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珰是一种冠帽装饰，两晋十六国墓葬中

屡有出土。 1960 年，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在敦

煌新店台附近发掘前凉张弘妻氾心容墓，氾心

容头部出土蝉纹金饰一件，这是金珰第一次出

土，且墓主为女性，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

的重视。 1965 年，辽宁省在北票发掘北燕冯素

弗墓，出土蝉纹金饰两件、压印人物纹金饰一

件，简报作者指出这些金饰片应是秦汉以来侍

中等人冠帽上的金珰。 1972 年，南京大学北园

东晋墓出土蝉纹金饰一件，骑兽纹金珰形金饰

两件，方形兽面纹金饰一件，该墓墓主被推测

为东晋初期某一皇帝。 由于冯素弗为男性，南

大北园墓主被推测为男性，文献中关于金珰的

使用者也多集中在如侍中、中常侍一类的男性

高官，如《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戴金、貂之

饰，执常伯之职者。 ”颜注：“常伯，侍中。 ”《后汉

书》 卷四十三 《朱晖传附朱穆传》：“假貂珰之

饰，处常伯之任。 ”李注：“珰以金为之，当冠前，

附以金蝉也。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序》：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 然亦引用士人，

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中……自明帝

以后……中常侍至有十人， 小黄门亦二十人，

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 ”左思《三都赋》

之《魏都赋》：“蔼蔼列侍，金蜩齐光。 ”《晋书》卷

二十五《舆服志》的记载最明确：“侍中、常侍则

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

左，常侍插右。 ”《晋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的

记载最有名：“（赵王伦篡位）其余同谋者咸超阶

越次，不可胜记。 至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 每朝

会， 貂蝉盈坐。 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 狗尾

续。’”因此之故，敦煌 60M1出土金珰主人氾心容

为女性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金珰在汉晋时

期也可为女性冠饰的事实被长期掩盖了。

大约从东汉中期开始，中原地区女性的头

饰中出现一种主要由簪笄和小垂饰构成的步

摇饰

[1]

。文献中有随葬步摇之记载。 《续汉书》卷

九十六《礼仪志下》注引丁孚《汉仪》载：“孝灵帝

葬马贵人，赠步摇、赤绂葬，青羽盖，驷马。 ”完

整的步摇在考古中还没有发现

[2]

，但文献中有

一些记载可助想象。 较为形象的文献是梁朝女

诗人沈满愿的诗作 《咏步摇花》：“珠华萦翡翠，

宝叶间金琼。 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

绣领，微步动瑶瑛。 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成。 ”

记实性的记载首推《续汉书·舆服志下》，其中记

载皇后的庙服和蚕服为：“假结，步摇，簪珥。 步

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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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大丰特六兽，

《诗》所谓‘副笄六珈’者。 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

羽。 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 ”《晋书·礼

志上》记载说亲蚕之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

[3]

。

综合上文可知皇后头戴假发， 假发之上是步

摇，步摇的大致情况是：假发正中是一黄金饰

件，以黄金饰件为中心，将成串的白珠像桂枝

那样摆放好，从发簪或珠串上垂下许多鸟兽形

的饰件，这些饰件镶嵌翡翠象征毛羽。 皇后的

头饰最复杂，发簪就有十二根之多，其他人物

皆等而下之。

按照以往的认识，步摇与金珰使用者的性

别不同，因此，学术界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

行研究。 从考古发现来看，金珰的使用者不仅

可以为女性， 有些金珰还为女性步摇之构件，

而且步摇的样式有一定的阶段性，其流行与以

大月氏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东汉晚期的广为

传播有直接关系。

一 考古发现的步摇

汉末曹魏两晋的不少墓葬中，在女性墓主

头部附近经常出土一些金饰件，如天鹿、辟邪、

羊、龟、圆壶形饰，桃形、花形、方胜形金片，还

有一些料珠、动物形琥珀饰件等

[4]

。 这些饰件中

的大部分都可以肯定是头饰， 而且上面有小

孔，可以悬挂下来，符合步摇的“步则动摇”特

点，因此，可以认为这些饰件代表了步摇冠的

存在。 下面将出土步摇构件的主要墓葬列为表

一（图一~四）。

邗江甘泉山二号墓和定县 43 号墓都是东

汉晚期墓

[5]

，两墓出土文物相似，可能是迄今内

地发现的最早的出土步摇构件的墓葬。 邗江甘

泉山二号墓出土有亚形饰、 品形三联方胜饰、

盾形饰、钟形饰、桃形金片

[6]

等。 定县 43 号墓主

据考为中山穆王刘畅，他死于东汉灵帝熹平三

年（174 年），墓中出土的桃形金片、方胜形金饰

在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 《续汉书·舆服志下》

所载皇后谒庙时所戴步摇的装饰中有天鹿、辟

邪等物， 定县 43 号墓中恰好也出土有 “金辟

邪”，而且有两件，一件双角，一件单角，正好与

通常认为的天鹿、辟邪相符。 “金辟邪”之外，还

有金羊， 这两种物品在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

但有所不同的是定县 43 号墓的金辟邪、金羊运

用了掐丝工艺， 眼睛等部位还镶嵌了绿松石、

红宝石、水晶等宝物，与两晋时期不加嵌饰的

素朴形象有所差别。 定县 43 号墓金龙残长 4.2

厘米，金辟邪的衬底金片长 5、宽 2 厘米，尺寸

较大，两晋的桃形金片、花瓣形金片等步摇饰

件一般不超过 2 厘米。定县 43 号墓还出土一件

钟形金饰，这种钟形金饰也见于南昌东吴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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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钟形金饰（南昌高荣墓，无号）

2.桃形金片（临沂洗砚池晋墓

M2∶2） 3. 镂空桃形金片（临

沂洗砚池晋墓M2∶23）

图三 南昌高荣墓、临沂洗砚

池晋墓M2出土金器

图一 定县43号墓出土金器

1．桃形金片 2.方胜形金片

3.钟形金片 4.鱼形金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图二 洛阳烧沟汉墓、嘉峪

关魏晋墓出土金器

1. 桃形金片（洛阳烧沟汉墓

M1040 ∶ 5） 2. 镂空桃形金

片（洛阳烧沟汉墓M1040 ∶ 5）

3. 圆形金片（洛阳烧沟汉墓

M1040 ∶ 5A） 4、5. 桃形金

片（嘉峪关魏晋墓 M7 ∶ 64）

6. 桃形金片 （嘉峪关魏晋墓

M6 ∶ 24） 7. 钟形金片 （嘉峪

关魏晋墓M2∶11） 8、9. 钱形

金片 （嘉峪关魏晋墓 M7 ∶

65） 10.花瓣形金片（西宁陶

家寨M7 ∶ 37） 11. 桃形金

片（西宁陶家寨 M3 ∶ 19）

■ 金珰与步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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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蝉纹金珰 （南京仙鹤观

M6 ∶ 42） 2. 仙人骑兽形金

片（鄂城 M2112 ∶ 11） 3. 虎

头纹金片（南京大学北园墓，

无号） 4. 花瓣形金片 （南

京仙鹤观 M6 ∶ 106） 5. 羊

形金饰 （南京仙鹤观 M6 ∶

61） 6. 金辟邪（南京仙鹤

观 M6 ∶ 60） 7. 镂空桃形

金片（南京仙鹤观 M2 ∶ 89）

8. 方胜形金片（南京仙鹤观

M2 ∶ 22） 9. 圆形金片（南

京仙鹤观 M2 ∶ 77） 10. 对

鸟形金片（南京仙鹤观 M2 ∶ 47）

11. 壶形金饰 （南京仙鹤观

M2 ∶ 7） 12. 梳形金片（南

京仙鹤观 M2 ∶ 118）

图四 南京仙鹤观 M6 等

墓葬出土金器

墓和嘉峪关魏晋墓等墓葬， 但以后没有再发

现。 看来，定县 43 号墓和几座东吴墓葬出土的

步摇构件属于早期阶段，特点是步摇构件的形

体较大，动物构件上多运用富有特色的镶嵌工

艺，还有钟形金饰等古朴的构件。 南京建安二

十四年龙桃杖墓似未被扰，仅出土一片桃形金

叶，且与银钗、琥珀珠同出于墓主头部，大概三

者构成一副简单的步摇

[7]

。

西晋时期的步摇构件呈现出过渡性特点。

临沂洗砚池 M2 出土的一种镂空桃形金片，完

整的和残破的 （M2 ∶ 23） 均有， 也见于定县

M43、洛阳烧沟 M1040 之中（M1040 ∶ 5D），但在

步摇构件发现甚多的东晋时期只见于南京仙

鹤观 M2（M2 ∶ 89）。 这种金饰与其他金饰在烧

沟汉墓 M1040 中都出土于头部，发掘报告推测

为头部的冠饰。 还有一种圆形金片，圆圈内为

若干呈涡旋状的鸟首形象， 既见于烧沟汉墓

M1040（M1040 ∶ 5A），在东晋墓葬中也经常发

现。 成为东晋步摇常见构件之一的花瓣形金片

在东汉墓中没有发现， 临沂洗砚池 M2 有几件

残破的金饰 （M2 ∶ 23）， 与花瓣形金片较为相

似，但不能完全肯定。

东晋步摇的构件显示出较强的一致性，桃

形金片之外，花瓣形金片、对鸟形金片、方胜形

金片、壶形金饰在多数墓葬中反复出现。 南京

仙鹤观 M2（高崧夫妇墓）是一座未被扰乱的墓

葬，出土的金饰有桃形、花瓣形、圆形、镂空桃

形、对鸟形金片，羊形、圆壶形、方胜形金饰，南

京仙鹤观 M6 也保存完好，出土的金饰有桃形、

花瓣形、圆形、对鸟形、羊形金片，辟邪形、龟形、

圆壶形、方胜形金饰。长沙黄泥塘 M3 似也保存

完好，出土的金饰有花瓣形、对鸟形、鱼形金片，

篮形、圆壶形、扁壶形金饰、金珠等。 东晋时期

各地墓葬中的这些金饰的形状、 尺寸十分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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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铜博山（朝鲜陵山里百济王陵出土） 2. 传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中的杨坚

3. 传顾恺之绘《洛神赋图》中的女侍

近，这不应是相互模仿，而应是接受某种行政

指导的结果，证明东晋女性命服的冠饰存在统

一的样式，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 还值得注意

的是，不少墓葬中并没有发现金珰，说明女性

命服还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等级。

二 金珰或为步摇之构件

虽然不少考古发现可确认为步摇构件，但

迄今没有发现一具完整的步摇，需要利用文献

材料补充对步摇的认识， 据有关文献可知，已

经发现的多枚金珰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步摇的

构件。

上引《续汉书·舆服志下》云：皇后“步摇以

黄金为山题”。 “山题”为何形象？ 《晋书·舆服志

下》载西晋时“其（天子）朝服，通天冠高九寸，

金博山颜……”东晋之制为 “通天冠 ，本秦

制……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 “金

博山颜”或“金博山述”与“黄金为山题”恰相

应。 《晋书·五行志上》载：“桓玄篡立，殿上施绛

帐，镂黄金为颜，四角金龙衔五色羽葆流苏。 ”

此黄金颜在帷帐的正中靠上部， 所以金博山

颜、山述或山题都是一种黄金质的呈山形的饰

品

[8]

。 传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描绘的帝王冠

正面皆有一五边形的金珰（图五 ∶ 2），或许是较

晚的形式，或者黄金山题、金博山、金珰的具体

形状可能有一定差异，但皆为同一种物品。 明

确记载女性可佩带金珰的文献为 《晋书·礼志

上》载，皇后亲蚕时

“女尚书著貂蝉佩玺

陪乘，载筐钩”。 如同

侍中、 散骑常侍、中

常侍等存在不同级

别一样，女尚书应只

是能够配戴蝉纹金

珰的女性宫廷官员

之一

[9]

。 此处之“蝉”

即为金珰。 传顾恺之

《洛神赋图》 中有好

几位女性的冠帽与

男性一样，额前都有

一近长方形装饰，只是没有画出蝉纹（图五 ∶ 3）。

整合以上文献和图像材料可知，一些金珰应为

步摇之构件，考古发现则为金珰系步摇之构件

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表一列举的部分墓葬中已涉及金珰，但

出土金珰的部分墓葬中， 却没有出土步摇构

件，为完整分析起见，将出土金珰的墓葬列为

表二。

对于金珰、步摇和墓主性别的关系，表二

反映如下三点：

1. 金珰通常一墓之中出土 1 件

[10]

，墓主既

可是男性也可是女性。 冯素弗墓的发现是金珰

可以用于男性的直接证据。 用于女性的墓例较

多，如敦煌 60M1 有镇墓罐两枚，上有基本相同

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升平十三年」润（闰）月甲

子」朔廿一（日）壬寅」张弘妻」氾心容」（盛）五谷

瓶”（括号中为另一件文字不同者），简报没有发

表详细的遗物平面图，但断定该墓为氾心容的

单身墓。 金珰主人可确定为女性的还有南京仙

鹤观 M6、温式之墓等，已知金珰主人为女性的

比例高于男性。

2. 部分墓葬出土的步摇中包含金珰，墓主

为女性。南京仙鹤观 M6 保存完好，东棺范围内

出土玉具装的铁剑、玉佩等物，死者为男性无

疑；西侧棺木范围内出土许多女性饰品，死者

为女性。 女性饰品很丰富，在蝉形金珰附近的

有桃形金片、花瓣形金片，还有金钗、金辟邪

1 2 3

图五 百济王陵出土和绘画材料中的金珰

■ 金珰与步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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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南京温式之墓被盗，在墓室西侧发现蝉纹

和骑兽纹金珰各一件。 温式之墓志位于墓室的

东半部， 可知该墓与仙鹤观 M6 （以及仙鹤观

M2 高崧夫妇墓）一样，墓主在墓室内的位置都

是男东女西， 劫余的蝉纹金珰和桃形金片、羊

形金饰都属于温式之夫人。 类似的墓葬还有高

台地埂坡 M4，另出土金花和龙形簪，不排除与

金珰同属女性用品。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鄂

城 M2112 都被扰乱，同出桃形、花瓣形金花等

女性装饰用品，所以也不排除金珰主人为女性

的可能。

3. 步摇之中不一定包含金珰。 南京仙鹤观

M2 为东晋高崧与其夫人谢氏墓， 墓葬未被盗

扰，棺木虽有漂移，但尚部分保留原始状态，墓

室西侧前部有谢氏墓志， 后部有许多金饰品；

墓室中间部分有棺板痕， 系东侧棺木漂动至

此，上面分布了许多玉佩件，可知墓室的东西

两半分别为高崧、谢氏棺木所在。 文献记载高

崧曾任东晋侍中，高崧墓志也明确称其为“晋

故侍中”，高崧本身以朝服为葬无疑，但不仅高

崧夫人随葬的步摇中没有金珰，高崧本人也未

随葬标志其身份的金珰，这其中的缘故目前尚

不得其详。 或许如《续汉书·礼仪志下》说：“宜

自佐史以上达，大敛皆以朝服。 ”东晋时期也没

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吧。

文献记载女性使用金珰的只有皇后和女

尚书，上文所列墓葬的女性墓主无一为宫廷女

官，那么，这些墓葬中为何会出现金珰呢？ 这应

是文献记载的不完备造成的，金珰不限于宫廷

女官，还应该为朝廷命妇所服用。 上引《晋书·

礼志上》后续记载道：“公主、三夫人、九嫔、世

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

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

蚕。 ”又《续汉书·舆服志下》载：“自二千石夫人

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步摇为高等级

官员妻属、公主至皇后通服的朝服之冠饰，这是

以上墓葬中部分金珰为步摇构件的原因所在

[11]

。

三 步摇出现的历史背景

东汉以后流行的爵兽式步摇对中国传统

的垂珠式步摇有所继承， 也有很大的不同，学

术界普遍接受孙机先生所提出的受到大月氏

文化影响的观点

[12]

。东汉时期，大月氏文化直接

传播到中国内地，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很

值得关注，马雍、林梅村二位先生曾从更广阔

的背景探讨了大月氏文化东传，相关研究成果

有助于理解对大月氏步摇何以会在东汉时期

对中国传统的垂珠步摇产生影响。

马雍先生著有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

一文，对安息人、月氏人、康居人、天竺人在华

史迹以及佉卢文史料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后，

指出：“综合上述《高僧传》、《后汉书》、《三国志》

等汉文文献以及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字材料，我

们得出一个相当明确的印象，那就是：在东汉

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

民，包括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

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境内，成为一股

移民的热潮。 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两道。

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阯，一些人留居在

交阯，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 取陆路者越

过葱岭来到敦煌，一些人留居敦煌，一些人继

续东进，到达洛阳。 当灵帝末年黄巾起义后，中

原发生混战，洛阳的中亚侨民也与汉族人民一

样分投各地避难，大多逃往江南。 所有这些定

居在汉朝各郡的中亚人， 因与汉族接触频繁，

很快就汉化了，他们的姓氏大多按其原来的国

名而分别改为支、康、安、竺等汉化的姓氏。 他

们几乎全都是佛教徒，他们不仅带来佛教文明

还带来了许多中亚的风俗习惯和服用器物，对

洛阳贵族阶级的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乃至在

灵帝时掀起一股‘胡化’热潮。 如《续汉书·五行

志》所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

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这显

然与当时洛阳城中居住着大批中亚来的胡人

有关。 ”

[13]

林梅村先生著有《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

考》一文，指出：“公元 2 世纪以降，称雄中亚和

南亚次大陆的贵霜帝国频频发生内乱……数

以千计的大月氏人不甘臣服印度化的贵霜南

朝，纷纷亡命东方。 或涌入塔里木盆地诸国，或

■ 金珰与步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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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籍原始故乡敦煌，最后抵达东汉京都洛阳的

大月氏人仍有数百之众……对这个东方古都

的文化、艺术、宗教及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林

梅村先生列举的大月氏人在华活动的最早资

料为东汉桓帝在位时期（147~167 年），如敦煌

早年出土汉简中第 17 号简有 “元嘉二年”（152

年）纪年，第 15 号简有“……人支诚”，可复原为

“月氏人支诚”。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

说：“初，桓、灵世，支谶（原文误作‘谦’）译出法

典，有支亮，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 ”

[14]

根据以上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上文列举

的定县、洛阳、邗江等地出土步摇构件的墓葬

年代都属于东汉晚期，绝不是出于偶然。 特别

是定县 43 号墓，出土有玉衣，它的主人基本可

以确定为中山王刘畅。 刘畅死于灵帝熹平三

年，即公元 174 年，刘畅夫人的死亡年代不详，

但与公元 174 年大概相去应该不远。 这样，金

步摇构件就应该是中山王夫人的物品。 邗江广

陵王墓的情况与定县 43 号墓相似。 参照上引

《后汉书·舆服志》等有关皇后及其他贵族妇女

盛服的记载，可以认为，这些步摇构件就是中

山王刘畅夫人和广陵王夫人的命服之饰，东汉

晚期受到大月氏影响的爵兽式步摇已经代替

华夏传统的垂珠式步摇成为命妇之服， 上引

《续汉书·五行志》中“灵帝好胡服……京都贵

戚皆竞为之”的记载诚为可信。洛阳烧沟 M1040

也较特别，为单棺土洞墓，长 2.74、宽 1.06、高 1

米，这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墓葬，墓主的身份通常

很低，但竟然随葬了步摇构件，如果墓主不是朝

廷的命妇，是否有可能是大月氏人呢？ 笔者检得

的东汉步摇墓例虽只有以上数则， 相信原来随

葬步摇构件的墓葬肯定超过这几座， 这些墓葬

的规模和墓主身份都值得期待。

[1] 田立坤将步摇分为垂珠、爵兽、花树步摇三类。 垂

珠步摇是在钗簪之类首饰上系挂垂珠，出现于战

国时期，西汉还在沿用。 花树步摇以金为之，既无

爵兽，也无垂珠，仅具枝叶而已，靠缀叶摇动，出

现于 3 世纪之前，流行地域为辽西，使用者不限

男女。 （田立坤《步摇考》，见于《4—6 世纪北中国

与欧亚大陆》，第 53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本

文所讨论的主要是爵兽步摇，它比垂珠步摇要华

贵复杂得多，既系挂金质的爵（雀）、兽，还悬挂白

珠，出现年代不晚于东汉，流行范围与垂珠步摇

相同，都遍及全国。 爵兽类步摇的使用者也与垂

珠步摇一样，一般都认为是女性冠饰。 田立坤认

为爵兽步摇是皇后的头饰，本文认为其他人也可

使用。

[2] 扬之水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

一）载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有金步摇，并附有彩

照，但出土材料未见完整报道，彩照所示也应只

是步摇的构件， 所以本文未对这则材料加以讨

论。 详见杨著第 98 页，中华书局，2010 年。

[3] 步摇最早发现于 1956 年发掘的辽宁北票房身村

晋墓中，其中 M2 出土花树状金饰，基座为透雕云

纹的长方形牌，长 5.2、宽 4.5 厘米，其上有 16 条

花枝，枝上缠绕桃形金叶。 发掘者陈大为根据《晋

书·慕容廆载记》推测“可能就是鲜卑族慕容部人

的‘步摇冠’或吐谷浑部人的‘金花冠’之类的冠

装”。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

《文物》1960 年第 1 期）此后，类似的步摇陆续发

现，其中以北燕冯素弗的身份最高，他曾担任过

北燕的侍中。 这些墓葬的发掘为确认步摇冠提供

了更坚实的材料。 慕容鲜卑式的步摇在中原南方

地区没有发现过，可知中原南方步摇的样式肯定

是与慕容步摇不同的样式。

[4] 高荣墓出土的桃形金片、钟形金片和一些铜钱存

放在女性墓主头部的一银壶中。

[5] 邗江甘泉山二号墓年代实为东汉晚期，原发掘简

报判断有误。

[6] 桃形金片的形状与辽西地区花树状步摇的叶片

相似，但穿孔方式不同。 辽西花树状步摇叶片的

穿孔均在宽大的一端，正文表中所示墓葬出土叶

片中绝大部分的穿孔都在尖头，只有嘉峪关魏晋

墓中的部分金叶在宽大的一端，还有个别桃形片

没有穿孔。 未被盗掘的南京龙桃杖墓中出土 1 片

金叶，南昌高荣墓中出土 3 片金叶，南京仙鹤观

M6 墓中出土 5 片金叶，南京仙鹤观 M2 墓中出土

30 片金叶， 这些墓葬出土金叶的数量要么是单

数，要么数量较大，所以，桃形金叶看来不是耳坠

之类是饰品，还应该是一种摇叶。 如同步摇冠的

形态差异很大一样，中原南方地区与辽西地区步

摇的叶片形态也属于不同地域系统。 中原南方地

区与辽西地区桃形叶片穿孔位置的差异承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倩、吕梦同学指出。

[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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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dang and Buyao -- the Exploration on the Headgear Ornaments of the Elite Women of the

Han Through Jin Dynasties

Wei Zheng

Jindang (gold plaque) and buyao (“step-sway”， tree-shaped head ornament made of gold leaves

linked with gold wires) were headgear ornaments and head ornaments popular in the Three-Kingdoms

through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s. In recent years， some tombs whose occupants'

genders were clear yielded both of them， showing the old understanding that the jindang and buyao

were separately and exclusively used by men and women to be wrong， and these two kinds of orna鄄

ments could be jointly studied.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flected that the jindang not only could

be used by women， but also be used as parts of the buyao; meanwhile， the types of buyao had se鄄

quential features， and its popularity had direc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wide diffusion of the western cul鄄

tures represented by that of Da Yuezhi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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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基础上，受到了大月氏步摇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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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柴岭山土墩墓（D30）发掘简报

2011年3月～2012年6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萧山博物馆

对柴岭山土墩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土墩墓D30内发现两座墓葬和

两组器物群，出土器物有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等。D30M1为长方形

石床木室墓，由石床、白膏泥墓底、枕木、人字形木室等组成，属于

高级贵族墓葬。D30M1的年代为西周晚期，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形

制明确的人字形木室墓。D30M1在墓地选择、封土使用、木室特征、

墓底铺垫和墓葬营建方式等方面，均具有中国南方地区土墩墓的典型

特征。它的发现为研究越地贵族墓葬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为研

究同类墓葬的起源与分布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江苏徐州苏山头汉墓发掘简报

2001年6月，徐州博物馆对徐州市西北郊的苏山头汉墓进行了抢救

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座（M2～M5）。4座墓分别位于两座山头上，M4

为石坑竖穴椁室墓, 其余均为石坑竖穴洞室墓。随葬器物较多，包括陶

器、铜器、铁器、玉石器等。作者推测，该墓群的时代约为西汉早期后

段，即文帝至武帝前期，其中M2、M3的时代稍早，M4、M5的时代略

晚。M2、M3与M4、M5均为同茔异穴夫妻合葬墓。M2是此次发掘中规

模最大的一座，墓内随葬铜器和精美的玉器，墓主人可能是宗室中下嫁

的刘氏女。

金珰和步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冠饰和头饰，近年发现数座随

葬二物且墓主性别明确的墓葬，可知金珰与步摇分别为男女所用的旧有

认识有误，因此，二者可以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考古发现来看，金

珰不仅可以为女性所用，有些金珰还为女性步摇之构件，而且步摇的样

式有一定的阶段性，其流行与以大月氏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东汉晚期的

广为传播有直接关系。

金珰与步摇——汉晋命妇冠饰试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