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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大量铸造青铜容 器 需要一 系 列社会 条件 的 支持

，

是 否存 在这个 现 象反映 着 一 个 社会的 复杂 程度
；

另

一 方 面
，

铜 器产 地是研 究 区域 间联 系 的证据
，

因 此青铜 器 产 地的 确 定具有重要意 义 。 青铜 器 是贵重 物 品 ，

流

通性较 强
，
这要 求我们 在进行 产地研 究 时

，
不 能 简 单 的将 出 土 地等 同 于 制 造地 。 本文 选择三 个 案 例 ，

说 明 产

地研 究在利 用 出 土 地和 原 料来 源信 息 的 同 时
，
还应 加强 考 古 背 景 的 分析 、 铜 器风格的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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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铜器产地的意义 与研究方法

在青■使用方爾 ， 中 国不同于其他皁朝
■

文明 的最

大簡点是大量＿造審容擧《
—

个社会有没有能力

大量铸造容Ｈ对其复杂程ｔ 有重要 ：

的指示 铜

质 的 饰品 、
工具 入武器可以 由 村社小规模的 立生

ｆ％ 但大量铸造容器需要有统冶 者投 人政估 ｉ沆资

每 。

首先
，
＿造容器是很奢傪 的利用金属的方式 （ 打

ｆｌ
ｊ容器是世界范围 内更经济 、 更常见的方式 ） 。 统治

者需要提供德蓮班需的原材 ：料１ 除了燃料的 量

特别巨 大 ，
金毓原料 的获得或需要６织＿贸易 ，

需要组织矿 山ＪＲ采 。 采矿业在现 代仍是徹＿辛 的工

作 ， 在古代备件養基越劣 。 在＃｛也早觀文昕中
ｆ

大规

植 躲矿山往往是带有强迫性的 劳动 。 这凝要求有

餘治者和社会机制詹直接■动 、 或影 的社会谓

动靠潰劳力ｅ

其次 ， 块范法铸造容ｇｌｆｅｌ复杂的技术流程 ， 大

Ｓ生产需麥農 ；ｔ霧鑛工场 ，
通过高巔组织进 行劳动

分工 ； 专 ｜｜化生产需蘩训集、 供养工 匠 ； 高水平的芑

术设计和操氓只有少数有天赋黑慈ｆｔ长期训练的 工

匠才 能完成 。 铜容爾产量与工场 的｜｜變和 生产时间

相关 ，
少量的容器可？ 由

一

两代工匠 小规模生产 ，
但

长時辑大＿生产 必－社会机鱗姆支捧 。 ｉｆｅ屆铸造

遗址的规模直接显示了哓冶音 答器祷造工场緣入

論联：１台 、 经济资源 。 二里头尚处在＿容＿寿造的起步

阶
＇

雜 它的ｆｔ造遗址规模 已达 １５０ＱＱ年方金 世

界早期文明 中是＿常罕见的 。 总之
Ｔ 

一

个能大量

容器？社会和
一

仑只．酷零屋擔造容垂和工具 、 武 ，鐵

Ｓｊｆｃ会在复杂程處上＿？艮大養孩Ｌ 关于铜器 产地的

结论虽＿柱柱只是
一

个简単勸地名 但做出结驚肘

＿＿慎 。

上世Ｓ３９０年代之雛 ，
文化史是我国考古学研究

＿主要内容 ， 各灌出土的青 Ｉ同器归 属于 当地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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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Ｗ ｔＷＥ

３

Ｖ

学文化 ，产地不是迫谭霉研與鼙聲。 当学ｆ斗重点转 向

古代社＿兔后 ， ＿ 的＿切产地是探讨古代社衾

区域间交流的
一

项重要证据 ， 需要有明确 的答＿Ｓ
，以

往研究＿器 产地的方法有两类
，
类型学和Ｈ ？格奋析

妍究铜薄？ 外观特ｆｔ ， 戴臺元素 、蠢金成ＪＫ
＇

■同位

鎌新研变鑛的＿来源 。 类型学和凤梅條的

■
■

顧是主观性 ， 不 同 的研究者出于眼？ 、 丨则重点 、童

场的差 异
， 可■得到 不

一

＇

淳的结论 ＊ 由 于多种原 因 ，

．徽量元素和ｆＳ同位素分析尋方法的结果 目前也 不如

人意 。 更重要韵是 ，裡在科技手段分析的賴是擬鐵原

材料 ＊所得 的 Ｒ ｔ緣金属＿
■

产地 ， ｆｆｌ不１悬领器

齡 产地 。 铜容ＩＩ的产地 往往在复輋社会中心＿
金属感

科＿产地在各地矿 山 。 金属原料会流通ｖ如果
一

个肘

期 有多 个金属原料产地和多 １潘造中办
５
会應成复

杂的网錢关系 。 由于上述方法都有ｆｔ身 的问撼
，

在 目

翁情况下 ，
最好的办法是综备挺ａｒａ巾方法

，
把结果

銳在一急夏相参照 。

２０ １０ 年前后 ， ４者有机会分粉了
一

批山西出 土

愈？＆眚铜器的 产地气 当时使趙Ｓ勺方法 型和风

格分析 ， 合金虜分 、
铅同位素 、

泥客和范土 ＿麵 ：｜｜分

析 。 理 对象 中 只苜＿芯和范土最可能

ＩＩＷ铜鎏 的 Ｉｆ造地 ． 但分ｆｆｉ扼芯 、范土的方法親在

图
一

连寺沟 勾云纹鼎的 比较

１
．忻州连寺沟羊 圈坡 出土２ ．上海博物馆藏 ３ ．郑州 白家庄 Ｍ３ 出土

４ ．岳阳铜鼓 山 出土５ ．武安赵窑出 土６ ．殷墟花园庄 Ｍ５４ 出 土７ ．

１ ９５２ 年安 阳 出土

８ ． 旧金山 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９ ．岳阳铜鼓山与鼎同 出 的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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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成参ｓ

；
由 于有 的镯■翁會薄存泥芯 、范土 ，＃

１

、

方法受样品＿限也比较大 。 研究过程中 们也 ｉ人

识竭传统方法的价值 。 請持技术手ｆｔ取 得貪播 的

同时 ．
编器 的考古背景和风格信息仍有很大利Ｊｌ空

间 。 文从这次工作中选择三个具■盡ｉＳ〗炎谈这方

面的谈 ：

！只 。

二
、考古背景信息在铜器产地研究中 的使用

以ｆｔ■断犠器的产地往往孤立考Ｓ器本身 ， 忽

视梅籩出 土遗址的考古背景 ， 憂５１１１圈快 的区域之

间 ■系 ， 这些籮件对我们研繁领器？ 产地经常是

很有帮助的 。

例一 忻州连寺 沟 出土 的勾 云纹 鼎

晋 中填区 的忻州连寺海出 土过
一件 勾云紋鼎气

它 由 于十分罕见而雜有些学者ｉＡ ＳＳ是晋 中 当地铸造

的产
：

岛 。 懲件鼎的形制并澄會ｆｒ義特别之处 ， 鹰部很

深
，
短柱足上軟 是洹北剌難＿罕 期的＿样

式 。
口下装饰 的 几？纹条带则不同寻常 ，

由雜 角带钩

的长方應单元迦成 ，

一般习惯遍５备勾云纹
丨
图 １

：

ｈ

这种鈸饰可以追溯到二里＿上层 ，逋常用来植充

兽面纹達鸟纹的面部至块范边象的空间 ， 驗示遵物

的身体 （
图 一

：
２ ）

？
； 偶叙它也会单勤出现 ，

用 于口 沿

下的主纹饰带 ，如郑州 白家庄墓葬Ｍ３ 出土 的鬲 （ 图

—

： ３Ｌ 洹北时期其他蘧址也＃使 用这 彳

、绫饰的铜

鑤 如武纖Ｓ出土的
一

件稱Ｉ 图
一

： ５ ） 。 这 个紋样在

蕻＿器上 能看ｆ」 ，
Ｒ毫ｆ

乍为 主纹饰＿１況派少 。

１９５２ 年安阳 出土的
一

件鼎 （ 图
＿

： ７ ） 、 花 园庄东地

Ｍ５４ 出 土虞｜｛ 图
＿

 ：６ ） 、 旧翁山 亚洲艺术博物館收藏

的
一

件几何纹 Ｉｆ繫饰 的鬲鼎 （
图＿ ： ８

，
器 内 有典型 的

晚 商铭 文 ）
，

口下的纹饰带都与连寺沟鼎相 似 。

除了上ａ＃目关的铜器 ，河南岳阳铜鼓山遗址曾出

齡 山鼎 勾云纹与 ＭＭ蘑的論 由于它们关系

紫密 、 高度栢似 ， 不 会是各雜 自袭明 辑 ：
， 而应有共

同 的源头 ， 甚至共同 的产地 。 那么三个可能的产地壶

以＿１
５个为是 卩感

｜
如果不考虑考古背景

，
蠢论上二地靡

有可龜 ；

；
但如果＿人麗＿着古背景＿痛廣揭示的 区

关藍 Ｍ可以将范围大大 纟ｉｌ小 。

岳阳慰酸：山遽址经组正式考古宽＿ ， 其陶？面

＿＿当遞土著玄牝明显不 同 ，
而显示出奠Ｍ的二里

虜？爐早顯庸文化特点＇ 与 勾５翁鼎伴出 的掘灘

也具智麵皁顏铜灘典製的器形和纹饰＜＿
一

： ９
．

）气

这 令德址可能类似敎龙 是二里岗 在南方 的
一

１

、

据点 。 它在二里岗 到洹北歐期与 中鎮麗持着密切联

系
， 并一息羅镤到 了＿早期 《 晋 中地区同样与洹北

和安Ｉ
日馨
一

定联 系 。 太谷 白 懷址的 陶器群受到 中

原 的邏烈影响
？

，實＃雜寺沟羊圈坡和牛子坪两 个铜

藥群中宥多件十分典型的洹北 、安阳铜ｉ｜ ｅ
与以上两

ｆ方向 ＿＿区域联系相反 ， 考古衬料显示彻北与晋

中邊有可见的联系 （ 图二 ： １） 。 在辽种倩况下 ，如果勾

云纹鼎的原产通是晋 中地区 ， 由 于晋 中与湘北 ？设有

＿系 ，
它出现在＿南 只能是 过 了安阳 的中转 （

图

二
：
２ ）

； ＿似的 ， ＿｜１湘北是原产地 ，
它出现在晋 中 也

必爐１１过安阳 ＃中转 〈 图二 ：
３

） 。 这两＃可謙显然節

不如安阳是原 产 蚱为共 同的来源向两 个地方＿

出了成品来的直接 （
图二 ： ４ ） 。 换句话潇 ， 晋 中与湘北

表现在勾云蚊铜器上偶然却高度 昀相 似 ，
是因为 两

者都与安阳存在＿藥 ，安阳才 是真正的原 产＃ 。 这类

情况在已知 的跨区域文ｆｔ相似中遥赛
一

些 如四 川

彭州竹瓦 街和辽宁喀 左北洞都出土ａ西 曙學翻齡蹲

龙纹＊ ， 它们 的高度相爾是因为两地都与西周王＿

＿ 系
；
新疆晗资和冀北 、 辽西部迕土读兽首 刀子 ，

它扪的高度ｔ目 似是 因为 两地都与蒙古草 原有联 系 。

这些 背景对于我们确吏＿的 产地是有帮助的 。

１
．三地区域间联系２ ． 晋中为产地３ ． 湘北为产地４ ． 安 阳为产地

图二 晋中 、安阳 、湘北区域间联系和勾云纹铜器产地示意

土了
一

件与舊杳沟鼎＿相似 睹＿鼎 ，
深腹 、 上粗下

ｆａ的柱状足、
口下饰 勾

＝

云纹条带 （
图一

：
４ ） 。 如逾 ，

＃鑫

饰 罕见勾云纹 的铜器 目前會三 个考古背景 ：腎中 、 ，■

北 、郑州一變阳 的中 原 ？Ｓ统 （ 朱凤瀚先生已经指出铜

三
、风格分析在铜器产地研究 中的应用

通过风格追溯 产地基于 ｌｌ下前摄 ？

：
同
一

育
？

衝器产

？ ｉＫ乍的器物会有一 些共 同的特征 ， 这些 特征在其



俱产地少见 ；
在这 ｆｆ情况下 果某件器物具

备这 些特怔 ， 我们就可ａ把它鉴竜舞这 ｔ
＊

产地的作

品 。 事实上 ， 我彳门是在把众多袂名作者的艺术品分

，并重归于懷ｆｕ的名下
ｓ

例二 石楼桃花者 的倒兽面纹 壶

山西西部黄土丘陵地区德石楼县 者出土有

一

件铜壶 （ 图五 ： １ ）％ 长勘以廉被认 Ｉ
Ｉ是黄土圧陵 的

地方 声品气 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本地铜器有
一致的

特征 ａＪＥ相反 ，这件壶比 当嫌铸＿勺 几件铜集精致 得

２〇 １ ９ ． 〇 ５

多 。 后者的特点是不规整＿潘窜 、＿且不均 勻 的纹

饰靡刻 。 Ｉｆｅｌｆｅ者壶換＾是地方产品 ， 主赛原因是它

看上去太特殊 了 。

这件壶參实是独特的 ，可是如果栽们？１分析它

的独特之 就会发现这．地方都反映Ｔ安阳铜遵

的 ｉｌｌ十和ｆｔ巧 。 第
一

， 这件壶上有
一

些毅样 不痕紫

见 ，齡在安阳纖上＿稻似的倒子 。 傭ＳｆｌＢ郁正中醒

目 白１＿教 ：表现 了六 Ｒ长足 ， 这 １

、致样 虽然餘少作主

纹，但麗于
一

些 鼎口 下的＿＿嫌带 ，
如殷墟早期武

图三 石楼桃花者壶纹样的比较

１
．安阳武官北地 Ｍ

１ 出土鼎 口下蝉纹 ２ ． 桃花者 壶腹部蝉纹

３ 、 ４ 安阳西北 岗 ＨＰＫＭ
１ ００ １ 出土大理石雕和木雕印痕 ５ ． 桃花者 壶口部纹样

图 四 装饰上下颠倒兽面纹的殷墟铜器

１
． 壶颈部的兽面适应下宽上窄的分栏

（
上海博物馆藏

）
２ ．鸮尊胸前的兽面适应下宽上窄的装饰空间

（
西

北 岗 １ ８８５ 号墓 出土
）

３ ．方彝盖上的兽面为适应装饰空间 总是颠倒的 （
哈佛大学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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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北地Ｍ 出土 ＾ ［
：鼎 （ 图 三 ：

１
）

？
。 又如壶 的上半部霜

參疏分布 日 效果可能ｆ人＿＿｜目生 。 豫＃

技巧其实是把罗魅第 四 、 五种风格主纹 内 的＿线转

：夢到更大的开放空间 ， 虽 然 不是很常见 ，
但安阳

一

些

石廳和 木雛＃Ｃｈ可见ｉ
ｆｔ种手廳 （ 图三 ：

３ 、 ４ ） 。

第二 ，这件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主纹饰——
一

个上下颠倒的大兽面 （
图五

，
２ ） ＆ 故意蠢樹１４样是安

阳 工匠ｔ 时会采 用的技寫 ，

通常是 为了產處變锸空

间＿§？ （ 图 四 ） 。 有 的 ：

：班■者认翁篇倒的象＃窻＿

着纹＃的制作者不理鑛或不在乎咬饰主题 ■ 所以在

模仿时犯了擾摄 Ｃ因此他一Ｍ是安阳以外的工匠 ） 。

然而 当我们＠观察．这件壶 的兽面 ，
可 以看到它 的

构图非常复杂 ，
雕刻它的 人肯定 不是難倒着ｆｆｅｆｃ 而

是从正常角度雕刻的 ， １样他才 能在雕刻 ．■程中有

所把握 ， ｆ呆证纹邱不走 ＿者可以尝试寒画
一

个颠

倒的复杂纹样 ，然后再 检查效果 ，
纹样鐵免会在

比 例 、辑杂走向等方面失＾ 艺 ：木寧需要在创作过程

中直观＿看到作品 的进展和難果 。 这 个薄ｔｐ ｆｌ的兽面

不可能是
一

个错误 ， 而 Ｒ能是潑：意为之的
４
它的制作

ｔ 不ｆｅ很了解兽面主题 ，
而且从＿细程顧来看 ，他 是

一位雛Ｍ兽面 纟４的大师 。

第三 ，这件壶的装饰方案不 同寻常 。 安阳 的工匠

习
Ｉｆｆ巴器動表面分割或长方形单元进行装饰 。 由 于

壶？形体较高 、
器形轮繼有曲緣

ｓ
安阳壶 的装饰方法

纖常是把器身分割 为 几 横隹 ， 每 彳

、栏内壩兽面绞

＿成对 的：象纹、鸟 纟Ｍ如 图 四
： １） 。 但这件壶的作 響

没有分栏： ， 而悬将兽面的耳和吻部向 上下拉长 ， 以
一

个兽面 占据了聲个＿豫幅面 。 这－设计看肢 但

它其实贯穿了从二里 岗到緣場早 中繼
＇

釣 中 原铜器Ｉｆ

绫 。 除了 偶尔顯于鬲的袋足部分 （ 图五 ：
８ ＿９

） ， 此设计

最當用于大鼎 的鼎足 。 目 前最早 的例子是郑州商城

南酿城街窖藏 中＿
＇

』 号大方鼎 ， 它＿足上 Ｓ
ｆ
＿阳浅

代

文

明

图五 桃花者倒兽面纹铜 壶的 比较

１ 、２ ．石楼桃花者出土 的倒兽面纹壶 ３ ． 山西平陆前庄大 圆鼎足部的拉长兽面纹 ４ ．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倒兽面

纹壶 ５ ．辽宁喀左小波汰大 圆鼎足部的拉长兽面纹 ６ ．妇好墓亚弓弓鼎足部的拉长兽面纹 ７ ．湖南华容东山尊 圈足上的

拉长兽面纹 ８ ．９ ． 出光美术馆藏鬲上的拉长兽面纹

－

５４



餐ｔｏ 
了竖立 的兽面 ， 耳朵向上拉长 ， 吻部 ｆ呆持一般的

比例 。 基本同时的平陆前庄窖雜出土大圆鼎 ， 興！足上

的细Ｉ
日线兽面耳ｆｔ和 吻部都拉长 ， 占据鹩足大部 （

图

五
：
３

） 。 其后 的洹北 Ｔｔｆ期 ，

一

批大圆鼎继承了逸 彳

、

幾

计
，
细阳线发嬸 为宽修状的浮雛 ，

一

Ｓ与石傷壶上兽

面相 似的细节已经出现 ， 如耳根部位的乳紅和塵 目

的牙
ｉｆｃ （

图五 ： ５ ） 。 这批大麵分寒范围 虽广 纟
但是相

似程度鶴高 ， 很多应该是在
一

两 个地方着造的 。 洹北

三家庄害截 扭土的 大圆鼎暗示洹北商城 的嫌造工

场至少是产地之
一？

。 目前新知鐵Ｉ？在便用拉长兽

面的大圆谭 出土于妇好墓的亚弨鼎 ， 由 于酱造缺

陷 ，兽面的吻部很鐵糊 ，
但拉长的耳和竖立 的面清晰

可峰１ 图五 ：
６

） 。 在这之后 ，
大圆鼎的簡是

一般＿ 向

的兽面条帶５＾道弦纹驟饰 ， 不再使用拉长的兽面 。

但在邋合的空间上 ， 殷墟工匠仍会使用拉长兽寅纹

（
图五 ： ８ 、 ９ ） 。 根据上述拉长兽面纹的历史 ，宏阳 的工

２〇 １ ９ ． 〇 ５Ｉ ｔ Ｓ＊

匠始漆是知道念＃５量计導 ， 尽劑ｆｔｆｅ更明贯将靖廓

有曲找的瘦高容器分＃１为若干长方形 的横栏苒微馨饰

％ 有愈ｆｅ的是 ，倒置的壶和大鼎 的 足都是上担下细

的圆含体 ，
來躲相似 ，

工匠装饰 两者肘面临的 问题是

一样修 遂件壶与其＆是一件地方 产品 ，
不如著作是

安阳 工匠 用 不Ｉ栏 的方法装 饰 圆 台 ｉｆＵ 的
一

次

铽 。 这件壶之外 ，
目齒我们 Ｒ知道

一

件布ｆｔ蠢奇收藏

＊壶使用了相同的装饰手 图五 ：
４

） 。 由此看来 ， 尽

管这两件盡？ ，
但这脅尝號 并未受到

安阳 资助：爲的＿ 。

例三 石楼桃花者的龙形觥

石褛桃花者墓葬还出 土了
一

件
一

锻称＃滕？ 角

形傷薄 ，
它设计精慧 、

独一 无二
（ 图 六

，

１ ） ， 常被作 ＃

当地青铜文明高度成參ｆｃ的 代表 。 但这 个看法却是有

问題的 。

这件容器 包括＃身和薄盖两部 分 。 變身鐘半徽

代

文

明

图六 桃花者龙形觥

１
．桃花者龙形觥 ２ ．器盖 ３ ．器身侧面的大龙纹 ４ ．器尾隔板 ５ ．器身侧面颠倒的龙纹和鸟纹 ６ ．腹下前端的蛇纹

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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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

首 龙头 。 龙头 角 ， 上下牙

齿之间 留锯齿状开 口
，可能是为 了倾倒液体＾ 器身每

＿有四 个系 ， 后半的下面有矮圏足 。 尾端偷幾？厘

米
，
铸出半圆形隔诚封闭 （ 图 六

，

４
） 。

器身侧面装饰阴鐵刻画＿意和雇鱼 ， 为 主体鼓

样 ．ａ 两者飭后相随 ，
但箸上去处于静止状态 ， Ｓ有复

生互龜（
图六 ： １ ） 。 主体貌样上下的空间 用鸟 、龙 、 鱼

三种较小的动＿儀充
责
其中爲敎和龙敫是上下鱗倒

的
（ 图六 ：

５
） 。 鐵腹：Ｆ面 、

立体龙头的正下方 并列着

浦＿１＆１文 ， 每排三条 身体弯翁 （ 图六
：
６ ） 。 圈 足上 则

装饰奇奪的长吻鱼ｆｔ （图 六 ： ３ ） 。

器盖是
一

壤有弧度１长样形
．

的奪板ｖ外 表有突 出

的规手 ， 内麋尾端铸
一道隔板 ，

与擧身内 的隔板相对

（ 图六 ：
２

） 。 ＃盖表面的装饰很复杂 ：
浅浮＿：的＃身 虫ｆ

藥着贯穿几乎整 个覉盖 ， 是主体纹饰 ；
龙身前端与１

身上 的立体龙头棺隹 ， 尾端盘卷 ， 勾處着另
一

条擊參

龙Ｉｔ
＊

的尾 巴 ， ＿条龙 由
｝
ｆｔ构成

一

翻旋 。 小龙纹

背上 的空 白 由
一

Ｒ长 尾的鸟遣
｜

卜 。 大龙纹的 ＿面还

有两条相对的龙ａ
，
它们大张着 口

，
好像要把中 间 的

捉手吞下去 。 ｆｇ手正下方刻画了＾意蛇信 从斜

上方的 位置看下去 ， ＊这酿龙涵４１和两条龙的身ｆｔ

鄯可见时 ， 我＃１籲看到
一

个
一

首双身 的龙紋 （
图七 ：

８
：

） 。 大意象＿意身盡數身体馳靈變
：

下的空 白由 Ｓ纖

瞒加三龟彩姐成的图案填藤 。 最后屬盖尾部并列

雜着 ３ 条弯折的：

齡纹 。

自发现以来 ＜＆件獬 已裱广泛ｍ為是地方 产品 ，

但簾了它的＿和 出土爾 ．

， 并聲ｔ什忒特别的原 因

曾被撮 在以往研究 中
， 每当一卵器找 下到罪常

相似網昧１１翁 ，遞方 产品
”

的结论就会轻 易得 出 ，

藥物的 风格并 不会轶考虑 ， 这件餘就是
一

个典型桌

图 七 龙形觥纹饰设计与殷墟铜器的比较

１

－

３ ．觥盖上纠缠的大小龙纹
（
２ 传出安 阳

，
３ 妇好墓 出土

）
４
－

５ ．圆涡纹填补龙身两侧的空 白
（
５ 妇好墓

）
６
－

８ ．

＿首双

身的龙纹
（
６－７ 苗圃北地 Ｍ２２９ 出 土

）
９
－

１ ０ ．不规则 空间填补小动物 （
９ 传出安 阳

，
弗利尔美术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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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金的 风梅禱楚地表明焉轉造地是安 阳或者洹北

的作坊 。

第
一

，
ｆｅ件觥上使用 的

一

樣列逡计都 反复出现在

安阳 和其他铜ＩＩ上 。 遂象斑计包括 ：

１ ． 在器盖上设置
一

藥籙臟的 大龙和一条猶助 的

小龙 ， 并 ｉｉ他们的尾？參 １缠盘绕 。 这种设计可见于 几

件安阳■早 的输 ， 两条龙的尾 巴翁意蠢篇、有时并行

（ 图 七 ：
１安阳较纖蠢達尾端会敏

一个站Ｓ的鸦

占据 ， 这种统
一

的设计取ｆｔ 了早斯纠缠的两条龙 。

２ ． 在主赛議［＿＿ ：的旁ｌｉ薩Ｉ 卩小的議＿紋 ， 经常

悬鱼⑨＾難 、 龙一每 当突阳 的 ｉＭ
■

礙錾錢理
一

件

不规 则形状的器物时 ， 由 于不规则 的顧形不适合容

＿长方形？兽爾＿龙纹单元 ， 他们鐡会遷 这种办

法 。 铜器中最意用这种装饰方案的是＿和盘 ， 因 为这

两类爾｜｜上 的 不 则空 间 图 七 ：
９
－

１ ０
；
图八 ：

１ ６
） 。 此外这ｆ办ｆｔ也见于象牙Ｈ和曹難《

３ ．■圆腐数薦ｆ 卜扭动的 龙身两 侧翁 三角 Ｉｆ空

白
，遺种＿去ｔ安阳観讓上很常见 （ 图 七 ：

４－ ５
） 。

４ ．
一首双身 的龙纹投计 ，

＿殷墟：
二期爾遵上 已

第二
ｓ
施土的每一辩致样

＇

雜与安阳所 的致样深

具可比性 ， 密＆＆截准的安 阳妓样
，
翁■虽 不常见 ，

但仍可看到非常相似 的 ， 还有 些是为 了特定的空间

对标准纹样傲出了改变 。

？ｔ隹的安阳统样包括器盖上 的大龙 、与 ；＾織的

小龙 、对鄭的双 龙 、 三条 弯折 ：ｆ＃的 还 包戀ｇ身

＿面的大龙和伴撼它的鱼 、鸟 ｓ
小龙

（ 图八 ） 。

不太食见Ｅ雞找到非常相似輒子 的有＿下的

图八 龙形觥上具体纹样与殷墟铜器 、骨雕纹样的 比较

１

－

３ ．长尾鸟纹 比较
（
２ 妇 好墓 ３ 西北 岗 Ｍ １ ００４

）４
－

５ ．鸟纹 比较
（
妇好墓

）
６
－

８ ． 长吻鱼纹 比较
（
西北岗 Ｍ １ ００４

） ９
－

１ ０ ．

小龙纹 比较
（
妇好墓

）
１ １

－

１ ２ ．大龙纹 比较
（西北 岗 Ｍ １ ００ １

）１ ３－ １ ４ ．鳄鱼纹 比较
（ 西北 岗 Ｍ １ ００ １

）１ ５－ １ ６ ．龙蛇文比较

（
保利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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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条ｔｆｅ和｜｜身 ＿面 ４１＿鱼 。 辑寝下的 ｔｔ和器盖上 的蛇

主体部分
一

样 ． 特别之处是口 前展 ｆｆ 的摩胡 须 似的

＇

镱Ａ ， 而这种
“

胡须
”

在安
３
Ｂ 的 龙纹盘上是龙 口前 的

一

个常见＿ （ 图八 ：
１ ５－ １ ６

） 。 ｜｜鱼編＿阳虽然很

罕见 ， 值畫西北岗 Ｍ１００ Ｉ 大墓 ｔｆｉ土的
一件象牙馨残

件上有雅精相似 的ｉｔ祥 Ｃ
图八 ： １ ４ ） 。

为 了特走空间做也遗食？数
’

＿包 丨 上 的长

尾惠象和顧足上 的 长吻鱼缓 。 关于鸟纹
＃

西北漏

Ｍ ｌ？４ 号大墓出土的牛方鼎上有相似的长尾鸟 《 图

八
： ３ ） 。 在石樣鑛和牛方鼎上 ， 鸟敏的 彆曲或拉

长ｆＵｇ应 周 围纹饰留下的空间 。 关于鱼纹 ． 值得注

意的是它们与擧身上 的鱼蒙本是
一

类 ， 上吻賴拉长

是为 了＿＃：圈 ，屬爾口 上方的空 白 。 安阳方■时爾 ，１１

有类似的 弓＿口
， 敏＿＿的纹样也经食嚷拉长

吻部 ， 与此异曲 同工 。 相似的纹样还可以比较牛方鼎

口沿下的长吻龙纹 （
图八 ： ７ ） 。

第三
，这件觥与主寒见于安阳王室＃的象牙器

和骨雛有一些联 ｉ ，可以 畢它的擬＃特别之处 ａ 例

如 ，麼齡應很可能是ｓ模仿象牙蠢 ，

一獻原始ｔ牙

每举捩獠＿太程真地 丨争臀 ， ｒ添加 了
一

对龙 角 手

和圈足 （ 殷墟曾 经出土满饰花汝时象牙 ， 图 九
，

１
） ；
觥

的 尾部＿出
一

块挡植：夹封闭 ， 也是模仿了 象牙器工

匠给銮物封底的方式 （ 倒如妇好的象 牙棒
ｓ

ＩＩ要
一

块

单独？痛ｆｅ ） 、 。 如果按照铸铜工匠的 习 惯 ，
器物尾端

完全不需要＿番數屬漱，
而会和 ＿壁

一

气 注ｇ

尾端并非＿足 ） 。

使观察者養得 陌生的视幾敎果
一

部分是由

下凹 的纹賴難成的 ， 如穩身上小 的龙 、 ｔｆｅ、霞足上 的

长吻鱼 （ 图九
：
６

） 。 这个 日＃麵謇廳＿上＿緣飾傘雜戚

浮雛 或与器表齐平 ， 很 少见ｆｔ器表下凹 （
与播绘纹

饰 的 阴錢 不同 ） ，．些研究者可能因此产 生
“

爾方凤

格” 的看法
，
但这＿巧其实在象牙器和骨＿上 司空

见惯 （ 图 九 ：
５

） 。 由于象牙和骨的材质很坚磾 ｓ ．

直接雕

＿下凹 的纹饰 比綠地反衬凸起的纹饰寒寥 易 ， 所ａ

比较常薄拿＃技法 （
因此＿和＃離上很 少有浮雛

敌饰 ） 。 既然这伴離的设计者仿照了
一

ｆ
ｊ
＊牙容器的

藝形 可以设想他很可能也会仿照象 牙審？ 饰 。 器

身上 的大龙■ ：（ 图八４ １ １
－

１２ｄ 、幢囊 （ 图 ＃ｉ ｉ
；


：７ 

—

８
：

｝
，
以

图九 龙形觥与殷墟象牙器和骨雕的比较

１
－２ ．殷墟 出土象牙器

（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
和龙形觥器形的比较 ３－４ ．殷墟骨雕上鸟纹

（ 西北 岗 Ｍ １ ００ １
）
与龙形

觥小龙纹的比较 （
注意小龙纹身体内罕见的波浪形鳞片

，

与骨雕上鱼虫身体内 的波浪形鳞片如 出一辙
）

５－６ ． 殷墟象

牙豆
（西北 岗 Ｍ

１ ００ １ ） 与龙形觥上下凹的纹饰 ７
－

８ ．骨雕 （西北 岗 Ｍ
１ ００ １ ） 和龙形觥上弯折身体的蛇纹 （ 注意弯折的方

式和身体上鳞片等细 节 ）



及非常少 见的蟫鱼纹 （ 图八 可 以在象牙

或骨雕上看到十分＿似象可以佐证这件雄积象牙 、

骨＿有＿切｜姿感^

；＆后
，
ｆｅ件 甩浓容器可以视为启发觥这释齧形的

源头．ｉ— 。 这件容器是 目 前蔚见年代最早 的把流 口

设计戒立体通物首的傷譲
，

．之后 不久安 阳 的觥开始

窬行 。 要设计出安阳通廳＋
工匠 Ｒ需对 角廢馨纖出

如下 ｔｔ＿ ？

ｕｆｆｉ禱＿？Ｊｇ部做得更深 ，增加容积 ；

ｉ 微体＿§物头全部移至器盖也 羼身前端

像虜＿ 。

不觸想＿ ４
后＿的设计者曾经

：＿？这种 角形

容 在这 彳＇甞 义上 ， 称如牛 器物 ｔｒｍ
＇
”

是 合遒 的

（ 虽＿翁须注寰 Ｒ是
一

彳

、

传乘的青 Ｉ囉命名 ） 。

总之 ，这件长两被 ｉＡ为是遞方产品 的騰其实 产 自

安阳 的作坊ｓ 它在薄Ｉｆ 、装 饰方案 、具体校样 几 个层

面都表興出安阳象牙 、
骨雕和青铜虜

这件餘尽管 设计上极具巧思 （ 闽如 上
一

共

展现 了 １２ 种各式各样的动物魏 ） ，
值它在铸 造环节

出现 了问题 ： 馨物尾端太 的部分在浇诗

时没有
，
工匠 Ｒ 得通过补＃来完潘器形 ； 奇怪 的

是这部ｔ竟然 用 了４次：＃禱 才最．完成
，

最大的第

一

次补铸横罕整令器身 ， 虽銳支巧高亂 丨赚接 的痕

迹在续誉土仍潰雨可见 。 ｍ賴龙身 的前六分之五 甩

了芰格扠 ，朴祷的六分之
一

却用 了＿纹 （
：■货 ： ３ ． ） 。 对

于如此精彩的作品来说
．

， 这个缺陷＊疑 是边人 彳＿

遗憾的 。 这件罨物的资助者
一

定不能十分 ？薄意，或许

会重＿求
一

件更完美的 ｄ 知果沒有缺陷 ，这样求准

的青響瀑大概会随葬在王室＿别 的墓葬里 ， 它最＿

敏出 口到 了黄土圧陵 ，
十分耐人寻Ｉ ．

四 、三件铜器的原料

栽们ｆｔ＃食 中对黄土圧陵出土 的 １８ ３ 件组梅ｇ

进行了漱样分祈？
。 上述三件梅蘧的ｍ同位素与 合金

璏分数据见下表 ：

２０ １ ９ ． ０ ５

在铅同位素方面 ，
三件铜羅都含有高渗射性成因

锆 。 根据金正擎等先生的研究 ， 殷墟四＿之前 ，袭阳

生产的青铜截大 都 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
。 由

于高敏射性成 因１在地质上十分罕见 ， 这三 擦

齒用＿籍料狼可 １８与安Ｉ 日生产铜器齒用？铅料是一

稱Ｂ 。 在合金成务方面 ， 两傳＿蓉的锡 ＾鉛总含量都

餃高 ， 为 ＳＭ８
－

２７ ．９Ｓ
，

添如戴多 的傷和衡也是洹 北

和塗Ｉ 日生产铜器＿
＿

特征 。 栽们在研究 中发现
， 黄土圧

陵本地风壤的＾｜餘｜纖、
铅没＿＿巍？錄慨 ，这应谦

是由 于Ｓ地缺乏金属资源
？

。 铅 同位素与合金
＇成分两

项分析表明 ， 三件福器不 仅在铒格上与＿北 、安阳 生

产 的铜器
一

致
＇

，
在金属原＃Ｋ 合金配比 ５３惯上也与洹

北 、安 阳生产 的铜器相同 ， 这可以佐班 ，
三件铜器 的

原产＿应该就在安阳 。

结语

明＿的 出土信息是考古学研究铜麝卢＿柴天

但顧盛的出 土地不能等 同于廳■ 产地 。 青麵器

是贵重物品 ， 为 人喜爱 、受人１秦视 ， 贵重输品 的流ａ

倾向＿＾？过普通％品 。 本文所举的 几 个案Ｍ益

明
，
在面对

一

件抓例或少数几件铜絮时 ，
不应简单的

把罕见当韻：＿地生产的证据 ，
而应仔细与产地明确

Ｓ铜器比ｆｅ
，
分析它们在风格 獻、矣饰 、 技术特

点 ）上 的异同 。 在某些特？朱背景下 ， 毅＿众 多 的銅鐵

ＩｌｉＢ脱离原产地 ． 出土在别的地方 。

？＿如商末鼓墟

生产的儀器＿多数会出土于关 中灘区和西周初年

的封国都城
＂

铜器的流通 Ｉ生要求麵ｎ在进行产地研

究时 ， 不傷爨重视 出土信息 ＊ ；藝蘧结合考古背景 ＾！！

＿格、原料来禪等方面的 。

注释 ：

①研龜 是在石金鸣 、 除天进先生＿织安排下进

行 白ｔ？Ｓ；际工 丨＿皆有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韩炳华 、
张喜斌 ， 山

西省博物院杨勇伟
７
＿敏 ，

北京大学 崔剑锋等先生 。

表一 三件铜器 的铅同位素与合金成分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８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４Ｐｂ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４Ｐｂ

２０８Ｐｂ／

２０４Ｐｂ

Ｃｕ Ｓｎ Ｐｂ

连寺沟鼎 ０ ．７ ３８ １ ．９ ４９ ６ ２ １ ．８０９ １６ ．０９４ ４２ ．５ １ ９ ９０．２ ５ ． ８１ ３ ．６７

桃爾議 ０ ．７０３４ １ ．８ ７５ ８ ２３ ．２５７ １６ ．３ ５８ ４３ ．６２６ ８１ ．７３ １ ５ ．９ ２ ．２４

ＩＩ花者． ６９．８ ３ ２４ ．８ ９ ３ ．０９

觥盖 ０ ．７ ５２８ １ ．９ ６７７ ２ １ ． １ ８２ １５ ．９４５ ４ １ ．６ ８ ７ ２．９ ３ ２２ ．０４ 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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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１９ ． ０５ 杰 方 夂物
ＨＷ ｔＷＥ

３

Ｖ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殷墟文化青铜器纹饰主要 为

模作 。 具体参见 ａ ． 岳 占伟等 ： 《殷墟陶范 的施纹方法》
，
《纪

念 世界 文化遗产殷墟科学发掘 ８０ 周年考古与文化遗产

论坛会议论文》 ，
２００ ８ 年 ；

ｂ ．陈建立 、刘煜主编 ： 《商周青铜

器 的陶范铸造技术研 究 （冶金考古 １ ） 》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１ １

年 。

？郭宝钧 ： 《商周青铜器综合研究》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８ １

年 。

？李济 、
万家保 ： 《殷墟出 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 》

，
《 古

器物研究专刊 》 （第
一

本 ） ， （台北 ） 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社 ，

１９６４年 。

？ａ ． ＮｏｅｌＢａｒｎａｒｄ
，
ＢｒｏｎｚｅＣ ａｓ ｔｉｎ

ｇ
ａｎｄＢ ｒｏｎｚ ｅＡｌｌｏ

ｙ
ｓｉ ｎ

Ａｎｃｉ
ｅｎ

ｔＣｈｉ
ｎａ

， 
Ａｕｓ

ｔ ｒａｌｉａｎＮａ
ｔｉ
ｏｎ ａ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ａｎｄＭｏ ｎｕｍｅｎ
ｔ
ａ

Ｓ ｅｒ
ｉ
ｃａ

， 
Ｃ ａｎｂｅ ｒｒａ

， 
１９６１

，ｐｐ ｌｌ Ｏ
—

１６８ ；ｂ ．ＮｏｅｌＢａｒｎａｒｄ
，
Ｓ ．

Ｔ ａｍｏｔ ｓｕ
，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

ｇ
ｉｃａｌ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 
Ｔｏｋ

ｙ
ｏ


，

１９７５ ．

＠陈志达 ： 《早期殷墟陶范及其相关的 问题》
，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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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新出 土青铜器 》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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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昌平 、 刘煜 、 岳 占 伟 、 何毓灵 ： 《二里冈 文化至

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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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期 。

？张 昌平 ： 《 中国 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

术 的交互影响》 ，
陈建立 、刘煜主编 ： 《商周青铜器 的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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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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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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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史研究》 １ 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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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沈振中 ： 《忻县连寺沟出 土的青铜器 》 ， 《 文物 》 １ ９７２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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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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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 ： 《岳阳

市郊铜鼓 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 报告 》
，
《湖 南考 古辑

刊 》 ，
岳麓书社

，

１９８９ 年 。

⑥胥卫华 ： 《湖南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 》 ，

《考古》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 。

⑦许伟 、 杨建华 ： 《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
一

地点发掘简

报 》
，
《文物》 １ ９８９ 第 ３ 期 。

⑧谢青山 、 杨绍舜 ：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 》 ，

《文物 》 １％０ 年第 ７ 期 。

⑨罗越和贝格利都曾提出 类似看法
，
参看罗伯特 ？ 贝格

利著 、 王海城译 ： 《罗越与中 国青铜器研究——艺术史 中 的

风格与分类 》 ，
第 ８５ 页

，浙江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９ 年 。

⑩这种蝉纹还见于
一

些安阳风格 的器物
，
如泉屋博古

馆收藏的蝉纹俎
，
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的 鬲鼎 （馆藏号 ｋ

－

１２０８７
－

００７ ） ， 《双剑誃古器物图录》

“

金类第九
”

著录的蝉纹

鼎 （有铭文＿ ） 。

？相似的大圆鼎出土于陕西礼泉朱马嘴 、铜川三里洞 、

城固龙头镇 、内蒙古翁牛特旗头牌子 、辽宁喀左小波汰 、 山

东济南大辛庄 、 江苏连云港大村 、 江西新干大洋洲 、 湖 南

（省博物馆征集 ） 。 此外也有
一

些大圆鼎或许是各地仿制

的
，
如江西新干中棱水库 、江西东 乡 、湖北枣阳王城 。

？这里必须说明
，

二里岗时期开始流行的拉长兽面启

发了南方的 铸铜工匠
，
他们铸造的尊和罄经常使用这种纹

饰 （图 五 ： ７ ） 。 但是南方的拉长兽面总是伴以板状的鼻梁和

僵硬的身体 ，
与石楼壶丰满的大兽面有很大不同 ；

且南方

的拉长兽面主纹和地纹上 的阴线螺旋密度
一

致
，
不同于主

次分明 、 以云雷纹为地纹的殷墟铜器 ，
所以这件壶不会是

一

件南方产品 。

？见韩炳华主编 ： 《晋西商代青铜器》 第四章第二节表

一

〇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１７ 年 。

？金正耀 《论商代青铜器中 的高放射成因铅 》
，
《考古学

集刊》 （ １ ５
）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Ｃａｏ， Ｄａｚｈｉ
．

＂

Ｔｈ ｅＬｏｅｓ ｓＨｉ
ｇ
ｈｌａｎｄ ｉｎａＴｒａｄｉｎ

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１ ３００

—

１ ０５０ＢＣ
）

．

＂

Ｐｈｄ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 ｏｎ
，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２０１４ ．

？墓葬随葬铜器较好的共时性表明多数铜器从铸造到

埋藏的过程较短
，

一

般在
一

两代人的时间 内就作为随葬品

被埋入地下 。 周人克商是突发政治事件
，
当时殷墟仍在地

上使用 的铜器大都会作为战利品被周人带走 。 也就是说
，

殷墟最后铸造的铜器
，
出土地会在关中和西周初年 的封 国

都城 ， 殷墟注定很少见商代最晚的铜器 。 如果只看数量和

出土地 ，
这批铜器会被认为是关中生产的 。

代

文

明

－

１０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