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

江苏省丹徒县大港至谏壁一带的沿江山

脉
,

属宁镇山脉的一个分枝
,

在 山 顶 和 山

下
,

可以见到大大小小 的土墩
。

自1 9 5 4年在

烟墩山发现
“ 宜侯矢
”
墓以来

,

又先后在粮

山
、

磨盘墩和荞麦山等地发现两周墓葬
。

①
1 9 8 4年初

,

南京博物院对这一带作了较为全

面的墓葬分布普查
。

同年 5 月
,

镇 江 博 物

馆
、

丹徒县文教局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

教研室和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人员组成丹徒考

古队
,

对大港至谏壁沿江的墓葬进行了科学

发掘
。

发掘工作由赵青芳领 队
,

邹厚本工地总

负责
,

时裕承负责行政事务
。

以下分 3 个发掘

组
:
镇江博物馆负责发掘双墩②

,

工作人员肖

梦龙
、

商志翻
、

车广锦
、

周大鸣 , 中山大学人

类学系考古教研室负责发掘西烟墩山
,

③工

作人员乔晓勤
、
周晓陆
、

程建 ; 南京博物院

负责发掘北山顶
,

工作人员张敏
、

刘丽文
。

北山顶春秋墓报告如下
。

、

蕊葬的位里
、

结构及布局

墓葬位于北山的顶部
,

( 北山顶
,

又名

背山顶或背顶山 ) 海 拔 81
.

6 米
,

为大港至

谏壁间的最高峰
。

北山东距 大 港 镇 约 3 公

里
,

西距谏壁镇约 5 公里
,

其 东 为 西 烟墩

山
,

西为青龙山
,

南靠连绵的大山 (山名 )
,

北临滔滔长江
,

气势雄伟壮观
。

( 图一
,

图

版一 )

墓葬代号为 84 D B M
。

封土的平面 近 似

椭圆形
,

高 5
.

5 米
,

顶 部 南 北 7
.

05
、

东 西

1 2
.

2 5米
,

底部南北 3 0
.

7 5
、

东 西 3 2
.

2 5米
。

封土为坚硬的黄土
,

间有棕红色土
、

黑色土

及少量石块
。

从十字形隔梁的剖面上观察可

见一层一层中部高四周低的斜向堆积土
,

然
、

每一堆积层的层面上
,

都不见明显 的夯窝痕

迹
。

封土之下是墓坑
。

墓坑是在山的顶部将

厚约 1
.

5米的岩石风化土修成平台后 再下挖

而成
。

墓坑平面呈力形
,

由长方形墓室和长

条形墓道组成
。

墓坑上大下小
,

坑壁向内倾

斜
,

墓道的南壁上还有一 个 便 于 上下的脚

窝
,

墓坑底部凹凸不平的基岩经过修整
,

平

如石板
,

墓道与墓室之间的底 部 有 一道凸

起的石脊作为分界
,

坑底边缘 有 些 地 方还

整齐地排列着石块
。

墓 室 长 5
.

8
、

宽 4
.

.5

深 1
.

35 ~ 1
.

45 米 ; 墓道偏在墓 室 的 西 北
,

长
5

.

8
、

宽
2

.

3 5
、

深
1

.

1 5 ~ 1
.

2 5 米
。

墓 向

2 7 0
。 。

墓 坑 北 面 的 土 台 长 约
1 8、
宽 约 1 3

米
,

南 面 的 土 台 长 约 18
、

宽 约
7 米
。

墓 坑

内 的 填 土 呈 灰 黑 色

,

湿 润 松 软

,

并 间 有 棕 红

色 土 块

,

底 部 还 间 有 灰 白 色 小 颗 粒 石 块

。

( 图 二 )

墓坑两 侧 的平台 上
,

各 有 一 附 葬 人

,

并

有 少 量 随 葬 品

。

北 侧 人 骨 架 已 朽

,

仅 可 见 残

股 骨 及 骨 渣

,

头 向 约
0
。 ,

随 葬 器 物 置 头 部 和

足 部

,

头 部 为 一 束 青 铜 削 和 一 束 青 铜 小 刀

,

足

部 为 一 件 三 足 青 铜 鉴

,

鉴 下 有 木 炭 和 烧 土 痕

迹
,
底 部 有 烟 臭

,

鉴 内 有 动 物 骨 渣

。

(
周 三

)南

侧人 骨架也 已朽烂
,

然 股 骨 和 胫 骨 仍 清 晰 可

见

,

头 向 约 21 0
。 ,

头 部 随 葬 物 为 一 束 青 铜 削

和 一 束 青 铜 小 刀

,

颈 部 有
3 颗 水 晶 珠

,

珠 孔

内 有 炭 化 的 绳 索

。

( 图四 ) 从 随 葬 器 物分

析
,

北 侧 附 葬 人 有 炊 器

,

南 侧 附 葬 人 有 装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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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而 北 侧 可 能 为 男 性

,

南 侧 可 能 为 女

性

。

从 铜 鉴 内 有 动 物 骨 渣 及 鉴 下 有 木 炭 和 烧

土 痕 迹 来 看

,

似 为 就 地 烧 煮 食 物 之 后 再 行 封

土

,

因 而 推 测 土 台 上 的 一 男 一 女

,

可 能 为 人

祭

。

墓 道 内 依 随 葬 情 况 可 分 为 三 层

。

上 层

,

偏 在 西 北 角

,

堆 放 着 青 铜 盖 弓 帽 26 件
,

盖 斗

帽
1 件

,

盖 弓 帽 和 盖 斗 帽 的 下 面 是 一 片 不 规

则 的 红 烧 土 和 一 层 炭 灰

。

( 图五
·

上

,

图 版

三

,

上 )中层
,

偏 在 南 则

,

有 一 附 葬 人

,

骨 架

保 存 完 好

,

头 向
8 5

, ,

仰 身 直 肢

,

从 颅 顶 至

跳 骨 的 距 离 来 计 算

,

身 高 约
1

.

60 米
。

骨 架 的

上 下 及 两 侧 有 一 层 灰 白 色 丝 织 物 痕 迹

,

估 计

原 应 有 丝 织 物 包 裹

。

随 葬 器 物 置 于 足 部

,

计

有 席 纹 硬 陶 罐 一 件

,

罐 口
覆 泥 质 黑 陶 盆 一

件

,

盆 底 上 置 泥 质 灰 陶 双 耳 壶 一 件

,

罐 下 东

侧 有 泥 质 黑 陶 纺 轮 两 件

,

另 外 两 股 骨 间 有 一

石 块

,

白 色 砂 岩

,

腐 蚀 较 严 重

,

形 状 类 似 石

斧

,

然 无 孔

。

人 骨 架 经 南 京 医 学 院 解 剖 教 研

室 邹 令 哲

、

姚 传 业 鉴 定

:
女 性

,
年 龄 约 30

岁
。

( 图五
·

中

,
图 版 三

,

下 ) 下 层
,

即 墓 道

的 底 部

,

置 放 青 铜 礼 器

、

乐 器

、

兵 器 军 乐 器

、

车 器

、

马 器

、

工 具 等

。

墓 道 底 部 的 西 北 角 置

青 铜 鼎
3 件

,
皆 有 盖

,

中 鼎 和 大 鼎 并 列

,

小

鼎 在 中 鼎 的 东 面

,

中 鼎 下 有 青 铜 勺
1 件

,
鼎

10厘米

图四 附葬人 随葬器物平面图
1一 3水 晶珠 4一 `青 铜 小 刀 7一 10

.

青 铜 削

70湮升兮

图 三 附 葬 人 随 葬 器 物 平 面 图 ( 图中缺鉴 )

1一 `
.

青 铜 小 刀
7一 .4 青 铜削

内 均 有 动 物 骨 骼
,

经 南 京 大 学 生 物 系 林 金 榜

和 上 海 自 然 博 物 馆 曹 克 清 鉴 定

,

大 中 小
3 鼎

内 分 别 为 羊
、

家 猪 和 鲤 鱼

,

3 鼎 的 底 部 皆 有 烟

负
。

大 鼎 的 南 面

,

并 列 两 件 青 铜 击

,

击 有 盖

。

击

的 南 面
,

即 西 南 角

,

置 一 堆 青 铜 兵 器

,

计 有 戟

1 件
,

矛 8 件
,

小 矛 l 件
,

锋 皆 向 西

,

戟 和

矛 的 下 面

,

还 有 墩

、

蹲 各
1 件
。

兵 器 之 间 和

矛 签 内 有 残 留 的 木 秘 痕 迹

,
可 能 将 木 秘 折 断

后 堆 放 在 一 起 的
。

鼎 和 任 的 东 面

,
置 青 铜 谆

于 3 件
,

其 中 南 北 两 件 钮 朝 东
,

中 间 横 置 i

件 停 于 和 1 件 悬 鼓
,

案享 于 钮 朝 北
,

悬 鼓 已 朽

烂

,

仅 存 青 铜 悬 鼓 环 和 一 片 红 色 漆 皮

,
由 于

被 挤 压 变 形
,

鼓 已 无 法 复 原

。

北 边 的 停 于 内

还 置 青 铜 丁 宁
1 件

,

柄 朝 外

。

鼎

、

伍 和 谆
于

的 下 面

,
留 有 铺 垫 芦 席 的 痕 迹

,
鼎 和 备 的 上

面

,

有 覆 盖 麻 布 留 下 的 痕 迹

。

(图版四
, 1 )

席布很疏
,
每 平 方 厘 米 经 纬 为 9 x g 至 g x

10
。

悬 鼓 的 东 面

,
散 放 着 青 铜 车 杏

、

辖 三

套

,
·

害 辖 一 大 二 小

,

其 中 一 套 小 车 害 带 方

策

。

害 辖 的 下 面

,

有 红 色 和 黑 色 漆 皮

,

害 上

还 留 有 丝 织 物 痕 迹

。

青 辖 的 东 边
,
有 石 质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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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铜

盖 斗 帽

.

青
铜

盖
弓

帽

中

1
.

灰 陶
壶

2
.

黑
陶 盆

3
.

硬
陶

罐

4
.

5
.

陶
纺 轮

石

.

7
.

青
铜

削

8
.

石
器

( ? )

图五
、

侧 室 内 随 葬 器 物 分 布 图

下

3
.

青
铜 勺 10

.

青
铜

激

4
.

青
铜

夔 纹 鼎 11 一14
.

青
铜 矛

5 青 铜 云 纹 鼎 1 5 青 铜 小 矛

6
.

青
铜 蟠

藕 纹
击

1 6一 19
.

青
铜 矛 (1 9图 上看不到 )

7
.

青
铜 尸

祭
击

盖 及 击 20
.

青
铜

甚 六 鼎

8
.

青
铜

戟 21
.

二
号

青
铜

淳
于

9
.

青 铜
链

22
.

三

一

号 青
铜

谆 于

2 3
一

号 青 铜 铮 于

2 4
.

鸿 杖

25
.

青 铜 悬
鼓

环

2 `
.

的

.

青 铜 带 策
害

格

27
.

28
.

青 铜 大
舍

辖

30
.

31
.

青 铜 小
否

辖

32
.

石 质 鼓 俘 头

( 转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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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青铜大环 4弓
.

4 6
.

47
.

青 铜
马

镰
马

衔 沟

.

十
二

号 石 编 磐
( 图上看不到 ) 7Q 一 号青铜钮钟

3 4
.

青
铜

合
页

4 8
.

49
.

青
铜 马 衔 印

.

九 号 石
编

磐 71
.

六 号
青 铜 钮

钟 ( 套在一号 内)

3 5
.

青
铜 带

钩
方

铂 即

.

青
铜 环

6 工
.

六
号

石 编
磐 72

.

二
号 青

铜
搏

钟

3 6
.

青
铜 厢 壁 插

5 1. 青 铜 节 约 62
.

十 一
号

石
编 磐 ( 图上看不到 ) 7 3

.

四 号
青

洞
博

钟 ( 套在二号 内 )

3 7
.

青
铜

小
环

5 2
.

青
铜

髻
饰

6 3
.

八
号 石 编

磐
7 4
一

号青 铜 溥 钟

38
.

青 铜
斧

5 3
.

三 号
石

编
磐 64

.

十 号 石 编 磐 75
.

三
号

青 铜 搏
钟 ( 套在一号 内)

39
.

青
铜

矢
5 4
二二 号 石 编 磐 6 5

.

二
号 青

铜
钮

钟
7 6

.

五
号 青

铜 搏 钟

40 青铜斤 5 5
一

号石 编 磐 “
.

四
号 青

铜
钮

钟 ( 套
尹
立二 号内) 67

.

骨
贝

41
.

4 2
.

青 铜 马
衔

5 石
.

五 号
石

编
磐 77

.

三 号
青

铜
钮

钟 78
.

青 铜
丁

宁
( 套在 一 号锌 于 内)

43
.

青 铜 环

5 7
.

四
号 石

编 磐 68
.

七 号
青

铜
钮

钟 (套在三 号内 )

44
.

青 铜
髻

饰
弱

.

七 号 石 编 磐
6 9

.

五
号

青 铜 钮 钟

俘 头

1 件
,

木 质 俘 柄 已 朽

。

舍 辖 的 南 边

,

散

放 着 车 厢 上 的 青 铜 构 件 和 饰 件

,

其 中 有 带 钩

方 钟
1 件

,

大 小 环 各
1 件

,

交 连
2 件

,

厢 壁

插 32 件
。

构 件 和 饰 件 的 下 面

,

有 一 片 不 规 则
。

的 长 条 形 红 色 和 黑 色 漆 皮

。

墓 道 的 中 部

,

斜

放 着 鸿 杖
1 件

,

杖 已 朽

,

仅 存 青 铜 杖 首 和 杖

徽

,
杖 首 上 部 为 鸿 形

,

朝 东 南

,

杖 墩 的 下 部

为 跪 坐 人 形

·
,

朝 西 北

。

杖 首 的 前 后 置 青 铜 马

器 两 堆

,

前 一 堆 马 器 在 东 南 角

,

计 有 马 衔
5

件
,

其 中
3 件 带 青 铜 镰

, 2 件 带 骨 镶
,

骨 镰

已 朽

,

小 环
8 件

,

节 约
6 件

,

髻 饰
2 00 余件
。

从 环

、

节 约 和 髻 饰 堆 放 成 弯 曲 的 条 状 来 看

,

原 应 穿 有 皮 条

,

然 已 朽 烂

,

髻 饰 中 还 间 有 骨

贝

,

大 部 分 已 朽

,

较 完 整 的 约 10 余枚
。

杖 首

后 即 墓 道 中 部 偏 东 的 一 堆 马 器

,

计 有 带 骨 镜

的 青 铜 马 衔
2 件

,

骨 镰 也 巳 朽

,

小 环
4 件

,

誉 饰
1 00 余件

,

环 和 髻 饰 也 同 样 堆 放 成 弯 曲

的 条 状

。

杖 首 的 东 边

,

置 青 铜 斤
1 件

,

南

边

,

置 青 铜 斧
1 件

,

斧 与 斤 之 间

J,
置 一 堆 青

铜 矢

,

计 16 件
,

矢 的 下 面 及 挺 后 有 红 色 和 黑

色 漆 皮

,

可 能 原 有 杆 和 熊

,

然 已 无 法 复 原

。

墓 道 的 东 边 靠 近
与 墓 室 分 界 的 石 脊

,

整 齐 地

叠 放 着 一 堆 石 磐

,

大 石 磐 在 上

,

小 石 磐 在

下

,

三 层

,

计 12 件
。

石 磐 的 西 面

,

堆 放 着 青

铜 编 钟

,

其 中 缚 钟
5 件

,

钮 钟
7 件

,

都 是 大

钟 套 小 钟

。

钮 钟 是 一 号 内 套 六 号

,

二 号 内 套

四 号

,

三 号 内 套 七 号

,

五 号 单 置
;
会尊 钟 是 一

号 内 套 三 号

,

二 号 内 套 四 号

,

五 号 单 置

,

上

有 骨 贝
1 枚
。

编 钟 的 上 部 和 下 部 皆 有 红 色 和

黑 色 漆 皮

,

下 面 还 有 少 量 木 炭

,

推 测 原 来 可

能 有 钟 虐 一 类 的 木 质 漆 器 堆 放 在 一 起

,

然 巳

看 不 出 器 形

。

( 图五
·

下

,

图 版 二 上 左

、

上

右 )

墓 室在封 土下 的中 心部 分
,

早 年 被 盗

,

从 封 土 内 发 现 带 环 青 铜 棺 钉 来 看

,

原 应 有 葬

具

,

然 已 不 存

。

在 墓 室 的 西 南 角 残 留 一 些 盗

后 的 弃 余 物

,

主 要 有 青 铜 大 矛
1 件

,

后 有

墩

,

秘 已 朽

。

另 外 还 有 一 些 陶 器 和 青 铜 器 残

片

,

能 看 出 器 形 的 有 青 铜 鼎 ( ? ) 腹 片
,

大

小 不 一 的 泥 质 黑 陶 鼎 足
3 件

,

鼎 盖
2 件

,
泥

质 黑 陶 盆 口 沿 1 件
,

泥 质 灰 陶 盆 口 沿
1 件

,

印 纹 硬 陶 罐 口 沿
2 件

,

一 件 肩 部 为 菱 形 纹

,

腹 部 为 窗 格 纹

,

一 件 通 体 为 窗 格 纹

。

盗 洞 的

开
口
与 墓 坑 的 开
口
在 同 一 平 面 上

,

墓 室 的 西

南 转 角 呈 不 规 则 曲 线

,

应 为 盗 墓 时 所 破 坏

。

至 于 墓 道 内 未 经 盗 掘

,

可 能 是 与 墓 室 之 间 有

一 道 凸 起 的 石 脊 的 缘 故

。

封 土 在 发 掘 时 经 过 仔 细 观 察

,

未 见 盗

坑

,

然 在 封 土 内 夹 有 一 堆 一 堆 的 灰 黑 土

,

内

含 陶 器 残 片

、

原 始 青 瓷 片 和 铜 器 残 片

,

并 有

一 些 完 整 的 器 物

。

较 重 要 的 有 以 下 几 处

:

封

土 西 侧 边 缘 深 约
1 米 的 地 方

,

堆 放
4 件 青 铜

带 环 棺 钉
,

其 中
2 件 已被 砸 坏 ;

南 侧 边 缘 深

0
.

5~ 0
.

7米 的 地 方
,

有 原 始 青 瓷 器 盖
1 件

,

席 纹 硬 陶 罐 口 沿 残 片

,

泥 质 红 陶 席 纹 和 雷 纹

残 片
,
在 封 土 中 部 深 约

2 米 的 地 方 有 原 始 青

瓷 器 盖 2 件
,

其 中
l 件 残 破

,

泥 质 黑 陶 鼎 足

1 件 和 盆 口 沿 残 片
,

以 及 方 格 纹 和 窗 格 纹 硬

陶 罐 残 片

,

另 有 青 铜 器 残 片 一 小 块
,
封 土 的

西 南 侧 深
1

.

2米 的 地 方
,

有 印 纹 硬 陶 罐 残 片



1 0余片
,

其 中 有 席 纹

、

菱 形 纹

、

回 纹

、
·

填
线

复
线
回
纹
等

。

在 整 理 过 程 中

,

发 现 封 土 中 的

有 些 陶 片 可 以 和 墓 室 底 部 的 陶 片 拼 对 缀 合

,

如 泥 质 黑 陶 盆 和 窗 格 纹 硬 陶 罐

,

因 而 可 知 封

土 中 的 陶 器

、

原 始 青 瓷 器 和 青 铜 器 原 置 于 墓

室 之 中

,

墓 室 被 盗 后 散 乱 弃 置 在 四 周

,

以 后

封 土 时 堆 在 其 中

。

二

、

随 葬 器 物

1
、

祭 祀 人 随 葬 器 物

青 铜 鉴 ( s 4D B M JB
: 2 0 ,

以 下 略 去
8 4

D B ) i 件
。
口 径

2 6
.

6
、

底 径
1 5

.

1
、

通 高
2 1

.

1

厘 米
。

方 唇

,

平 折 沿

,
口 微 敛

,

腹 微 鼓

,

平

底

,

三 矮
蹄 足

,

两 附 耳

,

耳 面 作 兽 面 纹

,

肩

腹 部 饰 蟠 旭 纹

,

下 饰 三 角 形 垂 帘 纹

,

肩 腹 之

间 有 两 道 绳 索 纹 和 一 道 凸 棱

。

从 用 途 上 看

,

应 为 炊 器

。

( 图 六
, 1 ;

图 版 四
, 2 )

青铜 小刀 ( M JN
: 连

一 6
,

M J B
, i 一

6 ) 9 件
。

长
1 9

.

1
、

刃 部 宽
0

.

6
、

柄 直 径
0

.

4

厘 米
。

平 背 微 弧

,

一 面 刃

,

圆 柄

。
( 图 六

,

2 )

青 铜 肖J ( M J N : 7 一 1 0 ,

M J B 7 一 9 )

7 件
,

皆 破 碎

。

平 背

,

弧 刃

,

宽
1

.

2 厘 米
,

长 度 不 清

。

水 晶 珠
( M J N

: 1 一 3 ) 3 枚
。

算 珠 形

,

上 下 直 径 1
.

1
、

中 部 直 径
2 ~ 2

.

2
、

高
1

.

7
、

爵
臀
回

图 六

1
.

青 铜 鉴
( M JB ,

10 )

一
一 啼

产
7昨

馨
口 、 J 绍

、

才

〔 二 二二二二一 上一一一少 一一
一
一

:
亚

一

:

一

口

2
.

2
.

胃 铜 小 刀 ( M JN : 4 )

3
,

水 晶 珠 ( M J南
, 1 )

( 1 约 为
一

专

.

余 约 为

护

孔 径
。

.

3厘 米
。

磨 制 而 成

。

( 图六
, 3 ;

图

版 三
, 3 )

2
、

殉 葬 人 随 葬
器 物

陶 罐 ( M X
:

3 ) 1 件
。

硬 陶

,

陶 色 灰

红

。
口
径

1 5
.

9
、

最 大 腹 径
2 5

.

3
、

底 径
1 7

.

1
、

高 21
.

2厘 米
。

圆 唇 外 卷

,

矮 颈

,

圆 肩

,

球 腹

,

腹 部 最 大 径 偏 上

,

大 平 底

,

颈 部 有 四 道 凹 弦

纹

,

通 体 拍 印 席 纹

。
( 图版四

, 4 ;
图 七

,

1)

陶 盆 ( M X : 2 ) 1 件
。

泥 质 黑 陶

,

胎

色 泛 红

。

口
径 27
。

5
,

底 径 16
.

6 ,

高
7

.

1厘

米
。

素 面

,
口 沿 斜 平

,

上 有 凹 弦 纹 两 道

,

沿

下 内 收

,

肩 腹 部 转 折 明 显

,

下 腹 急 收

,

大 平

底 微 向 内 凹

。

( 图七
, 2 ;

图 版 四
,

5 )

陶 壶 ( M X
: 1 ) 1 件
。

泥 质 灰 陶

。

口

径
6

.

1
、

腹 径
1 4

.

3
、

底 径 10
.

4
、

通 高
1 1

.

4厘

米
。

素 面

,

圆 唇

,

直
口

微 侈

,

肩 部 较 平

,

上

立 两 耳

,

鼓 腹

,

平 底

,

三 乳 丁 状 足

,

肩 部 和

腹 部 有 凸 棱 四 道

,

通 体 涂 朱

。
( 图七

,
3 ,

图 版 四
, 6 )

陶纺轮 ( M X
: 4
、

5) 2 件
。

泥 质 黑 陶

。

算 珠 形

,

有 数 道 凹 弦 纹

。

上 下 直 径
2

.

2 ,

中 部

直 径
4

.

3 ,

高
2

.

6
,

孔 径
0

.

5匣 米
。

( 图七
, 4 )

陶
M
罐 ( M X , 3 )

`

、产、 .、 ,
于

、,r, .一46O曰二::
硬

(

M X : 8 )

XXX(MMM)((
了` 、
t壶轮削(

纹盆纺铜陶器席陶陶灰青石
七.1.2.3.4.5.6图

( i
、
2
、
3
、

约 为

d
、 。 、 6约 为

全

)
8



( M X : 6
, 7 ) 2 件

,

形 同 祭

祀 人 随 葬 的 青 铜 削

,

皆 已 破 碎

。

( 图七
, 5 )

石器 ( ? ) ( M X
:

8 ) i 件
。

砂 岩

。

形 似 石 斧

,

无 孔

,

看 不 出 磨 制 或 打 制 痕 迹

。

长
1 0

.

5 ,

宽
9

.

0 ,

厚
2

.

6厘 米
。

( 图七
, 6 ;

图 版 四
, 7 )

3
、

墓 道 内 随 葬 器 物

墓 道 内 随 葬 器 物 最 为 丰 富

,

依 其 用 途 分

类 叙 述 如 下

。

礼 器

礼 器 有 青 铜 鼎
3 件

,

附 青 铜 勺
1 件

,
青

铜 击 2 件
。

云 纹 鼎 ( M
:

5 ) 1 件
。

通 高
3 5
。

6
、

耳

高 10
.

1
、

腹 深 20
.

2
、

口
径

3 0
.

3
、

厚
0

.

6 厘

米
。

深 腹

,

圆 底

,

方 唇

,

子 母
口

微 敛
,

有

盖

。

盖 上 立 三 环 钮
,
盖 的 中 部 饰 有 圆 形 云 纹

翩翩翩

lllllllllll

图/、 云 纹 鼎 ( M
: 6 ) ( 约

冬
)

住











,
尤 其 是 石 磐

,

实 属 罕 见

。

这 两 套 乐 器 已

由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音 乐 研 究 所 作 频 率 数 据 的

测 试

,

( 详见表一
、

二

、

三 )
,

中 国 科 学 院

声 学 研 究 所 作 频 率

、

频 谱 和 振 动 模 式 等 方 面

的 测 试 和 分 析

。

蓬 郊 缚 钟 ( M 7 2

— 76
) 5 件
。

钮 由 两

条 夔 龙 和 六 条 小 龙 驯 结 而 成

,
两 夔 龙 张 口 相

对
,

口 衔 街 杆
,

身 饰 重 鳞 纹

,

一 足
,

小 龙 身

饰 三 角 形 云 雷 纹
,

舞 面 及 篆 部 饰 蟠 蜿 纹
,

枚

作 盘 龙 状

,

篆 与 枚 之 何 用 凸 起 的 绳 索 纹 相

间

。
,

鼓 部 为 四 条 变 体 龙 纹 两 两 相 对

,

一 面 的

左 右 鼓 部 及 征 间 有 铭 文

,

全 文 72 字 ,
其 中 重

文 4 字
,

每 钟 的 铭 文 相 同

,
而 排 列 不 尽 相

同

,

有 的 缺 字

。

现 以 五 号 搏 钟 为 例

:

“
唯 王 正 月 初 吉 丁 亥 舍 ( 徐 ) 王之孙郭

( 匆 )

楚教之子遂

六肠景辱吉金

乍铸和 ( 右 鼓 )

钟 台享 于我 先祖余

铭 攀是 舞 允唯
`

( 征间 )

吉 金乍铸

和 钟我 台砚 ( 夏 )

台南 中鸣提好

我台 乐 我 心宅 =
已

=
子

=
孙

=
茱 保 用

之
” ( 左鼓 )

余详 见 表一
。

( 图十二
, 1 ,

图 版 七

,

2
、

3 ,
拓 片 五 )

图十二 1
.

四 号 搏 钟 ( M
, 73 ) 2

.

五 号 钮 钟 ( M
`
的 ) 氛六 号石编磐 ( M

,
。: ) ( 约为

奋
)





t 侧音一览裹 长度单位
:

应 米

重 量 单 位

:

克

出 上 时 坦 }工丝二互
-

由
土 她

点

{ D B

`

测 音 时 间
`

音 测 地
点

1 9 8 5
。
8
。
3 0
。

中 国 历 博

扭 矍 型 引
丝
犷
。
bQ

竺

口

叁 趣 里 位 }
温 度 J 2 8 ,C )

参 加 人 员 {

中 国艺术 研究院音乐 研 究厮

吴 钊

序号 }文物编
号{通高

砂 卜…州蟾…州梦 {
侧
喇
瞥

州圳洲洲当圳当一…一…一日竺
月洲洲嘿圳月缨
一
…一…一…一…兰
州圳缚
’

州 当

一

洲 骂
里
目 兰 …当兰一
劝州丫洲州州当里 目竺…兰阵
5
·

6 {` 2
·

6

}
9
·

9 {, `
·

7

{
, ,
·
5

}
。 · 6

…
2 8 2 2

} l } { }
7 2

徐 桃 英

备

顾 伯 宝

注

M
: 7 4 3 1
。

8 修 复
、

未 测

M
称7 2 2 9
。
7 修 复

、

缺

“
我
”
未 测

,

M
: 7 5 2 7
。

2

M
: 7 3 2 3
。

9 缺
“
和
”

M
. 7 6 2 3
。
3 修 复

,

未 测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音 乐 研 究 所 ( 盖壹 )

音乐声 学实验室 ( 盖 章 )

裹 二 纽 钟 尺 寸 孟 t 浦音一览表 长度单位
:

厘 米

重 量 单 位

:

克

序序 号号 文 物 编 号号 通 高 {{{钮高高舞修修舞广广 铣间间鼓间间壁厚 :::重 量量 正鼓音音 音分
」」

侧 鼓 音音 音 分分 铭 文文 备 注注

111111111111111 2 5
。
000 4
。
777 1 2
。
777 1 0
。
111 1 4
。
888 1 1

_

777 0
。
5 ;;;3 5 9 55555555555

一
1 66666666666

一
2555 7 1111111111111111111忿忿忿 M

* 7 000 2 3
。
888 4
。
555 1 2
。
000 9
。
333 1 4
。
11111111111 0
。

7 {{{2 7 4 222 . C SSS
一
3 666 F 555 千 444 7 000

缺
“
余
””

333333333333333 2 0
。
444 3
。
888

,

1 0
。
333

,

7
。
999} 1 2
。

333 1 1
。
111
·

O
。

666 1 9 811111111111
一
1 0000000000000 72222244444 M

:
6555 1 7
。
444 3
。
7777777 以 0

一
444 9
。
666) 0
。
666

.
1 3 1 000 . D SSS

一
1 888 . F SSSSS 7 11111111111111111115555555 1 6奋9991 3

。

4444444 1 9
。

777 8
`

0001 1
。
111 1 4 7 88888

一
1111111 7111 缺
“
丁
” “
孙
””

111111111111111 5
。
555555555 { 8
。
555 7
。

6661 0
。

666; 1 1 6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MMMMM
: 6 777 14
。

555555555 L S
。
000; 6
。

666L l
。
000卜10 9 777

. G SSSSS C 666
一
3 3333333

))))))))))))))))))))))))))))))))))))))) 6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MMMMM
: 6 6666666 8
。
999 6
。
66666666666 . D 66666 . F 666 + 99999

缺
“
楚
””

8888888888888888888
。
444 6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MMMMM

: 6 999999999 5
。
88888888888 A 66666 . C 777

一
3 77777 缺
“
鸣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66666 M
: 7 11111 3
。
333 7
。
7777777777777 . A 666 + 3555 D 777 + 4 888 722222

77777777777777777 3
。
222 7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MMMMM
:

6 8888888888888888888 E 777
一
1000 7A
’’ 一

1 222 3 888
“
先 祖

,
以 下 缺缺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音 乐 研 究 所 ( 盖章 )

音 乐声 学实 验室 ( 盖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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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洲音一览表 长度单位
:

厘 米

重 量 单 位

:

克

亚 环 葬 杯 成 万 燕 蘸 墓 通 压 西 盯 百 二万 西 矶 噩 掣 量 全 坦
b夕 p旦卫

出土 琢 点厂 工了厄
一 }厕 音 地 点 }_ 电 l夏迈遵一{

-

遏 一
里

一 一

里 生 卫 ` -
香 血 遵 应 {史国艺叁亚塞堕音压研窦压一
参加人员{ 吴 钊 徐 桃 英 顾 伯 宝

犷乙一月 l一U n一,矜一O自一
O乙

序 号 {文物编号 }鼓长 鼓博 }股长 股博 据孔 }据句 鼓音}音分 备 注

M
: 5 5 } 31
。
8 } 10
。
6 1 2 0
。

5 1 1
。

9 1
。
5 } 1 4 1 B 4 }+ 4 1 修 复 后 测 音

M
: 5 4 { 2 9
。
0 9
。

2 } 1 9
。
2 1 0
。
9 1
。
3 1 1 4 2

警 …
28
竺…

2 2 3 2
-

竺 }兰
M

: 5 3 } 2 4
.

1 8
。
1 } 1 6
。

7 9
。
5 1
。
4 } 1 4 2

.

G S }一1 8

M
: 5 7 } 2 1
。
4 7

.

2 } 1 4
。

7 9
。
0 1
。
3 } 1 41

. G S } + 4 1 修 复 后 测 音

.

M
: 5 6 } 1 9
。
2 6

.

9 } 1 3
。

2 8
。
4 1
。
4 { 1 4 2

.

C 6 } + 1

M
: 6 1 1 1 8
。
0 6
。

6 ! 1 2
。

4 7
。
8 1
。
3 } 1 4 0

111 5 8 888

111 2 0333

999 6 666

. D 6 1一1 2

77777 M
: 5 888 1 5
。
666 5
。
666 1 1
。

444 7
。

333 1
。
222

MMM
.

6333 1 4
。

000 5
。
888 1 1
。

111 6
。
999

1 0 M
:

64 1 1 2
。

8 { 5
。

6 } 9
。

2 6
。

7

1 1 M
: 6 2 } 1 1
。
9 1 5
。

2 } 8
。

4 】 6
。
0

习 州 币

兰 …圳当一

骂 州势里

圳
一
州纠少
竺…州骂草
’ `。
’

}
` · `…

3 3 5
{
’ ” 7

一 5 1 修 复 后 测 音

未 测

: …一 一
一1 8 1

一 4 4

一4 1

修 复 后 测 音

中 国 艺木 研 究 院 音 乐 研 究 所 ( 盖章 )

音 乐声 学实验室 ( 盖 章 )

衰四 宁李于 尺 寸 皿 t 一览衰 长度单位
:

厘 米

重 量 单 位

.

克

序序 号号 文 物 编 号号 通 高高 盘 径径 肩 径径
口

径径 厚 度度 重 量量

·

备 注注

11111 M
:

2 333 4 6
。
000 1 7
。

9 x 1 5
。
333 2 5
。
9 x 2 1
。
222 2 2
。
8 x 15
。
444 0
。

777 65 6 555
修 复复

22222 M
. 2 111 44
。

222 1 7
_

只 X l 片
_

111 夕户 斗 v , , rrr 2 2
。

4 X 1 6
。

777

尸尸

5 5 7 111 修 复复

88888 M
.

2 222 4 1
。
555 1 6
。

7 x 1 4
。

111 2 5
。

8 x 21
。
111 , p 今 丫 , 月 呀呀

0
。

555 5 33 777 修 复复

2 8



X 0 1 O%%%

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
一二…二 …
一
r i1二 1平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座

名名称称称 二竺 -

厂
,兰
一

卜
二立 口

竺一竺 !]’
8 2

阴 钊 川

二

i F eee
M nnn Riii

哪哪
A ggg

甚甚 六 鼎鼎鼎

兰 生

~

…
一
州洲

,

兰

皿

一

盯

里

-
一

…一…一卜…引引二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444444444444444 6

。

2 5
’ “

卜

{竺堂二
卜
j 土
卜

.

竺 上

一

…兰…兰…当川川二
2 0
。

0 555
无无 无无 无无MMMMM

: 2 000
一

少
兰

一

…竺
一
卜立兰…土生…一…一…一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77777777777777777777 1
。
1 2 一

…
一
塑一卜兰竺…二兰

-

…一 }一日引引万
11 0
。

0 555555555
逢逢 邵 搏搏 M

: 7 222

兰 生 …里竺
-

…三二
一
…二兰
一
…
一
竺
一
1兰…当引
一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666666666666666666666 5 “ `

{
` , ’ 8 5

}
` 3 ’ ` 6

{
。
`

。 79

}_ {_
_ _

{
_ _

{
_

_

}_ }_
8888

无无 无无 无无
云云 纹 鼎鼎 M

: 555 2 1
。

5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

6 999 9
。

2 666 0
。
1 333333333333333

夔夔 纹 鼎鼎 M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666666666666666666666 5
。

0 000 9
。
3 999 1 0
。

8 999 0
。

1 55555 0
。

1 000 0
。

0 444444444
MMM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44444444444444444444444 8
。

5 000 1 1
。

3 888 1 2
。

222 0
。

0 222 0
。

0 5555555
无无 无无 无无尸尸 祭 击击 M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

铜铜 器腹 片片 M
: 8 999 6 5
。
4 888 1 1
。
8 555 13
。
4 666 0
。

0 7 999999999999999

鉴鉴鉴 M J B : 1 000 3 8
。
7 555 2 0
。

3 111 1 0
。

7 333 0
。

2 999999999999999

车车享 于于 M
: 2 111 7 1
。

0 000 1 3
。

2 000 0
。
8 222 0
。

1 000 0
。
0 222 1
。
0 000 0
。

0 444
无无 无无无无

0000000000000
。

1 3333333333333
无无

乍乍享 于于 M
* 2 333 7 1
。

0 333 8
。

6 888 8
。

0 11111111111111111

矛矛矛 M
: 1 777 6 2
。
3 888 2 2
。
0 888 1
。
1 999 0
。
0 9 222222222222222

傲傲傲 M
: 999 6 4
。
9 222 2 1

.

1 444 4
。
4 444 0
。
0 8 111111111111111

矢矢矢 M
: 3 999 6 9
。
4 999 1 4
。
1 888 1 0
。

5 777 0
。
2 222222222222222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小小 刀刀 M J B :
111 6 0
。
5 777 2 1
。

6 888 0
。
9 777 0
。
0 3 444444444444444

削削削 M J N :
777 4 8
。
1 999 28
。

2 444 1
。
9 222 0
。
0 4 555555555555555

盖盖 弓帽帽 M
: 222 69
。

6 111 1 4
。

7 222 8
。
8 111 0
。
1 0 555555555555555

髻髻 饰饰 M
: 5 222 5 7
。
3 111 1 0
。
9 111 1 0
。

0 444 0
。
0 5 777777777777777

( 无数据者未测 ) 南京市机械 研究 所 ( 盖章 )

一 九八 四年 十 二 月
,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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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4
、

5
、

6 )

带策 吝辖 ( M: 2 6
, 2 9 ) 害长 5

.

7
、

直

径
7
。

6
、

轴 孔 径
4

.

4
、

辖 长
7

.

6厘 米
。

害 素 面

,

上 部 有 一 道 凸 起 的 辫 纹

,

奢 上 带 一 可 转 动 的

方 策

,

一 件 方 策 的 对 面 有 一 长 方 形 耳

,

一 件

无

。

辖 首 作 兽 面 形

,

辖 首 及 柄 的 末 端 有 销

孔

。

( 图十五
,

7 ,
图 版 八

, 4 ,
拓 片 八

-

3 )

J/
、
害 辖 ( M

: 3 0 , 3 1 ) 害长 5
.

1
、

直

径
7

.

5
、

轴 孔 径 下
4

.

8
、

上 4
.

5
、

辖 长
8

.

2厘

米
。

舍 窄 沿

,

否 上 有 一 凸 起 的 绳 索 纹

,

下 饰

蟠 蝗 纹

。

辖 首 作 兽 面 形
,

辖 首 及 钠 末 端 各 有

一 销 孔
。

( 图 十五
,

5 ,
图 版 八

,
5 ,

拓 片

八
, 1
、

2 )

图十三 左
:

青 铜 撑 于 ( M
:
23 )

~
`~
一

、 _ _ 、 , _ 、 . _ .

1

霄 钢 J 于 ( M
: 7吕 ) ( 约为 了 )

U

盖 弓 帽 ( M : 2 ) 2 6件
。

长
1 1

.

8一 1 3
.

8
、

直 径
2

.

8一 3
.

。
、

厚
。

.

2厘 米
。

直 筒 形

,

长

度 不 等

,

顶 端 为 尖 圆 形

,

帽 身 有 二 至 四 道

凹 弦 纹

。
(图十五

, 1 ,
图 版 八

, 1 )

盖 斗帽 ( M
:

1 ) 1 件
。

长
1 8

.

5
、

直

径
4

.

5
、

厚
0

.

3厘 米
。

素 面

,

下 部 为 圆 筒

状

,

中 部 有 半 圆 形 凸 棱

,

上 部 截 面 为 八 角

形

,

顶 端 为 尖 圆 形

。

( 图十五
, 2 ,

图 版

八
,

2 )

盖 弓帽和盖 斗帽 的出 土位置大 致在 车

害 辖的上方
。

舍 辖 为
3 套
。

大 舍 辖 ( M :
27

,

28 ) 舍 长 6
。

4
、

直 径
9

.

6
、

轴 孔 径 下
5
。

4
、

上 4
.

2
、

辖 长
9

.

3

厘 米
。

害 的 中 部 有 一 凸 起 的 绳 索 纹

,

下 部

为 圆 形

,

上 部 为 十 二 边 形

,

下 部 及 害 沿 饰

云 雷 纹

。

辖 首 作 兽 面 形

,
辖 首 及 钠 的 末 端

皆 有 销 孔
。

出 土 时 害 上 有 丝 织 物 痕 迹

。

( 图 十五
,

6 ,
图 版 八

, 3 ,
拓 片 八

,

”” }
.

, 二

尖
丫 生 犷

殆

裸裸
阮 六

七
卜均 、 分 (((厂厂厂 口.

~ 、 ,
` , , 、

, ,,

`̀
险

)
肉

冲二 二 翰
`̀

JJJ

--- . ` - 二
呼
’

. ,

…
呢弓卜)))))

JJJ
.

份 岁

匕

·

二
丫丫

卜 、棍 长 尧尧 洲
J舀峪之之》 )))

……茸 票 盔盔

图十四青铜悬鼓环( M · 26,
, ,

3

约
下犷
乙



( M
:

35 )z
件
。

长
1 3

.

1
、

宽
5

.

2
、

扣 长
3

.

5
、

弯 钩 长
7

.

5
、

钩 端 孔 径
0

.

9

厘 米
。

和 中 部 为 长 方 形

,

中 空

,

一 端 有 蠕 首

形 知

,

一 端 有 长 条 形 弯 钩

,

钩 端 为 圆 形 孔

状

。

(图 十六
, 1 ;

图 版 八
,

6 ,
拓 片 八

, 7 )

交连 ( M ; 3 4 ) 2 件
。

页 长
4

.

4
、

宽
3

.

0
、

柱 长
2

.

1
、

孔 径
0

.

6厘 米
。

两 页 板 中 空

,

上 有

两 孔

,

一 端 敞
口

,

一 端 相 连

,

相 连 的 一 端 有

一 长 方 形 缺

,

缺
口

处 合 一 带 圆 孔 的 柱

,

内 有

轴 相 连

,

页 可 转 动

。

( 图 十 五
, 4 ,

图 版

八
, 7 )

厢壁插 ( M
: 3 6 ) 3 2件
。

长
3

.

2
、

宽
2

,

6
、

插 孔 高
1

.

5
、

宽
1

.

9厘 米
。

长 方 形

,

四 角 各 有

一 钉 孔

,

中 为 凸 起 的 半 圆 筒 形 插 孔

,

上 饰 对

称 的 三 角 形 垂 帘 纹

,

内 填 云 雷 纹

。
( 图 十

五
, 3 ;

图 版 八
, 8 )

〔〔〔〔〔〔〔〔〔严严严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舀舀舀舀舀舀舀舀启执{舀舀〕〕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甲
’’’

队队队队队 刀
权 乃乃乃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招 渊 拼拼拼

::::::::: iiiiiiiiiiiiiiiiiiiii

遍 翼 凰

.

}}} {{{{{{{

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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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谬谬谬谬时冲二卜汁朽, 碑碑碑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薪 蒸蒸蒸

日日日拓 从
`` 盆入公 丫么 lllllllll

瓢瓢 蘸 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默

图 十 五
1

.

青 铜 盖 弓 帽
( M

: 2 ) 2
.

青 铜 盖 斗 帽 ( M
: 1 )3

.

青 铜
厢

壁 插
( M

5
.

青 铜 杏 辖 ( M
· 2 6 ) 6

.

青 铜 害 辖 ( M
: 2 7 ) 7

.

青 铜 害 辖
( M

:

3 6 ) 4
.

青 铜 合 页 ( M
: 3 4 )

3 0 ) ( 约为
1

4

环 ( M
:

3 3
,

3 7 ) 2 件
。

大 环 外 径
7

.

5
、

内 径
5

.

8厘 米
。

小 环 外 径
4

.

8
、

内 径
3

.

7厘 米
。

素 面

,

截 面 为 圆 形

。

小 环 已 碎

,

两 环 原 来 可

能 互 套

。

( 图十六
,

2
、

3 )

马 器

马 器置 鸿杖 首 的前后
,

两 堆

,

依 前 后 分

为 甲 乙 两 组

。

主 要 有 青 铜 马 镰

、

马 衔

、

环

、

节 约

、

誉 饰 及 骨 贝

,

甲 组

马 衔 ( M 45

—
49 ) 5 件

,

其 中
3 件 带

青 铜 马 镰
,

两 件 带 骨 镶

,

已 朽

。

长 21
.

2
、

杆

径
1

.

3 x l
.

2
、

大 环
5

.

2 又 4
.

3
、

小 环
3

.

8 x 3
.

6
、

镶 长 17
.

1厘 米
。

衔 为 两 圆 杆

,

向 内 的 一 端 有

椭 圆 形 小 环

,

一 平 一 侧 互 套

,

向 外 的 一 端 有

椭 圆 形 大 环

,

内 套 马 镶

。

镰 弯 曲 如 弓 形

,

中

部 有 两 个 凸 起 的 半
圆 形 穿

,

两 端 饰 螃 首

。

( 图 十六
, 4 ;

图 版 八
, 9 ,

拓 片 八
, 10 )

素面 小环 ( M
:

4 3 ) 6 件
。

外 径
3

.

4
、

内 径
2

.

。
、

厚
。

.

4厘 米
。

截 面 为 扁 圆 形

。

( 图

十 六
, 8 ;

图 版 八
,

1 0 )

云纹 小环 ( M
: 5 0 ) 6 件
。

外 径
3

.

2
、

内

径
1

.

5
、

厚
0

.

3厘 米
。

一 面 有 凹 弦 纹 两 圈

,

云

纹 三 圈

,

一 面 无 纹 饰

。

截 面 为 扁 六 边 形

。

( 图十六
, 9 ;

图 版 八
,

11 ;
拓 片 八

, 8 )

节约 ( M
: 5 1 ) 6 件
。

长 宽 皆
2

.

1
、

厚

1
.

0厘 米
。

宽 十 字 形

,

中 空

,

两 边 可 对 穿 皮

条

,

中 部 凸 起 呈 半 球 形

,

中 饰 漩 涡 纹

,

周 盘

绕 四 条 小 龙

。

( 图十六
, 7 ,

图 版 八
, 1 2 ;

拓 片 八
, 9 )

髻饰 ( M
: 5 2 ) 完 好 者 1 3 5 枚
。

i
.

4 x

1
.

0厘 米
。

近 似 椭 圆 形

,

中 空

,

一 面 饰 粗 凸

棱 纹

。

( 图版 八
,

13 )





、

戟

、

矢

、

小 矛

、

墩

、

薄

等

。

矛 ( M
: 1 1一 1连

,

M
: 1 6一 1 9 ) 8 件
。

长
2 1

.

2 一 22
.

3
、

宽
3

.

3一 3
.

6 厘 米
。

正 锋 呈

三 角 形

,

截 面 为 菱 形

,

中 有 脊

,

脊 两 侧 有 血

槽

,

散 的 末 端 如 燕 尾

,

椭 圆 形 劣

,

上 有 销 孔

,

鉴 内 有 木 屑

。

( 图十 七
, 1 ;

图 版 八
,

20 )

戟 ( M : 8 ) 1 件
,

由 戈 与 戟 刺 组 成

。

戈 通 长 30
.

4
、

援 长 20
.

7
、

内 长
8

.

6
、

胡 长
1 0

.

2

厘 米
,

戟 刺 长 14
.

1
、

宽
2

.

8厘 米
。

戈 援 部 上

翘

,

锋 近 似 三 角 形

,

有 脊

,

长 胡 三 穿

,

援 基

还 有 一 半 圆 形 穿

,

援 胡 夹 角 10 2
。 ,

刃 部 十 分

锋 利

,

胡 的 末 端 底 部 饰 卷 云 纹

。

内 亦 上 翘

,

有 一 长 条 形 穿

,

穿 的 两 侧 各 有 一 嵌 绿 色 玉 石

断 形 符 号

,

穿 后 有 镂 空 的 云 雷 纹

,

上 亦 嵌 绿

色 玉 石

,

内 的 下 角 有 缺

。

戟 刺 正 锋 呈 三 角

形

,

中 有 脊

,

脊 两 侧 有 血 槽

,

散 的 末 端 平

,

圆 鉴

,

有 销 孔

。

(图十 七
, 2 ;

图 版 八
, 2 1 )

矢 ( M
: 3 9 ) 1 6件
。

长
9

.

2一 1 2
.

7
、

矢

身 长
3

.

6一 4
.

8
、

直 径
1

.

1一 1
.

5厘 米
。

无 锋 无

、、、、 }}}}}
豁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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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1

.

青
铜

矛
( M

: 1 3) 2
.

青 铜 救
( M

:

8)

4
.

青 铜 小 矛 ( M
, 1 5) 5

.

青 铜 墩
( M

:

余 昧 矛 ( M
: 7 9 ) 9

.

青 铜 斤 ( M
: 4 0 )

3
.

青 铜

知

从 左
至

右 为
I 一 I V 式

,

M
: 3 9 )

1 0 ) 6
.

青 铜 禅
( M

: 9 )

1 0
.

青 铜 斧
(M

:
35 )

7
.

青 铜 镬
( M

: 8 0 ) 8
.

1 2
。

带 环 棺 钉
( M F · 3 )

( ,
一 3
、 `一 “ 玄勺为
凌

, 5
一

7约 为
查



,

前 端 尖 圆

,

体 若 圆 柱

,

中 部 以 下 内 收

,

长 挺

,

截 面 为 菱 形

,

有 的 挺 上 丝 线 缠 绕

,

通 体 姿 金

。

分 为 四 式
:

工 式 6 件
,

关 部 无 箍

。

五
式

8 件
,

关 部 有 箍

。

l 式 1 件
,

带 棱

,

关 部 有 箍

。

W式 l 件
,

带 棱

,

错 金

,

关 部 有 箍

。

( 图 十七
, 3 ,

图 版

八
, 1 7 )

小矛 ( M
:

15 ) 1 件
。

长 13
.

3
、

宽
2

.

3厘 米
。

刃 部 为 弧 形

,

中 有 脊

,

提 的 末 端 平

,

圆 粱

,

无 销 孔

。
( 图 十七

, 4 ,
图 版 八

,

1 8 )

墩 ( M
: 10 ) l 件
。

长 6
.

6
、

径
3

.

3 x Z
.

s
、

厚
0

.

2厘 米
。

上

部 为 锯 齿 形

,

上 饰 三 角 形 云 雷 纹

,

中 部 饰 双 线 钩 连 云 雷 纹

,

下 部

为 曲 折 纹

,

两 组 纹 饰 之 间 有 销 孔

,

末 端 的 平 面 饰 云 纹

。

( 图 十

七
, 5 ,

图 版 八
, 1 9 )

蹲 ( M : 9 ) z 件
。

长
1 4

.

1
、

径 2
,

9
、

厚
0

.

2厘 米
。

末 端 为 尖

圆 状

,

上 部 饰 变 体 云 雷 纹 一 周

。

( 图十七
,

6 )

工 具

工具 有青 铜斧
、

斤 各
l 件
。

斧
( M : 3 8 ) 长 9

.

9
、

上 宽
8

.

2
、

下 宽
8

.

7
、

券 长
6

.

2
、

宽
2

.

0厘 米
,

斧 身 近 以 长 方 形

,

中 部 侧 面 内 收

,

两 面 各 有 一 五 边 形 孔

,

上 有 长

方 形 魏

,

刃 部 较 宽

,

平 刃

。

( 图十 七
,

7 ;
图 版 七

, 9 )

斤 ( M
:

4 0 ) 长 1 1
.

5
、

上 宽
4

.

6
、

下 宽
4

.

1
、

瑟 长
3

.

3 、
宽

2
.

2厘 米
。

长 条 形
,

中 部 侧 面 微 向 内 收
,

长 方 形 蠢

,

近 鉴 部 有 一

道 凸 棱

,

平 刃

。
( 图五 十二

,

图 版 七

,

10 )
·

其
他

鸿
杖 ( M

: 2 4 ) 1 件
。

杖 已 朽

,

仅 存 青 铜 杖 首 和 杖 墩

。

杖

全 长
2 29

.

4厘 米
。

杖 首 长
2 1

.

2
、

杖 徽 长 19
.

2
、

鉴 径
3

.

4
、

厚
0

.

2 厘

米
。

杖 首 由 半 圆 形 凸 棱 和 三 角 形 凸 棱 分 为 三 部 分

,

上 部 顶 端 立 一

只 鸿

,

身 饰 羽 纹

,

鸿 下 饰 两 圈 云 纹
,
中 部 上 饰 卷 云 纹 一 圈

,

下 饰

细 云 雷 纹 一 圈

,

并 有 锯 齿 纹 边
,
半 圆 形 凸 棱 上 满 饰 蟠 旭 纹

;
下 部

上 饰 细 云 雷 纹 一 圈
,

有 锯 齿 纹 边

,

下 饰 粗 云 雷 纹 一 圈

。

杖 徽 亦 同

样 分 为 三 部 分

,

纹 饰 与 杖 首 相 同

,

方 向 相 反

,

唯 杖 墩 的 末 端 为 一

跪 坐 的 人 形

,

人 的 双 手 平 放 在 膝 部

,

耳 上 有 短 发

,

脑 后 有 两 个 发

髻

,

中 部 为 辫 纹

,

胸 部

、

背 部

、

股 部 和 臀 部 皆 有 云 纹

。

( 图 十

八 ,
图 版 二

,

下 右 )

骂骂骂

)))
’

---

一一

画 睦 国国

{{{、、

疆疆疆 哪哪

华华 喇 娜娜

骂骂骂

图 十 八 鸿 杖 的 青 铜 杖 首 及

杖 墩 ( M
: 2 4 )

4
、

墓 室 内 随 葬 器 物
( 含封 土中器 物 )

墓 室被 盗
,

随 葬 器 物 有 一 部 分 含 封 土

中

,

故 合 在 一 起 叙 述

。

按 质 地 可 分 为 青 铜

器

、

原 始 青 瓷 器 和 陶 器

。

青 铜 器

余 昧 矛 ( M
: 7 9 ) z 件
。

长
2了

.

4
、

宽

4
.

7厘 米
。

矛 体 大 而 宽

,

锋 近 似 三 角 形

,

截

面 为 菱 形

,

刃 的 中 部 呈 弧 形 内 收

,

刃 口
十 分







《 周 礼
·

幂 人 》
: “
以 疏 布 幂 八 尊

,

以

画 布 幂 六 彝

,

凡 王 巾 皆 献
” , 《 仪 礼 》 中 亦

有
“
幂 用 疏 布 久 之
”
的 记 载

。

随 葬 的 青 铜 鼎

、

击 上 留 有 粗 麻 布 的 痕 迹

,

应 为 依 礼 而 用 幂

。

《 周 礼
·

家 人 》 : “ 及 纂
,

以 度 为 丘

隧

” ,
郑 注

: “
隧

,

羡 道 也
” ,

孔 疏

: “
天

子 有 隧

,

诸 侯 以 下 有 羡 道

。

隧 与 羡 有 异 者

,

隧 道 则 上 有 负 土

, … … 羡 道 上 无 负 土
”
’ 。

墓

道 为 长 条 形

,

且 在 墓 室 的 前 方

,

上 有 负 土

,

很 可 能 为 《 周 礼 》 所 载 的 隧 道
。

如 是

,

则 为

天 子 之 制

。

《 周 礼
·

天 官

·

膳 夫
》 : “ 王 日 一 举

,

鼎 十 有 二

” ,
郑 注

: “
鼎 十 有 二

,

牢 鼎 九

,

陪 鼎 三

。 ” 《 周 礼
·

掌 客
》 : “ 诸 侯 之 礼

… … 鼎 篡 十 有 二
, ”
郑 注

: “
鼎 十 有 二 者

,

饪 一 牢

,

正 鼎 九 与 陪 鼎 三

。 ” 《 仪 礼
·

聘

礼 》
: “
饪 一 牢 在 西

,

鼎 九

,

羞 鼎 三

。
”
可

见 牢 鼎 即 正 鼎
,

陪 鼎 即 羞 鼎

。

墓 道 中 随 葬 的

三 件 青 铜 鼎

,

内 盛 羊

、

家 猪 和 鲤 鱼

,

与
《 仪

礼
·

有 司 彻 》 所 云 三 鼎 内 盛 羊
、

苏

、

鱼 相

符

,

即 所 谓 少 牢

。

然 三 鼎 造 型 风 格 迥 异

,

且

置 墓 室 之 前

,

疑 为 陪 鼎

。

墓 室 中 有 盗 后 弃 余

的 大 小 不 一 的 陶 鼎 足 四 件

,

可 见 墓 室 中 至 少

有 陶 鼎 四

。

是 否 还 有 青 铜 鼎

,

由 于 墓 室 被

盗

,

现 已 无 法 得 知

。

河 南 固 始 县 勾 欲 夫 人 墓

即 随 葬 九 鼎

。

⑥从 墓 葬 的 形 制 和 规 模 已 有 僧

越 来 推 测
,

亦 不 能 排 除 墓 道 中 的 三 鼎 为 陪

鼎

,

而 墓 室 中 是 用 九 鼎 的 可 能

。

4
、

墓 葬 中 用 人 殉 和 人 祭

。

在 中 原 地

区

,

商 代 至 西 周 早 期 的 大 型 墓 葬 中 用 人 殉 和

人 祭 是 累 见 不 鲜 的

,

然 西 周 以 后

,

则 很 少 用

生 人 殉 葬

。

而 吴 国 直 至 吴 王 阖 阎

,

仍 用 生 人

为 殉

。

《 吴 越 春 秋
·

阖 间 内 传
》 中 不 仅 有 阖

阎 为 其 女 滕 玉 葬 时 用
“
童 男 女 与 鹤 俱 入 羡

门
”
的 记 载

,

而 且 也 为 河 南 固 始 县 勾 歌 夫 人

墓

、

丹 徒 县 的 粮 山 二 号 墓

、

北 山 顶 墓 和 在 北

山 顶 之 后 发 掘 的 青 龙 西 山 墓 所 证 实

。

⑦墓 葬

中不 仅 用 人 殉
,

还 用 人 祭

,

殉 人 用 丝 织 物 包

裹

,

且 各 有 一 套 随 葬 器 物

。

殉 人 在 当 时 的 中

原 是 罕 见 的

。

鲁 成 公 二 年

, “
宋 文 公 卒

,

始

厚 葬

,

用 唇 炭

,

益 车 马

,

始 用 殉

,

重 器 备

,

郭 有
四 阿

,

棺 有 翰 桧

” , 《 左 传 》 对 此 大 书

特 书
,

似 以 为 不 齿

。

故 《 吴 越 春 秋 》 称 阖 间

“
杀 生 以 送 死

,

国 人 非 之
” , 《 尸 子
·

广

篇 》 亦 云
: “
夫 吴 越 之 国

,

以 臣 妾 为 殉

,

中

国 闻 而 非 之
” 。

可 见 用 生 人 殉 葬

,

亦 为 春 秋

时 期 吴 国 大 型 墓 葬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点

。

四

、

对 几 件 随 葬 器 物 的
认 识

青 铜 矢 矢 无 锋 无 刃

,

显 然 无 杀 伤 力

,

且 鉴 金 和 错 金

,

当 为

“
习 射 之 矢

。
”
这 种 矢

在 较 大 型 的 墓 葬 中 如 河 南 汲 县 山 彪 镇 一 号 墓

和 安 徽 寿 县 蔡 侯 墓 中 均 有 出 土
。

⑧郭 宝 钧 先

生 依 《 仪 礼
·

既 夕 礼 》 中
“
志 矢 一 乘
” ,

郑

注

: “
志 犹 拟 也

,

习 射 之 矢

”
而 定 为 志 矢

。

然 郑 注 在

“
习 射 之 矢
”
之 后

,

有

“
志 矢

,

骨

振

”
一 语

,

似 青 铜 矢 不 应 名 志 矢

。

而 同 书

“
鞭 志 一 乘
”
下

,

郑 注

: “
猴 者 候 也

,

四 矢 日 乘

, … … 沮侯 矢
,

金 银

。 ” 《 尔 雅
·

释

器 》 亦 云
: “
金 浓 剪 羽 谓 之 镬

,

骨 链 不 剪 羽

谓 之 志

。 ”
针 吴 矢 与 志 矢 皆 为 习 射 之 矢

,

其 区

另 lj在一为金链
,

一 为 骨 滋

、

可 见 这 一 类 矢 应

名 猴

。

墓 中 所 出 16 枚
,

正 好
4 乘
。

青 铜 淳 于 在 吴 国 墓 葬 中 是 第 一 次 出

土

, 1 9 8 5年
,

在 北 山 以 西 的 王 家 山 春 秋 墓 中

亦 出 土
3 件
。

⑨春 秋 时 期 吴国 之 外 的青 铜 谆

于 仅 见 于 山 东 沂 水 刘 家 店 子 一 号 墓 出 土 的 2

件 首 国 淳 于
,

L安 徽 寿 县 蔡 侯 墓 出 土 的 1 件

蔡 国 字 于 和 安 徽 宿 县 芦 古 城 子 出 土 的 1 件 许

国 俘于
。

@ 首国俘于有钮无盘
,

许 国 诈 于 有

盘 无 钮

,

其 时 代 皆 为 春 秋 中 期

,

而 王 家 山 墓

出 土 的 吴 国 锥 于 亦 有 扭 无 盘

,

全 享 于 的 时 代 可

能 略 早 于 该 墓 出 土 的 享 于

。

盘 的 出
现 是
俘
于

发 展 的 最 终 最 完 美 的 形 式

。

因 而 北 山 顶 墓 出

土 的 这
3 件 吴 国 谆 于 当为 我 国 最 早 的 有 盘 虎

钮 :享于
。

至 于 一 墓 中 随 葬
3 件

,

在 春 秋 时 期

的 大 型 墓 葬 中 亦 不 多 见

,

与 之 时 代 相 近 的 蔡

侯 墓

,

随 葬 青 铜 鼎 19
,

全享 于 仅
1 件
。

《 国



·

吴 语 》
: “ ( 吴 )王 乃 秉 袍

,

亲 就

鸣 钟 鼓 丁 宁

、

淳 于

、

振 铎

,

勇 怯 尽 应

,

三

军 皆 哗

,

扣 以 振 旅

,

其 声 动 天 地

。 ”
由 于 这

套 惊 于 和 丁 宁

、

悬 鼓

、

俘 以 及 钮 钟

、

搏 钟 等

同 时 出 土

,

与 《 国 语 》 所 载 吴 王 所 用 的 一 套

军 乐 器 基 木 相 符
,

使 历 史 文 献 得 到 印 证

。

鸿 杖 在 吴 国 墓 葬 中 也 是 第 一 次 出 土

。

青 铜 杖 首 上 的 鸿

,

与 浙 江 绍 兴 30 6 号 墓 所 出

土 的 青 铜 房 屋 模 型 止 矗 立 的 图 腾 柱 上 的 鸡 造

型 基 本 一 致
,

L当 为 氏 族 图 腾 之 孑 遗
。

东 方

民 族
以
鸟 作 为 图 腾

,

在 北 山 以 东 荞 麦 山 西 周

墓 出 土 的 青 铜 器 上

,

多 有 鸟 的 造 型

,

如 飞 鸟

盖 双 耳 壶

,

鸟 形 捉 手 提 梁 卤

,

鸳 鸯 形 尊 等

口

《 左 传 》 昭 公 十 七 年
: “
少 腺 挚 之 立 也

,

凤

鸟 适 至

,

故 纪 于 鸟

,

为 鸟 司 而 鸟 名

。

… … 祝

鸿 者
,

司 徒 也
,
鹅 鸿 者

,

司 马 也
,
鸿 鸿 者

,

司

空 也
;
爽 鸿 者

,

司 寇 也
,

鹊 鸿 者
,

司 事 也

。

五 鸿

,

鸿 民 者 也

。
”
杜 注

: “
鸿

,

聚 也

,

治

事 上 聚

,

故 以 鸿 为 名

, ” 《 艺 文 类 聚 》 亦 云
:

“
少 (
`

泉 五 鸿

,

鸿 者 聚

,

聚 民 也

。 ”
青 铜 杖 徽

,

与 浙 江 吴 兴 棣 溪 镇 出 土 的 一 件 墩 造 型 基 本 相

同

,

L可 知 吴 兴 所 出 土 的 亦 应 为 杖 徽
。

墩 下

的 人 断 发 文 身

,

显 然 系 吴 人

。

可 见 杖 首 上 的

鸿 为 图 腾

,

杖 墩 下 的 人 为 吴 人

,

因 而 鸿 杖 应

为 权 力 杖

,

是 一 种 至 高 无 上 的 权 力 的 象 征

。

断 发 文 身 的 形 象 《 左 传 》 哀 公 七 年
:

“
太 伯 端 委

,

以 治 周 礼

,

仲 雍 嗣 之

,

断 发 文

身

,

裸 以 为 饰

, ”
又 《 左 传 》 哀 公 十 一 年

:

“
吴 发 短
” , 《 谷 梁 传 》 哀 公 十 三 年

: “
吴

,

夷 狄 之 国 也

,

祝 发 文 身

, ” 《 风 俗 通 义 》
:

“
裸 国

,

今 吴 郡 也

,

被 发 文 身

, ” 《 吴 越 春

秋
·

寿 梦 传
》 : “ 寿 梦 曰

: `
孤 在 夷 蛮

,

徒

以 椎 髻 为 俗

” 。
可 见 有 关 吴 人 发 式 的 形 象

,

历 来 就 有 断 发

、

短 发

、

祝 发

、

被 发 之 异

,

况

且 还 有 椎 髻

。

墓 葬 中 出 土 的 青 铜 鸿 杖 敏 和 悬

鼓 环 上
5 个 跪 坐 的 人

,

是 第 一 次 所 见 吴 人

“
断 发 文 身

,

裸 以
为 饰
”
和
“
以 椎 髻 为 俗
”

的 实 物 形 象

。

杖 墩 下 的 人 脑 后 盘 有 双 髻

,

中

间 有 发 辫

,

应 为 椎 髻

,

北 山 之 东 的 烟 墩 山 二 号

墓 出 土 的 骨 异

,

即 可 作 为 昊 人 有 椎 髻 的 旁

证

。

L通 过 这 5 个 写 实 的 人 的 造 型
,

可 以 得

出 完 整 的 吴 人 的 形 象

:

裸 体

,

凳 顶

,

前 有 短

发

,

散 披 于 额 前 和 耳 上

,

脑 后 盘 有 双 髻

,

中

有 发 辫

,

脑 部

、

背 部

、

臀 部

、

股 部 皆 文 图 案

花 纹

,

文 身 而 不 文 面

,

亦 不 文 臂 部

、

胫 部 及

手 足

。

《 左 传 》 和 《 史 记 》 等 所 云 吴 人 断 发

文 身
,
`

实
指 吴 人 的 正
面
形
象

,

而 断 发 文 身

,

脑 后 有 椎 髻

,

才 是 吴
大

的 完 整 形 象

。

徐 国 青 铜 器 徐 国 赢 姓

,

地 处 苏 皖 交 界

的 洪 泽 湖 一 带

。

徐 国 青 铜 器 以 往 在 江 西

、

湖

北

、

山 西

、

浙 江 等 地 均 有 出 土

。

墓 葬 中 出 土

的 谨 邓 编 钟 和 甚 六 鼎

,

亦 属 徐 器

。

依 编 钟 铭

文 可 知

,

作 器 的 蓬 郊 为 徐 王 之 孙

,

多
环
楚 之

子

,

亦 即 作 鼎 的 甚 六

。

如 通 宜

、

仪

,

亦 即

米

。

《 左 传 》 昭 公 六 年
: “
徐 仪 楚 聘 于 楚

, ”

《 春 秋 》 昭 公 三 十 年
: “
吴 灭 徐

,

徐 子 章 羽

奔 楚

, ” 《 左 传 》 作 章 禹
。

据 徐 王 义 楚 扁 得

知

,

义 楚 曾 为 徐 王

。

从 时 间 上 推 算

,

昭 公 六

年

,

义 楚 尚 未 为 王

,

而 昭 公 三 十 年

,

徐 王 已

是 章 羽

,

可 见 义 楚 之 后 徐 王 即 为 章 羽

。

甚

,

章 母 侵 韵

,

章

,

章 母 阳 韵

,

甚 章 声 同 韵 近
,

六
,

来 母 屋 韵

,

羽

,

匣 母 侯 韵

,

侯 屋 阴 入 对

转

。

甚 六 与 章 羽 双 声 迭 韵

,

甚 六 应 为 最 后 一

个 徐 王 章 羽

。

章 羽 器 在 徐 国 青 铜 器 中 属 首 次

发 现

,

而 章 羽 为 徐 王 义 楚 之 子

,

亦 第 一 次 得

到 确 认

。

《 左 传 》 昭 公 四 年
: “
徐 子

,

吴 出

也

” ,
可 知 徐 王 义 楚 之 父 为 吴 王 之 甥

。

徐 器

出 自 吴 墓

,

不 外 乎 两 种 可 能

:

一 是 吴 灭 徐 之

后 掳 其 重 器 而 归

,

时 在 鲁 昭 公 三 十 年 之 后
;

一 是 吴 徐 两 国 因 联 姻 关 系 而 馈 赠
,

时 在 鲁 昭

公 三 十 年 之 前

。

甚 六 鼎 中 有

“
甫 尸 昧

,

甚 六

之

,

赂 夫 跟 畴

”
一 语

,

意 为 余 眯 之 时

,

甚 六

之 吴

,

作 鼎 以 赂 跟 畴

。

撅 畴

, 《 左 传 》 作 跃

由
, 《 韩 非 子 》 作 撅 融

,

寿 梦 之 庶 子

,

余 昧

之 弟

。

《 左 传 》 昭 公 五 年
: “
吴 子 使 其 弟 厥

由 稿 师

,

楚 人 执 之
” ,

昭 公 十 九 年

: “
楚 子

·

一

乃
归 蹂
由

” ,
而 吴 王 余 味 已 于 昭 公 十 五

年 卒

,

铭 中 所 云 余 味 之 时 当 在 昭 公 五 年 之



,

甚 六 前 来 赂 鼎

。

《 左 传 》 昭 公 十 六 年
:

“
齐 师 至 于 蒲 隧

,

徐 人 成 行

,

徐 子 及 郑 人 营

人 会 齐 侯

,

盟 于 蒲 隧

,

赂 以 父 甲 之 鼎

, ”
可

知 其 时 徐 人 对 大 国 赂 鼎 确 有 其 事
。

《 史 记
·

吴 世 家 》
: “
吴 使 季 札 聘 于 鲁

,

请 观 周 乐

, ”

而
“
季 札 之 初 使

,

北 遇 徐 君

,

徐 君 好 季 札

剑

,
口 弗 敢 言

, … …还 至 徐
,

徐 君 已 死

,

于

是 乃 解 其 宝 剑

,

系 之 徐 君 家 树 而 去

。 ” 既 然

季 札 向 徐 君 馈 赠 宝 剑
,

其 出 使 的 目 的 又 是

“
请 观 周 乐
” ,

因 而 徐 国 向 吴 国 馈 赠 编 钟 等

乐 器 也 不 是 没 有 可 能 的

。

至 于 石 编 磐

,

应 为

与 编 钟 配 套 的 乐 器

,

因 此 亦 可 能 为 徐 器

。

徐

器 出 自 吴 墓

,

据 甚 六 鼎 铭 所 云

,

当 为 徐 向 吴

的 馈 赠 之 物

。

吴 国 青 铜 器 随 葬 的 青 铜 器 中

,

除 徐 器

外

,

余 皆 为 吴 器

。

云 纹 鼎 与 附 近 粮 山 一 号 墓

出 土 的
工
式 鼎 造 型 纹 饰 基 本 相 同

,

夔 纹 鼎 与

河 南 固 始 县 勾 歌 夫 人 墓 出 土 的 圆 鼎 造 型 完 全

相 同

,

而 内 下 有 缺 的 戈 和 靛 末 作 燕 尾 式 的 矛

亦 属 典 型 的 吴 国 青 铜 兵 器

,

至 于 隧 部 饰 龙 纹

的 虎 钮 有 盘 青 铜 谆
于 和 青 铜 鸿 杖 首 杖 傲 以 及

青 铜 悬 鼓 环

,

更 是 吴 国 特 有 的 青 铜 器

。

与 徐

器 一 样

,

带 铭 文 的 吴 国 青 铜 器 多 散 见 于 吴 国

疆 域 之 外 的 其 他 地 方

,

该 墓 出 土 的 尸 祭 击 盖

和 余 昧 矛

,

是 在 昊 国 疆 域 内 出 土 的 人 名 确 凿

的 吴 王 之 器

。

尸 祭 即 夷 祭

,

《 左 传 》
、

《 史

记 》 作 余 祭
,

马 王 堆 出 土 帛 书 《 春 秋 事 语 》

作 余 蔡
。

余 昧

,

《 左 传 》 作 夷 末
,

《 世 本 》

作 夷 昧
,

《 公 羊 》 与 《 史 记 》 作 余 昧
,

《 昊

越 春 秋 》 作 余 昧
,

与 之 同

。

夷 亦 作 余

,

可 证

夷 祭 即 余 祭

。

余 祭 为 寿 梦 次 子

,

余 眯 为 寿 梦

三 子
,

先 后 为 吴 王

。

尸 祭 备 上 的 麒

,

应 为 去

齐

,

剩

,

即 剩

,

通 乘

,

应 为 寿 梦

。

余 祭 器 和

余 昧 器 皆 属 首 次 发 现

,

从 而 补 齐 了 春 秋 时 期

铜 器 铭 文 中 从 去 齐 至 夫 差 这 一 段 吴 王 世 系

。

五

、

* 铜舰合金成份的分析

大港至谏壁一带两周墓葬串土的青铜器

达数百件之多
,

然 作 过 合 金 成 份 分 析 的 则 寥

寥 无 几

。
1 9 8 2年 荞 麦 山 西 周 墓 出 土 的 双 鸟 耳

方 座 篡
、

云 形 鸟 纹 鼎

、

雷 纹 高 和 矛 曾 作 过 光

谱 定 性 分 析

,

分 析 结 果 主 量 都 是 铜

,

篮 含 较

多 量 的 锡

,

鼎

、

高 含 较 多 量 的 铅

,

矛 含 较 多

量 的 铅

、

锡

。

篡 多 认 为 是 中 原 器

,

从 而 可 以

看 出 吴 国 青 铜 器 中 一 般 含 铅 量 较 高

。

L

这 次 , 对 墓 葬 中 出 土 的 部 分 青 铜 器 请 南

京 机 械 研 究 所 理 化 试 验 室 作 了 合 金 成 份 的 定

性 定 量 分 析

。
( 详 见表五 ) 作 分析 的青 铜器

分为 两组
,

一 组 徐 器

,

一 组 吴 器

。

吴 器 又 按

礼 器

、

军 乐 器

、

兵 器

、

车 马 器 分 为 四 类

。

通

过 分 组 分 类 对 比 表 明

,

春 秋 时 期 的 徐 国 和 吴

国 青 铜 器

,

有 着 明 显 的 自 身 特 点

。

1
、

徐 器 的 锡

、

铅 含 量 明 显 高 于 吴 器

,

甚 六 鼎 的 锡

、

铅 含 量 高 于 云 纹 鼎 一 倍 以 上

,

逢 邓 薄 钟 的 锡

、

铅 含 量 也 高 于 牛 享 于 的 一 倍 以

上

。

从 外 观 上 看

,

徐 器 皆 泛 银 灰 色

,

且 锈 蚀

甚 微

。

另 外

,

徐 器 的 造 型 较 之 吴 器

,

更 加 秀

丽 精 美
,
花 纹 装 饰 较 之 吴 器

,

亦 更 加 繁 绿 流

畅

。

可 以 认 为

,

徐 国 的 青 铜 冶 炼 铸 造 工 艺 水

平 略 胜 于 吴 国

。

2
、

与 西 周 时 期 这 一 带 出 土 的 吴 国 青 铜

器 相 比

,

含 锡 量 明 显 增 多

,

最 高 的 含 锡 量 达

含 铅 量 的 20 倍以上
,

说 明 含 铅 高 仅 是 西 周 时

期 吴 国 青 铜 的 特 征 之 一

,

到 春 秋 时 期 这 一 特

征 已 不 复 存 在

。

3
、

(( 周礼
·

考 工 记

·

车 舟 人 》
: “
金 有

六 齐
,

六 分 其 金 而 锡 居 一

,

谓 之 钟 鼎 之 齐
,

五 分 其 金 而 锡 居 一
,

谓 之 斧 斤 之 齐
,
四 分 其

金 而 锡 居 一
,

谓 之 戈 戟 之 齐
,
参 分 其 金 而 锡

居 一
,

谓 之 大 刃 之 齐
,
五 分 其 金 而 锡 居 二

,

谓 之 削 杀 矢 之 齐

,

金 锡 半

,

谓 之 鉴 隧 之 齐

。

今 以 吴 国 青 铜 器 的 锡 铅 含 量 与 之 相 较

,

礼 器

中 云 纹 鼎 与 钟 鼎 之 齐 相 合

,

余 大 致 在 五 分 其

金 而 锡 居 一 左 右

,

略 高 于 钟 鼎 之 齐
,
军 乐 器

与 钟 鼎 之 齐 亦 相 合
,
兵 器 中 矛
、

墩 与 戈 戟 之

齐 相 合

,

而 削

、

矢 则 低 于 削 杀 矢 之 齐

,

可 能

因 此 矢 为 习 射 之 矢 的 缘 故

。

可 见 春 秋 时 期 吴

国 青 铜 器 冶 铸 的 铜 锡 之 比

,

基 本 上 符 合 《考 工



》 中
“

六 齐

”
的 标 准

,

说 明 吴 国 在 青 铜 器 制 造

上 已 基 本 掌 握 了 不 同 用 途 的 器 物 不 同 合 金 含

量 之 比

,

其 工 艺 已 接 近 或 达 到 较 高 的 水 平

。

六

、

墓 主 的 考 证 与 墓 葬 年 代 的 推 断

丹 徒

,

古 称 朱 方

。

《 汉 书
·

地 理 志 》 颜

师 古 注
: “
丹 徒

,

即 《 春 秋 》 云 朱 方 也
。
”

朱 方
,

吴 邑

。

《 左 传 》 襄 公 二 十 八 年
: “
齐

庆 封 … … 奔 吴
,

吴 勾 余 予 之 朱 方

, ”
故 《 太

平 寰 宇 记 》 云
: “
丹 徒 县

,

春 秋 吴 朱 方 之

邑

。 ”
朱 方 的 具 体 位 置

,

据 罗 泌 《 路 史
·

国

名 纪 》 云
: “
润 之 丹 徒 东 二 十 地 曰 朱 方
” ,

此 丹 徒 当 指 今 谏 壁 以 西 的 丹 徒 镇

,

故 知 北 山

正 好 在 朱 方 之 北 鄙

。

因 而 北 山 顶 春 秋 墓 当 属

吴 墓 无 疑

。

墓 葬 位 于 高 山 之 颠

,

背 山 面 江

,

墓 室 前

有 长 条 形 隧 道

,

当 为 《 周 礼
·

家 人 》 中 所 载

的 天 子 之 制
。

其 上 高 大 的 封 土 直 径 达 30 余

米
,

在 吴 国 墓 葬 中 亦 属 罕 见

。

墓 室 虽 早 年 被

盗

,

然 在 隧 道 的 前 部 仅 数 平 方 米 的 面 积 中 竟

出 土 了 礼 器

、

乐 器

、

军 乐 器

、

兵 器 和 车 马 器

等 成 组 成 套 的 随 葬 品

,

可 见 墓 主 的 身 份 是 十

分 显 赫 的

。

随 葬 品 中 的 青 铜 鼎

、

编 钟 和 石 编

磐

,

说 明 死 者 生 前 是 钟 鸣 鼎 食 的 贵 族

。

春 战

之 际 随 葬 钟 磐 的 仅 见 于 山 西 长 治 分 水 岭 26 9

号 墓 和 湖 北 随 县 曾侯 乙墓 等 少 数 几 座 大 型 墓

葬
,

与 之 时 代 相 近 的 安 徽 寿 县 蔡 侯 墓 也 只 随

葬 编 钟 而 无 编 磐

。

L 《 左 传 》 襄 公 十 一 年 :

“
郑 人 赂 晋 侯 以 … … 歌 钟 二 肆

,

及 其 搏 磐

, ”

可 见 钟

、

搏

、

磐 亦 当 诸 侯 以 上 者 方 可 共 用

。

成 堆 的 青 铜 兵 器 和 成 套 的 军 乐 器

,

不 仅 表 明

墓 主 生 前 拥 有 武 装 并 且 曾 是 战 争 的 指 挥 者

,

而 且 与 《 国 语
·

吴 语 》 中 所 载 吴 王 所 用 的 一

套 军 乐 器 基 本 相 符
。

鸿 杖 的 出 土

,

更 是 表 明

墓 主 生 前 拥 有 至 高 无 上 的 权 力

。

墓 葬 中 用 人

殉 和 人 祭

,

与 《 吴 越 春 秋 》
、

《 尸 子 》 中 所

载 的 吴 王 用
“
童 男 女 与 鹤 俱 入 羡 门
”
和
“
以

臣 妾 为 殉
”
完 全 相 符

,

同 时 也 说 明 了 墓 室 前

的 隧 道 是 应 该 有 殉 人 和 随 葬 品 的

。

从 青 铜 器

上 的 铭 文 来 看

,

虽 有 徐 器 和 吴 器 之 分

,

然 此

地 属 吴

,

徐 墓 不 可 能 葬 在 吴 地

。

甚 六 鼎 的 铭

文 中 不 仅 明 确 地 记 载 了 鼎 为 甚 六 ( 即徐王 章

羽 ) 在余 昧之 时赂赠其 弟撅畴
,

而 且 更 明 确

地 记 载 了 铸 鼎 的 目 的 是
“
以 伐 四 方

,

以 达 敌

旗 王

, ”
因 而 有 理 由 认 为 墓 主 的 身 份 应 为 吴

王
。

再 看 两 件 吴 器

,

击 盖 为 吴 王 余 祭 所 作

,

矛 为 吴 王 余 味 所 作

。

《 史 记
·

吴 世 家 》 云
:

“
寿 梦 有 四 子

,

长 曰 诸 樊

,

次 日 余 祭

,

次 曰

余 味

,

次 曰 季 札

, ”
击 盖 上
“
尸 祭
”
二 字 被

铲
,

因 而 墓 主 不 可 能 为 余 祭

。

在 出 土 青 铜 器

上

,

常 常 可 以 见 到 因 易 主 而 人 名 被 铲 去 的

,

而 击 盖 上 余 祭 之 祖 技 ( 即 去 齐 ) ,
父 剩

( 剩
,

即 寿 梦 ) 皆未 铲刮
,

那 么 与 余 祭 同 为

去 齐 之 孙

,

寿 梦 之 元 子 ( 即诸 樊 ) 之弟 的只

有 余昧和季 札
。

《 公 羊 》 襄 公 二 十 九 年
:

吴

季 札
“
去 之 延 陵

,

终 身 不 入 吴 国
” , 《 越 绝

书
·

吴 地 传 》
: “
毗 陵 上 湖 中 家 者

,

延 陵 季

子 家 也

, ” 《 皇 览 》
: “
延 陵 季 子 家 在 毗 陵

县 暨 阳 乡
,

至 今 吏 民 皆 祀 之

。 ”
又 江 苏 盯 胎

县 曾 出 土 过 一 件 季 札 匝
,

铭 曰
: “
攻 庸 季 生

· ·

…
。 ”

O 该墓中未见一件季札器
,

铭 文 中

无 一 处 提 及 季 札

,

史 籍 亦 云 季 札 墓 在 毗 陵 而

不 在 朱 方

,

故 墓 主 也 不 可 能 是 季 札

。

据 甚 六

鼎 铭 得 知

,

鼎 在 余 昧 之 时 为 赂 撅 畴 而 作

,

《 左 传 》 中 所 载 撅 畴 ( 即撅 由 ) 在吴之 时 的

事迹 仅
.

见 于 昭 公
五 年

,

即 吴 王 余 昧 七 年

。

而

墓 室 中 随 葬 的 余 昧 矛

,

当 为 死 者 的 近 身 之

物

。

据 此 推 断 墓 主 可 能 为 吴 王 余 昧

。

随 葬 品 中 的 青 铜 器

,

从 造 型 风 格 来 看

,

其 时 代 基 本 上 属 于 春 秋 晚 期

。

而 殉 葬 人 所 随

葬 的 一 组 陶 器 和 墓 室 及 封 土 中 出 土 的 陶 器

、

原 始 青 瓷 器 等

,

更 是 宁 镇 地 区 和 皖 东 南 一 带

遗 址 和 土 墩 墓 中 春 秋 晚 期 的 常 见 器 形

。

在 整

理 过 程 中

,

曾 将 青 铜 矛 鑫 内 的 残 木 秘 送 交 南

京 博 物 院 碳 14 实验室用碳 14 法测定
,

结 果 为

距 今
2 3 5 5士 9 5年

,

半 衰 期 为
5 7 3 0 士 4 0年
。

经

树 轮 较 正 后 为 距 今
2 3 7。年

,

加 之 正 负 误 差

,

为 春 战 之 际

。

因 此 墓 葬 的 相 对 年 代 可 定 为 春



。

吴 王 余 祭 在 位 四 年

,

吴 王 余 眯 在 位 十 七

年

。

《 春 秋 》 襄 公 二 十 九 年 ( 即吴王余祭 四

年 ) : “
阁 拭 吴 子 余 祭

, ” 《 左 传 》 和 马 王

堆 出 土 帛 书 《 春 秋 事 语 》 都 详 载 其 事
。

而

《 史 记
·

吴 世 家
》 云 : “ 十 七 年

,

王 余 祭

卒

,

弟 余 昧 立

, … … 四 年
,

王 余 味 卒

” ,
与

《 春 秋 》 等 史 籍 所 记 正 好 相 反
。 《 史 记
·

诸

侯 年 表
》 中 则 又 有
“
吴 余 祭 四 年

,

守 门 阁 杀

余 祭

, ”
显 然 《 吴 世 家 》 有 误
。

这 一 点

,

唐

人 司 马 贞 作 《 史 记 索 隐 》 中 早 巳 指 出
: “
是

余 祭 在 位 四 年
,

余 昧 在 位 十

一

七 年

。

系 ( 世 )

家倒 错二王 之年
。 ”
然 无 论 吴 王 余 昧 在 位 十

七 年 还 是 四 年
,

其 卒 年 诸 史 籍 中 的 记 载 都 是

鲁 昭 公 十 五 年

,

即 公 元 前 五 二 七 年

。

如 墓 主

推 断 为 吴 王 余 味 可 以 得 到 确 认 的 话

,

墓 葬 的

绝 对 年 代 应 为 公 元 前 五 二 七 年 或 稍 后

。

绘 图 钱 锋

拓 片 郝 明 华

摄 影 王 振 本

执 笔 张 敏 刘
丽 文

①江 苏 省 文 管 会 : 《 江 苏 丹 徒 县 烟 墩 山 出 土 的 古 代

青 铜 器 》
, 《 文 物 参 考 资 料 》 1 9弓S年 4 期
。

镇 江 博 物 谊
: 《 江 苏 丹 徒 出 土 东 周 铜 器 》

, 《 考

古 》 198 1年 S 期
。

刘 建 国
: 《 江 苏 丹 徙 粮 山 石 穴 墓 》

, 《 考 古 与 文

物 》 1 9 8 7年 4 期
。

南 京 博 物 院 等

: 《 江 苏 丹 徒 磨 盘 墩 周 墓 发 掘 简

报 》
, 《 考 古 》 1 9 85年 11 期
。

镇 江 博 物 馆 等
: 《 江 苏 丹 徒 大 港 母 子 墩 西 周 铜 器 墓

的 发 掘 》
, 《 文 物 》 1 9 8 4年 5 期
。

②江 苏 省 丹 徒 考 古 队
: 《 江 苏 丹 徒 大 港 土 墩 墓 发 捆

报 告 》
, 《 文 物 》 1 9 8 7年 S 期
。

③西 烟 墩 山 的 发 掘 报 告 尚 未 发 表
。

④铭文 为 笔 者 所 隶定
,

F同
。

⑤随 县 擂 鼓 墩 一 号墓 考 古发 掘 队 : 《 湖 北 随 县 曾 侯

乙 墓 》
, 《 文 物 》 1 9 7 9年 7 期
。

⑥固 始 侯 古 堆 一 号 墓 发 掘 组 : 《 河 南 固 始 侯 古 堆 一

号 墓 发 掘 简 报 》
, 《 文 物 》 1 9 8工年 1 期
。

⑦予 世 俊
、

林 留 根

: 《 镇 江 东 郊 发 掘 一 座 大 型 古

墓 》
, 《 新 华 日 报 》 1 9 8 7年 9 月 19 日
。

⑧郭 宝钧 : 《 山 彪 镇 与 琉 璃 阁 》
,

科 学 出 版 社

,

1 9 5 9年
。

安 徽 省 文 管 会 等
: 《 寿 县 蔡 侯 墓 出 土 遗 物 》

,

科 学

出 版 社

,
1 9 5 6年
。

⑨镇 江 博 物 馆 : 《 江 苏 镇 江 谏 壁 王 家 山 东 周 墓 》
,

《 文 物 》 1 9 87年 1 2期
。

L山 东 省 文 物 考古 研 究 所 等 : 《 山 东 沂 水 刘 家 店 子

春 秋 墓 发 掘 简 报 》
, 《 文 物 》 1 9 8 4年 9 期
。

@ 胡悦谦
: 《 安 徽 宿 县 出 土 两 件 铜 器 》

, 《 文 物 》

1 9 64年 7 期
。

蔡 侯 墓 见
< 8 》

L浙 江 省 文 管 会 等 : 《 绍 兴 3 0 6 号 战 国 墓 发 掘 简

报 》
, 《 文 物 》 1 9 8 4年 1 月
。

⑥ 《 浙 江 长 兴 等 县 出 土 雨 钟
、

铜 锹 和 秘 色 窑 瓷
》 ,

《 文 物 》 1 9 7 2年 3 期
。

⑧见 ( 2 )
。

⑥肖梦 龙 : 《 母 子 墩 墓 青 铜 器 及 有 关 间 题 探 索 》
,

《 文 物 》 1 98 4年 5 期
。

L见 丈 8 》
。

⑧攻 虎 季生 匝
,

1 98 5年 江苏 省征集拣选 文物展览所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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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 十 四
标 本 年 代 测 定 结 果

月 徒 考 古 队
:

你 处
18 94

年
10

月 0 1日送来标本一件
。

经 用 碳 4 1

法测定结果为2 3 5 5士 95年 B
。

P
。 .

特 此 通 知

。

原 标 本 编 号

:
84 D B M标

: 1

标 本 名 称
:

残 木 秘

标 本 物 质

:

木

半 衰 期
: 5 7 30

士
4 0
年

南 京 博 物 院 碳 4 1实验室

8 1 9 5
年

2 月 6 日

干 均 愈 合
。

三

、

鉴 定 意 见

女 性

,

年 龄 约 30 岁左右
。

( 骨缝的愈合及 牙的

磨耗为准 )

鉴定人

南京医学院解 剖教研室

邹 令哲 ( 签字 )

姚传业 ( 签字 )

1 9 5 5
年

a
月

1 6 日

附 录 二

殉 葬 人 骨 鉴 定

编 号
: 8 4 D B M X I

一
、

标 本 情 况

1
、

颅 骨

:

基 本 完 整

.

部 分 已 整 复

。

2
、

四 肢 骨

:

左 股 骨 体

,

左 右 胫 骨 ( 缺 上 端

1 / 5 )
,

右 啡 骨
C缺 上端 )

,

左 排 骨 ( 缺 上 下

端 )
,

右 侧 足 骨 ( 距
、

跟

、

舟

、

骸 骨

,
,
一 一

3
楔

骨
,

1 一 一 5 跳 骨 ) 左侧 足骨 ( 跟骨残 部
、

距

、

舟

骨 )
,

部 分 距 骨 与 指 骨

。

二

、

标 本 的 年 龄 性 别 特 征

整 颅 的 各 种 骨 缝 均 未 愈 合

,

约 30 岁左右
。

牙 齿

, ~

曰

:
领 骨 M

: ,

I 期磨耗
,

26 一一 35 岁
。

M
Z .

I 期磨耗
,

2 9
一 一 3 1

岁
。

顶 结 节

、

额 结 节 明 显

。

乳 突 不 发 达

,

周 径 略

小

,

枕 外 隆 凸 及 肌 线 均 较 平 滑

。

眶 上 缘 锐

。

下 领 角

不 外 翻

,

牙 弓 小

,

呈 抛 物 线 形

,

下 领 支 窄

.

体 较 短

矮

。

四 肢 骨

,

各 骨 面 较 平 滑

,

肌 线 不 明 显

,

各 骨 箭

附 录 三

三 件 青 铜 鼎 内 动 物 骨 骼 鉴 定

经 鉴 定

:

三 具 出 土 动 物 骨 骼

,

系 分 别 为 三 种 动

物

。

其 中 一 号 标 本
( 青铜 鼎 编 号

: s 4D BM
: 2 0 )

根据 其咽喉齿的结构 特征
,

其 齿 式 为
1

.

1
.

3 / 3
.

1
.

1

因 此
,

此 标 本 为 鲤 鱼

。

二 号 标 本 ( 青 铜 鼎 编 号
:

84 D BM
:

4 ) 根据其环 椎和枢 椎的结构 特 征
,

系

家 猪

。

三 号 标 本 ( 青 铜 鼎 编号
:

84 D B M
: 6 ) 根

据其肋骨结构和肩脚骨形态
,

系 为 羊

。

鉴 定 人

南 京 大 学 生 物 系 ( 盖章 )

林金榜 ( 签 字 )

19 8 d
年 11月

2 3 日

1
号 标 本

2 号 标 本

3
号 标 木

鉴 定 书

鲤 科 C y p r i n i da e i刀d e t
.

家 猪
S u s d o m e s t i e a

羊 属 o v i s s p
·

上 海 自 然 博 物 馆 曹 克 清

1 9 8 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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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拼 的 声 学 特 性 测 址

江 苏 镇 江 丹 徒 北 山 顶 春 秋 墓 出 土 乐 器 编 钟 一 组 七 枚

,

编 馨 七 枚 ( 除破 损者 外 ) 的声频谱 等声学特 性以

及编磐的振 动模 式由我所 做了较 详细的测量分析
。

其 方 法 和 结 果 如 下

:

一

。

测 量 分 析 方 法

:

1
。

声 频 谱 测 量 分 析 方 法

:

…声 级 计 …
{ 录 音 机 }

}
幸

一 , { 数 字 频 谱 } 一, }
x、 I

一̀ { 分 析 仪 } 一̀ } 绘 图 仪 }

N A G RA一 IV一 S J B& K一 20 3 3 B& K一 2 3 0 8

图卜工
、

声 频 谱 测 量 分 析 方 匡 图

出 土 文 物 在 历 史 博 物 馆 展 出

,

现 场 录 音 在 四 楼 展 厅 进 行

。

录 音 机 为 带 声 级 计 三 声 道 高 质 量
N A G R A

一 IV一乳 型
,
数 字 频 谱 分 析 仪 是 高 分 辨 率 窄 带 分 析 器 F F T

一
2 0 3 3 ,

频 谱 分 析 的 精 度 由 分 析 的 频 率 上 限

决 定

。

对 于 编 钟 和 编 詹 基 频 的 误 差 在
1

.

25 赫之内
。

2
。

编 钟 的 声 频 谱

编 钟 的 基 音 频 率 有 两 个

。

随 敲 击 的 位 置 不 同 而 发 出 两 个 不 同 的 音

,

敲 正 中 间 点 所 发 音 称 正 鼓 音

,

敲 旁

边 的 点 为 侧 鼓 音

。

参 见 频 谱 图
2
月

7
。

分 析 中 记 录 信 号 长 度 为 80 om s .

频 谱 图 中 除 注 明 为 最 后 80 m s
外

,

都 为 开 始 80 皿s
内 的 瞬 时 谱

。

下 表 给 出 每 个 钟 的 两 个 基 音

。

钟 由 大 到 小 编 为 至 七 号

。

表 一

。

编 钟 的 基 音 频 率

六号:7

M

五号:6

M

四号哺

M

三号哺

M

\

毓 气

正 鼓 音

侧 鼓
·

音

号

M
: 7 0

号

M
: 6 5

七

号

M
: 6 8

5 5 0
。

0 6 1 2 8 2 5
。

0 1 1 2 3 7
。
5 } 1 7 6 2
。
5 } 1 9 0 0
。
0 } 2 6 2 5

-

6 8 7
。

5 73 7
。
5 } 1 0 2 5
。

0 } 1 5 0 0
。

0 } 2 1 7 5
。
0 ) 24 1 2
。
5 } 3 2 0 0
。
0

8
。

编 磐 的 声 频 谱

编 磐 的 材 料 是 石 灰 石

,

形 状 比 较 特 殊

,

两 臂 不 对 称

,

一 长 一 短 如 图 25 一
9示
。

表 二 给 出 所 测 七 个 编

磐 的 前 三 个 频 率 分 别 用
F l

,

F ,
,

F 3
表 示
。

编 磐 由 大 到 小 编 成 一 至 七 号

。

编 磐 的 频 谱 图 见 图 18 月
4
。

表 二

。

编 磐 的 主 要 频 串

、、

毓 飞飞

号号 号号 号号 四四 五五

, J 一一

七七

MMMMM
: 5 444 M

: 5 333 M
: 5 666

号号 号号
/ 、、
号号

MMMMMMMMMMM
. 6 111 M

: 6 000
号号 M

: 5 999

MMMMMMMMMMMMMMM
:

644444

FFF 111 6 1 2
。

555 8 2 5
。
000 1 1 1 2
。
555 1 2 3 7
。
555 2 2 5 0
。
000 18 5 0
。

000 3 0 2 5
。

000

FFF 222 1 3 0 0
。
000 1 68 7
。

555 2 1 62
。

555 2 33 7
。

555 3 9 5 0
。
000 3 1 2 5
。
000 49 5 0
。

000

FFF 888
`

1 57 5
。
000 2 08 7
。
555 2 8 2 5
。

000 3 1 6 2
。
555 5 5 2 5
。
000 4 75 0
。
000 7 5 0 0
。
000

二
。

编 磐 振 动 模 式 测 量

1
。

测 量 方 法

用 稳 态 电 信 号 激 励 法

,

框 图 如 下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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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洲

.

析一 l幸差、一外分} 信 号 发 1 一)

} 生 器 ) 一)

}
幸

1 激 励 … 一 ,
} 换 能 器 { 一̀

1
令

X F S一 g A音频
信号 发生器

压 电陶磁 B & K一 2 0 1 0

图 1
一

2 振 动 模 式 测 量 框图

所 分 析 的 编 磐 在 上 表 二 中 编 号 为 四
,

文 物 编 号 是 六

.

它 的 尺 寸 是

:

长 臂 瑞 长 为
1 s c m

,

短 臂 瑞 长
1 2

.

4

c 沮
,

厚 为
1

.

4c lu
,

演 奏 时 一 股 敲 击 长 臂 瑞 边 缘

,

因 此 激 发 换 能 器 片 贴 在 敲 击 位 置 如 图 26 示
。

当 加 到 换 能 器

片 上 的 信 号 频 率 与 编 馨 的 固 有 振 动 频 率 一 致 时

,

激 发 编 磐 振 动

,

由 探 管 拾 振 器 将 振 动 信 号 输 送 到 外 差 式 窄 带

分 听 仪

,

分 析 带 宽 为 10 赫
。

由 分 析 仪 指 示 各 点 振 幅 的 大 小

,

而 可 得 到 编 磐 的 基 本 振 型

。

测 量 结 果 如 表 三 和

图
2 5一 2 8

示
。

表 三

。

编 磐 的 基 本 振 型

岁

口

n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兰一一
卜

一一
一 里

一

一
{
-

一

l

一

}
. . . . …

…
公

.

_ J
二_ 」

乏

二

_ .

{ 二
_ .

… “
_ :

,

!
:

表 示 沿 磐 长 度 方 向 分 布 的 节 线 数

。

表 示 沿 磐 横 度 方 向 分 布 的 节 线 数

。

中 国 科 学 院 声 学 研 究 所

蔡 秀 兰 郑 敏 华 郑 大 瑞

附 录 五
:

古 代 编 替 特 性 研 究
( 提要 )

本文 从江 苏镇江丹徒春秋墓 出土的古代 乐器 编磐七枚中的第四号 (文物 编号为六号 ) 磐出发
,

通 过 用

有 限 单 元 方 法 计 算 板 的 自 振 频 率 及 相 应 振 型

,

研 究 各 种 形 状 尺 寸 的 板 的 振 动 特 性

。

想 从 中 找 出 板 的 振 动 特

性 随 形 状 尺 寸 的 变 化 规 律

,

来 推 断 古 人 所 选 中 的 磐 的 形 状 尺 寸 的 合 理 性

。

对 第 四 号 磐 的 计 算 得 的 自 振 频 率

谱 及 振 型 与 实 验 测 量 结 果 相 当 符 合

,

通 过 对 不 同 形 状 的 板 的 计 算

,

发 现 古 代 编 磐 所 取 形 状 比 例 使 其 频 率 基

本 上 呈 谐 波 分 布

。

并 通 过 对 磐 声 进 行 计 算 机 合 成 把 磐 声 的 物 理 参 数 与 主 观 评 价 联 系 起 来

。

作 为 一 种 乐 器

,

除 了 音 质 特 性 外

.

还 要 有 其 它 方 面 的 考 虑

,

这 在 本 文 中 都 有 讨 论

。

在 计 算 板 的 自 振 频 率 过 程 中

.

发 现 了 推 测 材 料 参 数 的 一 种 方 法

,

只 要 这 种 材 料 能 做 成
(或可 以看作 )

一 个弹性
、

均 匀

、

各 向 同 性 的 厚 板

。

并 用 曲 线 拟 合 的 方 法 求 得 符 合

“
磐 氏 比 率
”
的 磐 的 音 高 (基 频 ) 的近

似计 算公式
。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王忠燕 )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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