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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

〔俄〕 Н В 费奥多洛娃　 著

齐山德　 译

摘要： 西西伯利亚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２１ 世纪以前， 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考古小组进行了初

步考察。 关于新世纪以来考古研究的进展情况，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

面阐述： ①该区域人类居住史， 包括鄂毕河谷、 亚马尔半岛及吉丹

半岛。 ②极地适应性的形成， 包括经济、 社会文化特征及生物适应

性。 ③该区域与邻近地区古典和中世纪文明的联系。 大体而言，
２０００ 年至今， 得益于俄罗斯国家对极地考古研究的支持， 西西伯

利亚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发现大量遗迹， 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的学术

著作问世， 涌现出相当数量综合性的、 跨学科的、 学术价值较高的

考古科研成果。
关键词： 西西伯利亚北极和亚北极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早

期铁器时代　 中世纪　 跨学科研究

作者简介： Н В 费奥多洛娃， 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萨列哈尔德市北极研究中心教授。
译者简介： 齐山德，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北冰洋研究

中心讲师。

西西伯利亚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研究者

∗ 基金项目： 俄联邦基础研究基金会 ８ － ０９ － ４００１１， 《乌拉尔及西西伯利亚考古研究回顾———
重要发现、 研究进展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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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务是寻找遗迹和文物， 初步勘查和挖掘具备条件的遗址。 研究者以当

时的考古发现为依据， 出版了若干文献资料。 从区域考古学角度看， 荒芜的

北极地区发现的遗迹和文物寥寥无几。 鲜有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 能够进行

持续研究的学者只有 В Н 切尔涅佐夫、 В И 莫申斯卡娅和 Л П 赫洛贝

斯京。 １９９０ 年， 赫洛贝斯京的文章 《二百年来北极考古》 总结了北极考古

取得的成果。① 总体而言， 关于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的考古研究进展缓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初， 这一情况也未发生改变。 缺乏较为完整的研究成

果， 以至于已出版的文献难以被利用。② ２０１０ 年之前， 研究者主要关注中世

纪晚期和新时期古城 （新城）， 如曼加泽亚地区的纳德姆城、 沃伊卡尔城、 波

卢伊城、 俄罗斯城。③ 此后， 亚马尔 －涅涅茨自治区已发现各时期人类活动遗

迹， 如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但只有一小部分进行了常规挖掘。④

关于西西伯利亚北部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区域定居史， 包括鄂毕河谷、 亚马尔半岛及吉丹半岛。
二、 极地适应性的形成， 包括经济、 社会文化特征及生物适应性。
三、 该区域与邻近地区古典和中世纪文明的文化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呈现出跨学科性。
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区境内北极和亚北极地区人类定居点形成于不同

时期， 且成因各异。 ２０１６ 年， 新西伯利亚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通过田野调

查发现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近年来关于子午线附近地区， 即额尔齐

斯河口至鄂毕河口的鄂毕河流域存在人类活动情况的猜测得到证实。⑤ 此

５３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Хлобыстин Л П ２００ лет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 ／ КСИА， вып ２００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Наука， １９９０ С ３ － ８．
История Ямала Том １ Ямал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Кн １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и коренные
народы ／ под руд Н В Федоровой， А П Зенько и др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Баско》，
２０１０．
Визгалов Г П ， Пархимович С Г Мангазея Новы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Нефтеюганск： изд⁃во МАГЕЛЛАН， ２００８ ／ Кардаш О В ， а Надымский
городок князей Большой Караче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Салехард： изд⁃во 《Магеллан》， ２０１３．
История Ямала Том １ Ямал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Кн １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и коренные
народы ／ под руд Н В Федоровой， А П Зенько и др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Баско》，
２０１０． С １０ － ８８．
Зольников И Д ， Выборнов А В ， Картозия А А ， Постнов А В ， Рыбалко А Г Рельеф
и строение четвертичных отложений Нижней Оби в связи с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и поиска
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бъектов ／ ／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сборник Вып ５ Омск： изд⁃во
《Омскбланкиздат》， ２０１８ С ３０ －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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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通过 １９９３ 年沃伊卡尔河沿岸的考古勘查， 在河岸浅滩上发现若干旧石

器时代晚期器具， 其中包括 １ 件与猛犸象残骸共存的器具， 具有莫斯特文化

特征。① А А 博格金认为， 无论旧石器时代还是中石器时代， 西西伯利亚

北部定居点成因的 “单一路径论” 是站不住脚的。②

根据动物学家的判断， 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条件十分有

利。 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 （距今 ４ ５ 万年）， 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哺乳动物

群落极为丰富， 其中包括早期人类狩猎对象， 可为该区域人类生存提供稳定

的食物来源。③

西西伯利亚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共发现 ６ 处中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几处遗

址能否列入中石器时代尚存疑问。 一些原始村落遗址尚未发掘， 目前发现的

文物只是从受到不同程度毁坏的地表获取的。 现代亚马尔 －涅涅茨自治区中

石器时代遗迹分布十分广泛， 从东部的普尔河流域到西部的现代萨列哈尔德

城均有发现。 Л Л 科西恩斯卡娅针对西西伯利亚北部中石器时代提出如下

问题： 如何确定该地区中石器时代上下边界； 文化归属问题， 即归属为邻近

地区文化的衍生文化， 还是归属为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文化； 北部地区中石

器时代的起源问题。④

西西伯利亚亚北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迹的考古发现较为丰富。 实际上，
目前发现三处遗址： Ｅｔ － Ｉ、 Ｅｔ － ＩＩ 定居点， 以及沃拉亚哈河沿岸的捕鱼场

遗址。 两处定居点得到部分挖掘， Ｅｔ － Ｉ 定居点发现出 ４ 处房舍遗迹， 经放

射性碳元素测定， 距今约 ８０００ 年。 Ｅｔ － ＩＩ 定居点发现 １２ 件物品， 其中 ２ 件

界定为房舍残迹， 其余为生产用具， 距今 ７０００ ～ ９０００ 年。⑤ 科西恩斯卡娅

６３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Погодин А А К проблеме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заселения север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 ／ Древности
Ямала Вып １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Салехард： изд⁃во УрО РАН， ２０００ С ６９ － ７０．
Там же С ７４．
Косинцев П А ， Бачура О П Фауна млекопитающих север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в позднем
плейстоцене и голоцене ／ ／ Ｉ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１９ － ２２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７ г Салехард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С １３ － １４．
История Ямала Том １ Ямал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Кн １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и коренные народы ／
под руд Н В Федоровой， А П Зенько и др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Баско》， ２０１０ С
３２ －３３．
Косинская Л Л Комплекс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урочище Увыр⁃пай ／ ／ Ｉ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１９ － ２２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７ г Салехард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 － 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С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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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这些房舍带有地面出入口的半地下结构， 石制工具取材于当地， 应属

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①

由于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域广袤， 考古发现寥寥无几， 能够获取的研究资

料不足， 因此界定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的遗迹较为困难。 西部北极和亚北极地

区研究状况更为乐观， 东部地区发现的 ５ 处定居点已开展考古研究。 科西恩

斯卡娅的著作中强调 “其中罕有陶器”②。 关于西部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文

献资料较为丰富， 最近的研究已有较为翔实的论述， 本文不再赘述。③ 调查

大量遗迹后， О С 图帕希娜和 Д С 图帕辛认为， 约 ５０００ 年前， 该地区存

在 ３ 种次新石时代文化类型， 不同文化类型的形成取决于当地的自然条件，
主要的生产、 生活方式取决于生产效率。

第一种文化类型 （山地萨莫特涅尔 １ 号遗址） 属长期性全年居住点，
居住区面积较大， 且文化层丰富， 捕鱼场位于住地北方。④ 第二种文化类型

（洛夫 －桑格 －胡姆 ２ 号遗址） 位于鄂毕河支流附近， 属季节性住地， 居住

区较小， 文化层贫瘠， 食物来源主要是捕鱼和狩猎。⑤ 第三种文化类型 （约
尔库金村落遗址） 属典型的亚马尔内陆苔原居住点， 主要食物来源可能是捕

猎驯鹿。⑥ 山地萨莫特涅尔 １ 号遗址的时间采用树木年代学方法测定。 值得注意

的是， 当时亚马尔半岛南部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 因此该地区有木本植物分布。
目前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极少。 肖特恩马托 － 罗尔居民点遗址 （位于

普洛夫区）⑦、 帕罗姆 １ 号遗址 （今天的萨列哈尔德市近郊） 和瓦雷 － 哈雷

达遗址 （亚马尔半岛南部） 已进行挖掘⑧， 其他遗址仅在已遭损坏的地表上

７３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Там же．
История Ямала Н В Федоровой， С ５３．
См： Тупахина О С ， Тупахин Д С Поселение эпохи энеолита Горный Самотнел １：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мск： изд⁃во 《Омскбланкиздат》， ２０１８．
Там же．
Там же．
Там же．
Косинская Л Л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бассейна р Пур （итог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８ годов ）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уск ３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лог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１９９９ г Салехард： б ／ и， ２０００ С １４ － １９．
Васильев Е А Поселение Вары⁃Хадыта ＩＩ и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Ямала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уск ３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лог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１９９９ г Салехард： б ／ и， ２０００ С ２４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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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文物收集工作。 通过肖特恩马托 － 罗尔居民点遗址两处居住区和瓦

雷 －哈雷达 ２ 号遗址部分居住区进行的挖掘工作， 发现大量陶制材料、 石制

工具以及少许青铜铸造遗迹。 在皮亚库 －托 １ 号遗址已被毁坏的文化层发现

一件铜银合金挂饰①， 因此科西恩斯卡娅认为该地区居民与南方居民存在联

系 （同上）。 房舍结构完全一致， 即带有门廊出入口的半地下结构。 东部遗

址发现的陶器与西部遗址 （瓦雷 － 哈雷达类型） 迥然不同， 首先是底部平

坦， 其次是没有发现带有兽纹的船型器皿， 因此不具备西部地区铜石并用时

代居民点的典型特征。 或许， 这也表明该区域居民是沿着不同道路迁移的。
Е А 瓦西里耶夫认为， 来自鄂毕河下游中心区域 （萨尔德尼文化） 的移居者与

约尔库金次新石时代遗留居民混杂而居， 这是瓦雷 －哈雷达类型文化的成因。②

无论是早期铁器时代， 还是更早时期的考古研究并不充分。 大体而言，
目前考古发现的遗迹属更晚时期且不完整 （绿山居民点， 奥波多尔山地村

落）， 出于各种原因， 部分遗址未实现常规挖掘 （卡特拉 － 沃什和别尔 － 沃

什居民点）。③ 关于 “乌斯季 － 博鲁伊神圣生产中心” 的考古研究已相当充

分。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６ 年 В С 阿德里亚诺夫首次进行发掘以来， 该遗址便闻名于

世， 某种程度上说， 已成为西西伯利亚北部标志性遗迹。 ２０１７ 年， 我们总

结了关于乌斯季 －博鲁伊多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采用跨学科方法

取得的成就。④ 该遗址占地面积 ３２００ 平方米， 其中 ２２０８ 平方米已完成挖掘。
采用碳 １４、 ＡＭＳ 和树木年代学方法对文化层和部分建筑物进行了绝对测年，
共取得 ４８ 项数据， 测定时间界限为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年前。 神圣生产中心的建筑

遗迹可分为两个阶段， 古圣地时期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年前） 和神圣生产中心时

期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年前）。 伴随青铜冶炼和铁器冶炼遗迹， 兽骨雕刻和石器加

工器物相继发现， 该遗址因此得名。 据此， “神圣生产时代” 与 “ 平凡时

代” 得以划分。⑤ 古气候研究表明， 该遗址出现时期恰逢气候变得更加寒冷

８３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История Ямала Н В Федоровой， С ５９．
Васильев Е А Поселение Вары⁃Хадыта ＩＩ и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Ямала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С ２８．
Мошинская В 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Север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
Свод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Д３ －８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Наука， １９６５ С １７ －１８．
《Усть⁃Полу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ом １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Гусев Ан В ， Федорова Н В Морфология древнего сакраль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го центра
Усть⁃Полуй ／ ／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Вып ４ 《Усть⁃Полу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ом １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С １９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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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湿润， 导致苔原和森林苔原区域扩大， 大多数湖泊沼泽化。① 气候发生变

化使得当地居民从渔猎为生转变为驯鹿放牧为生， 乌斯季 －博鲁伊居民生活

方式发生变化， 社会生活领域亦发生诸多改变。 出现相对规范且成套的装饰

物、 服饰②， 以及仪式服装③。
今天的亚马尔 － 涅涅茨自治区发现的遗址最多， 同时研究得也较为充

分。 其中大部分为中世纪遗址， 其数量是更早时期的 １０ 倍。 这一时期遗址

不仅数量多， 且种类极为丰富 （古城镇、 居民点、 临时房舍、 墓地、 各类

文物）， 表明当时人口数量激增。 自中世纪以来， 苔原地带被大规模开发，
其中包括亚马尔半岛和吉丹半岛。 吉丹半岛的考古研究刚刚起步， 目前南部

地区已发现若干居民点和墓地④， 半岛北部仅发现 １ 处被毁坏的遗址， 疑为

３０００ 年前的墓地。⑤ 亚马尔半岛考古研究较为乐观， 至 ２０１０ 年， 共发现 ４
处人口较为密集的居住点遗址： 近北极苔原区的季乌杰遗址， 恩古利 －亚西

河和尤聂塔 －雅西河流域 ２ 处遗址， 以及亚尔杰遗址 （尤里别伊河流域）。
后三处遗址位于典型的近苔原地带。⑥ 此外， 距今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年的 ３ 处墓地

被发现， 且已进行考古研究。 目前来看， 已发现的早期遗址 （石器时代至

早期铁器时代） 均位于亚马尔半岛南部地区。 尤里别伊河以北地区发现的

中世纪初期， 即公元 ４ ～ ６ 世纪的遗址较多。⑦ 其中绝大多数是季节性居所

９３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Панова Н К Янковска В Отчет 《Результаты споро⁃пыльцевого анализа памятника Усть⁃
Полуй и отложений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г Салехарда》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уск №９ （ ６１ ）  Усть⁃Полуй⁃древнее святилище на Полярном
круге Салехард： б ／ и， ２００８ С ６４
Федорова Н В Зооморфный код Усть⁃Полуя ／ ／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Вып ４ 《 Усть⁃
Полу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ом ２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С １２４．
Гусев Ан В Коллекция изделий из кости и рог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аскопок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гг ／ ／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Вып ４ 《Усть⁃Полу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л
Мон Том ２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С ３９．
Ткачев А 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низовьях р Таз ／ ／ Ｉ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１９ － ２２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７ г Салехард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С １２２ － １５４．
Гусев Ан В ， Плеханов А 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в районе оз Парисенто （п⁃ов
Гыданский）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уск № ３
（９２）． Обдор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Тюмень： б ／ и， ２０１６ С ２２ － ２４．
История Ямала Н В Федоровой， С ６２ － ６４．
Гусев Ан В ， Плеханов А В ， Федорова Н В Оленеводство на Севере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ранний железный век⁃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 ／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сборник Вып ３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ИД 《РОС⁃ДОАФК》， ２０１６ С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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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因此， А В 普列汉诺夫认为， 这种情况反映了以大量饲养驯鹿为

主的游牧文化特征。① 尤里别伊河中段的亚尔杰 ６ 号遗址非常特殊， 文化层

存有相当丰富的手工制品。 大量的驯鹿骸骨表明， 当地居民在驯鹿群传统的

迁徙道路上能够捕获大量驯鹿。② 然而， 尽管文化层丰厚， 但亚尔杰 ６ 号遗

址只是季节性居所， ７ 月至 ９ 月驻留。③

亚马尔半岛共发现 ３ 处墓地： 半岛南部赫托 － 谢 １ 号遗址的地下墓地，
距今约 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 年④， 尤里别伊河谷的尤尔 － 亚哈 ３ 号遗址的墓地⑤以及

纳霍德卡海湾 １ 号遗址的墓地。 两处墓地的考古研究者 О В 卡尔达什认

为， 其年代分别距今 １３００ ～ １４００ 年和 ７００ ～ ８００ 年。⑥ А Г 布鲁斯尼齐娜着

手研究之前， 赫托 －谢墓地已被盗掘损毁， 且严重风蚀， 安葬情况几乎无从

考察。 А В 索科尔科夫挖掘并研究了其余两处墓地。⑦ 根据墓葬情况和盗

掘文物判断， 距今约 ８００ ～１１００ 年， 尤尔 －亚哈 ３ 号遗址的墓地距今约 ８００ ～
９００ 年。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常见的平躺安葬外， 亚马尔地区 ３ 处墓葬中的

妇女和儿童骸骨呈侧躺姿。
亚马尔内陆地区发现的中世纪遗址相当多， 但目前已经挖掘的遗址不可

称为中世纪晚期和新时期城市遗址。 四处遗址中包括 １ 个古城遗址， ２ 个居

民点， １ 个由翻砂场和 ２ 处墓地组成的综合体。 此外， 出土的中世纪时期银

０４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Плеханов А В Заселение ямальской тундры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 ／ Труды ＩＶ （ ＸＸ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Казани Том ＩＩＩ Казань： 《Отечество》， ２０１４ С
５３４．
Там же С ５３２ － ５３４．
Там же．
Брусницына А Г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чниковая база изучения позд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полярной зоны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уск ３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лог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１９９９ г Салехард： б ／ и， ２０００ С ３２ － ４８．
Плеханов А В 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амятника Юр⁃Яха ＩＩＩ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уск № ３ （９２）  Обдор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Тюмень： б ／ и， ２０１６ С １８ － ２１．
Кардаш О В ， Гайдакова З Г Бухта Находка ２： перв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грунтового ＶＩ － ＸＩＩＩ веков на полуострове Ямал ／ ／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Т ＸＸＩＩＩ， ２０１７ С ３３１ － ３３５．
Брусницына А Г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чниковая база изучения позд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полярной зоны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уск ３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лог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１９９９ г Салехард： б ／ и， ２０００ С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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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较多， 主要是源自远方的银器。
中世纪早期遗址大部分是功能较为完备的居民点， 这一时期最终形成了

若干类型的古城。 包括建立在阶梯地形， 周围建有土墙和壕沟的初步具备防

御功能的古城， 以及建立在高耸海岬， 外围排列若干土墙和壕沟的坚固古

城。 此外， 这些古城遗址均分布于北部针叶林地区。 更晚时期的古城遗址仅

存在于森林苔原地区， 并且形成了北部边界以防御苔原地带驯鹿为生的游牧

民族。 研究者们仅对一些较新年代的古城遗址进行了挖掘和研究工作 （纳
德姆和沃伊卡尔遗址）， 至于中世纪早期的遗址， 只有一处规模不大的古城

遗址得到挖掘和研究。 布鲁斯尼齐娜发现鄂毕河下游的北部地区 ４ ～ １７ 世纪

初的遗址数量较多①， 她认为这与人口突增以及气候变化 （转暖） 相关。②

关于人口突增的情况， 或者确切地说， 中世纪人口数量激增不能完全归因于

气候因素， 况且当时定居点数量的增多有其内因， 从苔原南部至北极的整个

苔原地区均有分布 （见上文）。 很可能是当地居民生产活动发生变化， 从而

导致人口突增。 驯养驯鹿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食物来源。 随着集市的

出现， 北方 “商品” 可以和南方 “商品” 实现交易， 即北方的驯鹿、 毛

皮、 海象皮等， 通过集市能够换得其他地区的木材和木制品， 甚至包括来

自前乌拉尔地区的物品。 北方 “定居的游牧民族” 与南方草原和森林草原

居民之间的关系遵循某种法则， 既存在军事冲突也有和平交易关系， 因此

这些古城 （居民点） 不仅设有较为牢固的防御体系， 也建有进行贸易往来

的集市。
如前文所述， 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社会生活剧烈变化。 自东向西、 自西向

东均有稳定的贸易路线③， 较为规范的装饰物、 服饰以及男性使用的武器在

诸多遗迹中均有发现。 当地文化明显由日常性、 稳定性、 传统性向精英性、
动态性、 传承性转变。 与此同时， 出土的外来物品和本地仿制物品的研究表

明， 地方习俗亦发生变化。
最近十年， 关于格林亚尔村落墓葬群的研究表明， 当时该地区居民风俗

１４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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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Брусницына А Г Нижнее Приобье в конце Ｉ⁃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н э （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аскопок Питлярского городища в ２００１ г ） С １４．
Там же
Федорова Н В Северный широтный ход в ＸＩ － ＸＶ вв ： постановка проблемы ／ ／ Ураль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２ （ ４７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УрО
РАН， ２０１５ С ５６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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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异。 举世闻名的木乃伊被发现后， 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对象。① 该墓葬带

有明显的 “贵族” 特征， 经测定， 时间应为 １３ 世纪。②

当前， １４ ～ １８ 世纪古城 （小城镇） 遗址是西西伯利亚北极和亚北极地

区考古研究的主要方向。 卡尔达什对其中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 包括纳

德姆古城和博鲁伊古城， 并发表了专题研究成果。③ 他认为， 首先， 关于中

世纪晚期至 １８ 世纪的考古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空白； 其次， 考古发现

的有机材料制品极富研究价值， 能够将现代原住民文化同早期文化关联起

来。 他的观点显然令人信服。④

２１ 世纪初， 西伯利亚北极圈第一个俄罗斯城市遗址， 曼加泽亚遗址恢

复挖掘工作。⑤ 这是继北极和南极研究所 М И 别洛夫主持该遗址科考之后

首次开展的大型科研活动⑥， 有若干学术专著问世⑦。 最近的考古研究具有

综合性和跨学科特点， 除传统考古研究方法外， 树木年代学和古生态学方法

广泛介入。 此外， 文献汇编 《１７ 世纪的奥布多尔斯克边疆区和曼加泽亚》

２４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Зеленый Яр：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эпох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В Северном Приобье Кол
мон ， ред Федорова Н 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Салехард： изд⁃во УрО РАН， ２００５ ／ Гусев Ал
В ， Ражев Д И ， Слепченко С М ， Пушкарев А А ， Водясов Е В ， Вавулин М 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Зеленый Яр： нов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 ／
Ураль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 ２ （４３）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во УрО РАН， ２０１４ С
８９ －９６ ／ Ｓｌｅｐｃｈｅｎｋｏ Ｓ Ｍ， Ｉｖａｎｏｖ Ｓ Ｎ ， Ｇｕｓｅｖ Ａ Ｖ ， Ｓｖｙａｔｏｖａ Ｅ Ｏ Ｏｐｉｓｔｈｏｒｃｈ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Ｚｅｌｅｎｉｙ Ｙａｒ ｂｕ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ＸＩＩ － ＸＩＩＩ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ＡＤ ／ ／ Ｍｅｍｏｒｉａｓ ｄ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Ｏｓｗａｌｄｏ Ｃｒｕｚ Ｎ ８， ２０１５ Ｐｐ ９７４ － ９８０．
Гусев Ал В Погребальный обряд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евер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в пос Зеленый Яр） ／ ／ ＩＶ Северны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Материалы 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 ２０１５ С ２９１ － ２９３ ／ Гусев Ал В Некрополи Зеленого Яра
（ＩＸ － Ｘ， ＸＩＩＩ в в н э ／ ／ Ｉ Междунаров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Арктики》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Деловая пресса》， ２０１７ С １４５ － １４８．
Кардаш О В ， а Надымский городок князей Большой Караче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Салехард：
изд⁃во 《Магеллан》， ２０１３．
Там же С １４５
Визгалов Г П ， Пархимович С Г Мангазея Новы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Нефтеюганск： изд⁃во МАГЕЛЛАН， ２００８ ２９６ с．
Белов М И ， Овсяников О В ， Старков В Ф Мангазея Мангазейский морской ход Ч
１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во Наука， １９８０．
Визгалов Г П ， Пархимович С Г Мангазея Новы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Нефтеюганск： изд⁃во МАГЕЛЛАН， ２００８ ／ Визгалов Г П ， Пархимович С Г，
Курбатов А В Мангазея Кожаные изделия （материалы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гг ）  Нефтеюганск⁃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д⁃вл АМБ ２０１１ ／ Визгалов Г П ， Пархимович С Г Мангазея： усадьба
заполяр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фтеюганск⁃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Караван》，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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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①

２００３ 年至今， 沃伊卡尔城 （乌斯季 － 沃伊卡尔城） 遗址考古研究成果

丰硕。② 通过大量采集样本的树木年代学测年， 测定年限为 １５ ～ １９ 世纪。
借助于树木年代学方法研究木材和建筑构造后， М А 古尔斯卡娅得认为，
沃伊卡尔城每隔 ３０ ～ ５０ 年进行大规模的修建。③ 到目前为止， 该遗址的挖

掘工作远未完成。
综上所述， ２１ 世纪以来西西伯利亚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状况，

可总结为： 首先， 发现大量石器时代至新时期遗迹， 已列入俄罗斯国家考古

研究计划。 其次， 一系列出版物面世， 其中包括学术价值较高的专题研究。
最后， ２１ 世纪以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综合性、 跨学科性特点， 遗址年代测定

数据具有权威性。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Ｙａｍ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Ｖ Ｆｅｄｏｒｏｖ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Ｗｅｓ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ｏｎｌｙ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ａｍ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ａｎｄ 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ｔ Ｏｂ Ｒｉｖｅｒ， Ｙａｍａｌ ａｎｄ Ｇｙｄ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４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①

②

③

Обдорский край и Мангазея в ＸＶＩＩ в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Вершинин Е В，
Визгалов Г П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Тезис》， ２００４ ２００ с．
Федорова Н В Войкарский Городок Итоги раскопок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гг ／ ／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Вып № ４ （４１）  Салехард， ２００６ С １１ － １７ Федорова Н В Истори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зучения Ямаль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в ＸＸ － ＸＸＩ вв ／ ／ Ураль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 ４
（５３）．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УрО РАН， ２０１６ С １１ － １７ ／ ．
Шиятов С Г ， Хантемиров Р М ， Горячев В М ， Агафонов Л И ， Гурская М А
Дендро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датировк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 ／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е мето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２００５ С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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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ａｒ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ｅｓ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ｂ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ｏｎ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ｒｏｎ Ａ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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