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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与象牙：再议史前爱斯基摩文化研究的
二元结构主义理论

曲 枫 
（赵文正 译 曲 枫 译校）

摘要：本文重新审视了麦克吉 1977 年研究图勒文化时提出的

二元结构理论。首先，通过对阿拉斯加奥克维克、库库利克和努克

利特遗址出土的奥克维克、旧白令海、普努克和图勒文化时期长达

1900 年的文化遗存的考察，本文检验二元结构是否存在于阿拉斯加

的北方海洋传统（NMt）的技术和物质文化中。其次，本文对麦克

吉的考古学和民族志学数据重新评估，其结果并不支持基于性别的

二元对立，而更可能涉及人与非人之间的属灵和象征关系。

关键词：二元结构 史前爱斯基摩文化 性别 装饰艺术 灵

性本体论

作者简介：曲枫，阿拉斯加大学人类学博士，聊城大学北冰洋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译者简介：赵文正，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硕士。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运用结构主义来分析物质文化的方法在考古学中流

行（Lévi-Strauss 1963［1958］）。受语言学研究的影响，结构主义考古学家认

*  本文译自 Qu, Feng. 2017， Ivory versus Antler： A Reassessment of Binary Structuralism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Eskimo Cultures. ARCTIC ANTHROPOLOGY， Vol. 54 （1）： 90—109. 感
谢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授权本刊翻译该文。本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爱斯基摩

史前史与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8AKG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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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质遗存包含结构，如同句式之于语言，含有结构编码并且能够产生语言

意义（Wylie 2002）。

在结构主义研究中，二元模式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

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分析神话和人类文化时，总结出一种超越文化

表面之上的、两方对立的“二元结构”。据其推论，这些二元观念支配着反映

人类思维模式的文化结构（Lévi-Strauss 1963［1958］，1966［1962］，1969

［1949］，1983［1964］，1990［1966］，1990［1968］，1990［1971］）。 列 罗

依—高汉（Leroi-Gourhan 1965， 1968， 1982， 1986）则首次将二元模式应用到

考古学之中。在研究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时，他提出图像的设计布局受

到性别法则的支配。他进一步将所有人和动物形象以及抽象几何符号归纳为

两个类别：男性与女性。在这一结构主义观点的影响下，更多考古学家主张

物质文化受到一系列二元结构的支配，例如男性 / 女性、陆地 / 水、自然 / 文

化以及内部 / 外部等（Braithwaite 1982； Campbell 2000； Fritz 1978； Hodder 

1990； McGhee 1977； Pearson 1999； Tilley 1991； Yates 1989）。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二元结构主义研究存在问题（Conkey 1989；

Hodder and Hutson 2003）。首先，如英国考古学家霍德（Ian Hodder）和哈

特森（Scott Hutson）曾指出的那样，对符号内容的识别构成了结构主义研

究的基础性难题（Hodder and Hutson 2003）。列罗依—高汉（Leroi-Gourhan 

1965， 1968， 1982， 1986）臆断性地将图像和几何符号分为以性别为导向的两

个类别，但却并未对下列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如，为什么野牛、驯鹿

等动物以及“丰满”几何形图案（三角形、矩形、格子、屋顶形、连续点状

纹、棒状纹和括弧纹）对应于女性，而野马等动物以及“瘦弱”的符号（倒

钩、短线、点纹）象征男性（Conkey 1989）。在霍德和哈特森看来，列罗依—

高汉的不足实质上“缘于结构主义方法的普遍局限性，以及他对旧石器时代

的有限了解”（Hodder and Hutson 2003： 57）。克里斯托弗·提利（Christopher 

Tilley）在研究瑞典南部青铜时代岩画时，基于他对船形几何符号的辨识，以

及岩画中该符号与麋鹿形图像的共存关系，将麋鹿与船假定为一组二元对立

（Tilley 1991： 27—28）。但是因为所谓船形符号较为抽象模糊，至今仍不能将

其认定为“船”，霍德和哈特森认为这种图案还可能是雪橇的象征（Hodder 

and Hutson 2003： 54）。如果图案确实为雪橇，因为雪橇明显并非与“水”相

关而是与“陆地”相关，那么此前“陆地 / 水”的二元对立假设将不成立。

其次，在世界范围内长时间段的史前文化中，二元结构如何编码也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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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的。在结构主义者的观念中，二元论是人类思维的普遍法则，因此二

元模型可应用于所有类型的遗物及特征的研究，不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洞穴绘

画（Leroi-Gourhan 1965， 1968， 1982， 1986）、岩画（Tilly 1991）、陶器纹饰

（Braithwaite 1982），还是动物埋葬（Campbell 2000）和人类墓葬（Pearson 

1999）、聚落格局（Fritz 1978；Hodder 1990）、室内空间（Yates 1989）和狩

猎工具（McGhee 1977）。这一普遍且不顾史实的研究趋势显然忽略了对情境

的研究（contextual investigation），也不顾“考古调查的一些基本变量，比如

时间、空间、生态和人工制品”（Conkey 1989： 145）。

基于此，霍德（Hodder 2000： 88）高度强调研究蕴含在物质文化中的结

构情境化的必要性，因为“特定的符号多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产生，

并被剥离出来抽象地排列，以揭示更深层次的对立结构”（Hodder and Hutson 

2003：62）。尽管霍德和哈特森对结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却并未

否定二元模式，还将麦克吉（McGhee 1977）对加拿大北极地区图勒文化

（Thule Culture）的研究作为二元结构与情境分析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霍德和

哈特森指出：

“麦克吉的研究证明，如果结合对情境和内容的分析，结构主义有可

能变得严谨（例如 , 研究认为图勒文化的象牙与海洋动物和女性有关）。

似乎可以预见，随着考古科学的“硬”道理变得不再神秘，涉及意义能

指的结构主义分析形态将更加普遍易行。这一方法将在细致分析目前涉

及领域时发挥巨大潜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区分居址、聚落、墓地、墓

葬、宗教仪式场所等建筑在使用左 / 右、前 / 后、中心 / 边缘的不同。还

可以进一步区别礼仪与世俗、生与死等其他二分现象。所有这些结构主

义分析都包含了对意义内容的处理。”（Hodder and Hutson 2003： 58—59）

麦克吉通过将图勒文化技术因素的观察与因纽特人神话、仪式、习俗和

生活方式的季节性变化相联系，试图证实围绕“陆地 / 海洋”结构形成的一

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如何编码于考古资料的象征属性之中（McGhee 1977）。

一、白令海峡的北方海洋传统

图勒文化是北方海洋传统（Northern Maritime tradition，简称 NM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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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阶段，年代自公元 1200 年至 18 世纪与外界联系前。在白令海和楚科奇

海的考古工作揭示了这一区域从奥克维克文化（Okvik，公元 100—400 年）、

旧白令海文化（Old Bering Sea，简称 OBS，公元 400—800 年）、普努克文化

（Punuk，公元 800—1200 年）、波讷克文化（Birnirk，公元 800—1200 年）

以及图勒文化的序列，年代从公元 100 年延续到了公元 1700 年，自身虽有分

支但相对连续（Dumond 2009）。尽管这些考古学文化及其之间的联系仍然存

在争议（见［Mason 2009］及引文），但仍可基本认定，广泛分布在西伯利亚

东北和阿拉斯加西部沿海地区及其间岛屿上的奥克维克文化、旧白令海文化、

普努克文化和波讷克文化，很可能最终对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北极地区的图勒

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Anderson 1984；Dumond 1977；McGhee 2009）。笔者

在 2012 年曾对阿拉斯加大学北方博物馆（University of Alaska Museum of the 

North，简称 UAMN）的前图勒文化藏品进行整理分析。假设在图勒文化中

存在二元结构，那么前图勒文化在创造物质文化时或许也存在二元对立观念。

因此笔者计划以麦克吉的二元模式（McGhee 1977）为理论依据，检

验白令海峡地区的 NMt 文化中是否存在二元结构主义。本文涉及的考古资

料来源于普努克岛（Punuk）的奥克维克（Okvik）遗址、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的库库利克（Kukulik）遗址以及阿拉斯加西海岸登比角（Cape 

Denbigh）的努克利特（Nukleet）遗址。奥克维克遗址代表着北方海洋文化

序列中最早的艺术传统（Rainey 1941），库库利克遗址包含了自旧白令海、

普努克、图勒直至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Geist and Rainey 1936），而努克

利特遗址年代约在 12 至 18 世纪，发现大量居址和图勒文化的厨房垃圾堆积

（Giddings 1964）。

笔者最初的统计分析推测，奥克维克、旧白令海和普努克文化中，象牙

制作的海洋狩猎工具的纹饰明显与鹿角制工具（不知是否为陆地狩猎所用）

不同。以上三种文化中的象牙制海洋狩猎工具大多施加几何图案，而鹿角制

工具几乎不带纹饰。与麦克吉在加拿大和极北阿拉斯加采集到的图勒文化遗

物相比，早期 NMt 文化在物质材料上很可能存在不同二元结构编码的方案：

陆地 / 海洋的二元对立不仅受到原材料影响，还考虑到了施纹方式。这种差

异或许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在社会及生态环境上的不同或者年代的不同有关。

然而，对以上三个遗址遗存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却并不能支持最初的二元

结构假说，笔者因而将研究重点从完全关注结构主义转移，开始考虑从其他

角度对史前 NMt 的物质文化进行解释。在本文中，笔者将探讨二元结构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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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加 NMt 象征系统中是否有效，同时对麦克吉对极北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图

勒遗存的研究路径予以重新评估。

二、象牙制海洋狩猎工具与鹿角制陆地狩猎工具： 
麦克吉的研究方法

麦克吉以考古学调查和民族学分析两种方法进行二元结构模式的构

建，选择了五组图勒文化的遗物，分别来自阿拉斯加北部海岸的瓦拉克帕

（Walakpa）遗址、维多利亚岛西南的两处拉迪·富兰克林（Lady Franklin）

遗址点、巴芬岛（Baffin Island）北部的努恩古维克（Nunguvik）遗址、哈德

逊湾（Hudson Bay）西岸的西鲁缪特（Silumiut）遗址以及在巴芬岛南部戴维

斯海峡（Davis Strait）沿岸坎伯兰湾（Cumberland Sound）图勒遗址群的资

料。他通过对狩猎用具和其他工具的观察发现，这些工具可以分为海猎用具

和陆猎用具两大类，而这两类工具又用不同的材质制作而成。瓦拉克帕遗址

出土了 400 个鹿角制箭头 a和 52 个哈喷枪（harpoon）头 b，拉迪富兰克林的

遗物包括 87 个箭头和 35 个哈喷枪 / 矛（lance）头，努恩古维克遗址出土 29

个箭头和 21 个哈喷枪 / 矛头，坎伯兰湾的遗址点则有 2 个箭头和 51 个哈喷

枪头，西鲁缪特遗址出土 10 个箭头，64 个哈喷枪 / 矛头。这些地点的箭头都

是用驯鹿角制成的，但哈喷枪 / 矛头不仅有象牙和骨制，也有用鹿角制作的。

每处地点哈喷枪头材质的比例也不相同，瓦拉克帕遗址 58% 的哈喷枪 / 矛头

为鹿角制，48% 的由海象牙或其他海洋动物骨骼制成。拉迪·富兰克林遗址

点则是 10% 由象牙制或海洋动物骨制，其余 90% 均由鹿角制。而在努恩古

维克、坎伯兰湾和西鲁缪特，鹿角制哈喷枪 / 矛头的占比分别为 43%、33%

和 28%。基于以上统计数据，麦克吉又提出，海象牙和海洋动物骨骼常被用

于海洋狩猎的哈喷枪 / 矛头的制作，而较少用于制作陆地狩猎所使用的箭头

（McGhee 1977）。

a  麦克吉（McGhee 1977：143， Table 1）称瓦拉克帕遗址出土 400 件箭头，是出于对斯坦

福（Stanford1976：33）报告的误读。在斯坦福报告中，超过 400 的数字是指来自多个遗

址的箭头，并非仅瓦拉克帕一处遗址。斯坦福（Stanford 1976）报告表 2 清楚显示瓦拉

克帕箭头仅 67 件。

b  “52 个”的数据源自斯坦福（Stanford 1976）报告第 42 页表 2，而该报告第 18—23 页的

描述中则有 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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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象牙与海猎的关系，麦克吉还提供了其他相关证据：一些与海

猎或海上冬季生活相关的物件，如雪地护目镜、皮划艇座、狗缰带扣等，常

用象牙而非鹿角制成。象牙作为原料也被广泛用于女性工具（缝纫工具和装

饰品）、猎鸟工具（如箭头，镖刺［dart prong］和博拉弹丸［bolas ball］）和

女人—鸟合体雕像。麦克吉据此推论，象牙（以及海洋动物骨骼）多与海洋动

物、女性、鸟类和冬季海洋冰上活动相关。比较而言，鹿角这类原料大多与

陆地动物、男性和夏季陆上生活有关（McGhee 1977）。

麦克吉也尝试以民族学证据为此二元结构模式提供支撑（McGhee 

1977）。通过对因纽特人习俗、禁忌和神话等的调查，他提出了如陆地 / 海

洋，男性 / 女性，夏季 / 冬季等诸多二元结构，这些结构不仅应用于原材料的

选择，也与因纽特人的狩猎活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伯基特·史密斯

（Birket Smith）指出，人们禁忌在同一个锅里烹煮驯鹿肉和海洋动物肉，甚

至这两种食物不能同一天在同一地区食用（Birket 1959： 168）。拉斯穆森也

提到，女性被禁止在海冰上缝制驯鹿皮，在夏季狩猎驯鹿时，海象皮及其制

品也禁止被带往内陆（Rasmussen 1952： 193）。在因纽特广为流传的神话故

事中，海豹和鲸鱼等海洋动物是由一位居住在海底的女神（Sedna）创造的；

而一位男性神明掌管着驯鹿群，暗示了男性与驯鹿之间的联系（Nungak and 

Arima 1969； Søby 1970）。基于民族学的记录，麦克吉进一步提出，夏季生活

和陆地狩猎与男性相关，而冬季生活和海上狩猎与女性有关。而且，“女性—

海洋—象牙与男性—陆地—鹿角的对立在海象和驯鹿起源神话中就已有所体现”

（McGhee 1977： 147）。

三、有纹饰象牙与无纹饰鹿角：是否可编码二元结构？

笔者考察了 UAMN 馆藏的白令海峡地区三处遗址的考古资料：普努克

岛的奥克维克遗址、圣劳伦斯岛的库库利克遗址和诺顿南登比角的努克利特

遗址。奥克维克遗址年代约为公元 100—400 年，是奥克维克文化的典型遗

址，具有早期 NMt 时期特征，也称 OBS 一期 a。库库利克遗址的地层堆积从

OBS、普努克延续至图勒文化时期。努克利特遗址则是阿拉斯加西图勒文化

a  奥克维克文化也被美国一些研究者称为 OBS 一期文化，但俄罗斯一些学者认为奥克维

克与 OBS 一期是不同的文化。本文倾向于美国学者的观点，认为奥克维克文化等同于

OBS 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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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遗址之一。受麦克吉二元结构模式的影响，笔者首先假定其构建的二

元模式适用于白令地区史前因纽特文化的研究。为此，笔者先确认了哈喷枪

头、箭头等狩猎用具的性质，并统计海猎和陆猎工具的数量。之后，辨别各

类工具或构件的制作原料。由于大量遗物均带有纹饰，笔者还对每一类别中

有纹饰件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基于以上工作，检验麦克吉的海 / 陆结构模式。

奥克维克遗址

从雷尼的考古报告（Rainey 1941）来看，奥克维克遗址出土了 217 件

哈喷枪头，其中 208 件由象牙制成（96%），9 件为骨制（6%）；185 件有

典型奥克维克特征的纹饰（85%），其余则是普努克风格纹饰，也有无纹

饰的（图勒类型的标本）以及未明残件。发掘还出土 5 件象牙制平衡器

（counterweight），均带有奥克维克风格的纹饰。此外，还有 13 件象牙制套接

构件（socket piece），其中 9 件带纹饰（69%）。发掘还出土 28 件箭头，其中

8 件由鹿角制成（29%），其余均为象牙制（71%），鹿角制箭头均有纵状凹

缝和两道细长倒钩，类似于民族学记录中的猎驯鹿用的箭头（如［Murdoch 

1892］），且这 8 件鹿角制标本均有纵线切割痕迹，似乎非用于装饰。其余 20

件象牙制箭头也无装饰雕刻痕迹。还有 11 件象牙制鸟镞，其中 4 件为浮雕花

瓣形纹饰。所有用于捕猎海豹、鸟和鱼类的飞镖头和刺状器（prong）均是由

象牙制成的，在其中的 26 件飞镖标本中，16 件带有纹饰（62%）而 10 件无

纹饰（38%）。19 件捕鸟用的侧刺中，18 件是带有纹饰设计的（95%）。

海猎工具和可能用于陆猎的箭镞工具，在原料选择上或许与麦克吉对北

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图勒文化的研究相类似，并且极少见纹饰。但是在奥

克维克遗址，几乎所有哈喷枪头和平衡器，以及绝大多数的套接件常装饰几

何图案，而所有的箭头均无纹饰。笔者据此假定，二元结构主义编码于史前

NMt 的物质材料中，可能不仅反映在原材料选择上，还在是否施加纹饰上有

所体现。

库库利克遗址

白令海峡地区在象牙制海猎工具上施加纹饰的传统，在之后的 OBS 和

普努克文化中仍有延续，库库利克遗址中就可见到这一文化特征（Geist and 

Rainey 1936）。西山墩（West Mound）和东北沙坡（Northeast Beach Slope）

是库库利克遗址早期的两处代表性地点，发掘出土的多数器物带有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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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普努克和波讷克纹饰特征。出土的 16 件哈喷枪头均由海象牙制成，其

中无纹饰的 3 件（19%）带有图勒文化和西伯利亚尤皮克（Yupik）特征 a。其

余 13 件施有纹饰（81%），其中 8 件为 OBS 风格，1 件为普努克文化，1 件

属波讷克文化，还有 3 件尚未辨明文化属性。其他用于海猎的工具还有 3 件

象牙制平衡器，均带有纹饰，其中 2 件为典型 OBS 风格，另一件属于普努克

文化。1 件象牙套接构件，出土于黏土层之上，饰有 OBS 风格的纹饰。1 件

出土于较下地层的象牙护腕（wrist guard），器表凸面施有较为粗糙刻划纹饰，

目前尚不能判定文化属性（Geist and Rainey 1936： 218—224， Table 3）。

在东北沙坡，旧白令海（OBS）、波讷克、普努克和图勒时期的文化层堆

积明显（Geist and Rainey 1936： 198—218）。该处共出土 63 件哈喷枪头，其

中有 OBS 文化特征的 21 件标本都带有纹饰，23 件属普努克文化（21 件有

纹饰，2 件无），9 件带有简单线纹的属于波讷克文化，10 件图勒时期标本未

加纹饰 b。所有 OBS 和普努克文化的标本均为象牙制成。而波讷克仅有 1 件

为象牙制，其余 8 件为鹿角制。图勒时期标本除 1 件骨制哈喷枪头外，其他

9 件为象牙制。此处出土的狩猎用具还有 1 件饰有图勒风格雕刻的平衡器，1

件 OBS 带有四个兽头形装饰的套接构件，3 件用于捕鱼或猎鸟的无纹饰象牙

飞镖（其中 2 件属普努克或波讷克文化，1 件极可能属波讷克文化）。

而当笔者试图将已有二元结构理论应用于奥克维克和库库利克遗址的

考古资料时，问题出现了：库库利克遗址并未发现箭镞。据雷尼（Rainey 

1941：546）研究，在圣劳伦斯岛和普努克岛，没有像驯鹿这样的大型陆地动

物栖息，因此奥克维克发现的箭头很可能用于战斗目的而非狩猎。这种现象

似乎说明陆地 / 海洋的二元结构并不适用于白令海中的岛屿。

除去奥克维克或许用于战争的箭镞外（Rainey 1941： 546），奥克维克和

库库利克遗址的狩猎工具可根据其功能分为三类：用于捕猎海洋哺乳动物、

猎鸟或者捕鱼。由于岛上先民捕猎海象的技术十分精湛，海象牙的应用十分

a  据盖斯特与雷尼的报告：“在 1934 年夏天，一些垃圾从西山沙坡被移走，堆积之上的表

层被破坏。当地人为寻找象牙‘化石’对沙坡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盗掘，造成了扰动，使

地层分析无法进行”（Geist and Rainey 1936：218）。

b  波讷克猎人并非圣劳伦斯岛永住民。波讷克文化与普努克文化是公元 800 至 1200 年间

同时存在的文化。前者分布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楚科奇海的西、东海岸（Fitzhugh 
2009b）。福德曾指出，“圣劳伦斯岛的波讷克类型哈喷枪头很可能来自北极海岸”（Ford 
19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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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几乎专门用于制作狩猎武器 a。奥克维克、OBS 和普努克文化的哈喷

枪构件，如枪头、平衡器、枪架和套接件，多经过精心装饰。而所有的渔具，

如奥克维克和库库利克出土的刺状器、鱼镖头和线坠（line sinker），均没有

纹饰。而捕鸟工具则有带纹饰和无纹饰两类，多数奥克维克的鸟镖为带纹饰

件，而多数猎鸟用箭头未加纹饰（62%）。3 件库库利克东北沙坡发现的飞镖

头均无纹饰，性质上或许兼有猎鸟和捕鱼目的。

奥克维克和库库利克遗址的其他遗物资料，可根据装饰分为两类：常加

纹饰的妇女用刀（ULU）柄、鲸脂刮刀（blubber scrapers）和针线盒，和多

无纹饰的雪橇滑行板、锛（adze）头、鹤嘴锄（mattock）、男性用刀柄和铠

甲片等。基于这种分类，有两点需要总结：首先，几乎所有带纹饰的物品均

为女性所用工具，而所有男性用具多无纹饰。其次，几乎所有的饰件均与海

洋动物的加工（屠宰、剥皮和缝纫）有关，而无纹饰的工具通常用于其他目

的。然而，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在白令海岛的史前文化中一定存在男 / 女二

分模式。多数狩猎、加工工具和其他工艺品都是海象牙制成，因而不可简单

地用女性—象牙与男性—鹿角相联系。另外虽然男性所用的工具无纹饰，但是

男性的狩猎工具则像女性工作用具一样，多带有纹饰。女性的工具通常用于

海洋动物的加工，这似乎意味着男性参与的狩猎和女性工作之间是紧密联系、

相互依赖而非分离独立的。再次，几乎所有的有纹饰器物，不论男性狩猎用

具还是女性加工工具，都只与海洋动物有关，这凸显出海洋动物对于白令海

岛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如果白令海中岛屿的生态状况不支持海 / 陆二分，

沿海岸生活、既进行陆地狩猎又进行海洋狩猎的史前阿拉斯加人，是否应用

二元结构？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又对登比角努克利特遗址的资料进行了

分  析。

四、用于海猎的装饰艺术：海猎中心论

努克利特遗址

努克利特遗址位于阿拉斯加白令海北部海岸的诺顿角，由路易斯·吉丁

a  同上，尽管在库库利克遗址东北沙坡发现了 8 件波讷克鹿角制箭头，但它们很可能是由

波讷克猎人由阿拉斯加北极海岸带入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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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J. Louis Giddings）于 1948—1949 年发掘，遗存的年代集中在 12 至 18

世纪（Giddings 1964）a。

与先前的奥克维克、OBS 和普努克文化明显不同，白令海峡图勒文化的

哈喷枪工具很少带有纹饰。努克利特遗址中的哈喷枪头大多由鹿角或动物骨

骼制成：54 件哈喷枪头中，39 件为鹿角制（72%），12 件为象牙制（22%），

另外 3 件为骨制（6%）；其中只有 9 件哈喷枪头（5 件象牙制和 4 件鹿角制）

带有纹饰（15%）。遗址还出土了用于狩猎海豹的 31 件飞镖头，18 件为象牙

制（58%），13 件为鹿角制（42%），均无纹饰。遗址还发现 117 件捕猎驯鹿

用的箭头，表明努克利特先民对海洋和陆地狩猎均有依赖。并非所有的箭头

为鹿角制作（97%），仍有少量是由象牙制成的（3%）。箭头均未施纹饰，仅

有少数带有类似于奥克维克鹿角箭头的纵线。遗址内也有大量猎鸟和捕鱼用

的侧面刺状器（side prong）和刺状器（center prong），材质有鹿角和象牙，

均未施加纹饰。

以上资料表明，努克利特先民并未从原材料选择上对陆猎和海猎进行严

格区分，鹿角不仅被用于制作陆猎的箭头，还被用作海猎的哈喷枪头和镖头。

而哈喷枪头和镖头中也有少量的象牙制标本。猎鸟和捕鱼用具的原料也是既

有驯鹿角，又有海象牙。

从努克利特遗址的遗物资料可以推测，对阿拉斯加图勒时期的哈喷枪

头装饰有限，仅有极少的努克利特哈喷枪头有雕刻的痕迹。然而白令海峡的

装饰传统在其他遗物中仍然有所体现，包括一些系绳器（cord attacher）、紧

固件（fastener）、针线盒及压摺器（creaser）。努克利特遗址还出土了 35 件

鹿角制骨箍（browband），均刻有如螺旋形、花环形、平行线、曲线和同心

圆等图案（Giddings 1964： 97—103）。虽然这些骨箍都是鹿角制成，但它们

多用于装饰海猎者的帽子，这些帽子又在狩猎中起到重要作用。伊万诺夫

（Ivanov 1991）认为，这些狩猎帽是为了在猎人和动物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

帽子带有仪式性意义，并且可以反映萨满的灵感（inspiration）。威廉·菲

茨休（William Fitzhugh）指出，在阿留申（Unanga ）和尤皮克（Yup’ik），

狩猎帽不仅是重要海猎装备，还是仪式性用具，可以帮助猎人获得“神力”

a  UAMN 馆藏的努克利特遗址资料包含了吉丁斯 1948、1949 两年的发掘成果。但吉丁

斯的考古报告中只记录了 1948 年的发掘情况（GIddings 1964）。本文的分析基于 1948、
1949 两年的资料。此外，报告（Giddings 1964：27）里努克利特遗址的遗物中也夹杂少

量 1948 年在依雅塔耶特（Iyatayet）遗址的发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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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zhugh 2009a： 165—166）。

努克利特遗址陆猎工具的数量远远大于海猎工具，似乎陆上狩猎在此地

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几乎所有的纹饰都是施在海猎工具及加工海洋

动物的工具上，从未用于箭头。从阿拉斯加海岸的克鲁塞斯滕岬角（Cape 

Krusenstern）图勒文化房址的发掘中可以发现，装饰主要用于海猎工具，如

哈喷枪头、骨箍、拖拽柄（drag handle）、镐柄和雪地护目镜（Giddings and 

Anderson 1986： 58—106）。

从奥克维克、OBS、普努克到图勒时期，雕刻装饰通常分为两种：几何

形符号和图像。基本的奥克维克几何元素包括有马刺状的、断续的、点状、

分离状、辐射形和汇聚形的线，也有圆形或椭圆形图案。这些纹样均经过精

心设计。在 OBS 时期，大多曲线同圆周、点线和其他几何形式构成的纹样和

谐精美。普努克风格的图案多为有核的、带刺的圆圈，成对的较长且深的直

线，Y 形图案，V 形图案，阶梯形图案，平行线间杂齿形图案以及衍生的曲

折纹（Collins 1937， 1973： 7—9； Fitzhugh 2009b； Wardwell 1986）。图勒时期

的几何图像与普努克类似，努克利特遗址的骨箍中常见双线、Y 形、圆圈形

等线形装饰（Giddings 1964： 97—103）。

值得注意的是，圈点图案作为 NMt 最为突出的装饰形式之一，在历史时

期仍被尤皮克人（Yupiit）使用，而这一图案向前追溯，正是由奥克维克人

使其流行起来。在 OBS 时期，装饰时使用成对的、大的点圆形组合来表示眼

睛，形成具有睫毛、鼻孔和带牙齿口部雕刻兽面图像。普努克时期则流行以

成对的点圆纹来代表兽面，但相较之前有所简化，睫毛、鼻子和嘴巴均消失。

到了图勒时期，眼部母题仍与普努克时期相类似，努克利特遗址出土的两件

象牙制哈喷枪头和两件象牙系绳器（attacher）就采用成对圆点图案装饰，用

以表示凝视的动物眼睛（Qu 2013）。

在奥克维克和 OBS 文化中，熊或狼的动物形象是哈喷枪套接件上的常

见纹饰，说明这些动物母题或许赋予哈喷枪“具有狼或其他捕食者的力量”

（Fitzhugh 2009a： 178）。努克利特出土的一件系绳器（cord attacher）也饰有

类似图案。这件象牙制品被雕刻成熊头形，脖子上有三行点线，在线条处仍

保留有羽毛根部（Giddings 1964： 79）。费茨休认为，哈喷枪头被设计成捕食

猛禽的形式，乃是被赋予了“灵性智慧（spiritual intelligence）”（Fitzhugh 

2009a： 176）。圈点形状的中心点常被插入羽毛，这些羽毛可以赋予工具具

有像鹰一样的捕猎能力。据此可以推测，白令海峡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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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猎中心主义”，即装饰艺术是以捕猎海洋动物活动为中心进行表达的。

除了海洋狩猎用具，许多女性用工具，如乌鲁刀柄、包柄、鲸脂刮刀和

针线盒，都雕刻着精美的装饰图案。类似于猎具，这些工具也常雕刻几何或

动物形图案。例如，一件奥克维克文化象牙制乌鲁刀柄上，每侧均有一较大

圈点图案，并在一端有猫头鹰头形状的雕刻，动物的眼睛以成对大圆圈来表

示（Rainey 1941： 506）。而一件出土于库库利克沙坡的 OBS 象牙乌鲁刀柄，

刻有两个花瓣形图案，每侧还附有一个小圈点。类似于前文所述的 OBS 哈喷

枪头，器物脊部饰有兽面形象，且在脊部中心刻画着成对的眼睛，在尾端则

刻有鼻口形状（Geist and Rainey 1936： 213—214）。一件努克利特遗址的图

勒文化象牙制针线盒上，雕刻有成对的熊首图像。正如前文所述，这些装饰

工具尽管是史前时期白令海峡女性所用，但多与海洋动物的加工有关 a，这似

乎反映了海洋动物在白令先民宇宙观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女性工具的装饰

更可能与海猎相关，而非与性别相关。

奥克维克和 OBS 文化的艺术传统在普努克时期仍在延续，这一传统也被

诺顿峡湾和科兹布（Kotzebue）海湾沿岸的图勒文化所继承。阿拉斯加楚科

奇海北部的波讷克文化与普努克文化同时期，但罕有纹饰。阿拉斯加极北地

区的图勒文化是由波讷克文化发展而来，并向外扩张到加拿大和格陵兰，而

在此文化中，海猎、陆猎工具均少见纹饰（Anderson 1984； Dumond 1977）。

似乎这两类文化在制作猎具和工具的方式上存在不同。因此新的问题随之产

生，二元结构是否有可能只存在于极北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图勒文化，而不

存在于其他史前阿拉斯加文化？

五、同时用于陆猎与海猎的鹿角：对麦克吉考古学方法的再评估

图勒文化从阿拉斯加西北海岸到加拿大北部和格陵兰岛东部的东移是

从公元 1000 年前后的波讷克时期开始的（Anderson 1984； Dumond 1977； 

McGhee 2009）。如同之前的波讷克人一样，图勒先民：

a  因为岛上没有大型的陆地哺乳动物，史前的白令海岛屿上女性使用的工具主要用于处理

海洋动物。但是对于阿拉斯加海岸的图勒人来说，这些工具可能不仅用于海洋动物，还

用于加工陆地动物。而努克利特遗址中，装饰多与海洋动物狩猎工具有关，笔者根据这

些数据认为白令海峡地区图勒文化加工工具上的装饰，是由其文化与海洋动物的主导性

关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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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海洋动物（鲸鱼、海象、海豹）、陆地动物（驯鹿、熊、鸟）

和鱼等动物的捕猎，继续使用皮划艇（kayak、umiak），制作陶灯（带有

灯芯法兰［flange］）和炊具，制作高度发达的骨骼、象牙、鹿角和木制

的工具组件，用带有小鸟图案的象牙骰子玩游戏，使用铠甲、复合弓箭、

无刺箭头、装饰品、玩具以及经过一些改制的翼针和梳子。”（Ackerman 

1984： 114—115）

因此，在评估麦克吉考古学方法之前，有必要对阿拉斯加北部波讷克遗

址的骨器情况加以了解。

波讷克遗址

波讷克文化与普努克文化（公元 800 至 1200 年）同时期，分布于西伯

利亚和阿拉斯加楚克奇海北部沿岸（Dumond 2009）。与奥克维克、OBS 和普

努克文化相比，波讷克文化中的器具上纹饰少见（Collins 1973： 9—10； Ford 

1959； Stanford 1976）。

波讷克文化的概念由詹姆斯·福德（James Ford）根据在相关遗址 a的工

作提出（Ford 1959）。福德在这些遗址中共发现了 210 件波讷克风格的哈喷

枪头，大部分是鹿角制成的（98%），只有 4 件（2%）是象牙制；这些哈喷

枪头纹饰设计简单，多数不加装饰。福德还发现了 63 件波讷克风格的箭头，

均为鹿角制（Ford 1959）。波讷克先民极少捕猎鲸鱼和海象，但似乎较多捕

猎海豹、鸟、鱼类和驯鹿（Anderson 1984：91； Dumond 1977： 131—133），

因此他们可能缺少象牙材料，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大多数哈喷枪头都是鹿角制

而不是象牙制的。

在福德发现 b的 122 件图勒文化的哈喷枪头中，102 件（84%）是由鹿角

制成的，11 件（9%）由象牙制成，9 件（7%）为骨制，其中动物骨骼制成

的哈喷枪头在早先并未见于波讷克文化 c。还有总计 303 件的箭头，全部由鹿

角制成（Ford 1959）。麦克吉的海 / 陆和象牙 / 鹿角二分（McGhee 1977）并

不完全支持福德发掘的波讷克或图勒文化的资料（Ford 1959：Table 6）。

麦克吉（McGhee 1977）进行统计分析的瓦拉克帕遗存包含了波讷克和

a  包括 Utkiavik、Nunagiak、Birnirk、Kugok、Kugusugaruk 几处遗址。

b  包括 Nuwuk、Utkiavik、Nunagiak、Nuvuwaruk、Birnirk 几处遗址。

c  福德在报告（Ford 1959）中并未区分骨骼是属海洋动物还是陆地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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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勒两个时期。但问题是他并未对这两个延续长达近千年的时期进行细分，

忽略了其中的历史变化。在瓦拉克帕遗址的 60 件哈喷枪头中，29 件属于波

讷克时期，31 件属图勒时期（Stanford 1976： 18—23）a。波讷克哈喷枪头中 7

件（24%）由象牙制成，22 件由鹿角制成（76%）。图勒时期的哈喷枪头 13

件为象牙制成（42%），17 件为鹿角制成（55%）和 1 件（3%）为骨制 b。斯

坦福称瓦拉克帕遗址总计 67 件箭头 c（Stanford 1976： 42， Table 2），均由鹿

角制成，8 件出土于波讷克地层，59 件属图勒地层。上述数据表明，在瓦拉

克帕，图勒时期的象牙制哈喷枪头比例相较波讷克时期已显著增加，但数量

上仍少于鹿角制哈喷枪头。

象牙和鹿角哈喷枪头在不同地点所占比例也有所不同。据麦克吉研

究（McGhee 1977： 143），拉迪·富兰克林的哈喷枪头中 10% 为骨制、90%

为鹿角制，无象牙制，麦克吉将象牙的缺乏归因于此处海象捕猎的有限性

（McGhee 1977： 142）。在坎伯兰湾，尽管发现了海象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

遗骸（Schledermann 1975），象牙制哈喷枪头的比例（26%）仍然低于鹿角制

哈喷枪头（41%）。西鲁缪特遗址的象牙制哈喷枪头占了 33%。努恩古维克遗

址的象牙哈喷枪头只占 5%，而鹿角制占了 43%（McGhee 1977： 143）。非常

明显的是，这些地区的图勒先民选择鹿角和象牙两种材料作为哈喷枪头的原

料，但象牙制品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地点中，动物骨骼制哈喷枪头也均占有

一定比重（西鲁缪特 39%，坎伯兰湾 41%，努恩古维克 52%）。麦克吉在构

建海 / 陆二分模式时，为支持自身理论，将所有骨骼归为海洋动物，与海象

牙归于一组（McGhee 1977）。在这种分类方式下，海象牙和海洋动物骨骼的

比例远远超过了鹿角。笔者也发现，提利在内容识别上存在的问题（Hodder 

and Hutson 2003：54）同样存在于麦克吉的二元理论之中。麦克吉将所有骨

制哈喷枪头归为海洋动物的骨骼制成，却并未对这些哈喷头进行物理性鉴定，

弄清其到底是海洋动物还是陆地动物。如果这些骨骼是陆地而非海洋动物，

a  该数据来源于斯坦福报告记录（Stanford 1976）。但是报告中表 2 中瓦拉克帕遗址叉 / 枪
头的数量为 52 件（Stanford 1976：42），麦克吉（1977：143）的数据引自表 2。见前文

注释。

b  斯坦福记录中称“唯一一件确定是捕鲸用具的是一件突勒晚期的哈喷枪头”（Stanford 
1976：23），但只记录了哈喷枪头由骨头制成，并未判断骨头是属于海洋动物还是陆地

动 物。

c  麦克吉误将 400 件箭镞全当做瓦拉克帕遗址出土物，见前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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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陆和象牙 / 鹿角的二分模型将不复存在，因为陆地动物的比例远远大于海

洋动物。

即使所有骨制标本均为海洋动物骨骼制成，也并不意味着海 / 陆结构一

定成立。麦克吉所选五处地点的材料中，每一处均包含有很大比例的鹿角哈

喷枪头，似乎表明鹿角、象牙和动物骨骼都是图勒人制造海猎工具的重要原

料。这也表明，图勒人似乎并不拒绝选择鹿角作为哈喷枪头原料，而骨骼可

能被视为独立于象牙与鹿角的材料来源。

必须注意，麦克吉的数据统计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在坎伯

兰湾，施莱德曼（Schledermann 1975）记录出土 4 个箭头，2 个骨制 2 个鹿

角制，而麦克吉只列出了 2 个鹿角制标本（McGhee 1977： 143， Table 2）。

六、灵性化而非性别化：麦克吉民族学方法的再评估

除考古学方法外，麦克吉还以民族学调查和神话故事进一步假设，图勒

社会隐喻性地由性别原则或二元结构来控制。这种性别化原则将女性与海洋、

海洋动物和冬季联系，而将男性与陆地、陆地动物和夏季等同。麦克吉这一

假设有两个直接来源：一是关于驯鹿和海洋动物及相关活动的分离禁忌，二

是因纽特关于海洋女神的神话故事。

民族志学家记录了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和因纽皮克人

中 许 多 世 代 相 传 的“禁 忌 ”（Birket-Smith 1959； Jenness 1922； Mauss and 

Beuchat 1904—1905； Murdoch 1892； Rasmussen 1929， 1930； Stefánsson 

1919），这些禁忌包括禁止在同一个锅里烹饪驯鹿和海洋动物的肉，在同一

天食用驯鹿和海洋动物肉，在海猎期间于冰上缝制鹿皮衣服，在猎鹿期间将

海洋动物带至屋内，冬天在海上加工皂石（陆地产品），以及在捕鲸季节于陆

地加工木头或挖土。如前文所述，几乎所有图勒文化中的猎鹿的箭头都是鹿

角制成的，图勒文化中这种对原材料的挑选很可能受到这些风俗实践的制约。

但问题是，是否可以简单地把这些分离禁忌等同于史前和历史时期因纽特与

因纽皮亚克人社会生活中的二元对立法则？

麦克吉（McGhee 1977）还着重介绍了因纽特人神话故事中有一位居住

于海底并管理海洋动物的女神（Senda），而在陆地的驯鹿则是由居住在天

空或月亮上的男性神明管理。麦克吉据此构建了女性—海洋与男性—陆地的二

元结构。然而，这样的神话又有很多版本。据希默尔赫伯的记载，努尼瓦克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89 2022-07-21   09:32:46



90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Nunivak）岛的神话中海洋的统治者是一位以燧石为眼的男性（Himmelheber 

2000： 146）。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神话中也可见到这类记述

（Lantis 1946： 199）。而在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Kodiak）岛上阿鲁蒂克人

（Alutiiq，即以前所称的太平洋爱斯基摩人的祖先）的神话中，陆地生物的统

治者是生活在山林中的女性（Birket-Smith 1959： 165）。这些不同的神话版本

也证明了麦克吉的二元模式似乎是错误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民族学研究表明，因纽特、因纽皮亚克

和尤皮克人的性别分工并不固定，是在不断变化的（Bodenhorn 1990； Crass 

1998；Fienup-Riordan 1994；Kawagley 1995；Sonne 1988）。 比 吉 特· 索

恩（Birgitte Sonne）就曾指出，尤皮克的男性不受陆海界限的限制，既可在

陆地，也可在海洋进行狩猎活动。而女性虽然留在陆地，当冬季男性狩猎

时，她们也会不受季节界限的限制参与狩猎活动（Sonne 1988：108）。卡瓦

格利对尤皮克人的研究（Kawagley 1995）和博登霍恩对因纽皮亚克人的研

究（Bodenhorn 1990）也表明了男性与女性的工作是互渗的和相互转换的。

因纽特人在社会活动中缺乏强烈的性别区分，而是男性女性相互依存，构成

了互补关系（Crass 1988： 146—153）。卡瓦格利指出，“一个作为猎人的男

性的成功取决于女性的责任心。二者组成一个团队，彼此协助，地位平等”

（Kawagley 1995： 20）。至少在因纽皮亚克人群中，社会生活高度依赖男女之

间的相互依存，而非明显的劳动分工。女性的工作，即将狩猎所得转化为食

物和衣服，本身也是狩猎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具有仪式意义。在因纽皮亚克

人的宇宙观中，女性与他人分享和她们的缝衣技巧，“是将猎物吸引至其丈

夫身边的关键。因此，猎人的妻子与猎人丈夫同样重要”（Bodenhorn 1990： 

64）。费茨休曾描述在阿拉斯加南部的丈夫与妻子如何仪式性地同工合作，以

确保狩猎成功：

“尤皮克、乌纳加克斯和阿鲁蒂克人相信海洋动物的灵魂可以给尊

重他们的猎人以回报。在狩猎活动进行之前，猎人和他的妻子需要确认

皮艇缝制无误，并携带了必需的灵性饰物。他的衣物也都精心缝纫，哈

喷枪也被反复修整。他还要遵循必要的仪式准备工作，包括向想要猎取

的动物的灵魂歌唱，同时又要注意不能提及猎物的名字。狩猎结束之后，

尤皮克人还要用仪式性歌舞欢迎被捕动物的灵魂来到村庄。”（Fitzhugh 

2009a: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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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尤皮克宇宙观的民族志学记载，人类和非人的动物都具有人格

（personhood）。人和非人动物之间的关系也被视为是合作互惠的。通过这些

互动，动物将自身给予猎人，作为猎人尊重他们为非人之人的回报（Fienup-

Riordan 1994： 50）。笔者认为，人类和非人之间的划分并没有构成二元对

立结构，如同一些考古学家所提出的那样（如 Leroi-Gourhan 1965，1968，

1982， 1986；McGhee 1977；Tilley 1991）。相反，正如费纳普—里奥丹所描述

的那样，尤皮克“传统上认为，人类处于一个未分化的世界，人与非人、灵

性和物质之间的界限是移动和弥散的。”（Fienup-Riordan 1994： 46）

费纳普—里奥丹（Fienup-Riordan 1994）与博德霍恩（Bodenhorn 1990）

两人均强调，尤皮克和因纽皮克的社会更强调人与非人的关系，而非男女的

两性关系。人类的行为，不论是男性的工作（寻找并猎捕动物），还是女性的

工作（准备食物和衣服），都把重心放在人与非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上，为

二者建立通道以超越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界限。基于此，因纽特、因纽皮亚

克和尤皮克人的社会，更像是“灵性化，而非性别化的”社会（Bodenhorn 

1990： 67）。

结  论

霍德和哈特森对结构主义的观点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了结构

主义存在着意义缺乏及意义内容辨识不准确等问题。另一方面却仍肯定，只

要结合情境和意义加以阐释，结构主义还是一种有效的解释物质文化的手段

（Hodder and Huston 2003：52—59）。受到麦克吉方法（McGhee 1977）的启

发，霍德和哈特森认为，如果在结构分析中可以考虑到象征性内容，“就有可

能区分诸如房屋、墓地、墓葬、礼仪场所等建筑在使用左 / 右、前 / 后、中心 / 

边缘的不同”（Hodder and Huston 2003： 58—59）。从这一视角出发，霍德

（Hodder 1990）提出了一种研究欧洲新石器时代聚落的结构主义方法。他通

过这一方法鉴别出人类行为中包含着前 / 后、西 / 东、黑暗 / 光明、死亡 / 生

活、男性 / 女性等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家养（domus）/ 

野生（agrios）结构。

然而，霍德的家养 / 野生模式也如同其他二元结构模式一样有着同样的

问题：忽略历史因素。罗伯认为，霍德“把文化结构的本质”看作是“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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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就像“演员无法接受的一成不变的剧本”（Robb 1998： 337）。托

马斯也认为，考古学家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是错误的。文化是零

散、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个固定的编码或者结构

（Thomas 1996： 20）。

二元结构主义无疑是建立在笛卡尔二元论之上的。它将世界机械地分

为两类：文化与自然、思维与身体、人性与兽性、内在与外在、主体与客

体。然而，灵性本体论理论则揭示了，并没有支配人类文化的二元领域。更

确切地说，世界上充满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了脉络结构，使事

物纠缠在一起，构成一个由线条交织而成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所有人

造物都是如同人一样的处于运动中的生命（Ingold 2006， 2010）。人与非人

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因纽皮克人社会生活的结构轴心（the major structuring 

axes）（Bodenhorn 1990： 57），这说明灵性本体论是被高度重视的。据维韦

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 1998， 2004），美洲土著民族的宇宙

观中，人和非人动物均拥有相同的灵魂及其主体性，他们通过不同的身体形

态区分自身。世界是有多个主体组成的，这些主体本身具有透视能力和无形

意向。因此，人与非人均具有人文性并共享同一社会。对于土著阿拉斯加人

来说，人类、动物以及其他无生命事物均拥有着类似人的形态的灵魂，因

纽皮亚克人称之为因努阿（Inua），尤皮克人称为尤阿（Yua），意为“人”

（Fienup-Riordan 1996；Fitzhugh and Kaplan 1982；Merkur 1985； Ray 1967； 

Weyer 1932）。正是如此，人、非人以及其他生命形式“基于物质、关怀和生

命力的给予与取得，构成了互惠的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Ingold 1998： 184）。

费茨休因此结论这些信仰是基于“个体猎人及其家庭尊重神灵及其神灵之主，

以维持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的责任”（Fitzhugh 2009a： 165）。白令海峡地区奥克

维克、OBS、普努克和图勒文化中在海猎工具和加工工具上施加装饰很可能

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借以强调人与非人之间的亲合的、互惠的关系。极北

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高纬地区的波讷克和图勒人则很少使用装饰艺术，但可能

以其他方式实现这一关系，如萨满仪式、跳舞、唱歌、分享、对被杀猎物的

仪式等，这些形式在物质文化中是无法显现的。

因纽特人、因纽皮亚克人和尤皮克人在生活中无疑广泛使用“禁忌”来

区分事物，而狩猎武器原材料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受到这些禁忌的限

制。驯鹿 / 海洋动物分离的禁忌在用于捕猎驯鹿的箭头上被清晰反映出来，

而在海猎工具上则体现不明。正如上文提及的，努克利特遗址的波讷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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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勒遗存、巴罗角地区（the Point Barrow area，福德发掘）、瓦拉克帕、拉

迪·富兰克林、努恩古维克、坎伯兰湾和西鲁缪特遗址的史前爱斯基摩文化

中，几乎所有用于驯鹿狩猎的箭头都是由鹿角制成的，而用于海洋动物狩猎

的哈喷枪头可以由象牙、骨头或鹿角制成。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取决于

“每种材料的形状、韧性、脆性以及在当地获取的难易度等属性”（McGhee 

1977： 142）；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海猎的分离禁忌可能没有民族志记录的

那么严格（如 Jenness 1992；McGhee 1977；Rasmussen 1929）。因此，这一

矛盾情形说明因纽特、因纽皮亚克和尤皮克人的禁忌标准，更像是为了帮助

人类去区分不同的非人类别，而不是作为奠基人类社会生活（如性别）和划

分宇宙的结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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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ory versus Antler: A Reassessment of Binary 
Structuralism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Eskimo Cultures

Qu F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thinks the binary structural approach proposed 

by McGhee in studies of Thule prehistoric Eskimo culture. First，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Okvik， Kukulik， and Nukleet assemblages in Alaska， which 

cover Okvik， Old Bering Sea， Punuk， and Thule cultur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binary structures were encoded in prehistoric Eskimo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during the holistic Northern Maritime periods. Second， 

the author provides a reassessment of McGhee’s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data. The result of data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the series of oppositions as proposed by McGhee. Accordingly， the author 

considers other explanations of prehistoric Eskimo symbolism.

Key words: Binary structure； prehistoric Eskimo cultures； gender； decorative 

art； animist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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