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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
� “ 一

峭

悔

镇江博物馆 肖梦龙

江南地区出」� 的青铜器是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拟通过现今所掌握的资“
‘

卜整理
,

着 亚对江南吴国青铜器的分期与各期特征
,

作丫些探讨
。

一
、

吴地青铜器的发现及分布规仲

且国石饲器以往被著录并识别的仅有少数几件带铭铜兵器剑
、

戈
,

现在所见几乎全为  

户阶读出土
,

这其中有许多是经过发掘清理伴同陶
、

瓷器等遗物出土的铜器群
,

在对其 !

亏汀舫对义国行铜器发展序列分期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

现将已发表的资料择要分三

∀一 # 遗址方面

�
,

自扛 ∃
一

年代汁来
,

在发掘或试掘过的一些湖熟文化遗址文化层中
,

如南京北阴阳营《

厂层 ,
、

订
、

%
% %

村
、

安怀村
、

寄子山和江宁点将台
、

句各城头山
、

丹徒断山墩
、

镇江马迹山等
,

发&

翻 �#∋
、

铜斧
、

铜锨
、

铜锥
、

铜鱼钩以及铜鼎耳
、

足等(
。

)
�

∗+ , −年在武进奄城内城河的泥炭层下挖掘出一条独木船
,

同)( 余件几何印纹陶坛
、

合

原始瓷豆等伴出有一批青铜器
,

包括尊 &
、

牺 ∗
、

三足西 ∗
、

三轮盘 ∗
、

句谁 − ,

计∗& 件 � 。

�
 

!∀ #∃ 一 !∀ % &年先后对扬州邢城和邢沟遗址进行调查清理
,

发现青铜兵器剑
、

矛
、

做月

尸渐
、

锄等!。多件∋ 。

吐
 

!∀ 了∃年在苏州菏门河道疏浚工程中
,

出土一批青铜器
,

有尊
、

剑
、

锯镰
、

铜镬
、

插
、

锄
、

镑
、

削及箭铱等
,

共 &( 余件)
。

#  !∀ % #年吴县洞庭西山消夏湾和横径新联大队发现一批青铜兵器
,

有剑
、

戈
、

矛
、

链计∗

件匀
。

∃  !∀ % �年在昆山盛庄发现一处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熔铸遗址
,

出土有完整的铜兵握

� 、

矛 连
、

戈 !及箭铁
,

铜工具有锯
、

凿
、

铸
、

铲
、

镰
,

还有青铜容器等多件
,

同时发现青铜块+( 余

重&,  &公斤−
。

.二 / 落葬方面

分二种情况
0 一是 以随葬青铜器群为主兼有其它遗物的大型墓 , 一是成组青铜器与陶

百尺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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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境内出土青铜器分布图

图 一

器伴出的中
、

小型墓
。

·

大型铜器群墓迄今发掘或经调查清理的共 , 处
,

包括
�

∗
。

∗ + ,2年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
,

出土青铜器计有鼎 ,
、

两 ∗
、

失 ∗
、

盂 ∗
、

益 )
、

麟 )
、

盘 )

及角状器 )
,

共 ∗3 件
,

另外还有一批车马器1 。

现 已明了该墓形制为江南流行的土墩墓
,

属西周

康王时期
。

&
 

仪征破山口西周铜器群
。

早在解放前 !∀ �。年就被群众挖出一批青铜器
,

有鼎
、

幕
、

版
、

尊
、

盘和工具铲
、

斧等&( 余件 , !∀ #+年又征集到该处出土的一件残碎
“

子作父宝
”

鼎 , 直到 !∀ # ∀年对

出土铜器地点探掘时
,

搞清上述铜器群为一墓葬的随葬品
,

同时又清理出土一批铜兵器和工具

戈
、

矛
、

械
、

斧
、

镶等
。

此慕前后共出土铜器计,( 余件2 。

�
。 !∀ # ∀年安徽屯溪两座西周大墓

,

出土青铜器有鼎 ,
、

篮 &
、

孟 & 、

尊 � 、

卤 & 、

盘 & 和三

足器 ! 、

五柱器 & 、

鸟饰 & ,

共&( 余件3 。

,  !∀ + &年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
,

出土的有青铜器鼎 &
、

赢 ! 、

篮 & 、

尊 &
、

自 ! 、

壶 ! ,

兵

器铜矛 +
、

箭银百余
、

铜叉及徽
,

另外还有车马器( 。

中
、

小型铜器墓发现近 &。座
,

主要是
0

!。 !∀ ∃ (年江宁陶吴西周墓
,

出土有青铜器鼎
、

草
、

自
、

匡
,

戈
、

矛
,

斧
、

鹤嘴锄等
,

共 !� 件(
。

&
 !∀ ∃ ,至 !∀ % �年间相继发掘清理的六合程桥一

、

二号及和仁东周墓
,

三座墓 出土青铜器包

括食器
、

乐器
、

兵器
、

工具及车马器等
,

总计!& %件4 。

�
 !∀ % !年高淳顾陇下大路

,

出土一组西周铜器鼎 & 、

答 !
一
、

剑 ! 、

箭傲 % ,

共!! 件5
。

,  !∀ % #年漂水乌山一
、

二号西周墓
,

一号墓因残仅发现铜鼎 !件
,

二号墓出土方鼎
、

自
、

盘
、

戈 ,件铜器6
。

#
 !∀ % #年句容浮山二号墩7 8 发现铜戈 ! 件

,

该墓时代为西周中期(
。



3
�

∗ ( − −年南京浦 口 长山 子出土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
,

计有鼎 」
�

、

带 &
、

矛 ∗
、

戈

)
、

剑 ∗ 及愉铁等共 &( 余件 5
。

%
 !∀ % ∀年丹徒谏壁粮山东周墓

,

出土青铜器鼎 � 、

颇 ! 、

垂 ! 、

匕 ! ,

计 ∃ 件。
。

+
 

拍 % ∀年安微繁昌一座西周晚期墓 出土的一批青铜器
,

包括方鼎 &
、

圆鼎 , 、

篡 ! 、

颇 ! 、

盎 ! 、

盘 ! 、

币钟 ! 、

鸟饰件 & ,

共计 !�件∀
。

∀  !∀ + 。年吴县何山东周墓
,

出土青铜器有鼎 # 、

益 ! 、

篮 &
、

击 ! 、

匝 ! 、

盘 ! 、

戈 � 、

矛 � ,

另外还有箭做及车马等
,

总计�� 件5
。

!(  !∀ + !年漂水宽 /
’ ‘

墩 出土西周晚期铜器鼎 ! 、

篮 9 、

卤 ! 、

盂 工
、

盘 ! 、

匝 & ,

共 % 件 5
。

!!一!∀ + &年月
·

徒大港磨盘墩西周墓
,

出土青铜器尊 ! 、

匹 !和车马器一批4
。

另外
,

在吴国生0墩墓中还有成陶坛随葬青铜器冶炼块的特殊葬俗
,

如金坛鳖墩出土&� (余

块重%( 公斤
,

金坛城东招。公斤
,

句容茅山西麓!( 块重%  #公斤
,

以及丹阳禅城等地均有发现。
。

.三 / 恋菠见有六处

!  !∀ ∃ ,年高泞漆桥里溪春秋铜兵器窖藏
,

主要是戈和矛
,

共�( 余件6
。

&
 

!∀ 沁年丹阳司徒春秋中期铜器窖藏
,

计有鼎 !!、

篮 %
、

尊 , 、

盘 �
、

瓶 ! ,

共&∃ 件匆
。

�  

!∀ % %年安徽贵池东周青铜器窖藏
,

其中生产工具有斧
、

铲
、

褥
、

铜蚌慷
、

锯及鱼钩 ,兵器有

戈
、

矛
、

剑
、

刀
、

嫉 : 生活用器有鼎
、

盘
、

杯等
,

总共,( 余件。
。

,  ! , % 了年苏州城东北东周铜器窖藏
,

有鼎
、

杯
、

剑
、

矛
、

锄
、

镰
、

斤等
,

共 #∃ 件必
。

#  

!∀ %∀年无锡北周巷春秋早期铜器窖藏
,

篮 & 、

斧 ! 4
。

∃
 !∀ % ∀年安徽青阳县庙前西周铜器窖藏

,

有鼎 ! 、

版 ! 、

尊 & 、

羊球 ! 、

盘 ! 、

编钟 , 、

戈 ! ,

矛 ! ,

共计论件;
。

.四 / 公具出土

见于集中报道的材料
,

有王兴平的《南京所出吴国之青铜器》
,

介绍西周至春秋时期各种青

铜容器计 &成件 5
。

刘兴关于《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
,

介绍西周及春秋铜容器
、

乐器和兵

器等,( 余件5
。

陈兆弘同志对苏州地区近年零星出土吴国青铜器亦曾编号列表 作 过 一 个 统

计
,

共达+( 余件
,

主要是春秋时期的铜兵器和农具;
。

再就是一些单件出土报道材料
,

如江宁

横溪西周大型铜饶修
,

句容葛村发现的商代铜戈
,

锥 ; ,

以及吴县出土一柄刻有铭文的青铜剑

等。
。

通过上述儿方面出土青铜器资料的汇总排列
,

时代自商迄子春秋末
,

各类铜器总数目除有

些箭链
、

车马器及青铜块不算在内
,

累计达+ (( 余件
。

考查江南出土吴国青铜器的分布
,

是有其

时代规律的
。

商周时期的出土铜器地点儿乎全集中在宁镇区域
,

西沿达皖南一带
,

至春秋时期

太湖地区发现铜器点则明显比宁镇地区增多 .图一 /
。

这可能说明吴国青铜文化的发源地是宁

镇区
,

西周 以后
,

向东渐移至太湖流域
。

二
、

吴国青铜器的分期与各期地方特征

吴国青铜文化发源于江南的早期青铜文化
,

即其上限应从先吴时期当地土著民族开创的

早期阶段青铜文化为始 , 下限至春
、

战之际吴国灭亡后吴文化随之为楚文化所融合为
 

止
,

目前



以二个典型墓葬为界牌
,

即武进孟河和苏州虎丘战国早
、

中期墓< 。

这两个墓葬从其形制结构

和随葬铜器
、

陶器群来看
,

皆已呈现完全的楚式化
,

吴文化以此为终止
。

先后可划分四个演变

时期
。

知=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期
女二厂

二

子曝∗
。

>
#

暇,
于价

???∗ ≅≅≅

畏畏竺兰份飞飞

组组组

诬诬诬

江 南 吴 国 典 型 青 铜 器 分 期 图
图 二

!
 

冶铜工具陶勺 &
 

铜刀 �一冶!
 

钥斧

!( 一 & ∃ 一 & % 一 , &一峨�一‘≅
 

铜肠

双 耳壶 !%
 

姆姆形葬

Α ,
一刁。一魂#

 

钢矛 , # 协

! !一&+ 铜 从

,
 

锅锥 #
 

三梭 钢锥 ∃
 

铜鱼钩 % 炯傲

!&一&∀ 一�( 一� !一�&
 

铜篮 !�一��
 

铜茸 ! ,

≅ 8
 

麟

魂∀ 一 #(

!∀ 钢叉 &!

锅锄 引
 

银铲

,∃
 

钥剑

# & 铜褥

&,
 

锅幼

# � 锅据性

& #
 

俐住

# ,
 

银枉

Α 一& (一&& 一&� 一� # 一寸09 创刁戈 ∀ 报铭

铜盘 !#
一�通

 

提梁白 !∃
 

飞鸟盖

�#
 

三轮铜盘 �∃
 

盘 �%
 

句扭

夕∀



第一期
,

江南青铜器的萌生时期
。

绝对年代大体与中原商代相当
。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
,

主

要见于
“

湖熟文化
”

前期遗址
,

如经发掘的南京北阴阳营
、

锁金村 以及镇江马迹山等
。

在这些遗

妙文化层中
,

普遍发现冶铸青铜器的遗存
,

常见有铜矿石
、

铜炼渣
、

铜锈渣和小件青铜器
,

在北

淡阳营还发现炼铜柑祸与抱灌铜液用的陶勺∀图二
� ∗ #

。

这些出土的实物资料
,

不但标志着江

离此时已进入青铜时代
,

同时说明青铜冶炼在当时当地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手工业
。

�
、 ’

综观这
一二
时期江南青铜器铸造特点

�

∗七冶铸青铜器的遗存虽有比较普遍的发现
,

但非常分散
,

规模甚小
,

如北阴阳香出土的炼

祝柑塌直径只有 ∗− 厘米
,

另还有陶勺
,

这些青铜冶铸工具与中原商朝不同
,

标志着江南地区青

铜铸造术有自己的技术传统
。

)
�

青铜制品的种类不多
,

主要是小件工具和兵器
,

如铜刀
、

斧
、

凿
、

锥
、

鱼钩及戈
、

矛
、

锥
、

饿

等.
,

容器类仅发现鼎耳
、

足
。

铸制粗糙
,

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图二
� )一+ #

。

&
,

�

器型大都是照样模仿殷商
,

表明受商文化影响
。

但亦发现有的器物形制显具地方特点
,

刘句容葛村出土铜械
,

锨中作一大圆孔
,

半圆形刃
,

与中原商代常见械休呈长方或正方形相异
‘图二 4

一

5 #
。

‘

第二期
,

吴国青铜器的飞跃发展时期
。

绝对年代相当商末至西周前期
。

根据历史文献记

牙
匀

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
、

仲雍奔荆蛮抵达江南
,

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
6 一

灼推动作川
。

特别是
“

勾吴
”

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

更加促进了江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这一期
�

, ’

出土的青铜器
,

非但数量丰富
,

而且在种类与制作质量上都大大改观
。

这一时期 出土的青铜器主要见于吴国奴隶主贵族墓葬中 ∀出典型器群的大型墓有丹徒宜

从墓
、

母子墩墓
、

屯溪一号墓及仪征破山口
6
中小型墓 以漂水乌山一

、

二号墓为代表 #
。

随葬青

粥器的组合规律
,

大型墓包括礼器类有鼎
、

篮
、

尊
、

卤
、

盘
,

还有毫
、

壶
、

秃
、

砒等 ,兵器类有矛
、

戈

左箭银 6工具类有铲
、

斧
、

镰等
,

另外还有车马器
。

中小型墓一般是鼎
、

自
、

盘和铜兵器
。

这一时期江南吴国青铜器的特征
,

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

一是由于江南地方制造铜器的内

在因素占主导地位
,

使其而貌与中原铜器有明显区别 6 二是江南吴器开始在器形与纹饰上显示

出鲜明的∋也方特色
。

下面分别阐述
�

∀一 # 江南铸溃铜器与中原的区别

在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铜器群 中
,

均发现共存有两种风格的铜器
,

一种是中原铜器
,

以宜

侯墓矢篮
、

母子墩墓伯篮
、

屯溪一号墓
“

闯父已尊
”

以及破山口
“

子作父宝鼎
”

等为代表
。

这类器

物在其铸造
、

器型纹饰特征和铭文书体
、

刻铸部位等方面和中原的常见器皆无区别
,

可明确断

定为中原传入江南的铜器
。

这类器在江南出土铜器中所占数 目极少
,

只有在大型墓中才偶尔

出现一
、

二件
,

墓主身分无疑当属吴国最高统治阶层的周人
。

另一种就是地方土造产品
,

江南

发现的绝大部分铜器均属于此
,

为江南青铜器的主流
。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
�

∗
�

青铜合金成分上的不同
。

从铜器的外观颜色看
,

中原铜器深绿
,

除锈后胎质橙黄
。

而江

南地方俐器色泽偏暗
,

脱锈后青灰泛白
,

这实际与它们的青铜合金成分不同有关
。

现经对母子

墩
、

屯溪及漂水宽广墩等不少出土江南铜器所作光谱性或化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

它们的铅含

量都较高
,

与当地土墩墓 中出土青铜块是一致的
,

属铅青铜。
。

而中原此期铜器均为锡青铜
。

)
�

在铸造技术上
,

江南铜器和中原一样都采取通体合铸法
,

但其工艺水平较之中原尚逊一

筹
,

明显不如中原铜器精良
。

常见于中原铸造铜器上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

即器底面带铸范的方



格线纹
,

如母子墩伯篮
,

这在江南地方铜器上是绝对没有的
。

江南铜器中的炊器鼎
、

帝一类器

物
,

铸成后通体范痕
,

非经打磨修饰即行使用
,

表面显得非常粗糙
,

暗然无光
,
这是江南铜器铸

作上的一个明显的地方性特征
。

&
�

中原铜器造型庄重
,

在主题花纹周围常填以云雷纹衬地
,

而主题花纹上往往再刻花纹
,

形成三个层次的花纹
,

工整繁缉
。

而江南铜器则全然别具一格
,

器休单薄
,

花纹装饰粗犷简练
,

不施地纹
。

2
�

常见中原铜礼器上铸有铭文
,

而这一时期江南铸造铜器 皆无铭文
。

西周江南奴隶主贵

族所铸造的一些青铜器仅是实用而已
,

如出土鼎
、

扁器底均满积烟良
,

篮
、

尊等许多器物也常带

修补斑痕
,

足见其使用期是较长的
。

∀二 # 江南7 桐餐的造型与纹饰特色

∗� 造型上特有的地方形式

这一时期江南铸造青铜器的形制特点
,

总的说来在基本保持与中原同类器形相一致的前

提下
,

而富有多方而的地方变化形式
,

有的表现为器体某部位上的差异
,

有的则全然为江南所

特有的器形
。

我们称前者为
“

变异型
” ,

后者为
“
独创型

” 。

变异型铜器 比较多见
,

试举几例说明之
。

如宜侯墓
、

母子墩墓以及破山口的高档袋足蔽
,

共

造型类似当地
“
湖熟文化

”

中的陶幕
,

而与中原幕的形制迥然有别 ∀图二
� ∗ ∗ #

。

母子墩双兽首耳

笼
,

唇沿细卷
,
口至腹成直筒形

,

也和同时期中原篮的侈口
、

翻沿
、

鼓腹形制相殊异∀图二
� ∗) 》

。

再从 目前江南出土的一些提梁自来看
,

亦饶有地方色彩
,

除盖的造型别于中原
,

如母子墩一件

卤盖面斜直
,

盖提手铸作小鸟形
,

别有意趣 ∀图二
� ∗ , #

。

而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鉴梁端牺首一律

为牛头形状
,

与中原自提梁首端一般均呈羊头形相 比
,

确是另具一格
。

独创型铜器
,

除众所周知的宜侯墓角状器
、

屯溪一号墓五柱器外
,

还有宜侯墓的浅腹
、

三足

外撇的小鼎
,

以及一对兑献亦和中原商周铜器中常见的献不一样∀图二
� ∗8 #

。

屯溪锥足鼎 ∀图

二
� ∗ ( #

。

镂空耳扁体篮和腹作凸棱形的盂
,

破山口四凤大盘
、

带韭两和漂水乌山二号墓出土的

盘等∀图二
� ∗ 2 #

,

皆不是中原体制
。

母子墩带墩铜叉
,

似为兵器
,

但头部无锋
,

形制罕见
,

用途难

定 ∀图二
� ∗+ #

。

鸳鸯形尊
,

造型奇特优美
,

取材于江南水乡特有的鸳鸯鸟形象
,

这在中原鸟兽尊

类中也是没见有过的
,

体现了江南青铜艺术工匠们 的独特创造∀图二 � ∗− #
。

还有该墓一件飞鸟

盖双耳壶的器形同样标新立异
,

自成一体 ∀图二 � ∗ 3 #
。

这一悄况同样表现在青铜兵器和工具类
。

见于漂水乌山二号墓的铜戈
,

长胡二穿
,

援狭

长
,

锋呈角度很小的直线三角形
,

内端下角有一缺 口为目前所见吴国戈制的最早形式∀图二
�

)( #
。

母子墩和破山口出土的铜矛皆狭叶
,

中脊起棱
,

盛口端呈长长的两尖叉形
。

破山口铜斧

的爱口
,

亦作双尖叉式
,

具有装柄加固的科学实用价值
,

不见于中原∀图二
� ) 2 #

。

另外
,

圆刃卖

式锥和铜镰
,

则明显仿照当地石钱和石镰形制铸作的∀图二
�

), #
。

目前发现吴国最旱的铜剑
,

出自高淳顾陇下大路一组铜器中
,

其特点剑身短小
、

三角形锋
、

双刃平直
、

平脊
、

无格
、

扁圆茎近

首中空
、

圆盘形首
,

铸作较简单粗糙 ∀图二
� ) ∗ #

。

)
�

纹饰上的浓厚地方色彩

从出土的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来看
,

既吸取了中原铜器上的某些花纹图录
,

又使之发生变

化而呈现出地方色彩
,

同时较多地采用当地陶器上的几何形纹样
。

根据不 同器物的装饰部位
,

灵活地加以构思布图
,

从而形成 自己纹饰上的崭新风貌
。



吸收中原铜器上的花纹
,

&或一时期主要是薯臀纹
、

夔纹
、

鸟纹等
。

这类纹 饰石 卜去是 从中

原同类纹饰脱胎演化而来
,

但细察之却又觉得与中原显然不同
,

别有风味
。

如母子墩双兽首耳

笼腹部主体纹饰
,

即仿中原流行的餐移纹
,

但构思变得稀疏简略
,

不施地纹
,

已失去它原来的繁

褥神秘性∀图三 � ∗ #
。

漂水
�

乌山一号墓铜鼎所饰细线条组成的简化变形婆要纹形象
,

和中原对

照则相差更远 ∀图三
� ) #

。

夔纹在江南这一时期铜器上的运用最多
,

变化亦多
,

如有作云形夔

纹
、“
9

”

形夔纹等
。

这类图案化的变体夔纹
,

充分利用儿何图形的多变性
,

勾画出丰富 多彩的

花纹形态
,

故有人称此类纹饰是具地方特色的几何形勾连纹 ∀图三
� &一 8 #

。

这些纹饰构图线

条粗疏流散
,

花纹单位较长
,

作浅浮雕式
。

鸟纹的运用也比较多
,

除有作立体装饰 ∀如母子墩自

盖上的鸟提手
、

壶的沪鸟盖及破山口大铜盘 口沿上的立鸟等#
,

造型都非常生动形象
,

为中原铜

器所罕见
。

再就是用于器腹部的鸟纹饰
,

都采取单线条刻划的独特手法
,

简洁明朗地勾画出一

只小鸟
,

如破山 口铜益的阴线鸟纹∀图三
� + #

。

而高淳漆桥一件卤上的阴线鸟竞画蛇 添足地作

四条腿 ∀图三
� ∗ ( #。

。

在母子墩鼎上则又以宽凸线形式
,

把垂冠长啄鸟的形象布成儿何图案化

∀图 ) � ∗ ∗ #
。

月
·

阳司徒尊上的成对大凤鸟纹
,

顶冠不象中原那样皆垂于鸟首之前
,

而是向后卷

曲∀图三
� ∗ ) #

。

所有这些都别出心裁地异于中原同类纹饰
。

另外
,

在仿中原铜器的一些附加装饰上
,

也具地方特色
。

如对鼎
、

幕
、

墓
、

自一类器物口沿

下附加浮雕兽首的形式
,

花样百出
。

所见母子墩双兽首耳篮
,
口沿下中间所附饰浮雕牺首作蝴

蝶形
,

鼎为
“

串
”

形
,

扁为
“
〕∀

”

形
6
漂水乌山一号墓鼎为

“

本
”

形
,

屯溪鼎作
“
人

”

形
,

深水卤凸出一
“

蛙
”

形等等
。

由此可见江南青铜器的花纹装饰是不受什么体例限制的
,

不象中原那样规范化
。

有

时显得较随意草率
,

如江宁陶吴红旗水库出的一件弦纹鼎
,

一耳有饰
,

一耳无饰
,

表现出装饰上

的极不严格性
。

江南恫器的另一类纹饰就是采用当地陶器上的几何图形纹样
,

常见有云雷纹
、

折线纹
、

套菱纹
、

圆圈纹
、

圈点纹及细绳纹等
。

典型饰件如官侯墓角状器
、

车马器
、

屯溪一号墓

篮
、

盘
,

母子墩鼎
、

幕
、

卤和江宁横溪铜饶等 ∀图三
�

∗& 一∗ 8 #
。

它们有的为原几何印纹陶纹饰的

直接采用
,

有的经过提炼
,

重新组图
,

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

原几何陶纹的固有单位元素是很清

楚的
。

这一时期
,

江南吴国青铜器在纹饰的布局艺术上
,

也开始表现出 自己的一些特点
。

如母子

墩两腹作两周条带方雷纹的装饰方式
,

就不见于中原铜器
。

另一件飞鸟盖双耳壶的花纹布局
,

更有它独到之处
。

通常所见中原壶一类高体器物的纹饰
,

一般皆采取 由上而下的分层布图法
,

但此壶则不然
,

而是 以附加方钉纹的凸素条纹作间界
,

大刀阔斧地将壶体周身竖向劈作四片大

面积的纹区
。

每纹区内运用粗犷豪放的刀法满刻大朵的云形勾连纹图案
,

而各纹面的云形纹

形态又横竖不一
,

互不对称
,

潇洒 自如
,

流而不乱
,

疏而不散
,

主题突出明快
,

在特殊造型的飞鸟

形盖的映衬之下
,

显得很有气势
。

再如漂水卤蟹梁端除作两牛头首外
,

而在提梁上部两侧又分

别附加两个四 角牺首
,

这样使卤体增添 了层次感
,

显得更加挺立俊拔
,

如此装饰艺术形式
,

也是

极见匠心
,

为其它地方所没有的
。

总之
,

江南这一时期的青铜铸造业随着吴国的建立
,

比之先吴时代出现较大幅度的跃进
,

中原周人的南下和 由他们带来的一部分中原铸造铜器
,

为江南青铜器铸作树立了楷模
,

对江南

青铜器的影响是巨大的
。

但具有先吴青铜冶铸传统经验的江南艺术工 匠们
,

在仿造西周各种

青铜器物时
,

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其原样
,

而是富有创新精神
,

并紧密结合和体现本地民族

文化特点的艺术风格
。

江南吴器特色
,

从这一时期业已开始形成
。

第三期
,

昊国青铜器铸造完全进入具有地方风格的成熟时期
。

绝对年代相当西周后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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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早期
。

属这一时期基葬出土的铜器群
,

主要有江宁陶吴
、

南京浦口 长山子
、

丹徒磨盘墩
、

漂

水宽广墩及安徽繁昌和屯溪二号墓等
。

随葬的铜礼器一般组合为
�

鼎
、

赢
、

篮
、

尊
、

匝
,

还 有久

器
、

工具类及车马器
。

另外
,

武进奄城一批铜器和舟阳司徒
、

高淳里溪
、

无锡北周巷及安徽青阳

的铜器窖藏
,

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
。

在上列器群或其它零星出土中
,

皆不再见中原铸爪

的输入铜器
,

全部为措一色的江南地方产品
。

综观此期间吴国青铜器特征
,

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

∗
�

前期流行的一些粗制器物或器表未经打磨修饰即付使用的毛糙现象绝迹
。

器体 单 薄
,

俏俊
。

)
�

器形在实用的前提下
,

追求奇特新颖
。

这一时期各类器物中都涌现出一批新奇器形
,

如

新流行一种鼎的体制
,

宽大立耳外撇
,

盆形浅腹
,

三兽蹄高足聚收
,

整个器形给人轻飘 不 稳 之

感
。

器例包括丹阳司徒 ; 式鼎
、

高淳出土 < 式鼎
、

南京市博物馆藏重环纹鼎
、

六合新集出土变

形云雷纹鼎以及安徽繁昌 < 式鼎等 ∀图二
� ) 3 #

。

均为中原鼎类中所不见
。

还有繁 昌 ; 式鼎的

形式更是特殊
,

尤如后世之
“

香炉
”

形 ∀图二
� ) − #

。

而青阳双附耳浅盆腹鼎的足
,

作两端粗中间

细
,

呈半筒状蹄形足
,

也甚为奇异
。

江南普遍出土
,

式样变化多端的扁体篡
,

更具这一期吴器特

色 ∀图二
�
) +一 &) #

。

另外
,

奄城三轮铜盘 ∀图二
� & , #

、

三足匝和牺匝
,

漂水宽广墩米筛纹镂孔盘 ∀图

二
� &3 #

,

高淳漆桥绳索纹提梁圆球腹自∀图二
� &2 #母

,

浦 口长山子侧附耳蹄形足扁 ∀图二
� ) 8 #

,

丹阳司徒窖藏的突棱腹尊
,

丹徒磨盘墩
,

喇叭口下
,

附一单耳高筒尊
,

安徽青阳双龙耳尊和羊尊

等等器形
,

都是江南仅有而风格独具的
。

&
�

保持传统
,

根据实际需求对中原有些器型进行扬弃
。

在这一时期的江南吴器中仍可看

到商代铜器特征的一些遗传
,

如鼎的圆锥足
、

尖锥足
,

一耳与一腿对应
,

另一耳处两腿中间
,

这

都是典型商鼎特点
。

尊也是这样
,

商晚
、

周初流行的三段式高筒尊
,

在中原至西周 中期即已消

亡
,

为矮体垂腹尊所取代
。

但在江南它仍继续盛行
,

垂腹尊则几乎不见
。

这一时期江南流行三

段式高筒尊的形制演变特点是
,

较前期喇叭口径变小
,

腹径增大
,

并由原先的圆鼓形皆改作扁

鼓形
,

有的 口沿下还附一单耳或带双龙耳
,

以及腹部两侧加一排镂孔扉棱形的装饰
,

如高淬

顾陇铜等等∀图二 �
&& #

,

成为具江南特色的独特器形
。

这一时期江南多次成套出土的∀一般大

小相递 − 至 8 件 #新型打击乐器句谁
,

考察其体制
,

亦当借鉴商代以糙敲击成组铜饶 ∀ 三 或 五

个 #而创作的
,

为吴越特有 ∀图二
�

&− #
。

但在中原地区这一期间所出现的一些新器形如盛
、

盏之

类
,

江南却不见
,

而在江南地区的奴隶主贵族墓葬中
,

青铜器却常与原始瓷器伴随
。

另外
,

中原

西周中期以后开始新流行的典型的器下具三附足的弃口带盖簇
,

在江南也从未见过
,

江南江汗全

的是各式扁体篮
。

2
�

青铜兵器和工具类
。

铜兵器铸作精致
,

锋刃锐利
,

并开始出现纹饰
,

是吴国兵器制造承

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
。

其形制特点继承前期而略有变化
,

如戈见于高淳里溪兵器窖藏和句

容浮山 ; 号墩
,

锋呈直线三角形
,

长胡三穿
,

援上部有方穿以代上齿
,

有的内下角缺 口
,

明显是

由上期的戈直接演化而来 ∀图二
� & 8 #

。

矛
,

在高淳里溪窖藏中共出土)& 件
,

除 ∗ 件短宽叶
、

长圆

盈
,

爱上附一半环鼻式矛为新型制外
,

其余均为上期双叉盈型矛的发展变化形 式 ∀图二
�

&+ 一

2( #
。

铜剑从漂阳竹赘的出土形制来看
,

剑身增长
,

但仍同上期一样呈三角形锋
,

双刃平直
、

平

背
,

圆盘形首
,

有所进步的是出现扁桃形格和茎上加双凸箍
,

特别在剑格上开始刻铸纹饰
。

另

外
,

见于高淳里溪兵器窖藏中的一件
“

匕首
”
形器上

,

亦铸有雷纹和回纹
,

反映了吴国此期间铜

兵器铸造工艺的新发展
。

铜工具见无锡北周巷窖藏铜斧
,

长方形凳
,

宽弧刃
,

刃角外移
,

正背面



微凸
,

与中原斧型相异 ∀图二
� 2 ∗ #

。

,
�

在花纹装饰上
,

各种几何形图样已跃居铜器纹饰的主导地位
。

这一 =#
、

于期常见流行的主

要是
�
∀∗# 继续上期的儿何勾连纹

,

但此期变得花回单位短小
,

构图∗ 二整繁 密 复 杂 ∀图三
�
))

一) 2 #
。

∀)# 以单线条构成近似回纹形态的几何图案∀图 ) �

), 一 >? #
。

∀& #纠结草叶形坟 ∀图三 �

)− #
。

∀2# 几何图案地纹上密布芒刺纹
。

∀,# 梯格纹
,

套长方格纹及编织米筛纹等∀图三
�

)8 一& ∗ #
。

以上这些铜器装饰的几何形纹
,

皆可在江南陶瓷器上寻见其踪影
,

反映吴国铜器纹饰与陶瓷

器纹饰间的裙衣关系∀图三
�

附陶纹 #
。

这一时期的铜器纹饰中
,

还见有直接取源于 自然界的动物图象
,

如萦昌履盖 而的盘蛇纹及

盘腹内壁上的联贯鱼纹等
,

都描绘得十分生动
,

形象逼真
,

富有写实意明
� 。

而该盘的腹内
,

外壁

和底面上均作纹饰
,

这种装饰形式也是江南吴国铜器仅见 的
。

仿中原同时期纹饰
,

如夔龙纹
、

窃曲纹
、

重环纹和垂鳞纹等
,

其风格面貌仍同前期一样
,

都已经过变化万∋带 仃浓厚的地方色彩
。

以垂鳞纹为例
,

中原垂鳞较宽
,

一般作三层装饰
。

而见于漂水宽广墩孟上的垂鳞纹片细窄
,

共

有七层
。

特别高淳漆桥圆腹自
,

除口颈和圈足外
,

遍体满布密密麻麻的嶙片纹
,

尤如鱼鳞一般

∀图三 � ∗ + #
。

再就是表现在对中原纹饰的使用上非常随意
,

如垂鳞纹和重环纹
,

在中原一般都

比较规整地用于鼎
、

篮
、

盘
、

画器物上
,

而在江南则不受任何限制
,

除上举深水盂
、

高淳卤的垂鳞

纹外
,

所见浦口 长山子昂及青阳鼎耳上也用大大小小任意刻划的垂鳞纹和重环纹 ∀=酬三
� ) ( #

。

长山子幕口 沿上四个
“

十
”

字形纹饰以及足部阴线刻的兽面形象的图案∀图三
� ) ∗ #

,

亦 尤 为 特

殊
。

还有
,

将中原纹饰与江南地方纹饰有机地结合运用在 同一器体上
,

如无锡北周巷二号签腹

部所饰细密规整的几何形纹中间
,

附加中原风格的两组四枚乳钉认
,

∃
一

�∃∋是这一装饰手法的代表
。

第四期
,

吴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
,

绝对年代相当春秋中
、

眺期
。

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冶铸业

的发展技术水平
,

以其著称于世的铜兵器为标志
,

高翅中原诸国
。

属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出上的昊器群
,

墓葬包括六合程桥 一
、

二 号及和仁东周墓
,

吴县何山

和丹徒谏壁粮山墓等
。

窖藏有苏州城东北及安徽贵池
。

另外苏州地区大从零从出土的青铜兵

器和农具皆为这一时期遗物
。

考察此期吴国青铜器的演化
,

离不开时代背景
。

当时周工室名存实亡
,

诸侯国各自称王称

霸
,

战争频繁
,

由此在客观上给各族人民间 </�∋ 经济文化交抓升辟
’

∋’∃
一

门道路
,

出现我国历史上

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局面
。

吴国这时也了林台
“

益辍称王
” 、 ‘

与中国时通侧会
,

而国斯霸焉
” 。

在这

一社会形势的制约下
,

同其它列国一 样
,

原有的昊文化许多地方传统特点相对减弱
,

而列国文

化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因素逐渐增强
。

具体分析这一期间江南出土吴国青铜器所表现出的地

方特征
,

可概括成如下儿方面
�

∗
�

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铸造方法
,

除继续熟练沿用分铸嵌入法外
,

对有些精致铜器附件开

始采取焊接新技术
,

纹饰上普遍运用印模法
。

从 目前的实物发现来看
,

吴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

经发明了炼铁并能锻铁的先进工艺
,

如六合程桥出土铁块和锻铁条等
。

另外
,

漂 阳出土一件甫

钟和二件征
,

币内都嵌有铁心
,

安徽贵池发现的东周青铜坯
,

有磁性
。

经作光谱定性分析及化学

分析
,

含铜 3 (
�

3 8 ≅和, +
�

&, ≅
,

其余为铁
。

此铜坯是铜
、

铁合金的典型物件
,

可见吴国在铜
、

铁

棍合使用方面曾进行过大胆的试验
,

开创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铜铁合制器物的先导
。

由于铁器

的使用
,

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坚硬而锐利的工具
,

以便对青铜器进行更加精密的加工
。

所 以 目

前发现吴国铜器上的描绘宴飨
、

狩猎等贵族生活为主题的线刻图画
,

刻线细如发丝
,

如不是使

用铁刀一类极锐利锋刃
,

而想在铸好铜器上刻划出那样精细流畅的纹饰
,

是不可能的
�

这种青

∗ ( ,



铜器 妞
、

线 对」
%

艺
,

到
‘<

戈国早
、 ,

4
“

期刁北较流行
,

这方面吴国处于领先地位
。

)
�

所见这一时期吴国青铜器形制
,

明显分为二种类型
� 一种是本地特点的造型

,

这类器物

以出土较多的竖耳
、

浅腹
、

痛蹄足外撇鼎最富有代表性
。

如在六合程桥
、

和仁墓
,

吴县何山墓
,

丹徒粮山墓以及窖藏和零星出土中均普遍发现∀图二
�

2) 一 2& #
。

还有一些地方形式的器物造

型
,

如丹徒粮山铜粗
,

器形为靓与三足釜的合体
,

中间束腰部有一水注
,

与早期当地流行的陶瓜

形制有着渊源关系 ∀图二 � 2 , #
。

该墓铜垂底带三蹄形垃健
,

与其它地区垂底一般作圈 足 式 相

比
,

亦显得有地方特点
。 ‘

另一种是吸取其它列国同期流行的器物造型
,

主要受楚
、

蔡等邻近国的影响较大
。

如在 卜

述一些墓葬中
�
皆可见与楚

、

蔡风格相似的一些铜器
,

这其中有些可能是战利品
,

如吴县何山墓

铜益
,

就有铭
“

楚叔之孙途
”

可证为楚器
。

&� 在纹饰上
,

这一时期的吴国铜器同其他列国趋向一致
,

主要通行构图繁密的蟠蜿纹以及

螺旋纹
、

羽状纹等
。

吴国传统特色的几何形陶纹仅见于器耳等次要部位上 ∀图三
�

&) 一 & , #
。

2
�

吴国的青铜兵器
,

是这一时期青铜铸造工业的突出发展项目
,

尤其是宝剑称冠于各国
,

《战国策》
、

《庄子》等古籍中皆有记载
。

历年来吴兵器不但在本地区有较多的发现
,

同时由于当

时的交往
、

馈赠
、

嫁女
、

出亡以及战争诸原因
,

不少吴国铜兵器流传列国
,

近来就在各地发现了

不少吴剑
, “昊王夫差剑

”

出于湖北襄阳蔡坡和河南辉县琉璃阁 5 , “

吴王光剑
”

出于山西峙峪4

“

攻歌太子姑发剑
”

出于安徽淮南蔡家岗等∀
。

而通过本地区墓葬出土的一些成组兵器来看
,

此

期吴兵器的特点有二
0
一是兵器类型增多

,

其基本组合形式为戈
、

矛
、

戟
、

剑
,

傲
。

进行远射
、

格

斗和护体三方面功能的武器俱全
。

二是每一种兵器形式丰富
,

说明吴国在对兵器铸造形式上
,

除坚持自己传统体制外
,

能够广取列国之长
。

如戈就有短胡一穿
、

长胡二穿
、

三穿
、

四穿之分
。

其中狭长援
,

援穿上带鼻饰者
,

据安徽寿县八万山蔡侯墓所出带铭文的戈分析
,

明确为吴
、

越

特点 .图二
0 ,% / 4

。

各式铜矛中
,

卖口端呈两圆弧尖形的
,

显系前两期吴式矛的演化 .图二
0 ,+ / 。

戟从六合程桥一号墓出土一件带柄完整器
,

全长&  

&% 米
,

与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楚国车战戟

是一致的2 。

剑的形制以六合程桥一号墓 Β 式剑为代表
,

锋呈弧形尖状
,

刃微外弧
,

剑身隆 脊

有棱
,

格上刻缕镶嵌纹饰
,

茎作圆柱或扁圆柱形
,

圆盘形首
。

精致名贵剑身往往满布花纹
,

常见

有几何形纹及火焰状纹
,

如山西峙峪出的吴王光剑
,

河南琉璃阁出的吴王夫差剑 以及传世的吴

王夫差剑
,

均属此式剑
,

是吴国晚期的典型剑制 . 图二
0 ,∃ /

。

此期链的形制分双翼圆染式
、

三

棱式及圆锥式三种
。

#  

青铜农具普遍发现
,

此期出土铜农具种类较前剧增
,

以其使用来分
,

有用 以砍伐开发农

田的斧
、

镇
、

锯
,

有掘土刨地耘田用的攫
,

铲
、

锄
、

铺
、

褥 .有称
“
犁

”

形器 / ,

有专门收割的铜锉 .有

称
“
蚌镰

” /和锯镰等
,

凡农业生产上需要的一套工具
,

可以说己达到应该具备的程度 .图一 0

,∀ 一#, /
。

在器形制作上
,

也颇具地方传统特色
。

如褥的形制可上溯到江南新石器时代的石制

耘 田器 : 镰的发展脉络上下看得更清楚
,

由当地石器时代石
、

蚌镰
,

到见于破山 口的吴国早期铜

像
,

直至此期间的锯镰
,

其形制演变一线贯通
。

这种锯镶一面平滑
,

一面铸成平行蔑状纹
,

到刃

部成锯齿形
,

愈使用磨损而锯齿刃 口越加锋利
,

不需要另行磨砺
,

用时装短柄尤适于收割成束

的水稻
,

至今江南农村仍在继续用着这样的铁锯雄
。

这种钢锯镶在其它地区虽亦偶有发现
,

但

江南最多
,

当是吴国的创造
。

以手握使用的锯齿口铜怪
,

为剪取早田作物穗的专用器具
。

∃  

在这一时期的吴国青铜器上开始出现刻铸铭文
。

其书法字体分为两种
0 一种为列国流

行的瘦长
‘
玉柱体

” :另一种为鸟书
,

即鸟篆文
,

这种文体据目前所见实物资料
,

始于吴国的王子

卫( ∃



戈
,

在公元前 ,)3 年以前
。

至于越
、

楚
、

蔡
、

宋诸国兵器上亦见流行这种文字
,

当仿 自吴器心
。

还

有些长篇铭文如吴王光鉴达,( 余字Α
,

记载着当时吴国外交括动方面的重要史事
。

吴器铭 文

用韵精严
,

反映出高度的文化水平
。

三
、

小 结

以上根据现有出土资料
,

将江南吴国青铜器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

其中一期的先吴时代
,

由于 目前出上铜器材料还极为贫乏
,

仅能看到它受商文化影响比较重
,

其它方而还是模枷不

清
。

而 自二期吴国建立后
,

江南地方铸造的青铜器尤如异军突起
,

直至三期逐渐创造 出自己独

特的传统
。

到四期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冲击
,

吴国青铜器遂趋向比较统一的南方型

式
。

这期;Β∋ 虽然还存在某一小段上的缺环
,

如周初的铜器迄今不见
,

但这亦无大妨
,

从整体的

角度来说
,

江南吴国青铜器自上而下的发展轮廓
,

现在看得还是 比较清晰的
。

江南古来为铜锡的名产地
,

据《禹贡》记载
“

厥贡唯金三 品∀金
、

银
、

铜 #
。 ”
《周礼

·

考工记》

亦日
� ‘
吴

、

粤之金锡
,

此材者之美者也
。 ”
在江南地区土墩墓屡有出土成坛的青铜块

,

除在本地

视为一种财富象征随葬外
,

它是否主要为 了便于向外输送而特地炼成的呢 Χ 很值得研究
。

而

南方青铜冶炼技术的渊源又在哪里 Χ 这将是我们在今后考古工作中尤应加以探索的间题
。

单就现有资料来看
,

江南吴国青铜器在其起步时间上
,

比之中原晚得多
。

究其原因
,

应是

与本地区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管理机构
,

各地的青铜冶炼业还仅是由分散的氏族部

落自行操办有关
,

如在宁镇地区各
“

湖熟文化
”

台形遗址
,

常有零星 的青铜冶炼遗存发现
。

至商

末周初吴国建立以后
,

江南地区的青铜铸造工业才可谓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

特别是因

为吴国的都城地区为周人所居
,

故而西周青铜文化对吴地的影响比较强烈
,

也促使地方青铜文

化迅猛发展
。

但是
,

江南人民在对外来文化的吸取与借鉴上
,

也并非是
“

邯郸学步
” ,

而是充分

利用当地优越的矿产资源条件
,

并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长
,

从铜质的熔炼到器物造型及花纹

装饰等工艺方面
,

均休现出生动活泼
、

富于革新的精神
,

这是吴国青铜器艺术 发展史上的值得

赞道的地方
。

至春秋中
、

晚期
,

吴国的青铜冶铸技术已是后来居上
,

达到了
“

青出于蓝 而 胜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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