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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序言

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
以及有关蒙古族源的探讨 ， 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和历史

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
一

， 而多数学者认为蒙古的族源应与隋唐时期生活在大兴安岭、

额尔古纳河流域的
“

室韦
”

有关 。 梳理文献记载 ， 室韦之名始见于 6世纪中叶的东魏时

期 ， 东魏武定二年 （ 5 4 4 ）
“

夏四月 ， 室韦 国遣使朝贡。

［ 1
］
”

此后 ，
室韦就定期派使

者向中原的东魏、 北齐政权朝见并贡纳贵重的土特产品 。

［ 2 ］

《隋书
？ 北狄列传 》 载 ：

“

室韦 ， 契丹之类也 。 其南者为契丹 ， 在北者号室韦 ， 分为五部 ， 不相总一
”［ 3 ］

。

据考证 ， 隋代室韦五部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地区 。 7世纪时 ， 在唐朝的

望建河 ，
也即今天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森林草原地带 ， 蒙古族的先民便留下了活动的踪

迹 ， 《 旧唐书 》 称其为
“

蒙兀室韦
” ［

4
］

。 蒙兀室韦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
一

， 其活

动地域西接大室韦 ， 北与落俎室韦隔额尔古纳河相望 ， 东 、 南与黑水秣鞴为邻 。 由此可

知 ， 蒙古族的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 7世纪的
“

蒙兀室韦
”

。

1 4世纪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的著作 《史集 》 提到 ， 当时的蒙古人曾普遍传

说 ， 他们的祖先来自
“

额尔古捏一昆
” ［

5
］

， 即应是指额尔古纳河 ， 与 《 旧唐书 》 记载

相符 。 蒙古人记忆中最远古的历史 ， 保存在 《蒙古秘史 》 中 。 据记载 ，
7世纪时

，
成吉

思汗的始祖孛儿帖赤那 ， 带领着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的密林西迁 ， 渡腾汲思海 （腾汲

思 ， 当指呼伦湖 ） ，
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 （今大肯特山 ） 驻牧 。

进人大草原的蒙古部 ，
立即卷入了历史的旋涡 。 贞观三年 （ 6 2 9 ） ，

唐太宗于今北

京一带设师州 ， 蒙兀室韦属师州管辖。 此后唐又置燕然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 ， 虽然名称

和地望有许多变化 ， 但唐朝对蒙古地区设治的实质没有改变 。 8世纪中叶以后 ， 蒙古部

又先后受回纥和黯嘎斯控制 。 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 ， 促进了蒙古部与周围各部及中原的

经济交往 ， 同时也促进了 自身的迅速发展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
“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
”

（ 批准号 ：
1 2＠ＺＨ 0 1 4 ） 子课题

“

达

茂旗敦伦苏木古城的考古调査与研究
”

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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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辽代 ， 即 1 0世纪时 ， 蒙古部已经分衍出乞颜部、 扎答兰部 、 泰赤乌部等许多小

的部族 ， 在今鄂嫩河 、 克鲁伦河、 土拉河的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辽阔的草原上游牧 。

此时 ， 蒙古部之外其他较大的部还有 ： 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南部至锡林郭勒草原北

部的是最强的塔塔儿部 ； 在呼伦池东南 ， 贝尔湖至哈拉哈河
一带的是翁吉剌部 ； 再往南

靠近金长城的是汪古部 ；
色楞格河下游的是蔑儿乞部 ； 叶尼塞河下游的是斡亦刺惕部

；

蒙古部西南 ， 处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是人口众多的克烈部
；
再往西靠近阿尔泰山的

是文化发达的乃蛮部 。 这些部的出现 ， 就是 7世纪以来北方各族进
一步交往 、 融合的结

果 。 到 1 1世纪时 ， 塔塔儿、 蒙古 、 蔑儿乞 、 翁吉剌、 克烈 、 汪古等部结成以塔塔儿为首

的联盟 ，
以反对辽朝的统治 。 塔塔儿或

“

鞑靼
”

曾一度是蒙古草原上各部的通称 。

1 2世纪初 ， 蒙古部属金王朝的东北路招讨使统辖 ， 这时的塔塔儿联盟 已经瓦解 ， 蒙

古部在合不勒汗 （ 成吉思汗的曾祖父 ） 的领导下 ，
逐渐壮大起来 。 金朝曾 以 8万精兵攻

打蒙古 ， 连年不能取胜 ， 被迫与蒙古订立合约 。 直到财真起而争雄 ， 统一蒙古各部 ，

1 2 0 6年 ， 随着铁木真在斡难河畔被各部推举为成吉思汗 ， 蒙古族才作为一个新的民族诞

生 了 。 拉施特曾说 ：

“

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 ， 由于他们是蒙古人 ，
于是各有

某种名字和专称的 （ 各种 ） 突厥部落
… …为了 自我吹嘘起见 ， 都 自称为蒙古人

” ［
6

］

。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 蒙古高原的各个游牧民族 ， 都统称为蒙古 ， 并接受成吉思汗的

统治 。

二、 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室韦作为中国历史上
一个古老的 民族 ，

人种、 语言和文化属东胡系统 ，
与鲜卑 、

契丹相近 。 在宋、 辽、 金文献中 ， 他们也被称为
“

朦骨
”“

蒙古里
” “

萌古子
”

ｏ 由于

早期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的大兴安岭北端 ， 过着半狩猎 、 半游牧的氏族社会

生活 ， 近年来 ， 在额尔古纳河流域 ， 先后发现了几批属于蒙兀室韦的墓群和遗址。 同

时 ， 在东蒙古草原的克鲁伦河北岸 ， 也发现了蒙古汗国早期的遗存 。

（

―

） 西乌珠尔墓群与奇乾乡遗址

墓群位于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 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西北约 8 0千米的西乌珠尔附近

的一条长约 2千米的沙丘台地上 。 台地西南距呼伦湖 6 5千米 ，
北距额尔古纳河 3 5千米

，

南距海拉尔河 0 ． 5千米 ， 海拉尔河在其西北注人额尔古纳河 ， 这里是历史上蒙兀室韦的

活动区域 。

由于河水冲刷和长年季风的侵蚀 ， 沙丘逐渐向东北方移动 ， 逐渐暴露出地下的古

墓葬 。 从 2 0世纪 6 0年代起 ， 就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 。 1 9 8 6年和 1 9 9 5年
，
呼伦贝 尔盟文

’

物站两次对这处墓地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 ，
共清理 6座墓葬 ，

出土并采集到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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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 、 铁器、 铜器和桦树皮器等随葬品 。 出土的墓葬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用完整的

一根圆木挖凿而成的独木棺 。 其中一具用圆木挖凿的独木棺 （ Ｍ 2 ） ， 通长约 1 9 0 、 宽

5 0 
￣

 5 5
、 高 4 1厘米 。 棺内侧长约 1 5 0厘米 ， 棺中葬一成年男性 ，

仰身 ， 下肢弯曲 。 棺内

随葬有马鞍 、 弓箭及生活用品
［ 7 ］

。

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 《草木子 》
一书中曾记载蒙古贵族葬俗云 ：

“

元朝官里 ， 用

梡木二片 ， 凿空其中 ， 类人形小大 ， 合为棺 ，
置遗体其中 ， 加髹漆毕 ， 则以黄金为圈 ，

三圈定 ， 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

［ 8
］ ”

经
1 4

Ｃ测定 ， 该木棺的年代约为 6 8 0年 ， 约

当 7 ￣  8世纪阶段 ， 正是史书记载的蒙兀室韦从额尔古纳河东岸 ， 南迁到呼伦湖附近的过

渡时期 。 据对墓葬出土遗物的判断 ， 死者应当为蒙兀室韦武士 。 这是 目前发现和可以基

本认定的最早的蒙古早期遗存 。

考古工作者在沿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考古调査中 ，
由南到北在西乌珠尔 、 黑山头 、

七卡 、 室韦镇和奇乾乡等地 ， 还发现了较多的室韦遗存 ［
9 ］

。 奇乾乡和室韦镇均位于额

尔古纳河东南岸 。 在奇乾乡一带发现了三处古代聚落遗址 ， 其中的小孤山遗址坐落在奇

乾乡东北 1千米的小孤山东南坡上 ， 西 、 北两面为陡崖 ， 东南为额尔古纳河二级台地 ，

在东西长 2 7 0米 ，
南北宽 7 0米的半山腰上 ，

分布着 5 3个圆形坑穴 ， 每个坑穴的直径在

4 
￣

 1 0米 ， 文化层厚约 7 0厘米 ， 出土陶片和骨器等遗物 。 从 5号坑穴采集的木炭做了 

1 4

Ｃ

测定 ， 其年代为距今 9 1 0 ± 7 5年 ， 树轮校正为 8 6 5 ± 8 5年 ［
ｗ ］

。 再根据出土的陶片分析 ，

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隋唐 ， 下限不应该晚于金代初年 。

《契丹国志 》 记载宋人记述 ，
辽国

“

正北至蒙古里国
”

， 而蒙古
“

南至上京四千

余里
”［

1 1
］

。 辽上京往西北四千里恰好在呼伦湖以北一带 ， 也即是西乌珠儿附近地方。

这就是说 ， 至辽初 ， 蒙古部还没有西迁至肯特山
一带 ， 到金朝时才把蒙兀室韦推向西

迁 ， 开始了以斡难河为中心的历史。 然而 ， 即使蒙古部西迁到肯特山
一

带 ， 因额尔古纳

河下游东南岸属金朝修筑的岭北长城之外 ，
在 1 0世纪时 ，

也仍然应该是蒙兀室韦活动的

区域 。

西乌珠尔古墓群的葬俗和奇乾遗址半地穴式居住址 ， 有别于蒙古之前的鲜卑和契

丹同类遗存 ， 应当是属于蒙兀室韦的遗存 。 但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则又分别具有鲜卑和契

丹的风格 ， 这也许正好说明了蒙兀室韦的渊源所自 。

西乌珠尔蒙兀室韦墓群和武士独木棺 ，
以及奇乾乡三处古代蒙兀室韦聚落遗址的

发现 ， 对于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 谢尔塔拉遗址和墓地

谢尔塔拉遗址和墓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谢尔塔拉镇东约 5千米的台

地上 ， 西南距海拉尔市区约 1 5千米
， 南距海拉尔河 2千米 ， 面积约

一万平方米 。 1 9 9 7年

9 ￣ 1 0 月
，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 ，

联合对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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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和墓地进行了调查并清理墓葬 1座 。 1 9 9 8年 9 
￣

 1 0月进行正式发掘 ， 揭露面积 3 3 7 ． 5

平方米 ， 清理墓葬 9座 。 两次共清理墓葬 1 0座
［

1 2
］

。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 均有木质棺具 ，

一般一棺 ， 只有Ｍ 6为一棺一椁 ， 木

椁有盖无底 ， 棺盖由 5块较长的木板纵向拼对而成 。 其中除Ｍ 5为一座成年男女双人合葬

墓外 ， 其余均为单人葬 。 葬式＿ 9为俯身屈肢葬 ， 其余都是侧身屈肢葬 。

出土的随葬品可以分为四类 ： 第一类为生活用器 ， 主要有陶罐 、 壶 、 桦树皮罐 、

木盘 、 木杯 、 木箸和铁盘等 ； 第二类为生产工具或武器 ， 主要有矛 、 弓 、 箭 、 箭囊和刀

等
；
第三类为马具 ， 主要有马鞍 、 马衔

；
第四类为装饰品 ，

主要有金或银鎏金耳坠 、 银

螺旋形饰 、 铜人面形饰 、 玻璃珠和绿松石珠等 。 墓葬有随葬马或羊肩胛骨的习俗。 随葬

品存在着多寡之分 ， 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差异 。

经对谢尔塔拉 6座墓葬棺木的
1 4

Ｃ年代测定 ， 确定该批墓葬的年代为 9 
￣
 1 0世纪 ， 晚

于西乌珠尔墓葬的年代 ， 而与以奇乾乡小孤山聚落遗址为代表的蒙兀室韦遗存年代相

当 ， 当属同一考古学文化 。 该项发掘成果于 2 0 0 6年 6月 面世 ， 发掘者建议将该类遗存命

名为
“

谢尔塔拉文化
”［ 1 3

］

〇

（三 ） 阿乌拉嘎遗址

阿乌拉嘎 （ Ａｖｒａｇａ ） 遗址位于蒙古国东部的肯特省德力格尔汗苏木 。 克鲁伦河在这

里由南下转向东流 ， 北岸是其支流阿乌拉嘎河。 在蜿蜒南流的阿乌拉格河和克鲁伦河之

间
，
有一处被称作阿拉善

？ 奥哈的山丘 ， 山丘的南麓地势平坦 ， 顺着东北
一

西南向的等

高线 ， 有成排的狭长建筑基址分布于地表 ， 遗址范围长约 2 0 0 0米 ， 宽约 5 0 0米 ， 海拔在

1 1 9 7 

￣
 1 2 1 0米 ， 与山丘的高差在 7 0米左右 。 这个区域一直就流传着

“

成吉思汗宫殿 （ 斡

耳朵 ） 遗址
”

的说法 ，
很多的研究者也认为这里是成吉思汗时期的遗存。

这处遗址的调査研究开始于 1 9 6 1年 ， 其后在 1 9 6 6 
￣

 1 9 6 8年和 1 9 7 6年又进行了
一些

调査和发掘工作 。 1 9 9 2年 ，
日本和蒙古的联合调査团进行了测量 。 1 9 9 7年 ， 蒙古国的纳

旺先生对其中的第九区进行了发掘。 同年 ， 日本的 白石典之先生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踏查

和补充测量 ， 并制作了总平面图 。 此后 ， 自 2 0 0 0年以来 ， 连续进行了 
1 0余年的考古发

掘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1 4 1

。

1
． 遗址的布局与年代

从阿乌拉嘎遗址的整体布局来观察 ，
在北侧 山丘下还留存有低矮的遗址北墙 。 在

其南部的遗址群中 ， 有一处每边长约 3 0米的方形基址 ，
外侧围有二重长方形的土墙 ， 这

是遗址的
“

中心基址
”

。 这里不见瓦片出土 ， 应当是以帐幕搭顶的 。 此外 ， 遗址内的主

要建筑基址都依等高线 ， 呈弧形分布在中心基址的南侧 ， 成为中心基址南侧的半圆形配

置 。 从那里发现的陶片 、 铁钉等遗物判断 ， 可能存在有木制的建筑物 。 在那些单体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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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群配置中 ，
有明显的汉地

“

四合院
”

式的建筑风格 。 在
一

处建筑基址中出土了带绿軸

的琉璃瓦 ， 可能是属于政治或宗教性的重要设施 ， 也有可能是身份较高人物的住宅 。

这处遗址群可以划分为五个区 。

Ａ区 ： 中心基址和周围的建筑基址群 ，
方向为北偏西 3 5

°
。

Ｂ区 ： 遗址东北部建筑群。 遗址内使用砖瓦 。 北偏西 3 0 
￣ 4 5

〇
〇

Ｃ区
： 与Ｂ区南侧相接 。 出土有瓦片和砖 。 北偏西 1 0

。
。

Ｄ区 ： 遗址西侧 ， 并排建有 1 2栋
“

四合院
”

式的大型建筑 ， 周围还有小的建筑基

址。 在此前蒙古国学者普 日来的调査中 ， 曾发现过铁工房 。 北偏西 2 0
°￣

 4 5
°

〇

Ｅ区
： 遗址西南部 ， 有 4间 ｘ 7间的大型建筑物 ， 基址上留有柱础石的坑穴周围还有

小的建筑基址。 北偏西 2 0
°
〇

其中 ， 最有意义的是普 日来调查中提到的
“

熔矿炉
”

。 炼炉为进深 3 ． 6米 ， 宽 2 ． 3米

的圆角长方形 ， 火口为 0 ． 9米 ，
其南端是 2米 ｘ 0 ． 4米的前庭。 从炉内和前庭出土了较多的

铁渣和木炭 ， 附近也出土了铁镞和铸铁锅的残片 。 情况表明 ， 这个有许多相邻的同样建

筑基址存在的区域 ，

一定分段作业的 ，
分别承担着从冶炼到铸造的不同过程 。 此外 ， 这

里没有发现原料产地 ， 可见原料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 。

在阿乌拉嘎遗址 ， 除了砖瓦之外 ， 还出有产 自 中原的瓷器 、 钱币 、 陶器、 铁镞 、

铁钉、 铁锅 、 铁车轴、 簪子 、 青铜小刀 、 陶纺轮 、 石制品和各种动物的烧骨等。

瓷器中有元末至明初的龙泉窑瓷器 ， 大多数是磁州窑系 、 钧窑系的瓷片 。 钧窑系

的瓷片胎土细腻 ， 色调暗灰 ，
以金代的制品占多数 ， 少量是质地较软的黄灰色胎土的元

代产品 。 磁州窑系的大多是元代的制品 。 此外 ， 还有一些产地不明的黑袖、 褐绿釉长壶

和元代的三彩片出土 。

钱币有金代的
“

大定通宝
”

圜钱 ， 其中有部分背酉钱 。

出土的砖 ， 厚约 5厘米 ， 同哈剌和林城址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 。

从出土遗物来判断 ， 这些建筑物除一小部分为元代外 ，
大部分是属于金代后期

的 ， 年代在 1 2世纪中叶至 1 3世纪前半叶之间 。

2 ． 中心基址的年代与性质

在 2 0 0 1 
￣ 2 0 0 4年的发掘中 ， 中 、 日 、 蒙联合考古队发掘了阿乌拉嘎遗址群北端的

“

中心基址
”

。 该建筑址外围有两重土墙 ， 现存高约 2 0 
￣

 5 0厘米 。 其中 ， 外墙为长方

形 ， 长 1 4 9米 ， 宽 8 9米
；
内墙东西长 6 3米。

2 0 0 1年发掘了中心建筑址
，
在基址的上层 ，

揭露出一处向南开 口 的
“

凸
”

字形 的

石砌建筑址 。 南北长 8 ． 3米 ， 南端东西宽 1 2 ． 8米 ， 凸出的部分在北端 ， 南端中部没有墙

基。 基址内用黄 白色黏土夯平 ， 土层厚约 2 0厘米。 石砲的墙基高约 3 0厘米
，
宽约 6 0厘

米 ， 用黏土坐浆。 堆积内没有发现任何砖瓦等遗物 。 从其结构来分析 ， 很可能是一处直

径在 1 6米左右的大型毡帐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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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2年发掘了基址的下层建筑址 。 在上层建筑的垫土下 3 0厘米的高度 ， 发现了成

排的柱础 ， 柱础之间相距约 3 ． 7米 。 柱础修整不太规整 ，
仅是一块略加修整的石块 ，

大

致成不规则方形 ，
上面平整 ， 厚约 1 5厘米 。 东西有 4排 ， 前后有两排 ， 其结构应当是五

间三进式 。 柱础之下垫有厚约 3 0厘米的
一

层黄白相间的花土 ， 结构紧密 ， 经过夯打 ， 其

中含有早期的瓷片和木炭。 经
1 4

Ｃ？｜定 ， 下层建筑基址的年代为 1 1 9 0 
￣
 1 2 7 0年 ； 上层建

筑基址的年代为 1 2 9 0 
￣ 1 3 2 0或 1 3 4 0 

￣  1 3 9 0年 。

通过对发掘现场相互叠压的两个建筑基址的观察 ， 考虑到整个遗址各类遗存不同

的年代关系 ，
以及

1 4

Ｃ测定的年代数据 ， 可以认为该处基址应分属早晚两个时期 。 其

中 ， 下层的早期建筑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最早的宫殿建筑 。

对于上层的晚期建筑 ， 目 前有两种推测 ：

一种是据 《 元史
？ 刘敏传 》

“

己丑

（ 1 2 2 9 ） ， 太宗即位 ， 改造行宫幄殿。

［ 1 5
］

”

的记载 ， 推定其可能为被改建后的窝阔台

的宫殿 。

［
1 6

］另一种则认为可能与成吉思汗的祭祀陵寝有关。 据 《蒙古秘史 》 记载
，
成

吉思汗于 1 2 2 7年在第六次征伐西夏的战役中病逝后 ， 北上归葬肯特山起辇谷 ， 这里作为

成吉思汗最早的宫殿建筑之地 ， 很可能改建成了成吉思汗的祭祀陵寝 。 后来这个地方作

为供奉成吉思汗和他的夫人勃尔帖及两个弟弟的陵寝 ， 被称做
“

八白室
”

， 明代晚期又

迁在了漠南鄂尔多斯髙原的伊金霍洛 ， 即现在的成吉思汗陵 。

三、 结语

从额尔古纳河两岸 向西到广阔的蒙古高原东部 ， 近年来发现了较多的蒙古早期遗

存 ， 这对于探讨蒙古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已经发现的呼伦贝尔

西乌珠尔遗址与墓地、 奇乾遗址和谢尔塔拉遗址与墓地 ， 以及在蒙古国德力格尔汗苏木

的阿乌拉嘎遗址群来看 ， 呼伦贝尔地区发现的蒙古早期遗存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 ， 反映

出诸多的一致性 ； 蒙古国阿乌拉嘎遗址群中的早期遗存 ， 则可能反映了蒙古汗国早期的

历史 。 目前的主要收获有如下几点 ：

（ 1） 西乌珠尔墓群的葬俗和奇乾遗址半地穴式居住习俗 ， 有别于该区域此前的鲜

卑和契丹同类遗存 ， 但陶器的形态特征则又分别具有鲜卑和契丹的风格 ， 这也许正好说

明了蒙兀室韦的源流 ， 故应属于蒙兀室韦的遗存 。 关于这一点 ， 已有学者论及
［

1 7
］

。 这

类遗存的年代约为 7 
￣

 8世纪 。

（ 2 ） 谢尔塔拉墓地文化内涵丰富 ， 时代特征鲜明 ， 当属 9 ￣

1 0世纪的室韦遗存 ，

为研究呼伦贝尔草原晚唐五代时期的室韦遗存增添了一批科学发掘的考古新资料 。 谢尔

塔拉文化的命名 ， 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 。

（ 3 ） 阿乌拉嘎遗址群是 目前在蒙古高原北部发现的蒙元时期最大的建筑遗址 ， 其
“

中心建筑
”

基址的下层建筑 ， 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最早的宫殿建筑 。 该基

址的下层建筑 ， 有可能在窝阔台时期改建为新的宫殿 ， 或也可能在成吉思汗归葬肯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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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辇谷时 ， 改建成了最早的成吉思汗祭祀陵寝 ， 其也许就是后来迁在漠南鄂尔多斯高原

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的前身 。

北方民族考古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研究课题 ， 同时也是考古学界多年来关注的热

点之一。 近年来 ，
东蒙古草原以西乌珠尔墓地 、 谢尔塔拉墓地和阿乌拉嘎遗址群为代表

的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
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相信随着北

方草原地带考古工作的不断深人 ， 有关蒙古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 以及北方民族在中

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 将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 并为北方

民族的考古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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