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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財研究所奈良文化財研究所以

《三至六世紀中日古代遣迩出土文物比絞研究》力題近行的力期四年(2002年4月1日～

2006年3月10日）的合作研究已逍人尾声，成果集中反映在送本恰文集中，但又近不止

如此。

公元三到六世紀是中国中原及其周辺地区田史上ー↑十分重要的吋期。随着秦汲

帝国的解体，周圃各地区各民族紛紛建立政枚，井在大迂徒、大融合中不断例造出板

富生代和特色的地域文化，加速了川史笈展的逃程，力隋唐帝国的建立和逃一歩繁茉

准釜了条件。地赴木北亜南部的迂宇是送一吋期多民族多文化活功比絞頻繁的ー↑地

区，公神氏、慕容鮮卑族和高句面民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枚。他伯所例造的文化既各有

自身的濶源、文化笈展序列、民族和区域特色及笈展道路，又始終与中原王朝利汲文

化保持着密切美系，凡而力糸北並古代川史綾写出光輝的篇章。已故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長祢乗碕先生在美子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一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

生型、次生型、綾生型）的系統佗述中，把包括糸北民族在内的北方地区i者民族在秦

汲以后所走近的文明起源逍程，称力“綾生型”国家模式，其特点就在子他伯也都経

伍了芙似当地先秦吋期的古国一方国一帝国的笈展巧程，而且是“り奇翡得天下，統治

的是汲族人，継承的是汲文化，沢文化凡此也長上翅膀，更有活力了。”凡而在中国

統一多民族国家笈展川史上継線起到独特作用。

送一吋期，糸酉方文化交流也十分活朕，地赴木北亜与欧亜草原接触地帯的中国

糸北南部，是送ー交流路銭京端的一↑枢紐，送ー地区正在笈生的厨史変革和文化例

新，随着木西文化交流的持綾与延伸，也波及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凡某神程度看，

対后者的影胴更値得探人研究。因力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文明起源逍程和国家的建

立，都是在送一吋期出班或成熟的。不同経済癸型、不同文化佑統的文化之伺的接触、

飩撞、融合，以対先逃文化的大幅度吸収力主流的相互影廟，以至人群的迂移，成カ

包括日本列島在内的宗亜渚多民族跨人文明肘代的重要推功力。

カ此，中日考古界都十分重視送一肘期中国糸北南部与日本列島古文化的比絞研

究利新的考古盗料的釈累。其中迂酉地区魏晋十六国吋期以慕容鮮卑族力主創造的三

燕文化，由十同日本古蚊文化有許多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因素，又是大家最力笑注的

ー↑慄題。可喜的是，近年在慕容鮮卑族建国前后活功中心的江西朝側地区，又寸三燕



吋期的墓地和遣址有絞大規模的考古友掘工作井迩綾取得系統材料。中日双方学者通

近対朝阻三燕花城城址、北票劇囃洞三燕吋期墓地等考古工地的実地考察和覗摩出土

文物，対三燕吋期的一些代表性器芙如金歩揺冠怖、金属身具、帯怖、甲冑和鉄兵器、

工具等，作了系列的癸型学比絞，ヌ寸送些重要遣物的制作工乞近行了反夏細致的覗察

和実験，対其所反映的埋葬制度、騎均文化特色有多角度的分析，対三燕文化与中原

文化的美系以及窃在京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特別是対三燕文化与日本古蚊文化之

同的源与流美系、騎月文化侍播的途径和方式，有了逃一歩的汰沢，送祥就使送次的

合作研究，以前輩工作力基砒，在某些中日双方共同美注的重大学木同題上有了絞大

探人，也力下一歩的継綾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裸題。本文集牧人的詑文，絶大部分是

送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送次中日合作研究近程中，双方取長ネト短，相互尊重，相互学牙，込到了共同

提高的預期目的。参加送ー合作研究的中国学者通逍与日本学者的接触和対日本多処

考古工地、已経展示升放的逮址和博物館的考察，普遍感到，日本考古和文物博物館

界的同行ff]'不仮在考古研究上学凩戸瑾，而且在考古盗料的牧集、高科技手段在考

古友掘、文物保炉和大遺址保炉与利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晟著成繍，送些成果和経翰，

対正在升展送方面工作的中国文物考古界有許多値得借婆之処。迂宇省的文物考古学

者将会把送次中日合作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返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去，逃一歩推功京亜

地区的厨史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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