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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与新疆地区来往非常密切
曲踏墓地管见

文 / 杨锋

发现于 2009 年 7 月的曲踏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

区札达县城西郊象泉河南岸，可分为三个区，呈“品”

字形分布。当时，筑路工人的推土机挖掘出 2 座深埋

的洞室墓，清理时发现内置方形的箱式木棺、金面具

及众多随葬品。2012 年，在附近又发现了一座墓葬。

2012-2018 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

藏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曲塔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先

后共发掘清理墓葬 20 余座，取得了重要发现。

曲踏墓地的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洞室墓和方形石

室墓，另有 1 处疑似瓮棺葬。大型洞室墓排列有序，

方向一致，多墓室与单墓室并存。墓室内有功能分

区，四壁开凿壁龛。推测墓室结构与当时人类洞穴居

址类似，应为模仿而建，分为厨房、起居室、储藏室

等，部分墓葬墓口有祭祀遗迹。I 区、II 区大型墓葬

出土器物较多，各墓室都有保存较好的长方形箱

式木棺、成组陶器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

骨头。木棺内有人骨及大

量随葬用品，墓主人都

采用侧身屈肢葬式，周

边摆放大量随葬品，包

括精美的彩绘木案、方

形木梳、短柄铜镜、刻纹

木条、纺织工具以及大量

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

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其中天

珠（蚀花玛瑙珠）、短柄铜镜、

彩绘木案等都是首次在西藏地

区发现。方形石室墓内人骨较

少，出土器物有陶器、贝壳、蚀花玛瑙珠等。从墓葬

分布来看，墓地面积较大，分布较多，并与晚期石砌

建筑有叠压关系。从墓葬形制来看，方形石室墓葬与

皮央·东嘎墓地较为接近，出土陶器与曲踏墓葬有一

定联系。据测年，两处墓地的年代都在距今 1800 年

左右。

通过对曲踏墓地位于 I 区、II 区和 III 区之间的广

阔台地进行调查后发现，该地区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

以上，文化堆积层分布均匀，厚达 2 米，距地表深度

1—2 米，包含有大量炭屑、陶片等，地表采集品可

见少量石器、铜镜等。

曲踏墓地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器，不少器型和组

合方式，在周边地区如皮央·东嘎墓地、卡尔普墓地

以及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拉达克列城墓地都有发

现，表明这些墓葬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曲踏墓地出土的带柄铜镜、铜铃项饰、

木柄匕首、刻纹木牌、木盘、木梳、

草编器等，都显示与新疆地区具

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大量束腰形

铜饰片、铜铃项饰和类似的带

柄铜镜在拉达克列城地区也有

发现，说明象泉河上游地区与

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联系可能是

通过拉达克列城实现的。

曲踏墓地共出土了两件黄金面具。

其中一件于 2009 年发现，与真人面部

大小相仿，由冠部和面部连缀而成，冠

部呈长方形，正面并列錾刻三座阶梯状

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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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实证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

的雉堞，顶部有圆形穹顶，与早期佛教时期的窣堵波

非常相似 ；第二件面具于 2013 年发现，呈椭圆形，

由金片压制成面部轮廓及眉、眼、口、鼻。下巴尖，

鼻修长，边缘处折向背面，五官刻痕都用红色颜料描

绘。这两件小型黄金面具，与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

以及尼泊尔穆斯塘萨木宗墓地、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

地发现的黄金面具形制近似，年代接近，地域紧邻。

这表明，在西藏西部地区，以象泉河流域为中心形成

了在丧葬仪式中以黄金面具来遮掩逝者面部的这一特

殊葬仪。同时从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现来看，

这些面具和丝绸共同使用，在印度北方邦发现的面具

上也可得到印证，其流行年代约从公元前 1 世纪至公

元 5 世纪左右。

随着这批金面具的发现，结合箱式木棺以及墓葬

中的产自中原的丝绸等实物可以证明，在西藏西部跨

喜马拉雅山的广大地区，存在着一支具有若干相同文

化因素的古代人群，活动的中心区域位于象泉河上游

地区。这支人群有可能就是古代文献记载的“象雄”

或唐代以来汉文史书中所记载的大、小“羊同”。这

支古代人群与中原、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的人群长期有

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与互动。

（作者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责编 / 刘雅）

它何以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桑达隆果墓地管见

文 / 杨锋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出

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地势北高南低，属

山地半荒漠与荒漠地带。该墓地于 2017 年 12 月被首

次发现，因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体现出独特的考古学

文化特征，被国家文物局纳入“考古中国”项目予以

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持。2017-2021 年，经过西

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札达县文物局持续考古发

掘，现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桑达隆果墓地东西长 2000 余米、南北宽 500 余

米，分为东西两区。墓葬包括石丘墓、土洞墓两类。

石丘墓采用大石块砌筑成竖穴方形墓室，底部铺设细

沙石。按整体形制可将土洞墓分为四型：A 型为单室、

B 型为双室、C 型为无墓道单室、D 型为双墓道单室。

葬具分石板、草编器、木板和箱式木棺四类。埋葬方

式分单人一次葬、双人一次葬、多人一次丛葬、二次

捡骨葬四种，并且分别在一次葬的部分尸骨上发现缠

裹有纺织物。

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器物非常丰富，包括陶器、

铜器、木器、扣器、石器、铁器、草编器、纺织物、

金面饰、金挂饰、料珠、动物骨骼、人骨、木棺等。

随葬的陶器可分为冥器、实用器两类，冥器以体形较

小的陶器为主 ；实用器以用于存储的深腹罐和烹饪的

大口罐为代表。在随葬的陶器器壁或器底凿有规则的

圆形小孔，有明显毁器习俗。同时，有些墓中发现的

木盘、木案、草编器里均装盛有青稞、动物骨等，反

映了随葬食物的习俗。

墓地出土的木俑是首次在青藏高原发现，其形制

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

柄铜镜的形制特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

类似。桑达隆果三座墓中出土了 6 件金、银面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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