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

镇江博物 馆

9 1 8 5年4月
,

江苏省电力建设三处 在 镇

江市丹徒县谏壁镇东南的王家山施工时
,

出

土数件青铜器
。

我馆闻讯后即派员前往
,

了

解到铜器出自一座东周墓
。

现将此墓清理情

况简报如下
。

此墓位于王家山东北端
,

北距长 江 2
、

西距镇江市区 14 公里
,

墓的南侧有镇 ( 江 )

常 (州 ) 公路
,

东侧不远处有粮山 1
、

2号春

秋墓① ( 图一 )
。

此墓为民方形竖穴土坑墓
。

东西向
。

墓

内填土较疏松
,

未见夯筑痕迹
。

墓坑上大下

小
,

墓 口及墓坑东部已受人为破坏
。

墓坑南

北宽约 3
、

东西残长 6
、

深约 6米
。

墓内 东 部

为生土二层台
,

残长 3
、

宽 3
、

高 1
.

2米
;
台

以西为一方坑
,

边长约 3米 (图二 )
。

随葬遗物集中分布于三处
。

一处在二层

台台面以上约 0
.

8米高处东侧填土 内
,

遗 物

大致可分两组
。

一组靠近墓 坑 北 壁
,

有 铜

盘
、

铜削及陶纺轮等
,

周围有竹器痕迹
,

原

似为一方形竹筒
。

此组遗物以北出一铜傲
。

另一组在前一组以南
,

主要为铜器
,

有戟
、

矛
、

链等兵器及苦
、

辖等车器和车饰
。

这组

遗物上方见有储 色漆片残迹
,

并压置一块不

规则形石块
。

据 了解
,

清理前已被取出的铜

兵器发现于这组遗物东侧
,

也应属这一组
。

此外
,

在两组遗物之间出有一件铜矛
;
两组

遗物 西侧还出有人牙和两 段人骨
。

人牙及人

骨应属同一个体
,

头向南
,

年龄
、

性 别 不

辨
。

另一处在二层台近南壁处
,

均为铜器
,

有锌于
、

盔
、

炉
、

勾耀及生 产 工 具
。

据 了

解
,

清理前已被取出的锌于
、

虎 子 形 器
、

匝
、

鉴等铜器也出于此处
。

再一处在墓底方

坑内
,

有 13 件硬陶瓮
,

瓮 口皆盖一灰陶盆
,

瓮内多有谷类
、

鱼骨
、

蛤壳
、

牛骨等残迹
。

其中一件瓮内还见有被挤压成团的小型漆器

残件
。

此墓随葬器物
,

清理出土的 80 件
,

清理

前已被取 出后经征集的 5 2件
,

共计 13 2 件
。

主要为青铜器和陶器
。

此外
,

还清理出一些

漆器残片
。

现分别介绍如下
。

(一 ) 铜器共 1 02 件
。

包 括 容器
、

杂

器
、

乐器
、

兵器
、

车器和车饰
、

生产工具六

类
。

容器有盂
、

虎子形器
、

盘
、

匝
、

鉴等
。

{
·

{ △

图一 墓葬位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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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1件 4 (8号 )
。

孟体直 口
,

鼓 腹
,

圆底
,

三蹄足
; 上腹一侧设兽首状流

,

对侧

设镂空蠕状婆
。

提梁梁体呈八棱形
,

上铸凸

起的夔首
、

扉棱
、

夔尾
。

益盖上有鸟状纽
,

盖与梁间有环链相连
。

提梁每一棱面 均 饰 S

纹带
,

夔首饰蟠地纹
,

扉棱饰蠕纹
,

夔尾饰

凸点纹
。

盖饰双勾 S纹带
。

盂体纹饰以 三 圈

绚索纹分为四区
,

中间两区饰双勾 S纹带
,

上

下两区饰三角卷云纹带
。

流部饰云雷纹和蟠

旭纹
。

足根芯部饰以蟠地组成的兽面纹
。

提

梁
。

奖
、

流和足皆为分铸
,

然后焊接于孟体
,

内含泥芯尚存
。

口径 n
.

2
、

腹 径 24
、

通 高

3 1
.

6厘米 (图版 肆
: 1 ;

图三
、

四 )
。

虎子形器 1件 ( 采 1 号 )
。

形 似 一 伏

虎
。

器身椭圆
,

背上设半环形把手
,

流 口椭

圆
、

向上
,

底平
,

器身两侧分别铸印二呈蜷

曲状的兽足
。

素 面
。

通长 26
.

8
、

通宽 1 6
.

5

厘米 (图版肆
: 4 ;

图五 : 2)
。

匝 1件 (采 51 号 )
。

已残破 成 片
,

尚

可复原
。

直 口
,

平沿
,

弧腹内收
,

役半圆形

流
,

后有环形繁
,

底近平
。

器表光素
,

器内

刻有极细的楔形短线构成的纹饰
。

较大的刻

纹残片共五块
。

从最大一块看
,

流内刻三条

鱼
,

鱼下为水波纹带
。

器腹内壁纹饰以三道

双线分成四层
。

自上而下第一层刻平行排列

的树木
。

第二层有鸟和树
。

第三 层 为 宴 饮

图
:

中间设案
,

上置 二 瓮
,

案 两 侧分立人

物
,

左 三人
,

右四人
,

皆举机或豆
,

地面也

置舰和豆
。

画面右端有台阶
。

左三人皆束双

髻
;
右四人中一人束双髻

,

加插饰物
,

余者

皆戴双叉冠
。

七人皆着深衣
。

第四层为云气

纹带 (图六
: l)

。

一块为器底残片
,

有小部

分可与前块拼接
,

内刻蟠绕的蛇纹 (图六
:
2)

其余三块均为器壁残片
。

其中一块见有二人

射侯
。

左侧一人仅见头部和 双 臂
,

头 束 双

髻
,

持弓搭箭
。

右侧一人短发
,

着深衣
,

正

张 弓欲射
。

画面中还有树木
、

小河 ?( ) 等

(图六 : 3)
。

据分析
,

此残片纹饰应属第一

层
。

另两块残片纹饰应属第三层
。

其一刻有

一鼎
,

旁有一人持棒
,

似在烹烧 (图六 : 4)
。

1
.

铜戟

3
、

1 1
、

图二 墓葬平
、

2
、

4一 9
、

1 3

剖面图

1 7
.

铜车饰
·

9
,

` , , , , ,

眯
14 一 16

.

铜盖弓帽 l 。
、

34
.

铜

}妒
5

_

〔冷严

乳
,

全:
一 ; .

.lwesej eel
.

*
.

北

,
,

、 一

舞
产

衬
, 7 蹂抽

-

肠

矛 一2
、

3 5
.

铜敏 18
、

2 0
.

铜吉

} 19
、

21
.

铜辖 22 一 32
.

铜锹 36
.

铜盘

3 7
、

3 8
、

4 3
.

铜削 3 9一 4 2
.

陶纺轮

44
、

45
、

52
、

55
.

铜铸 46
、

47
.

铜掉

于 48 一
铜益 49

.

铜炉 50
.

铜 勾 扭

5 1
.

铜凿 53
.

铜锯 54
.

铜锯镰

一 、 56 一 .68 陶瓮 69 一 81
·

陶盆 8 2
·

漆

器残片 83
.

竹器残迹范围 ( 3 3 为人

牙及人骨 )

a3

i)9洲

一

第 比 期



其二刻有建筑平台
,

合丰

立一人
,

头 部 残
,

着深

衣
,

身后有树 ; 台下一人
,

头戴双叉冠
,

着深衣
,

举

豆 ,此人右方见一手接豆
,

左方见一手持艇 ( 图 六 :

5 )
。

匝通长 2 8
、

通高 1 0厘

米 (图版肆
: 5 , 图五

: 5 )
。

盘 l件 ( 3 6号 )
。

出土时已多处锈蚀残损
。

直口微敛
,

弧腹内收
,

腹

上侧有对称的双连环耳
,

平底
。

器表光素
,

器内刻

纹饰
,

也由楔 形 短 线 构

成
。

腹内壁纹饰以两道横

向双线分成三个层次
。

自上而下第一层刻有

人物活动
,

可 见者八人
。

自左 向右第一 人 引 弓欲

射 ; 第二人持弓取箭
,
第

三人双手持箭
,

欲递给第

四人 , 第四人持弓搭箭
。

上述四人均在射侯
,

应为

一组
。

第五人肩扛一物
,

似为船梧 ?( )
。

第六人
`

手持一长柄戈
。

第七人手

持一物在奔跑
。

第八人双

手拉网
,

网内有两条鱼
。

八人皆短发
,

前六人皆着深衣
,

第七人似穿

紧身衣裤
,

第八人因残缺衣式不明
。

此外
,

画面中还见有树木
、

立鹤
、

奔犬等
。

第二层依内容可分几组
,

各组间互有联

系
。

自左向右依次为
:

乐舞 图
,

见 有 十 五

人
,

其中十一人较完整
,

分上
、 、
下两层

,

上

层奏乐
,

下层舞蹈
。

除下层左第三人似短发

外
,

余者皆头戴双叉冠或双髻附长冠 ( ? )
,

皆着深衣
。

宴饮图
,

乐舞画面右侧为一重檐

双层式建筑
,

飞搪长挑
,

上层立双复柱
,

下

层立双柱
,

两侧均有台阶沟通上下
。

上层堂

内设案
,

案上置搏
,

案两侧各有一人
,

左侧

一人正持触舀酒
,

右侧 一人持触站立
, 左廊

下一持脏者正凭栏举触
。

三人皆短发
,

着深

衣
。

下层及左侧台阶上有立鹤三只
。

建筑以

右一段画面残损
,

可见部分有两处
。

一处在

建筑右侧
,

分上下两层
。

上层二 人 持 弓 射

箭
,

一人短发
,

一人戴双叉冠
,

二人皆着深

衣
。

下层一人戴双叉冠
,

着深衣
,

肩扛一长

棍
,

棍上倒吊一兽
。

另一处见一帐篷
,

中立

一 柱
,

以棍固定帐 角
。

帐内二人
,

一人头戴

双又冠
,

似着深衣
,

手持一戈
;
一人短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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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铜盎 ( 8 4号 )

纹饰拓片 ( l
/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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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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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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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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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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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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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铜匝 (采 5 生号 )残片纹饰幕本 ( 1/ 2)

形体不全
。

帐顶有二鹤相向而行
。

帐外左侧 入套中
。

其右二人
,

头饰翎毛 ?( )
,

着深

跪 一人
,

短发
,

着深衣
。

帐右见一舟
,

舟上
,

衣
,

腰似佩剑
,

向网走来
。

第三层纹饰也为

二人
,

皆短发
,

一人着深衣
,

一人着紧身衣 双线三角纹带
。

裤
,

舟侧有一兽
,

仅见半身
。

再右一组亦为 底内纹饰为蟠绕的蛇纹
、

蚕纹和波纹圈

宴饮图
,

也见一双层建筑
,

上下两层皆架梁 带
。

两个双连环耳的大环上饰二方连续的三

飞檐
。

上层堂内坐二人对饮
,

皆双髻附长冠 角纹
,

内填凸点纹
。

盘 口径 25
、

底径 28
、

·

通

?( )
,

着深衣
。

一人持触
,

二人间置一高 高 5
.

3厘米 ( 图版肆 : 6 ;
图七 )

。

足豆
。

下层堂内坐四人
,

皆短发
,

两两相对 鉴 1件 ( 采 52 号 )
。

已残吃成片
,

尚可

作交谈状
。

下层右侧檐顶有一鹤
。

建筑以右 复原
。

直 口稍侈
,

平沿
,

斜弧腹内收
,

腹上

画面又不完整
,

只见有数泵相斗
、

二人追逐 侧铆接二环耳
,

铆饼面铸印凸
“ 一

卜
”
字

,

乎

的情景
。

二人 形体不全
,

仅见着紧身衣裤
。

底
。

器表光素
,

内壁和底内刻有楔形短线构

第三层为双线三角纹带
。

成的纹饰
。

另有一残片
,

纹饰属第二
、

三层
。

其中 从较大一块残片看
,

内壁刻纹分三层
。

第二层从左至右为一罗网和绳套
,

一鸟正走 自上而下第一层为二方连续 的 鸟 纹 带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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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层以勾连绳纹带隔开
。

第二层为宴乐

和射侯图
。

左起为一高台
,

分上下两层
。

上

层三人
,

其中一人残缺
,

仅见着上衣下裳
。

另两人头戴三叉冠
,

一人 着上衣下裳
,

双手

合抱于胸前
; 一人着深衣

,

双手垂于身前
。

二人面前地上均置一机状物
。

下 层 高 悬 编

磐
,

一人头束双 髻
,

着深衣
,

举双糙击磐
,

此人身旁地上置一娅状物
。

高台以右为一建

筑
,

仅见上部
,

似为四阿式 顶
,

檐角长挑
,

双柱承梁
,

柱顶有方形棋
,

左侧有台阶沟通

上下
。

左廊下栏外一人
,

头戴三叉冠
,

似着

紧身衣裤
,

正拾级而上
,

其身后有一豆
。

左

廊下栏内一人
,

短发
,

着紧身衣裤
,

弯腰持

一似触状物作迎宾状
。

堂内坐一饮者
,

头戴

三叉冠
,

着紧身衣裤
,

一手扶腿
,

一手举角

形物作饮酒状
,

此人面前地上置一高足豆
,

内盛丸状物
。

一人头束双髻
,

着紧身衣裤
,

弯腰垂手面向饮者
。

此人身旁设一案
,

上置

图七 1
.

铜盘 ( 36 号 ) 2
.

铜盘 ( 3 6号 ) 残片纹饰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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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铜鉴 (采 5 2号) 残片纹饰攀本

图九 铜鉴 ( 采5 2号) 复原图 ( 1 /s )

二酒瓮
,

瓮内各斜置一抱斗
。

案右一人
,

头

戴三叉冠
,

着紧身衣裤
,

正持弓搭箭
,

其面

前地上置一服状物
。

右廊下栏内一人
,

头戴

三叉冠
,

着紧身衣裤
,

正向外 张 弓 欲 射
。

左
、

右两侧檐上各有一鹤
。

此建筑以右又为

一高台
,

台左设阶
,

阶顶跪
一
勺人

,

短发
,

着

深衣
。

台上有树及飞鹤
,

此外还见二鹤立于

木栅上
。

台下设鼎烹食
,

鼎内盛块状食物及

一长勺
。

鼎左蹲一人
,

头戴三叉冠
,

着紧身

衣裤
,

一手举起
,

一手持棍在鼎 下 作 拨 火

状
。

鼎右立一人
,

短发
,

着紧身衣裤
,

一手

持豆
,

一手欲执鼎内长勺
。

高台以右为一弯

曲小 河
。

左岸一人
,

短发
,

着紧身衣裤
,

一

手举一盾状物
,

另一手所持物不识
。

右岸设

一圆形侯靶
,

靶上七孔
,

并附有四支箭
,

画

面空处还有一排小树及一鹤一兽
。

第三层为

双勾填线三角纹带 ( 图八
: 1)

。

另一残片纹饰第一层 同前
。

第二层左起

一人头戴三叉冠
,

着紧身衣裤
,

一手持豆
,

一手持长勺从面前 鼎内舀物
,

鼎上方有一倒

, 立的鹤
。

鼎右一人
,

头戴三叉冠
,

着上衣下

裳
,

双手捧一豆向右递送
。

右方一人头戴三

叉冠
,

下半身残缺
,

面向递豆者伸出双手作

迎接状
。

此人以右为一双层建筑残部
,

形制

与前块残片所见建筑相似
。

上层左廊下栏内

外各立一人
,

皆短发
,

着紧身衣裤
,

栏外一
`

人捧豆送向栏内
,

栏内一人躬身伸臂相接
。

再往右为一短发者
,

着紧身衣裤
,

伸手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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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妇

浅浮雕人面纹
。

下腹部与人面纹相对处有一

方框
,

框内有四组变体云纹
。

以人面纹和方

框为中线
,

两侧各有三列凸起的螺旋纹
,

间

以三角云纹
,

其下饰鸟纹和变体云纹
.

(图一

O
、 -

一 )
。

大的一件 (4 6号 ) 已残损
,

肩

长径 3 2
、

口长径 2 4
.

5
、

通 高 5 6
.

5 厘 米 (图

版肆
: 2 ; 图五

: 1)
。

中型一件 (采 2号 )已残

损
,

肩长径 25
、

口长径 22
.

3
、

通高 4 9
.

6厘米

(图一二 )
。

小的一件 (峨7号 )肩长径 2 6
.

5
、

口

长径 20
.

8
、

通高 43 厘米 t彩 色插页壹 )
。

栩翅 1株 ( 只。县 、
_

琴腼
.

沥 卜右习
_

匀

图一 O 铜掉于 ( 4 6号 ) 纹饰拓片 ( 1 / 3 )

1
.

虎纽纹饰 2一 5
.

腹部纹饰

内似作捧物状
。

以上六人的动作为一有机联

系的整体
,

表现出为堂内宴饮服务的过程
。

此外
,

左檐上有一鹤
。

下层仅见一短发者头

部 (图八
: 2 )

。

从器底残片看
,

内底刻有蟠绕的蛇纹
、

蚕纹和波纹圈带 ( 图八
: 3 )

。

鉴 口 径 42
、

通高 20 厘米 (图九 )
。

杂器有炉
。

炉 1件 (4 9号 )
。

形似鼎和三足 盘 的

复合体
。

鼎侈 口
,

两扁平方耳立 于 沿 上
,

斜直腹
,

近底部稍向外弧曲
,

圆底
,

三扁条

形足 与盘 口相接
。

盘为直 口
,

折腹
,

平底
,

三短撇足
。

鼎 口径 8
.

2
、

盘径 8
,

1
、

通 高 8
.

5

厘米 (图版肆 :3 ;
图五

: 3)
。

乐器有锌于和勾耀
。

锌于 3件
。

大小成序列
。

弧顶
,

无盘
,

顶端有虎形纽
,

圆突肩
,

斜弧腹渐内收
,

近

口处稍外侈
,
口呈椭圆形

。

侧视锌于
,

器体

上部向前倾斜
,

具有不等称的特征
。

其中较

小的一件 (4 7号 )腹部正面饰兽形扉棱
,

腹内

有两个三角形矫音孔
。

三件纹饰基本相同
。

虎

纽饰雷纹
。

顶面纹饰分三圈
,

内圈为云纹
,

外两圈为三角云纹
。

正面肩腹间突出处饰一

图一一 铜锌 于 ( 46 号 ) 纹饰拓片 ( 1 / 5 )

上
:

顶部纹饰 下
:

腹部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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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匕 公里画画. 翻, 叫叫

节节节价价

图二 O 铜兵器

1
.

戟 ( 1号 ) 2
.

1式戈 (采 2了号 ) 3
.

傲 ( 2 2号 )

4
.

1式矛 ( 1 0号 ) 5
.

徽 ( 3 5号 ) 6
.

1式戈 (采 2 6号 )

7
.

徽 ( 1 2号 ) 5
.

剑 (采 3 3号 ) 9
.

1式矛 ( 3 4号 )

1 0
.

1式矛 (采 2 5号 ) (均为一/ 6 )

耀体饰一道凸弦纹
。

口长 1 2
.

5
、

宽 9
.

4
、

柄

长 9
.

3
、

通高 2 3
.

6厘米 ( 图五 : 4 ; 二五 )
。

兵器有戈
、

矛
、

戟
、

剑
、

链
、

傲等
。

戈 3件
,

分二式
。

工式 2件
。

长援
,

起中脊
,

援近阑处 有

弃饰
,

饰尖朝上
,

长内
,

有一横穿
,

阑侧四

穿
。

一件 (采 25 号 ) 内端饰涡纹
,

通长 2 4
.

5

厘米 (图一三
、

一九 )
。

一件 (采 26 号 ) 原

无内
,

后加铸长内
,

但又断损
,

只见内上横

穿孔迹尚存
,

阑侧最上一穿为六角形
。

戈面

饰火焰状花纹
。

残长 21 厘米 (图二 O : 6)
。

11 式 1件 (采 27 号 )
。

锋稍 残
,

无 内
,

余同 I 式
。

戈面
、

饰火焰状花纹
。

通长 1 9
.

5厘

米 (图一四
、

二 O : 2)
。

矛 7件
,

分三式
。

I 式 5件 ( 3 4号
,

采 2 9一 3 2 号 )
。

柳 叶

形
,

前锋及两侧有刃
,

中部稍内收
,

中脊隆

起
,

骸部有相对的三圆穿
,

金呈椭圆形
,

内

凹
。

一件 (3 4号 )通长 2 1
.

3厘米 (图一六
、

二

O : 9 )
。

11 式 1件 (采 28 号 )
。

形制 与 I 式 基

本相同
,

散比 工式稍短
,

霎 呈 菱 形
。

通 长

2 2
.

5厘米 ( 图二 O
: 1 0 )

。

nI 式 1件 (1 o号 )
。

窄叶形
,

三 棱 锋
,

锋端稍残
,

散较长
,

圆 签
。

残 长 n
.

2 厘 米

( 图一七
、

二 O
: 4)

。

戟 1件 (1 号 )
。

为双 戈戟
,

出土时各

部分仍保持原先的相互位置
。

矛呈柳叶形
,

锋端稍残
,

锋及两侧有刃
,

鉴呈椭圆形
,

散

下部饰云雷纹
。

残长 1 4
.

5厘米
。

上戈形制与

工式戈同
,

通长 2 4
.

6厘米
。

下戈形制与 fl 式

戈同
,

残长 1 5
.

6厘米 ( 图二 O : l)
。

剑 1件 (采33 号 )
。

仅残存一段剑身
。

中起脊
,

上有剑鞘木痕
。

残长 1 4
、

宽 4
.

6 厘

米 ( 图二 O : 8)
。

链 3 3件 ( 2 2一 3 2号
,

采 3一 2 4 号 )
。

形制
、

大小相同
。

双翼式
,

中起脊
,

两 冀端

展开较宽
。

通长 4
.

8
、

通 宽 3
.

2 厘 米 ( 图 二

O : 3 )
。

墩 少
。

一件 (l “号 ) 锹体呈圆锥形
,

内残留木秘
,

通长 15
.

3厘米 ( 图二 O : 7)
。

一件 (3 5号 ) 擞体呈圆柱形
,

端部尖凸
,

通

长 1 3
.

2厘米 (图二 O : 5)
。

车器有苦
、

辖
、

盖弓帽等
,

另有几种形

状不同的车饰
。

苦 2件 ( 1 5
、

2 0号 )
。

形制
、

大 小 均

相同
。

圆筒形
,

有外折宽沿
,

近沿处 设对称

的长方形辖孔
。

身饰几何形纹
,

衬以细密的

凸点纹底
。

通长 6厘米 (图二八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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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八 铜 车器和车饰

1
、

2
、

6
.

车饰 (1 3号
、

4号
、

8 号 )3
、

4
.

辖 (1 9号
、

2 1号 ) 5
.

否 (1 5号 )(均为 x /3 )

图二九 铜生产工具

1
.

1 式铸 (峨 5号 )2
.

1 式铸 ( 5 5号 )3
.

皿式铸

(一̀ 号 )一 I 式削 (魂 3号 ) 5
,

I 式削 ( 3了号 )

6
.

锯雄 ( 5 4号 ) 7
.

锯 ( 5 3号 ) 8
.

凿 ( 5 1号 )

( 均为 l /毛 )

交
一

仁
一

丁
、 、 玩~ 四J

_

_ _ 一/

下从
{
{
{

/

图三O 陶器

x
.

盆 ( 6 9号 )

2
.

瓮 ( 5 6号 )

( 均为 l / 12 )

了

辖 2件
。

扁平近长条形
,

两端均 设 销

孔
。

一件 ( 21 号 ) 辖首近方形
,

饰兽面纹
。

另一件 l( 9号 ) 辖首素面
。

均长 8 厘 米 (图

二 / 、 : 3
、

4 )
。

第 招 期

盖 弓帽 2 1件 ( 3
、

l 一
、

1`一 1 6 号
,

采

3 5一 5 0号 )
。

长 4
.

2厘米
。

车饰 10 件
。

两件 (7
、

8号 ) 圆筒形
,

有八角形外折沿
,

沿面饰三角云纹
,

大小相

同
,

通高 .3
.

3
、

通宽 8
.

5厘米 (图二八 : 6)
。

四件 (4 一 6
、

9号 ) 上部为等称的七 折 面
,

底面设一立环
,

折面饰变体 s 纹
,

大小相同
,

通长 4
.

8
、

通宽 4
、

通高 3
.

6厘米 (图二八 : 2)
。

四件 ( 2
、

1 3
、

1 7号
,

采 3 4号 ) 在一大 圆 环

上穿套一销首作环形的四棱形销件
,

环面均

饰变体 S纹
,

大小相同
,

通长 10
.

7 厘 米 (图

二八 : 1 )
。

生产工具有锯
、

锯镶
、

锌
、

凿
、

削等
。

锯 1件 ( 5 5号 )
,

已残
。

长方 条 形
,

一边有齿
。

残长 20
。

6
、

宽 4
。

2 厘 米 (图 一



图三一 陶纺抢

( 4 0号 )

111 式 1件 ( “ 号 )
·

。

长方束腰 形
,

体 中

部有一圆穿
,

单斜面刃
,

刃部外弧
,

盆 口近

长方形
。

长 8
.

3
、

刃宽 5
.

6厘米 (图二四
、

二

九
: 3 )

。

凿 l件 (5 l号 )
。

体窄长
,

单斜面刃
,

方盆
,

内存木秘残段
。

通长 14
.

8
、

通 宽 1
.

5

厘米 (图二一
、

二九 : 8)
。

削 3件
,

分二式
。

工式 2件 ( 3 7
、

38 号 )
。

已残
。

斜
.

首
,

双

面刃
。

一件 (3 7号 ) 残长 12
.

7 厘 米 (图 二

九 : 5 )
。

n 式 1件 (4 3号 )
。

已残
。

窄体
,

单斜面

刃
,

棍形柄
。

残长 6
.

3厘米 ( 图二九
: 4)

( 二 ) 陶器共 30 件
。

有瓮
、

盆
、

纺轮
。

瓮 13 件 ( 56 一 68 号 )
。

硬陶质
,

紫灰

色胎
。

形制
、

大小相同
。

敞 口
,

卷沿
,

弧腹

下收
,

平底
。

通体印细方格纹
。

口径 2 7
.

4
、

-

底径 23
.

2
、

通高 5 3
.

4 厘 米 乏图 二六
、

三 (〕 :

2 )
。

盆 13 件 (6 9一 81 号 )
。

黑 皮 泥 质 灰

陶
。

形制
、

大小相问
。

口稍侈
,

圆突肩
,

斜弧

腹
,

小平底
。

口 径 3 7
.

6
、

底 径 1 5
.

6
、

通 高

图三二 漆器残片

五
、

二九 : 7)
。

锯镰 1件 (5 4号 )
。

近梯形
,

一 面 有

平行斜向槽纹
,

至刃部形成 锯 齿
,

柄 端 尖

凸
,

柄背铸有二尖状 凸 起
。

通 长 12
.

3
、

宽

3
.

5厘米 ( 图一八
、

二九
: 6)

。

镑 4件
,

分三式
。

I 式 2件 ( 5 2
、

5 5号 )
。

长方束 腰 形
,

近 刃部稍外侈
,

单面斜刃
,

长方鉴口
。

一件

(5 5号 ) 通长 9
、

刃宽 4
.

8厘米 ( 图二三
、

二

九
: 2 )

。

11 式 l件 ( 4 5号 )
。

长方形
,

双斜面刃
,

近盆 口处有两道箍状凸起
,

长方盆口
,

粱内

残留木秘
。

通长 12
.

6
、

刃宽 3
.

9厘 米 (图 二

二
、

二九
: 1)

。 图三三 漆器残片

1 9 8 7 年



9
.

4厘 米 ( 图二 七
、

三O :) 1
。

纺轮 4件 ( 3 9一4 2号 )
。

黑皮泥 质红

陶
。

形制
、

大小相同
。

算珠形
,

设对穿孔
。

面

饰多道弦纹
。

轮最大径 3
、

通高 2
.

2厘米 ( 图

三一 )
。

除铜器
、

陶器外
,

还出有一漆器残件
,

已成碎片
,

形制不辨
。

漆片黑底
,

上绘红色

的雷纹或卷云纹 ( 图三二
、

三三 )
。

于
、

勾耀配 置成组的军乐器
、

各式兵器
、

车

器和车饰等分析
,

一

墓主可能是吴国一位统兵

的贵族
。

此墓所出青铜器颇具特色
,

如三件一组

的锌于
,

大小有序
,

造型别致
,

特别 是其不

等称的形制及饰有人面纹等
,

为前所未见
。

虎子形器是迄今所见 占代虎子中年代最早的

一件
。

匝
、

盘
、

鉴的刻纹
,

为研究当时的社

会风貌
、

铜器刻纹工艺及美术史等都提供 了

珍贵的资料
。

此墓出上的青铜器中
,

锌于为弧顶无盘

式
,

与时代属春秋 中期的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

一号墓所出两件锌于形制相近② ;
盔与时代

属春秋晚期的寿县蔡侯墓所出残孟 ( 89 号 )形

制相似③ ; 匝
、

盘
、

鉴的造型在春秋晚期很

流行
,

其刻划纹饰以楔形短线构成
,

与时代

属春秋末期的六合程桥二号墓所出刻纹 画像

铜器残片上纹饰的风格及工艺手法一致④ ;

炉上部的浅腹直耳鼎及下部的短足盘
,

具有

春秋中期以后吴国器物的特征⑤ ; I 式戈与

时代属 春秋末期的六合程桥一 号墓所出 工式

残戈形制相近⑥
。

此外
,
工式 戈 ( 采 26 号 )

与 n 式 戈戈面所饰火焰状花纹
,

表现出吴国

兵器的特有风貌
。

陶器中
,

瓮
、

盆亦具有春

秋晚期器物特征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此墓

时代应属春秋末期
。

此墓规模较大
,

出土遗物丰富
,

从出有

反映上层社会生活 画面的三件刻纹铜器及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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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 《 放射性碳素测

定年代报告 ( 一四 ) 》 ,

《考占加 9 8 了年第了期
.

测定 标本原为 互 T “ 第 10 层
,

现统 一为 第 9层
.

②⑧④ 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 究所实验室 《 放射性碳

素测 定年代报告 (一 四 ) 》
,

《考古》 1 9 87 年第 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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