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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和少有的延续性。在世界上诸多古老文化中，如古埃及
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有
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出现大断层。中华文化虽然也几
经跌宕，却始终不断，并且代有发展。这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精
神密切相关。这些基本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珍
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为了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百挠的发展历
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我们特编写了这套
《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

本套书集纳大量的历史文化细节，以丰富的知识和史料，
娓娓讲述各类事物精彩的历史文化，内容涵盖中国陶器、青铜
器、剪纸、玉石、漆器、纺织等方方面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
切逼真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独特而百态纷呈的生活景观。蕴涵
着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绵延不绝的永
恒价值与魅力。

我们努力使这套百科精萃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经
典读物，经过潜心研究、探讨、搜集整理，又承蒙有关人士的指
导及各位挚友们的名示，得以编写而成的。是一套集学术性、
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书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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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朋友从拥有《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开始，中国历史文化
宝库的大门由此而开启，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你我得
以在此流连忘返，受用无穷。

因本人才疏学浅，知识匮乏，差错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朋
友们批评指正，以便改进，谢谢合作！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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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铜器的历史

第一节 青铜器起源与青铜时代断代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
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
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
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
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
发展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一、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 1900 ～前 1600 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
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
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
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
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
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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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
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据
碳 14 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 1900 ～前 1600

年，属于夏代历史的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
头文化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

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
遗存，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期遗存与河
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与郑州二里
头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
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具代表性的意见是以上三种，当
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析，歧异亦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
见解比较合乎史实。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
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
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
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

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
爵。其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
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
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

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
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2



炼就一尊高贵









◇

3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
一排或两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头
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
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
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二、商代早期 公元前 16 世纪 ～前 15 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头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
代为公元前 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头文化的
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头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
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
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
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头、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
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
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
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
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
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头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

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

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
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头上层青铜
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
里头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头上层的青铜器，有
的器壁已相当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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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
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
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
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
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
样，一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

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

相当二里头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
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
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

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
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
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
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
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
出现了浮雕，二里头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
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
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

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
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三、商代中期 公元前 15 世纪中叶 ～前 13 世纪

在商二里头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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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

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
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
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
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
物发现，如小屯 232 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 331、
333 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
并不多，而在其他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
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头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
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头
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
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头期，

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
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
头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
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
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
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
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

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
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
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
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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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

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
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
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
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头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
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
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

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
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
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
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

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
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
考的日干之称。

四、商代晚期 公元前 13 世纪 ～前 11 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
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
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
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
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
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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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
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
“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
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
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
方能达到，武丁一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
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
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
屯村北 18 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 1040 大墓和 1040 大墓、

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
铜器。其他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
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
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
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
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
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
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
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
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
前后两个阶段。

1．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 238 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 18 号墓所出土

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他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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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
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 238 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
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
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者扁壶
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曾风行一时，但至
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
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
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
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
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

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
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
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
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

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
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
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
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
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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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
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
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之外，新出现的形
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
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
称为分档鼎，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新式样，在前段的特点是袋腹
较深。方鼎在中期是缺环，还没有材料证明中期的方鼎是何
种式样，但可以确知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
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殷墟五号墓中
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即未见。

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皆大而深。口
部的做法有两种: 一种自口至腹皆直壁，口沿有宽阔加厚的边
条，小屯 188 号墓即出有此种直壁甗; 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
五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
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
特殊形式，他处皆不出。

鬲这类器不甚流行，传世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
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纹
饰为典型的晚期前段式样。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有一例，为圈足双耳。

以后即未见。晚期前段出现无耳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
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五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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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大，无耳簋是晚期
前段盛行的式样。此时尚未发现有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
盛行。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
的数量很少。觚的造型脰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
“+”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徒存形式而不穿透。斝类器中分
段形的变化不大显著，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
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
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 1 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
屯 238 号墓的方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中期的还没
有发现，但是在晚期前段又重新出现。本期内还出现了角，角
这种饮酒器本来就很少，殷墟五号墓出土爵近五十器，未见有
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 瓿) 的形体也有所变化。

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显著增高，有的圈足
特别高，这类圆体的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有
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点是圈足都很高。这类
高体的有肩尊，湖南宁乡等地出土的较多。但是这种尊流行
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后就邃然减少。饔( 瓿) 这种器形
有短颈和无颈合口两类，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
的有盖。石楼的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及殷墟五号墓的妇好
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颇为典型的式样。但是
饔( 瓿) 这种器类如同大口高体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就
基本上不再铸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
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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