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苏 武 进 孟 河 战 国 墓

镇江市博物馆

9 18 0年 0 1月武进县孟河公社砖瓦厂民

工
,

在徽州山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
,

出土十余

件铜器及一件玉璧
,

将其中完整的鼎
、

壶各二

件送交镇江博物馆
。

我馆到出土这批铜器的

现场作了调查
,

发现是一竖穴土坑墓
,

大部分

已被挖去
,

仅残存一端墓底部分
,

随即作了

清理
。

墓葬位于孟河镇南徽州山向阳 坡地上
,

南北向
,

墓底距地表约 4 米
。

墓底部有已炭

化的棺板
,

宽 1
.

巧 米
,

厚 3 厘米
。

棺板下填有
4 厘米厚的青灰色膏泥

。

同时
,

又出土铜带

勾
、

陶俑头各一件
。

据介绍
,

坑壁平整
,

在已

朽烂的棺板外面也有一层灰色精细膏泥
。

墓

长约 2 米
,

铜器集中放置在南向的头部
。

现

将器物介绍如下
。

铜鼎 2 件
。

形制大小相同
,

均有盖
。

子母 口 ,

扁圆腹
,

圃底
。

腹上一道凸弦纹
,

方

形附耳
,

六棱柱状 鼎足
,

其上部作兽面下部呈

图一 铜金
、

铜鼎

蹄形
,

耳
、

足均中空
。

盖上施二道凸弦纹
,

有

三个卧牛形纽
,

中心有一活动纽环
。

口径

2 0
.

2
、

腹径 2 3
.

3
、

通高 2 7 厘米 (图一
,

右 )
。

铜敦 1 件
。

身
、

盖作子母 口扣合
,

深

腹
,

圆底
,

整体呈扁圆形
。

器壁很薄
,

底部已

残破
。 口 径 2.0 8

、

腹径 2 3
.

5
、

通高约 20 厘米

(图二 )
0

铜壶 2 件
。
器形一样

。

细颈
,

鼓腹
,

圈足
。

腹上有一对铺首衔环
。

有盖
,

盖上三

纽
。 口径 9

.

5
、

腹径 1 .9 2
、

通高 30 厘米 (图

一
,

左 )
。

铜勺 2 件
。

形制相同
。

六棱形柄
,

中

空
,

柄中部有一小方卯孔
。

圆首勺呈簸箕形
。

柄长 13
、

勺长 10
、

宽 13 厘米 (图三
,

右下 )
o

铜带勾 1件
。

素面
。

.

勾作蛇头 形
。

长 3
、

宽 1
.

8厘米
。

铜剑 1件
。

圆形剑首
,

椭圆实心茎
,

上有二道凸箍
,

隔素面
。

剑身中脊和刃部系

采用含锡量不同的两

色铜铸成
,

中脊含锡

量较少
,

微泛 红 色
。

这种剑俗称
“

插心剑
”

或
“
两色剑

” 、 “

复合

剑
” 。
刃口 锋利

,

剑身

附有木鞘痕
。

剑身最

宽 .4 3
、

通长 35 厘米

(图三
,

中 )
。

铜 弩机 1 件
。

无铜廓
,

机件有悬刀

(板机 ) 和两个牙 (钩

括 )
。

后端牙竖置
,

前

有两齿
,

用以钩弓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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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二 铜敦

图三 铜
、

陶
、

玉器

左上
.

陶俑头

中
.

铜剑

右下
·

铜勺

左下
.

玉璧

右上
.

铜弩机

后左边一齿即
“
望山

” ,

高 3
.

5
、

宽 1
.

卜 厚 0
.

4

厘米
。
前牙上

、

下两齿
,

横嵌于后牙中间的槽

内
,

长 .5 2
、

厚 .0 9 厘米
。

悬刀长 7 .9
、

上宽

1
.

1 、 下宽 .0 6厘米
。

机件附有木痕
,

随葬时

应是带有木臂的全弩 (图三
,

右上 )
。

还有铜盘
、

铜匝各一件
,

皆残破不可复

原
。

陶俑头
、

1件
。

红陶质
。

脸型椭圆
、
扁

平
,

修目阔鼻
,
口角微翘

。
头发梳于脑后作一

尖形发髻
。

俑头中空
,

为模制
。
颈部前齐

,

可

能随葬时配有木质俑身已腐烂
。

俑头连颈部

通高 11
.

5 厘米 (图三
,

左上 )
。

玉璧 1件
。

青玉质
,

双面刻 云 涡 纹
,

肉
、

好边缘绕以弦纹
。

肉径 10
.

7
、

好径 .3 2
、

厚 .0 4 厘米 (图三
,

左下 )
。

这座墓葬的形制
、

出土铜器的组合及器

形都明显具有楚墓的特点
。

此墓为一长方形

竖穴木棺墓
,

棺木外填以白膏泥封闭
。

这是

小型楚墓所通行的葬法
。

墓中出土铜器的组

合为鼎
、

敦
、

壶
,

另加盘
、

区
、

勺及兵器铜剑
、

弩

机等
,

符合战国中期楚墓的器物组合规律①
。

此墓两套完整的铜鼎
、

壶及勺
,

与湖北江陵藤

店一号墓②
、

望山一号墓⑧
、

鄂城鄂钢 ” 号

墓④ 、

襄阳蔡坡 12 号墓④ 以及长沙楚墓⑧所

出同式器的形制完全一致
。

铜剑和长沙楚墓

VI 式剑
,

弩机与长沙扫把塘 138 号墓
、

左家

塘 15 号墓 O 出土的弩机形制相同
。

其他诸如

带勾
、

玉璧
、

俑等更是楚墓中所习见的
。

上面

与该墓对照的各楚墓的时代皆为战国中期或

中
、

晚期之交
,

该墓所出铜敦的器形扁回
,

无

足
、

纽
,

子母 口又很明显
,

具有向盒递变的趋

势
,

但又不像战国晚期楚墓的铜盒
。

所以
,

武

进孟河墓的时代应为战国中期偏晚
,

但比长

沙杨家湾 6 号墓⑧代表的出鼎
、

盒
、

壶
、

钻的

战国晚期或末期墓早
。
据文献记载

,

吴王夫

差二十三年 (公元前 村 3 年 )
,

吴国被越国所

灭
。

楚威王六年 (公元前 33 4 年 )越犯楚
, “

楚

威王兴兵而伐之
,

大败越
,

杀王无强
,

尽取故

昊地至浙江
.

(《史记
·

越世家》 )
。

楚国的获

域扩展至长江下游一带
,

武进孟河基当为这

一地区归属楚国以后所葬
。

楚墓在江南发现甚少
, 19 7 3 年无锡前洲

勺 13 6 、 考 古



公社曾出土过三件带有
“
我巧陵君

”
铭文的铜鉴

和豆
,

同时发现的还有匝
、

洗等
,

为一楚墓所

出@
。 19 8 0 年苏州地区文管会在吴县枫桥

何山清理了一座出有
“

楚叔之孙途为之盖
”
铭

文的铜秃楚墓L
,

都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

苏

南地区在两周时期是吴国的中心腹地
,

有着

颇具特点的昊文化
,

盛行
“

土墩墓
” ,

随葬印纹

硬陶器物
。

至春秋
,

各国间战争频繁
,

促进了

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加快
。

楚

文化对吴文化亦有很大的影响
,

出现了以六

合程桥东周墓 0 及和仁东周墓 0 为代表的竖

穴土坑墓葬
,

同时在随葬品上除有吴传统的

几何印纹硬陶外
,

又有楚国特征的器物
,

出现

了吴
、

楚文化共存的现象
。

到战国时期
,

随着

吴国的灭亡和吴故地归人楚国的版图
,

原这

一地区的昊文化已全被楚文化所融合取代
,

武进孟河战国墓中再不见一件几何印纹陶的

随葬品
,

墓葬形制
、

出土铜器的组合与器形的

完全楚化
,

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变化
。

武进孟河楚墓为我们研究楚文 化 的 东 伸 苏

南
,

以及这一地区吴
、

楚文化的交替发展等向

题
,

提供 了有益的资料
。

此墓出土的一件铜弩机和
“

插心剑
” ,

在

目前战国墓中尚不多见
。

弩机多见于楚墓
,

有

人认为
“
弩机可能是楚民族的创造

。
发明的

时代约在春秋
” @

。

武进孟河楚墓又
` 一件弩机

的出土
,

为这种观点增添了新的资料
。

插心

剑的脊
、

刃分别用两色铜铸成
,

脊部含锡量较

少
,

比一般青铜质柔而坚
,

不容易折断 ; 刃部

含锡量较多
,

则质脆而硬
,

使刃口 更加锋利
,

它在增强杀伤能力上比一般青铜剑更进了一

步
。

吴越被誉为
“ 宝剑之乡

” ,

但是在本地区

迄今所发现的大量春秋吴越铜剑中
,

还未见

到这种剑
。

楚国的铸剑工艺水平亦是相当高

的
,

特别吞并吴越之后
,

得到进一步发展
。

这

种实茎双凸箍的
“

插心剑
”

多出于战国楚墓

中
,

为楚剑的一种常见式样 0
,

表明楚国在承

袭了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基础上
,

又有所提

高和创新
。

故而有人说
“
过去关于昊越的神

奇的铸剑的传说
,

也随之转而落到楚国的头

上劲 。 ⑥

执笔者 肖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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