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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青銅器
（部分）

銅頂尊跪坐人像、青銅扭頭跪坐人像、青銅大面具、龜背形網格狀青
銅器、鳥足曲身頂尊神像、羽翼鏤空的青銅鳥……與同期其他青銅文化相
比，三星堆的青銅器，反映了商時期古蜀人獨特的審美意識和神秘的宗教
信仰。

三星堆也出土了眾多的尊與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施
勁松曾撰文表示，三星堆1、2號坑出土的青銅容器年代特徵明確並

可以和其他區域的青銅器相比較，因而可由青銅容器入手，進
而判定其他共出遺物的年代。比如2號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長江
中游發現較多，它們源於殷墟青銅器，據此可以認為三星堆
青銅容器的年代相當於殷墟時期。

三星堆新一輪發掘的若干器物，顯示出三星堆遺址與國
內其他地區存在的密接文化聯繫，如3、8號坑發現的銅尊、
銅罍、銅瓿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而神樹、頂尊跪坐
人像及大量龍形象器物則表明，三星堆遺址所屬的古蜀文明
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一員。

承續着三星堆文化，以金沙遺址為中心的十二橋文化是觀
察古蜀文明的另一個重要節點。三星堆和金沙兩地青銅器、金

器、玉器等的器類、形制、紋飾都基本相同。同時，太陽崇拜
的信仰、不用青銅器等貴重物品進行隨葬等特點，則完全不同於
同時期的商周文化。

巴蜀青銅器崇尚楚風
到春秋戰國時期，四川盆地東部的巴文化與古蜀文化

交流融合，使四川地區的青銅文化迎來了第二個發展高
峰。考古資料表明，該時期巴蜀青銅器崇尚楚風，功能由前

期的祭祀或宗教用品，轉變為實用和喪葬用品。以鍪、釜等為
代表的地域特色器物和嵌錯、鏨刻等裝飾工藝流行，青銅紋飾更加寫實。

如戰國中期的新都馬家木槨墓，屬於文獻記載的古蜀王國開明王朝時
期，是四川境內迄今所見先秦時期最大的一座墓葬，從槨室下的腰坑中共
清理出土各類青銅器188件。隨葬青銅容器中，列鼎與列罍、列鍪、列釜
等現象並存，是中原文化禮器制度與古蜀文化器用制度相互融合的見證。

當把目光從三星堆拓展至整個長江流域，數個相互借鑒又獨具特色的
青銅文化體系，一一呈現眼前。在長江流域博物館聯盟主辦的 「山高水
闊 長流天際」 「共飲一江水」 這兩個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特展中，多件文
物展現了商周時期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各地區文化異彩紛呈而又相互交融的
景象。

長江流域是中國銅礦資源富集的區域，早在夏商之際即已採銅煉銅。
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時代開啟後，各區域基於自身的精神信仰及文化傳
統，對中原地區青銅器的器類、鑄造技術及禮制思想，進行了適合自身的
文化選擇和改造創新，逐漸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為
主的青銅文化體系。

除以三星堆為代表的長江上游青銅文化外，長江中下游區域出現的青
銅器、文字、大型城垣、禮儀中心等為代表的國家文明要素，開啟了長江
中下游群雄競會的中國王朝文明時代。

考古發現表明，長江中游的青銅文明始於湖北盤龍城。作為商王朝南
下的首邑和軍事重鎮，盤龍城青銅文化與中原文化最為接近，自身特色也
非常鮮明。目前出土的500餘件青銅器，在器形、紋飾、製作等方面都與
鄭州二里崗青銅器類似，極大豐富了早商青銅文化的內涵。

古代「一鐘雙音」高科技
在湖北隨州一帶，重要姬姓封國 「曾國」 出現了曾侯乙編鐘。獨有的

編鐘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產物，一鐘雙音被稱為中國古代的高科技。
江西以吳城、大洋洲墓等為代表的吳城文化，呈現了3000年前的南方

青銅王國面貌。其中，吳城遺址是長江中下游地區迄今所知長江以南最早
跨入文明門檻的方國。而新幹大洋洲商墓則因出土的青銅器數量多、造型
奇，與殷墟婦好墓、三星堆祭祀坑並稱為商代青銅器三大發現，證明3000
多年前贛江─鄱陽湖流域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

在長江下游以太湖為緩衝的水域，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擅製農器、匠器
和兵器。其中，吳國青銅器在形制、紋飾及合金、鑄造上，既吸取融合中
原地區的風格，又多方面呈現地方文化的獨特創新；越國青銅兵器鑄造技
術極高，尤其是青銅劍工藝精湛，展覽中的吳王夫差劍、越王州勾劍等仍
顯鋒利。

縱觀長江流域整個青銅文明史，從發端伊始即受到中原地區青銅文化
的影響，二里頭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波次到達，使長江上、中、下游相
繼出現了發達的青銅文明，並逐漸形成各自系統發展的青銅文化體系。同
時，長江流域以銅資源的交換、文化的互動，實現了上中下游之間、長江
流域與中原地區之間深刻而頻繁的交流，至秦統一天下，最終與古代中國
其他區域文明融合為大一統的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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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於三星堆遺址3號祭祀坑。
通高115厘米，由上下兩部分
組成，上部為一件55厘米青銅
大口尊，銅尊口沿內側有短
柱，肩部焊有精美的龍形裝
飾；下部則為一呈跪姿、雙手
持物於身前的高60厘米銅人，
再現了古蜀祭祀的隆重場景，
是一件國寶級文物。

•由1986年2號 「祭
祀坑」 出土的青銅
鳥腳人像殘部與8
號 「祭祀坑」 新發
現的頂尊蛇身銅人
像拼對而成。 「分
離 」 3000年後再
次 「合璧」 而成的
鳥足曲身頂尊神
像，頭頂尊、手撐
罍、腳踏鳥，身體
向後翻起，完成一
個 高 難 度 「 動
作」 ，反映了當時
祭祀行為中非常重
要的儀式、行為。
專家認為這件充滿
想像力的珍貴文物
堪稱中國青銅文明
的 「巔峰之作」 。

•出土於三星堆遺址4
號祭祀坑。人像呈
跪坐姿態，身體略
向左前方傾斜，頭
微頷並扭向身體右
側，頭髮殘斷，雙
手呈半 「合十」 狀
平 舉 於 身 體 左 前
方。這是三星堆遺
址首次發現此造型
的青銅器，共有3
件，研究初步判斷
其並非單獨個體，
而是一件大型組合
銅器的3個構件。

•出土於三星堆遺址7號祭祀坑。 「銅盒」
上下是對稱的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側
邊一側類似合頁，一側類似插銷可以打
開扣合，還有四個青銅龍頭把手和兩三
根青銅飄帶。青銅器裏裝有一塊大小形
狀相合的青綠色玉板，通過微痕分析，
考古學家發現這件青銅器外面還裹着絲
綢。其構造和形態，突破了以往學術界
對三星堆的理解，並且造型在整個中國
青銅時代都前所未見。

•1980年出土於四川省成
都市新都區馬家鄉木槨
墓。古資料表明，該
時期巴蜀青銅器的功
能由前期的祭祀或
宗教用品，轉變為
實用和喪葬用品。隨
葬的青銅禮器、兵器
和工具，多遵循5件
成組的特殊數量關
係，在四川地區尚屬
首見，專家推測可能
是古蜀文化特有禮器
制度的體現。

•1974年出土於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
遺址。商王朝統治下的盤龍城強勢崛起，

青銅器亦有長
足發展，容
器、武器、

工具的種類
和數量，都比前
期更多，造型更
豐富、紋飾更精
美。其中，酒器數
量和種類很多，堪
與中原媲美，反映
了盤龍城當時濃
烈的飲酒風尚。

•1981年出土於湖北省隨州市。此套
編鐘共36件，均為甬鐘，大型鐘正
鼓部紋樣有所不同，可分為操蛇神人
紋鐘和獸面紋鐘；小型鐘形制、紋飾
相同，大小有別。其規格略小於曾侯
乙墓編鐘，風格與曾侯乙墓編鐘極其
相似。先秦至兩漢時期，以銅編鐘、
石玉編磬為主體樂器的 「金聲玉振」
是莊嚴隆重的音樂禮儀。

•1975年出土於湖南省醴陵市仙霞鄉獅形
山。此尊為酒器，呈象形，器上裝飾有
龍、鳳、虎、獸面等紋飾，象鼻與腹相
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橢圓形口，酒可
以從此注入，是一件既具藝術性又具實
用性的銅器。象尊發現多件，這是迄今
為止唯一一件出土地點明確
的商代象尊。

•2020年出土於湖南省汨羅市長樂鎮海
螺山長樂中學。《周禮》載 「金鐃以止
鼓」 ，鐃不僅有軍旅指揮上的作用，還
作為樂器用於祭祀、宴會。湖南地區約
出土了40件鐃，其中有10件超過100千
克，大型銅鐃是湖南特有的樂器。 •中間這把為吳王夫差劍，劍線條流暢，劍從

收分自然，通體保存完好無缺。劍格部分深
鑄獸面紋，再鑲嵌以綠松石，雖有少量脫
落，仍不失為當時鑲嵌技術的代表之作。劍
箍上所鈐松石小若沙粒，擺列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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