明显。下颌托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与冠饰相结

合的女性死者的专用物品，装饰性意味远强于保存死者下颌骨与遗骸完整的原始丧葬意味。

第三种类型即单独使用的下颌托，未发现与冠饰组合使用的情况。这主要集中发现在三

峡地区的中晚唐时期墓葬中，发现数量少，使用者性别并无特殊限制，这些情况与早期新疆地

区出土下颌托的情形较为相似。除前蜀王建之外，这一时期其他使用下颌托者的身份地位很

低，有的或为中下层平民〔１〕。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很可能与三峡地区作为中晚唐时

期长江沿线的过往通道这一特殊自然条件有关，死者的身份有可能是从西域经往长江的过客，

所以还较多地保留着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的旧有习俗。

作为上述推论的一个旁证，可举奉节宝塔坪２００１ⅠＭ１００６出土的一件属于第三种类型的

下颌托，据研究，在它的制作过程中运用了乌银工艺，这种工艺兴起于古罗马时期，盛行于波斯

萨珊王朝时期，这也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乌银工艺的考古实例〔２〕。那么，西来的乌银工艺出

现在三峡地区的下颌托中，很可能表明其传播的途径是由西域传到长江水道。那么，出现在三

峡地区中晚唐墓葬、成都前蜀王建墓当中的这类与早期新疆出土者十分相似的下颌托，不排除

其由西域新疆直接传播到成都地区，再由成都通过长江水道传播到三峡地区。

四　西方出土下颌托及其与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关系

下颌托不仅在中国境内有所发现，在西方考古文化中也有所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作

深入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境内下颌托的源流、演变及其文化含义均有意义。

据相关资料和研究显示，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前八世纪即古希腊文化迈锡尼时期，已经在阿

提卡与雅典地区墓葬中发现了金质和铅质下颌托，这一传统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前四世纪即古

希腊文化的远古与古典时期依然存在，在同时期的阿提卡地区的墓葬中仍有出土。根据国外

—５５１—

霍　巍、庞　政：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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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古希腊文化中大多数下颌托应属于纺织品类，这与新疆地区的情况类似。公元前六

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希腊陶祭瓶上绘制有哭丧仪式的图案，图中绘有死者使用下颌托的情况，下

颌托为一布条，托住死者下颌在头顶系结〔１〕（图一四，４、５）。图中的死者头戴额带（头冠），下

颌托与之组合使用，但是研究者注意到两者并没有连接在一起〔２〕，这一习俗无论是从下颌托

的形制还是使用方式上来看，均与新疆营盘墓地额带与下颌托组合使用的情形相似。可见，前

述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习俗的出现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因素的刺激与影响。此外，山普拉墓

地出土有属毛织品的下颌托，有学者指出此墓地出土的毛织品使用了 织工艺，可能来自葱岭

以西或是西亚地区〔３〕，甚至是大秦〔４〕，这也可以作为新疆地区下颌托受 西 来 文 化 影 响 的 旁

证。

由前述可知，目前最早的下颌托出现于公元前十七至前十五世纪的新疆，就现有资料看，

似乎比欧洲要早，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习俗系受到西方影响的基本认识。从考古材料看，欧亚

之间的互动早在商周时期业已开始〔５〕，草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形成，在欧亚大陆的广袤区

域，众多民族生息繁衍，他们不断迁徙和交往〔６〕，新疆地区早期发现的下颌托在这样的背景下

从西方传来的可能性较大，只是由于目前我们对西方古代文化中下颌托的相关资料还掌握不

多，有待于作进一步考察，不排除将来有更早的西方出土资料来廓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也看到下颌托的身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今阿

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地区的墓葬中发现数件下颌托，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据研究，这批墓葬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可能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７〕。

此外，约公元三世纪，在雅典地区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一件下颌托，在长条形的金下颌托外

附加有覆嘴罩（图一四，６），应与当地文化中使用唇盖的传统相关〔８〕。

五　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发展与演变

通过前文对东西方下颌托梳理，可以基本了解到下颌托这一丧葬用具在中国境内外起源、

传播与发展演变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可初步勾勒出一条下颌托在中国流传演变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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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十七至前十五世纪，具有原始形态的下颌托已经出现在中国新疆，这种习 俗 的 出

现，可能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此后下颌托在新疆地区延续使用至公元前八世纪。这个时期

使用下颌托者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并无明显区别，男女老少均有，身份等级不明显。

在约公元前一世纪，由于受到更多的西来文化的影响与刺激，新疆地区的下颌托进一步得

到发展，其形制得到改造和发展，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托部的出现；二是托部中间开口（托部

为两条绢带）；三是下颌托开始与额带组合使用（额带上多贴金箔或缝缀金属片饰）。之后，下

颌托在新疆地区延续使用至约公元四世纪。使用者的性别、身份和社会地位区别不明显，表明

这一习俗在当地流行程度较高。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晋时期中原文化的诸多因素也西

传到新疆，出现了西来的下颌托与东来的覆面、含塞物融为一体混合使用的新的文化现象。

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受中亚金属工艺和新疆地区下颌托传统的影响，北魏平城及邻

近的伊和淖尔墓葬中出现下颌托与额带组合使用的情况。这一次文化传播带给下颌托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此后的下颌托不再使用纺织品制成，而是使用金属制作；其二，下

颌托与额带连接为一体组合使用的情形广泛出现。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在两京地区开始出现

了下颌托，使用者大部分为女性，其身份多为北魏鲜卑贵族。

由于固原地区下颌托使用者自身经历与文化背景，加之固原作为中亚、西域与北魏平城和

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隋末唐初时，此地区出现了具有波斯萨珊王冠特征的额带，并

且与下颌托连接为一体组合使用，开启了此后下颌托与头冠组合使用的先声。

唐以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展，下颌托向社会各个阶层扩散，并且与代表中国元素

的冠饰相结合。其中唐初至盛唐时期，在两京、郧县等地区女性墓主佩戴与繁复华丽头冠组

合使用的下颌托，使用者自身与其家族身份高贵，或是其夫为王室贵族和高级官员，或是墓

主多与拓跋鲜卑存在亲缘血缘关系，可以明显看到北朝以来受鲜卑高级贵族丧葬习俗影响的

遗绪。

至中晚唐时期，中国境内使用下颌托的风气逐渐从高级贵族官吏传播到社会中下层官吏，

下颌托不仅出现在洛阳和偃师一带，随着安史之乱北人南迁，在三峡地区和广州等长江、珠江

流域也有所发现。这一时期的下颌托较普遍地与冠饰组合使用，使用者多为女性。同时，在中

晚唐时期三峡地区的少数墓葬中出现了单独使用下颌托而不与冠饰相配的情况，类似早期新

疆出土者。这种个别“复古”现象出现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推测是否有可能系经由南北

朝以来形成的“青海道”和长江水道直接从西域经益州（成都）传播而来。

中国境内最晚的下颌托延续到辽早期至明代，在通辽、三峡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均有考古

发现，延续了此前使用与冠帽组合的下颌托的习俗。使用者多系女性，下颌托原始的保护遗骨

完整的寓意已大大弱化，而更多地成为固定冠饰的附属之物，装饰意味大为强化。

综上所述，可将中国境内下颌托出现和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有关下

颌托的分布地区、时代、使用者性别、下颌托的形制与质地等具体情况可以归纳为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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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我国境内下颌托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

分布地区 时　代 使用者性别 形　　制 质　地

新疆地区 公元前十七至前八世纪 男、女 下颌托单独使用 纺织品

新疆地区 公元前一至三世纪 男、女 额带与下颌托分离使用 纺织品

大同与固原 公元四世纪至唐初 多数为女性 额带与下颌托连为一体 金属

内地 唐至明 多数为女性 头冠（头饰）与下颌托连为一体 金属

六　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性质

有学者曾对下颌托下过一个定义，是指“一种固定死者下颌，避免面部嚼肌因死后松弛而

造成下颌下落，口部大张的特别器物”〔１〕。学术界多数学者认同这种观点，而且认为中国境内

下颌托的性质与作用就是如此。通过前文对材料的梳理与讨论，我们认为中国境内下颌托的

性质与作用不能一概归为“固定死者下颌”，因而有必要就此问题加以讨论。

通过前文所论可以发现，中国境内的下颌托在各个时段与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归纳

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新疆，另一个是内地。两地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的文化传

统、下颌托的质地、形制以及使用者性别等方面。两地区所表现的特征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新疆地区下颌托起源甚早，目前我国境内所见最早的下颌托即发现于此地区，作为起源地的

新疆自古以来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干道上，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要冲，具有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率

先使用下颌托的文化土壤。目前在新疆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下颌托均为纺织品，这是区别于内

地下颌托的主要标志，体现出这一区域自身的文化特点。新疆地区下颌托后期由于受外来文化

影响，形制和功能基本上与国外出土的下颌托相同，如主要用途在于保护死者下颌与头骨的完

整、额带与下颌托分离使用等。另外，新疆地区下颌托的使用者并无性别限制，男女均可使用。

内地的下颌托也是接受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并非中原文化传统。下颌托在内地出现之

后，其质地与形制发生了改变，下颌托不再沿袭新疆地区用纺织品制作的传统，转而使用金属

制作，且下颌托与额带和冠饰相连为一体，组合起来使用，成为死者头部整体葬具的一个构件，

使用者基本为女性，下颌托表面饰有花纹，强调其装饰性。

以上这些差异使得我国的下颌托存在两种不同的性质与作用。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的死

者在丧葬观念和思想意识上或与西方文化相似，保留了固定死者下颌这一具有本质意义的文

化内涵和功能。而内地从一开始更为重视下颌托所具有的装饰性功能，在对外来新鲜事物好

奇心的驱动下接受并使用下颌托，使用者并不过分关注其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是在加以改造

后，逐渐使之成为繁复华丽冠饰的构件，成为死者头部装饰品的一部分，所以使用者多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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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妨再观察内地出土的下颌托与冠帽之间的关系。首先，内地发现的下颌托与额带

或冠帽相连为一整体，其系带方式基本有三种。一是“Ｖ”形系带，二是系带分叉，三是系带两

端有穿（环）。系带较短，无法在头顶打结，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固定下颌所用，而是更多

的服从于与额带冠饰等物相连的需要。其次，根据前文所论，可知在初唐和盛唐时期的墓葬

中，女性墓主头戴繁复厚重的头冠，固定这些头冠必然需要较坚固的金属物体，将外来的下颌

托与传统的冠饰有机结合在一起，不失为一种两者兼顾的最佳选择。最后，从目前考古发掘出

土的情况看，下颌托作为死者的专用葬具，均出土于墓葬当中，由于下葬时人体平躺在棺椁内

或棺床上，人体姿态从直立转变为平躺，使得戴在头部的厚重的头冠重心后倾，多有脱落的可

能，需要坚固的物体将之紧紧固定在头部，而下颌托的出现，正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便利。

它可以紧扣下颌使得受力点前移至下颌，平衡头冠后倾之力，加之其金属质地和宽大的托部，

能够更好地固定头冠。因此，内地发现的下颌托功能与内涵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绝非只是一种固定死者下颌骨的葬具，其装饰性超出其在西方和初传新疆一带

时的原始意味，也不能将其简单地限定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宗教的信仰体系之内来加以考虑。

七　余　　论

下颌托的族属与其体现的宗教信仰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最早有学者提出下

颌托是受祆教文化影响，从祭司口罩转化而来的，是祆教文化遗物。之后还有学者认为下颌托

与萨满教灵魂观念有关。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验证这种关系的存在。从目前中

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下颌托来看，其保护死者遗骨完整性的特点十分突出。如前举若羌小河墓

地 Ｍ３４中，除了墓主使用原始的下颌托将头颅的颧骨与下颌、下颌至头顶用毛线拴联固定之

外，墓主尸体还用人骨的头颅、两臂和木制的躯干、下肢组合而成，且同墓地的另一具尸体完全

为木质〔１〕，可见其目的是保证死者的尸骨完整。

前文中曾提及，营盘墓地和尼雅墓地中佩戴下颌托者也同时使用鼻塞和覆面，与中原传统

的丧葬习俗相似。营盘墓地 Ｍ１５出土绘有五官的麻质面具，与此相似的面具早在埃及古王国

时期出现雏形，并在中王国时期基本形成，面具多由木材和亚麻布构成，其上绘有面目，覆盖到

胸部〔２〕，尼雅墓地出土的覆面与此相似，从面部延伸到胸部。近年来喜马拉雅地带出土了数

件黄金面具，多缝缀在织物上，时代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六世纪，有学者已注意到此地区“与

新疆和南亚次大陆联系非常密切，又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和欧亚草原存在互动和交流”〔３〕。

下颌托包括与之组合使用的覆面、面具等，反映了秦汉以来欧亚大陆之间及各自内部在丧葬礼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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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２００３年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２０４、２０５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

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俗，尤其是面部丧葬物品方面存在频繁而又复杂的文化互动和交流，至少目前很难将其限定在

某单一民族、宗教或仪式中来认识。在其背后，应既隐有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因素，也存在着

中国古代传统丧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等多方面背景，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附记：本文得到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名称：“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整理与研究”，项

目编号：２０１８ＹＪＳＹ０２９）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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