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初探

—
兼论古代文化交融的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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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旨在通过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基本特
�

征的论述
,

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初期

的真谛
,

并就古代文化交融的途径与方式作初步

的探索
�

长江流域的青铜铸造业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

个时期
�

前期相当于中原夏商
、

西周 �一些地区

延至春秋初期 
,

后期为东周时期
�

由于长时期没

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
,

加之地域辽阔
,

部族繁

杂
,

地理环境相异
�

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
,

各

地与中原政权亲疏不一
,

相互影响程度不同
,

表

现在文化面貌上差异较大
�

在江苏
、

安徽长江沿岸的宁镇山脉和秦淮河

流域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现有
“

湖熟文化
’ 。

!∀ 年代

著名学者曾昭女禹
、

尹焕章曾根据出土铜傲
、

斧
、

鼎耳
、

鱼钩
、

锈渣等
,

认为
’

当时人们已掌握冶铜

技术
” ,

提出
“

冶铜技术由北而南的可能性要比较

大些
,

但这不等于否定 了江南地区有独立发明冶

铜技术的可能性
’

�# 
,

并推断湖熟文化的上限在殷

末以后
,

应该承认
,

他们在当时资料条件下
,

作

出上述推断是相当有勇气的
,

但对江南青铜文化

的认识限于资料仍很模糊
,

年代的推断囿于传统

观念相差甚远
�

碳 ∃% 测定表明
,

湖熟文化并非迟

至
‘

殷末以后
’ ,

其早期为 ∃!%∀ &
�

∋ 士(∀ 年�相当于

商代初期 
,

晚期为 ∃∃( !&
�

) 士 ∃∀ ! 年湘当于西周

初期  �∗ 
�

北阴阳营上层 �早期湖熟文化 的两个标

本 �( ∃
、

( ∗ 分别为 +, ∗∀ &
�

) 土 ∃− ! 和 ∃−, .& ) 土

∃/ ! 年伪
,

则可能更早些
�

湖熟文化铜器冶铸工具

一 , 一

是陶钵和陶勺 �握灌铜液用  
,

与 中原灰陶大 口

尊
、

将军盔等冶铜工具不同
,

说明其冶铸方法相

异
,

具有地域特色
�

而且其铸造水平已相 当成

熟
,

在此以前
,

还应有一个相当长的萌芽时期
�

在赣江一一都阳湖地区
,

相当于中原商周时

期的遗址已发现近 ∗∀ ∀ 处
,

其中清江吴城遗址出

土的青铜器最具代表性
�

该遗址年代上相当于中

原商代
一

早期至商末周初
�

该文化出土物有几点特

别值得重视 0

一
,

出土的青铜荤
、

刀
、

矛
、

戈
、

器盖等造

型美观大方
,

纹饰丰富华丽
,

其工艺水平与中原

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不相上下
,

说明当地的青铜铸

造业相当发达
�

∃( ./ 年在吴城发现 − 件铜兵器

�戈二
、

矛一  
,

戈的形式与中原相似
,

但矛
、

戈

上的纹饰作风与中原迥然不同
,

独具风格
。

�% 

二
,

出土
一

批浇铸斧
、

锌
、

凿
、

刀
、

锨
、 #

紧

�足 的石范
,

而商周则以陶范铸器为传统
,

表明

即使是比较相象的铜器
,

其铸造方法也不同
。

三
,

吴城出土的陶器和石范上发现 ∃!∀ 多个

刻划符号或文字
,

少则一
、

二字
,

多则十二字
,

对于这类文字
,

有学者认为其中第 期陶器上的

刻文可能是另一 种已经失传的文字�1 
�

吴城遗址经李伯谦
、

邹衡
、

彭适凡诸先生研

究
,

认为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

应命名为吴城文化
”

�/ 
�

最近
,

江西新赣县在 一个坑 内发掘出大批商

代文物
,

其中青铜器 −∀∀ 余件
,

种类达十多种
,

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不同
,

具有十分鲜明的南

方特色
,

这一惊人发现引起考古界高度重视
,

提

出
0

史称江南为
“

南蛮
”

之说
,

可能因此被推翻
,

对 于研究商代南方青铜文化
,

具有很高的价值



候

篡

仍
。

在长江中游
、

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地区
,

早在

殷王武丁时
,

荆楚已作为南方的一股势力处于与

殷对抗的地位
,

周初正式建都立国后
,

史籍中也

屡屡传达了周楚抗衡的信息
�

春秋战国时辉煌瑰

丽的楚文化应是在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几乎同时

并行发展的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

在这

一过程中
,

楚吸 收了来自中原商周先进文化因

素
,

同时也融合了西部巴蜀
、

南方百越的某些因

素
�

春秋以前楚铜器的个性尚不鲜明
�

但这并不

意味着春秋之前楚铜器完全没有个性
,

更不是与

中原铜器
‘

没有 区别
’ ,

楚铜器本身是融合的产

物
,

它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到春秋中期前

后
,

随着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
,

终于形

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楚式铜器
�

属于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
,

是巴蜀的活动区

域
�

现代考古使巴蜀古国神秘的色彩正在剥落
,

四川广汉古城址及三星堆古青铜雕像群的发现
,

使早期巴蜀青铜文化重见天 日
,

令人叹为观止
。

从数量上看
,

,∀∀ 余件金
、

铜
、

玉石
、

陶器中
,

青铜器占有较大比重
,

总重量竟达一吨
,

为同时

代青铜文化所未见
�

形式古朴
,

艺术价值极高的

青铜雕象群尤为珍贵
,

一尊青铜人像连座高达

∗/ ∗ 厘米
�

还有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的数十尊青

铜头象
�

另有高 ∃ % 米的青铜
“

神树
’

一棵
,

上有

奇特的飞禽走兽
,

枝叶果实
,

其风格与中原相

异
,

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青铜艺术史的空

白
,

而且为青铜铸造工艺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

料�, 
�

表明巴蜀早期青铜文化具有相当高的技艺

水平
,

它与夏商青铜文化并行发展
,

具有 自己的

发展体系和独特的文化面貌
,

既有别于夏商周文

化
,

又是构成中华古文明有机体的一部分
�

这一

地区曾存在过独立发生
、

发展的青铜文化是完全

可能的
。

总之
,

前期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生和初步

发展的时期
�

总的发展水平似乎不如中原地区发

达
�

但由于长江流域是古代铜锡矿的重要产地
,

当地先民很
一

早就学会了采矿
、

冶炼的技术
,

从大

冶铜绿山采冶技术的先进性
,

可知那里的有关技

术已渡过了它的原始阶段
,

冶铸技术可能是独立

发生的
�

就目前资料而言
,

湖熟文化
、

吴城文

化
、

早期巴蜀文化至迟在夏商之际已有自己的冶

铸业
,

生产小型工具
、

容器
,

直 至大型青铜雕

象
�

各地土著青铜文化的 自身特点十分突出
,

存

在着异于中原的发展序列
,

所出器物中形制
、

纹

饰与中原相似的占有较大比例
,

但大都以地方化

的中原型铜器出现
,

经过了一番改造
,

尤其是纹

饰上多以变种形式出现
,

中原常见的夔纹
、

婆番

纹
,

凤鸟纹都有明显的变化
,

或出现有异于中原

的几何线纹
,

来源于当地的印纹陶纹饰
。

另外
,

还有一定数量的地方型铜器
,

为中原所未见
�

如

屯溪墓出土的五柱器
、

撇足鼎
、

烟墩出土的角状

器
、

扁
、

仪征出的高档袋足独环耳扁及常见的乐

器句耀
、

镂孔盘 �炉 等
�

此外
,

礼器极少
,

有

铭器罕见
,

铸器不精
,

随葬铜器不多等都表明长

江流域青铜业落后于中原
�

同时
,

我们也应该看

到
,

各古代文明的内涵与特点各有异同
,

它们既

然都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同阶段
,

其间必然有

反映历史规律的共同性
,

由于社会条件以 及 自

然
、

地理的不同
,

文化面貌不可避免地出现差

异
,

表现出各 自的特点
,

研究文明发韧初期的物

质形态
,

尤其应兼顾这种共同性和特殊性
,

不应

简单地把外因看作唯一发展的因素
�

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长期被华夏列国视

为落后的
“

蛮夷
” ,

古籍中关于这一地区的记载直

到春秋中叶还很少
�

其实这 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在

前期发展的基础上
,

有了长足的进步
,

李学勤先

生指出
“

⋯⋯事实上
,

长江下游诸国的青铜文化相

当发达
�

研究金文的学者早就指出
,

吴
、

越
、

徐

等国青铜器制作优美
,

铭文用韵精严
,

反映着高

度的文化水平
�

过去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

化上落后于北方
,

实在是一种误解
”

�( 
�

不消除误

解
、

打破偏见
,

中华文明发展的真谛就难 以寻

觅
�

在江苏南部及其毗连的皖南
、

上海
、

浙北发

现大批的土墩墓
�

其早期与湖熟文化晚期相衔

接
,

约当中原西周前期
,

晚期约当春秋战国之际

或稍晚�, ∀ 
�

土墩墓中时见青铜器出土
,

如丹徒烟

墩山
、

皖南屯溪的西周墓
,

出土铜器大多具有江

南特色
。

西周以后的青铜器在江浙皖一带更是多

见
,

不少研究者将其纳人吴越文化的范畴进行 了

详细而深人的研究
。

昊越青铜器在前期发展的基

础上呈异军突起之势
,

从器型到纹饰都具有浓厚

一 ( 一



的地方色彩
,

自成体系和特色
,

器形种类增多
,

数量也大增
�

器物造型上多有 自己风格
,

如扁体

签流行
,

中原式圆体篮消失
�

兵器铸造精良
,

生

产工具大量涌现
,

常见的有锄
、

镰
、

削
、

双孔半

圆形牲
、

蛋壳形祖及斤
、

矛
、

戈
、

剑等
�

与文献

记载颇为一致
�

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身有菱形几何暗纹
、

云

纹或火焰状纹等优美纹饰
,

剑格大多用蓝色琉璃

与绿松石镶嵌成图案
,

工艺水平极高
,

埋于地下

二千多年
,

至今寒光逼人
�

可见史载勾践佩
“

步光

之剑
’ �# ’ 绝非虚言

�

经 2 光萤光真空分析
,

此剑曾

用硫化铜防锈法处理
,

与战国末年秦始皇兵马俑

坑出土的青铜剑以氧化铬为防锈法不同�, ∗ 
�

有学

者又用 2 光衍射分析法证明剑基体是锡青铜
,

而

花纹是锡
、

铜及铁的合金�# −  
,

其工艺水平之高
,

可见一斑
�

此外
,

勾践剑的制作已采用复合金属

加工工艺
�

经化验剑的主要成份是铜
、

锡
,

还有

少量铅
、

铁
、

硫等
,

剑体各个不同部位金属的含

量不同
,

剑脊含铜较多
,

韧性好
,

使剑不易折

断
,

而剑刃部含锡量高
,

使剑锋利
,

剑格中央和

边缘铜锡的含量也不同
�

这种一器多种成份比例

的方法和先铸剑脊
、

再浇铸剑刃的复合铸造工艺

是相当进步的
,

可称得上是刚柔相济的特种青铜

剑
�

专家指出
,

春秋晚期吴越
“

青铜剑
’

的铸造水

平远远超过中原诸国
’

�#%  
�

进人战国之后
�

随着越国的衰弱和楚国的东

渐
,

长江下游
、

东部沿海楚文化的影响日增
�

建国以来
,

发掘楚墓总数已超过 % ! ∀∀ 座
,

占

已掘东周墓葬总数的 .∀ 3 以上�# ! 
�

出土了大量的

铜器
,

对楚铜器独特风格和铸技的研究是了解楚

文化的重要方面
,

已引起广泛的注意
�

以下仅就

东周楚式铜器的特点作一概括并略述己见
�

楚国在东周时代灭国四
、

五十之多�旧
,

这些

诸侯国大都在鄂
、

豫交界一带
,

汉淮二水之间
�

同时楚国也将其文化传播到这些地区
,

一 些原属

中原系统的国家
,

很快吸收了楚文化因素
,

比较

典型的是蔡昭侯墓和曾侯乙墓均出土大量具有楚

文化特征的铜器
,

学者称之为楚式铜器
�

从而在

文化史上逐步形成以楚国本身为中心的一个新传
统�∃.  

�

据研究
,

楚式青铜礼器独特风格和楚文化总

体特征的开始形成
,

当于春秋中期前后
�

典型的

楚式礼器如鼎
、

盏
、

盔
、

击等
,

或是楚国独创的

一 ∃∀ 一

型制
,

或是在中原系统器形上加进了楚文化因

素
,

不少器物多有创新
,

在工艺技巧
、

艺术风格

上超过中原地区同期类似器物
,

并转而影响中原

列国和其它地区
�

以前我们只注意到楚器模仿中

原器物的一面
,

而忽略中原某些器物模仿楚器以

及楚器向中原地区流传的一面
,

显然是有误的
。

楚器中的盏
、

敦等就明显地存在着由南向北流传

的情况
�

楚器独特风格的形成反映了它极善吸收

周围地 区文化的先进 因素
,

而非消极地照搬套

用
,

同时也显示了其文化根基的深厚
,

有能力兼

收并蓄且极富创新精神
�

以青铜技艺为例
,

中原出现 了浮雕状花纹和

嵌错图象纹的新技术
,

以晋及后来的三晋为代

表
�

而在楚国出现的是更繁复的镂空花纹
。

随县

擂鼓墩曾侯乙墓的青铜器群达到这一类器物的巅

峰
。

如所出盘尊有立体浮雕状镂空蟠迪纹
,

其精

细犹如丝瓜络
,

且互不接续
,

彼此独立
,

全靠内

层铜梗支承
,

铜梗分层联结
,

混然一休
,

经研究

系采用失蜡法铸成�#& 〕
�

该墓青铜器合范铸造术也

达到新的高峰
,

仅以编钟为例
,

不仅数量多
,

重

量大
,

而且铸工极精美细致
,

如中层 甭钟 的铸

型
,

用范
、

芯 ∃− / 块组成
�

钟虎底部满布高浮

雕
、

蟠嫡纹
,

没有娴熟技术是无法想象的
�

�#(  

目前已知国内最早采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的

器物
,

是在河南浙川下寺二号春秋楚墓中出土的

云纹铜禁《∗∀ 
�

禁体部分用 ∗! 块蜡模分块捏制
,

再

合成一个完整的模铸型
,

使体积大而结构异常复

杂的禁体一次铸成
,

似透雕而胜于透雕
,

显得生

动活泼
,

玲珑剔透
,

铸造工艺之高超为同时代器

所望尘莫及山  
�

楚器中嵌错工艺 �嵌铜或金
、

错金
、

银  
、

针

刻工艺
、

模印制范工艺
、

焊接工艺等均有独到之

处
,

毫不比其它各国逊色
�

当然
,

楚国发达的青

铜工艺并非一 花独开
,

秦
、

晋
、

齐 以及吴越等国

均有独到之处
,

春秋中叶之后都 已形成各 自特

色
�

由于楚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
,

辽阔的疆域
,

其对北方
、

尤其是对南方广大地区 的影响不可低

估
。

东周时期
,

楚国一方面与中原列国抗争
,

饮

马黄河
,

问鼎周庭
,

长期与秦晋争霸称雄 4 5

一而

积极向江淮
、

江湘等地发展势力
,

并进而统一长

江中下游地区
,

成为我国南方空前的大国
。

考古

资料表明
,

楚的势力一直影响到岭南
,

深人广东

广西的腹地�∗∗  ,

在秦灭六国前
,

楚国实际上已统

衡



二

一 了南半部中国
,

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

秦汉大统一 的政治经济基础
,

其作用之巨是毋庸

置疑的
�

巴蜀文化基本上在四川境内
,

在相邻的湖

北
、

湖南
、

贵州的某些地点也有分布
�

历年来
,

相当于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屡有发现
,

其中

礼器较少
,

容器中的母多见
,

其形制与中原相

类
,

但一般形体深厚雄伟
,

器身饰有立棱和立体

怪兽
,

在彭县竹瓦街二个窖藏中出土 ( 件铜番
,

其中
“

羊头饰大铜餐
’

和兽而饰象头铜誉分别高达

.(
、

/(
�

% 和 .∀ ∗ 厘米�∗−  
�

铜器中动物形纹饰的浮

雕运用广泛
,

此外有铭铜器极少见
,

在一些巴蜀

青铜器上多有特殊文字的铭文
,

被称之为
“

巴蜀图

语
, ,

这种文字在战国中期以后渐渐消亡
,

至今尚

未能释读
�

某些器物从形制上看与中原同类器相

仿
,

纹饰却有 6 变化
,

是经过改造的地方产品
。

巴蜀青铜遗物中以兵器最窝于特色
,

且 出土

童也最多
。

其中剑 械的形式与戈
、

矛上的纹饰

最具地方特征
。

剑均作柳叶形
,

扁茎
、

无首
,

柄

上两穿
,

用以装柄
。

一 种宽而长者
,

肩以上往往

铸或刻有手
、

心纹
、

虎纹
�

还出土 带剑鞘的双

剑
�

戈的个性更为明显
,

其演变 白有脉络
,

与中

原相异
,

其特殊性表现在多方面
,

如带有下胡或

上 卜胡对称的戈
,

戈穿形式呈
“

桃花形
” 、 ‘

菱形
’

等
,

纹饰上地方色彩浓厚�∗%  
�

春秋战国时期
,

巴

蜀与楚
、

秦交往频繁
,

和互之间影响颇多
,

但 自

己的传统与风格仍然存在
,

个别地区一些器物在

秦占领之后
,

仍保存相当长时期
。

我国青铜铸造业在殷末周初发展 至一高峰时

期
,

器物厚玉
�

崇尚繁缉华丽
,

庄重而神秘
,

西

周中晚期作风转趋简陋轻率
,

纹饰少变而单洲
,

进入所谓的
‘

颓致期
” 。, 7,

这
一

状况至存秋中肠卜为

之 一变
,

重新祟 尚繁绷华丽的装饰
,

但和商末周

初的神秘诡异不同
,

纹饰多为现实性动物
,

式样

翻新
,

形巧实用
,

有清新秀逸之气
�

这是我国青

铜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

即所谓
。

中兴期
, �

至战

国末年
,

青铜器铸造又归 卜简朴
,

渐至转入铁器

时代 纵观中兴期的青铜铸造业
,

南方楚国
、

吴

国
、

越国
�

北力
一

的晋 �三晋 
、

西方的秦
,

东方的

齐都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
,

相互间的影响
,

交

流也和当频繁
�

以巴
、

蜀
、

楚
、

吴越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

奴在而期基础上有 6 长足的进步
,

形成自己的风

格和特色
,

无论在器形塑造
、

铸造技艺
、

矿冶技

术等方而都出现了崭新的局而
�

吴越兵器
、

农具

之精良
,

楚器形式之丰富
,

加工之精细
,

工艺水

平之高超
,

对各国影响之深广是举世公认的
,

总

的水平非但不比列国落后
,

反而有过之而无不

及
,

在某些方而如失蜡铸造术
、

嵌错工艺当属列

国之首
,

这是春秋中叶后整个青铜业
“

中兴
‘

的重

要组成部分
,

更确切地说
,

来 自长江流域的新技

艺为 古老的青铜业注人了新的生机
,

焕发了青

春
�

中兴期的青铜业是南北融合的产物
�

它标志

着中国占代青铜业的最高水
一

平
�

长期以来
,

史学界 一此同志把黄河流域作为

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唯一的发源地
,

自觉不 白觉地

把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禁钢在一个狭小的圈了

里
,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

件遍认为中华文明的

起源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

而把周边的

部族
、

方国统统斥之为
“

夷蛮
”

或
“

戎狄
” ,

似乎当

文明之花盛开
二

8
0

中原各国时
,

这些地沐都还处 8
几

一
片荒漠和混沌之中

,

这些地区的任何发展都是

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
,

文明的渊似是 一元的
,

文

化的传播是单向的
,

青铜文化也是从中原衍蔓并

辐射到各地
。

传统观点的弊病在于把中华文明与

中原文明棍为一谈
,

把文化的传播
、

交融的多向

复杂性筋单地理解为单向批发式
�

于是
,

纷繁复

杂的历史及文化的传播变得简单而明 6
,

大凡中

原以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皿非
“

舶来品
’ ,

即仿制

品
,

时代上 白然晚一个时期 �数 牛至数 百年不

等 
,

并未仔细研究准是源
�

准是流
,

还是各自独

立发展的产物
,

极大影响 厂对中原以外其它地区

文化而貌的认识
�

我们认为
,

任何 一种文化 �尤其是古代的文

化。
,

在当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燕性
,

它的

传播和衍化都同时遵循两条原则
,

其一是文化传

播上的辐射性
,

把某种文化内涵的信息通过各种

途径
,

辐射状地传至四邻或更遥远的地区
,

石器

时代
,

虽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

各种文化的辐射

强度 一般较弱
,

但也绝非
“

鸡大之声相闻
,

民至老

死不扣往来
” �

文化的传播
、

影响
、

吸收和变异是

客观存在的
,

到 了青铜时代
,

随肴国家的建 认
,

文化通过行政和非行政的 乒段加强 了辐射性
�

文

一 ∃∃ 一



化传播中的辐射性各种文化均具有
,

只是强弱程

度不同
,

不独中原文化才具备
。

这种辐射性使某

一文化区域的外缘不断扩大
�

其二是文化衍化上

的辐镶性
,

周边文化 内涵象车辐集中于车烈一

样
�

为某一文化的发展丰富提供了养料
,

这一特

性在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

在文化

发展水平迥异地区也同样存在
�

某一民族
、

国家

的文化毫无例外地将吸收
、

消化周围民族
、

国家

的文化因素
�

所不同的是强弱程度上的差异
。

当

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
,

文化上的辐射性和辐捧

性必将在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
,

已经很难找到一

种完全孤立发展的文化
。

国外学者用文化的交互

作用圈 �文化圈 和地域共同传统的理论来解释

各文化之间的交往和影响
,

提出
“

没有哪个地域文

化发展是孤 立的
”
�∗/ 观点

,

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

我国夏商周时期
,

中原政权在其自身发展完

善过程中
,

一 方而通过诸如战争
、

掠夺
、

通商
、

交换
、

朝聘
、

进贡
、

通婚等多种方式把文明的信

息
,

帝国的威慑传至四方
,

这是古往今来绝大多

数史学工作者都承认并加以暄染的
,

但是这仅仅

是问题的一个方而
,

还应看到
,

三代面对的不是

一片荒漠
,

以长江中
一

9游地区而论
,

不少部族已

经具备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内在因素
,

三苗先民
,

良清文化先民及其后 裔已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
,

继而又建 立了一个个奴隶制国家
,

它们所创造的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也必然通过多种途径影响
、

渗透到其它地区
�

各地区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
,

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人们交际手段的增多而不

断加强
,

虽然影响的程度不平衡
,

浸透的能量有

大小
,

但其存在是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

律
�

仅仅只强调来 自北方王朝的
“

中原文明
”

对
“

南

蛮之人
’

的教化和影响
,

而忽略或甚而完全否定南

方对北方的影响
,

这是非常片而的
,

也是有碍 上

研究深化的
�

毫无疑问
,

各地在发展中或多或少

地受到先进的中原文化 �例如青铜文化的影响 
,

甚至强烈影响
,

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
,

不是唯物

主 义的观点
,

但我们还应看到 0

长江流域各地青铜器都程度不同地保留 了当

地土著文化 #:; 素
,

这在纹饰和某些器物上反映极

为强烈
,

形制上仿中原铜器
,

而纹饰上却是当地

传统
,

不少器物仪是形似而实非
,

经过了改造加

工
,

这说叨来自北方的影响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

取代南方的传统
,

表明南方青铜文化有自己的根

一 ∃∗ 一

基和系统
,

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的风格
,

此其一
。

�

在矿冶
、

铸技
、

纹饰
、

形制等方面都可能存

在着来 自南方的反影响一 不承认这点
,

同样不是

唯物主义的
�

据研究
,

商周铜器中流行的云纹
、

回纹
、

婆奢纹
、

兽面纹都可在江南原始良淆文化

中找到它的雏形 4 几何印纹的复合图案在江南印

纹陶上屡见不鲜
。

一些器物是南方传统的器物
,

如敲击乐器怔�∗.  
·

傅护∗1 
、 一

旱期雨钟�∗(  等等就存在

着由南向北流传的过程
�

同时
,

也不应排除某些

器物形制
、

纹饰由北方传人南方
,

改造后再北传

或由南方传人北方后的再南传
。

总之
,

文化的融

合是十分复杂的
,

存在着相互吸收
、

交替影响
、

借鉴
、

多次循环的过程
,

简单地把这
一

过程理解

为单向传递
,

一次而终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辩证法

的
。

此其二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战争是政冶的继续
,

是民

�部 族
、

地区间交往的特殊手段
�

战争在很大程

度上
一

可以传播文明
,

也可能使某此地区的文明之

火熄灭
,

对于胜利者来说
,

是聚敛财富
、

扩大影

响
、

开拓地盘的重要方式
,

对暂时处 于落后的地

试征伐
,

则可能造成部众被杀戮俘获
、

财富遭焚

劫
,

城池被夷毁
,

甚至文明进程中断
,

直至灭宗

夷族的惨祸
,

或者造成对战败地区坚不可摧的政

治军事压抑
,

加上无休止的朝贡献纳
,

征税服

役
,

束缚 了某些部族
、

地区的进步
。

而
“

历史
”

从

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
,

是由胜利者来描述的
。

创

造历史的功绩 自然也记在胜利者的功劳簿上
,

对

于失败者而
一

言
,

除了污蔑性的语 言
、

讨伐时的
“

罪

状
” ,

他们创造历史的功绩 在文献中几乎荡然无

存
�

历 史的尘埃 �人为的和自然的  少引青掩埋 了

失败者的业绩
,

现代考占成果部分地揭示 了历史

的真而日
,

使我们有可能从广泛的范围里来认识

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初期的真缔
,

认识中原以外

地 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
�

历史上的所谓融合 �文化与民族上的融合  

在古代一般表现为非主观意识的客观效果
�

除 了

野蛮的征服
、

无止境的掠夺等形式外
,

有意无意

的交流
,

技艺上的潜移默化是大量的
,

这种交流

必然导致双方经济文化上的缓慢启发
、

融合
,

正

象我们无法否定来白北力
一

政权中心对南方的强烈

影响一样
,

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来 自南 厅某些先

进因素的渗透
。

添



长江流域地域辽阔
,

先秦时期生息着众多的

部族
,

东南为荆蛮
、

百越
,

汉水流域为荆楚
、

川
、

贵
、

滇为巴
、

踢
、

蹼等
,

文化渊源不同
,

发

展水平不平衡
,

那里的青铜文化呈现多元的复杂

现象
,

他们与中原政权之间都存在着接触与交

往
�

相对而言
,

愈是善于吸收外来因素的地区或

国家
,

其发展就快些
,

我们从楚式铜器的形成和

发展
,

既看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

又看到了

楚文化的反影响
�

秦统一 六国
,

融南北文化于 一

炉
,

标志着两大流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的

初步统一
,

这是秦汉时代出现封建政治经济高潮

的重要原因
,

也是华夏民族 �汉族  正式形成的

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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