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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土青铜器研究 

俞珊瑛 

（浙江省博物馆  310007） 

【摘 要】 本文在对浙江出土先秦青铜器作分区研究的基础上，就不同地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作了考察，发现在

不同时期分别运用了浑铸法、分铸法两种成型技术为主的工艺。再结合这些器物的出土情况，明确其相对年代，并

对不同期段青铜器的流动情况作了探索。  

【关键词】青铜器；技术；分期；流动；先秦；浙江 

一、分布 

根据浙江的自然地理位置，可将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划分为两个文化区域 ：太湖—杭州湾区和黄山—天台山以南区。 

（一）太湖—杭州湾区 

本区西靠茅山东麓，北临太湖，南抵天目山至天台山一带，东至舟山。又可分 6个小区。 

1. 苕溪流域 

太湖沿岸一带，东苕溪、西苕溪之间。包括长兴、湖州、安吉、德清、余杭等地。 

长兴小浦出土青铜铙、簋
①
；长兴中学出土青铜铙，和平公社出土青铜鼎

②
；李家巷出土青铜壶

③
；历年来在长兴港、洪山港、

龙溪港等水利工程中出土青铜鼎以及大批青铜兵器、农具等
④
。 

湖州废旧仓库拣选铜钺
⑤
，吴兴河道出土青铜戈

⑥
；毗山遗址采集有青铜尊、铙、鼎残片及锛、削、镦等器

⑦
。 

安吉三官乡出土青铜鼎、觚等器
⑧
；高禹镇出土青铜铙

⑨
；高禹镇五福战国墓出土青铜剑、戈、盉等器

⑩
；良朋上马山残墓出

土青铜盉
○11
；安吉县城出土青铜矛、镦

○12
。 

德清武康镇出土青铜句鑃
○13
；武康镇龙山村出土青铜鸠杖

○14
；吴县埭溪出土青铜杖镦

○15
。 

余杭石濑出土青铜铙
○16
；仇山出土青铜凿

○17
、矛

○18
。 

2. 杭州湾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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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以北沿岸一带。包括嘉兴、嘉善、海盐、海宁等地。 

嘉兴净湘北荡、大桥乡高地、秀洲区皇坟山出土青铜锛、剑、矛
○19
。 

嘉善丁栅张安村采集青铜犁沟器
○20
。 

海盐通元石弄港出土青铜甗、锄
○21
；龙潭港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青铜镞、锛、刀等器

○22
。 

海宁硖石长水塘采集青铜镰、矛等器，东山长水塘采集青铜戈
○23
。 

3. 钱塘江下游流域 

钱塘江下游两岸，包含了其支流浦阳江（西小江）流域。包括杭州、富阳、萧山、诸暨等地。 

杭州湖墅出土青铜簋，西湖出土青铜锸、铲
○24
；历年来西湖出土青铜戈、矛等器

○25
。 

富阳富春江北岸出土青铜器戈、矛、锛、铎
○26
。 

萧山所前镇杜家村出土青铜甬钟
○27
；河庄镇、来苏乡出土青铜矛、斧等器

○28
。诸暨次坞镇上河村溪滩出土青铜炭炉，诸暨城

东、山下湖镇、陈宅镇出土青铜矛、戈、锛
○29
。 

4. 曹娥江流域 

杭州湾南岸，曹娥江以东、以西地区。包括绍兴、上虞、嵊州等地。 

绍兴西岸头遗址出土青铜构件
○30
；凤凰山木椁墓出土青铜剑、戈、环、镞等器

○31
；城关狗头山发现青铜句鑃

○32
；坡塘 306 墓

出土青铜鼎、盉、甗、罍等器
○33
；漓渚出土青铜鸠杖

○34
；若耶溪出土青铜剑、削、斧等半成品

○35
；齐贤镇陶里壶瓶山遗址第二文

化层出土青铜凿、锛
○36
；福泉镇出土青铜镇

○37
；印山越王陵出土青铜凿、锄、铎

○38
；塔山出土青铜甬钟

○39
；任家湾战国墓出土青

铜车軎、马衔、兽形饰、镞、戈等器
○40
；西施山出土青铜鼎、盘、匜、勺等器，达 200 多件

○41
；历年各地陆续出土大批青铜农

具
○42
、兵器

○4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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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银山冶炼遗址先后发现青铜锄、锸、铲、剑、矛等器
○44
；白马湖土墩墓 D1、D14 分别出土青铜剑、镞

○45
。 

嵊州出土青铜镰
○46
。 

5. 甬江流域 

甬江沿岸地区，最东至舟山。包括宁波、慈溪、余姚等地。舟山为海岛，地近甬江，暂列入本小区。 

宁波鄞县甲村出土青铜钺、剑、矛
○47
；钱岙遗址第一文化层出土青铜镦、削、锛

○48
；韩岭公社出土青铜甬钟，钱岙遗址春秋

战国文化层出土青铜弩、削等器，境内各地陆续出土有大批兵器和农具
○49
。 

慈溪彭东、东安土墩石室墓 M2、M7 分别出土青铜镞、削
○50
；横河出土青铜矛

○51
；彭东、石堰、陈山出土青铜剑、铲

○52
。 

余姚老虎山一号墩 D1M10 出土青铜剑、戈
○53
。 

舟山发现青铜锸、耨
○54
。 

6. 东阳江流域 

会稽山以南、东阳江沿岸地区。包括金华、义乌、东阳、磐安等地。 

金华废旧仓库拣选青铜铙
○55
；金华城区出土青铜剑

○56
。 

义乌西江桥、福田大王村、城中城大道出土青铜矛、钺，王宅公社拦水坝出土青铜剑
○57
。 

东阳草干山土墩墓出土青铜环
○58
；李宅徐田村出土青铜鼎、车马饰等器，东阳江沿岸出水青铜句鑃、甬钟

○59
。 

磐安深泽乡出土青铜铙
○60
。 

（二）黄山—天台山以南区 

本区西至新安江上游，北至天台山，南抵浙闽赣交界一带，东达海边。又可分 4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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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安江流域 

新安江水库北岸。已发表的材料有淳安左口土墩墓 M4 出土青铜矛
○61
。 

2. 椒江流域 

椒江、台州湾沿岸一带。包括仙居、临海、黄岩、温岭等地。 

仙居湫山乡上田村发现窖藏青铜矛、犁、蚁鼻钱等器及饼形铜料
○62
。 

临海上山乡发现窖藏青铜矛、镰、犁、蚁鼻钱等器及饼形铜料
○63
。 

黄岩小人尖土墩墓出土青铜尊、杯、矛、短剑等器
○64
。 

温岭琛山乡楼旗村出土青铜盘
○65
。 

3. 瓯江流域 

乐清湾、瓯江沿岸一带。包括乐清、永嘉、瓯海等地。玉环为海岛，地近乐清湾，暂列入本小区。 

乐清白石杨柳滩出土青铜锛、钁、铜贝等器
○66
。 

永嘉出土青铜鼎、盘等器与铜料
○67
。 

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青铜鼎、簋、铙、矛、短剑等器
○68
；杨府山西南侧山腰发现青铜鼎

○69
。 

玉环三合潭遗址出土青铜斧、锸、镞、鱼钩等器
○70
。 

4. 飞云江流域 

飞云江沿岸。 

已发表的材料有瑞安岱石山“石棚”墓出土青铜铃、短剑等器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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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钱塘江上游流域 

浙赣交界处的江山港沿岸。 

已发表的材料有江山出土一组青铜甬钟
○72
。 

二、技术 

以上出土青铜器，除去明确的输入器和典型的楚器，如安吉出土有铭文的铜觚，绍兴出土有铭文的徐器、吴国器，安吉五

福战国楚墓出土的铜盉等以外，其他青铜器就技术的层面来看，可分成以浑铸法成型技术为主和以分铸法成型技术为主两大类。 

（一）以浑铸法成型技术为主 

运用浑铸法成型技术为主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苕溪流域，椒江、瓯江流域等地。代表性的有长兴、余杭、安吉、黄岩、

瓯海、瑞安、金华、磐安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群。 

1. 苕溪流域 

长兴铜簋由 4 块腹范、1 块圆形底范和 1 块芯范浑铸成型。其腹部花纹四分，作对称状（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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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余杭铜铙由 2 块器范、1 块芯范浑铸成型。甬部、舞部范线明显。其中长兴小浦、余杭铙舞部范线的一边皆可见有

明显的浇铸痕迹。 

长兴港铜鼎铸型由 3 块腹范、1 块三角形底范和 1 块芯范组成。耳、足浑铸，其中腹范范缝与足对齐（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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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铜鼎，作鬲式，其耳、足浑铸。腹范三分，不设底范。三条范缝汇于器底，三扉棱位置与足对应，可知腹范范缝与足

对齐（图三）。 

 

2. 椒江、瓯江流域 

黄岩铜尊由 2 块器范、1 块芯范一体浑铸成型。器型、纹饰皆模仿西周中期器，其变形兽面纹、凤鸟纹做工粗糙。 

黄岩铜戈由二分范法铸造成型后，在内与援之间镶嵌绿松石片，需再经过打磨、切割、镶嵌绿松石等技术过程。 

瓯海绳纹立耳铜鼎由 3 块器范、1 块芯范组成，不设底范。器腹与耳、足等一体浑铸成型，三扉棱抵足（图四）。三条铸缝

聚在铜鼎底部，且恰好顺三足中部穿过，强调范缝与足在位置上对齐（图五）。另外鼎的两耳与其中的两足呈平行关系，这显然

是在模仿殷墟文化时期铜鼎的范型，而与二里冈文化时期鼎一耳与一足相对有所不同。而 2009 年新出土的另一件残鼎由 3 块

腹范、1 块三角形底范及芯范浑铸成型。其足为大半环形的内空足，这在邻近的吴地及南方地区较为常见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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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簋、铙的铸造方法皆与苕溪流域的相同。瓯海短剑在剑茎上运用了铸接技术，倒凹字形方格穿于方茎之内，格在另行

铸造后，再铸接到剑身（图六）。这为本时期出土青铜器所仅见。 

 

3. 东阳江流域 

金华、磐安铜铙的铸造方法皆与苕溪流域的相同，其中金华铜铙甬部顶端残留有明显的浇铸痕迹（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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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分铸法成型技术为主 

运用分铸法成型技术为主的青铜器，最集中分布在曹娥江、浦阳江流域。代表性的有绍兴坡塘、西施山及诸暨等地出土的

青铜器群。此外在苕溪流域、杭州湾北岸、瓯江流域等也有出现，如长兴、安吉、海盐、东阳、永嘉、仙居、江山等地出土的

青铜器群。 

1. 曹娥江流域 

绍兴坡塘 306 墓铜鼎，缺盖，腹与耳、足分铸。腹范 3 块，底范作一大圆形。腹范范缝不与足对应，底范中心有一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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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浇铸痕迹。耳、足皆为预制后再嵌铸到鼎身（图八）。 

 

 

306 墓铜甗、甗盉，皆分体，其足浑铸。器范 3 块，底范作三角形，连三足。其中甗盉的流、柄，盖上的环钮皆为预制后

嵌铸而成。底范中部有一长条形铸疣。 

此外 306 墓铜罍、铜盉、伎乐铜屋、方形插座等，也运用了分铸、焊接技术。其中铜屋内的人俑和乐器焊接在长方形底板

上的铸痕清晰可见（图九）。而插座的垫脚则运用了凸榫连接技术，其人俑背上可见有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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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山铜鼎，运用了分铸、焊接技术。腹范 2 块，下接 1 块圆弧形底范，一条范缝与足的位置对齐（图十）。其中一件残

鼎的耳、足与鼎身接合处可见有明显的焊痕（图十一）。另一件二立耳与鼎身浑铸，三足则另行分铸后，再焊接到鼎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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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山盘形器，如盘、匜、横器，器壁薄、无铸痕，系加热后打制，再经锤锻、结晶、退火而成。其耳、环钮、足等附件，

则为分铸后焊接到器身，皆可见有铆钉（图十二）。此外还使用了线刻工艺，在内外壁、底部等满饰人物、建筑、鸟兽等图纹。

系由硬度较高的金属工具刻划而成，在器物成型后，经磨光、绘图、刻纹、外镀锡铅等多道工序
○74
。是春秋以来的新兴工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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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复杂，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2. 其他地区 

诸暨炭炉，运用了分铸、焊接技术。腹范 3 块，下接 1块圆形底范。环钮、把手、足为分铸后再焊接到器身，炭炉内壁、

底皆可见有清晰的铆钉（图十三）。整器的纹饰运用了模印技术，也为本时期的新兴工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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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李家巷铜鼎，分铸、焊接而成。腹范 3 块，底范圆形，一条范线与足对应。耳、足分铸后再铸接到鼎身。 

海盐铜甗上部缺失，下部器范 3 块，底范三角形，无铸疣。三足实心，分铸后浇铸到器身（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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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铜鼎的铸造方法与 306 墓器相同。 

永嘉铜鼎、盘的铸造方法与西施山器相同。 

仙居一青铜残片的线刻工艺与西施山器相同。 

以浑铸为主的成型技术，为中原地区商代、西周时期的流行方法。苕溪、椒江、瓯江流域等地的浑铸技术，应是中原地区

影响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当时的浙江并没有能够得到中原的完整技术，因此作了一些局部的变通与调整。并且同时也受到周

边文化的影响，如瓯海铜鼎出现的半环形内空足，其在合范时足芯范与鼎底范相连，简化了技术难度，这种做法不仅在邻近的

吴地多见，且在较远的曾国青铜器上也所在多有
○75
。其时间，则多集中在西周晚期左右。 

而分铸技术，要到中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才出现，但也并不普遍，真正比较广泛的使用，则是春秋中期开始的。它影

响到器物的形制，使其分化为器体和附件两大类。此外大量新式技术如焊接、锻造工艺等的运用，使得分工日趋细密、专门化，

生产效率也不断提高。学者们多将此一分体铸造时期总结为“分铸阶段”
○76
。相信曹娥江、浦阳江流域等地分铸、焊接技术的广

泛使用，也应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以浙江出土礼乐器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铜鼎范型为例。浑铸时期三分器范，一种不设底范，一种设一块三角形底范。

腹范范缝与三足对应。这个特点与中原地区殷墟时期至春秋早期青铜鼎的范型对应。而分铸时期则表现为腹范下接一大块圆弧

形底范，一种腹范三分，一种二分。前者腹范范缝不与足对应，后者一条范缝与足对齐，但十分罕见，当为浙江独有。前者与

中原地区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鼎的范型基本上是一致的
○77
。而后者的情况，也与当时各地区青铜器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吻合。 

三、分期 

根据上述的技术分析，浙江出土的青铜器，相应地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第一期，即浑铸时期，约在春秋中期之前，包

括苕溪、椒江、瓯江流域等地 ；（二）第二期，即分铸阶段，约在春秋中期之后，包括曹娥江、浦阳江流域等地。 

（一）第一期 

本期青铜器，苕溪流域绝大多数没有明确的伴生物及地层。只安吉三官乡有伴出器物玉柄形器、环、璜及绿松石片等，但

墓葬形制不明。其玉器组合中，缺乏西周土墩墓中普遍出现的玦
○78
，而有春秋时期大量出现的璜与环

○79
。综合推断其年代当在春

秋早期
○80
。 

而椒江、瓯江、飞云江流域皆出自土墩墓或石棚墓中 ： 

黄岩土墩墓一墩一墓，有类似石框的石结构墓底。同出原始瓷豆、罐、簋，夹砂陶鼎，玉玦、凸棱环。瓯海土墩墓一墩一

墓，平地掩埋。同出玉镯、玦、柄形器，绿松石串饰等大批玉石器，但不见陶瓷器。瑞安石棚墓，不见石结构墓底，但有墓坑

迹象。其中 M5 同出原始瓷豆，素陶豆，印纹陶罐，夹砂陶罐；M29 同出原始瓷豆，素面陶盂 ；M30 同出原始瓷碗、盂、罐、

豆，素面陶罐、鼎、簋，泥质陶罐，陶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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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墓葬，葬制特点为一墩一墓，开始出现石床。陶瓷器中原始瓷接近半数，其次为印纹硬陶，夹砂陶最少。流行原始瓷

鼓腹罐，矮圈足的豆、碗，以及印纹陶无颈罐等。纹饰常见细弦纹、“S”形附加堆纹，及拍印的曲折纹等。参照以往学者对土

墩遗存的分区、分期研究，椒江、瓯江、飞云江流域属于黄山—天台山以南文化区，而上述特点，出现于五期三段，时间上大

致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81
。 

另外一些铸造技术较简单的青铜器，如淳安铜矛、东阳铜环，也皆出自一墩一墓、墓底铺垫鹅卵石的土墩墓中。且同出的

原始瓷碗、碟、盂、鼎等，无论器型、纹饰皆与椒江、瓯江、飞云江流域本期段的器物接近。那么这几件青铜器的年代也应相

当。综上，第一期青铜器的年代可确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具体包括黄岩、瓯海、淳安、东阳土墩墓及瑞安石棚墓、安吉

三官乡出土的青铜器群 ；长兴铜鼎、铙、簋，余杭、金华、磐安铜铙，温岭铜盘
○82
等。长兴港铜鼎的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疑，

暂归入本期。 

（二）第二期 

本期青铜器数量众多，分布也较广。除去大量零散出土的农具、兵器，前述分铸成型技术为主的青铜器，根据出土情况，

又可分成两段。 

1. 第一段 ：以绍兴坡塘等器为代表。 

306 号土坑墓，墓道带壁龛，伴出泥质陶罐、豆，漆盒、玉瑗、玛瑙管饰、金舟等。土坑墓为江南地区春秋时期开始兴起

的新形制，此前盛行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大量漆器遗迹的出现，是春秋以来楚文化不断东进、影响的结果
○83
。该墓年代约在春

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另外一些铸造技术较简单的青铜器，如绍兴印山，该墓“甲”字形深竖穴土坑，伴出玉镇、玉钺、石矛、漆木器、泥质陶

等。为越王句践之父允常墓，年代为春秋晚期。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第二文化层伴出原始瓷碗，泥质陶罐、盘、钵等，年代在

春秋中期前后。“其次”句鑃为春秋晚期器
○84
。绍兴等地鸠杖的跽坐人俑与 306 墓铜屋接近，则年代相当。 

上虞白马湖石室土墩墓 D1 伴出原始瓷盅式碗、D14 伴出陶纺轮，年代在春秋晚期前后。上虞银山遗址伴出印纹硬陶罐、

瓮及铅块，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慈溪土墩石室墓 M2 伴出原始瓷盅式碗，滑石璧、瑗，M7 伴出泥质陶璧、盆等，年代

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宁波钱岙遗址第一文化层伴出原始瓷碗、印纹硬陶瓮、泥质陶豆等，年代在春秋晚期前后。 

则本期第一段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2. 第二段 ：以绍兴西施山等器为代表。 

西施山遗址同出铁鼎、矛、权，原始瓷镇、弧腹碗，印纹硬陶罐、坛，泥质陶罐、豆、杯，木祖等。海盐同出有陶纺轮、

石锛。永嘉同出少量锡块、铁锸。 

以上，铁器尤其是农工具的大量出现，代表了战国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
○85
。原始瓷器具有战国中期前后的特征。泥质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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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有战国中晚期风格
○86
。其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前后。另外一些铸造技术较简单的青铜器，如绍兴凤凰山，该墓长方形土坑竖穴

木椁，伴出泥质陶鼎、印纹硬陶罐、漆豆、原始瓷熏、“不光”石矛等器，年代在战国中期前后。 

任家湾，长方形土坑木椁墓，伴出泥质陶编钟、编磬，漆乐器底座，硬纹硬陶罐等，年代与凤凰山相同，战国中期之际。 

余姚老虎山 D1M10，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伴出原始瓷壶、印纹陶罐、玉璧、漆木器等，年代在战国晚期，下限可至西汉

初。 

安吉五福，“甲”字形土坑木椁墓，伴出泥质陶鼎、漆盒、木俑等，典型楚墓，战国晚期。良朋上马山残墓，伴出原始瓷壶

的形制与余姚老虎山一致，年代为战国晚期。 

仙居、临海、乐清青铜器内涵与西施山相同。玉环三合潭遗址伴出石斧、印纹硬陶鼎、原始瓷豆等，器物的年代不一，但

青铜器内涵与西施山相近。 

则本期第二段的年代集中在战国中晚期。 

综上，第二期青铜器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又可分成前、后二段 ： 

第二期第一段，即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集中在曹娥江、浦阳江流域，此外苕溪流域等地也有分布。具体包括绍兴坡塘、

印山、陶里壶瓶山遗址，东阳李宅，上虞白马湖、银山，慈溪，宁波钱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群 ；长兴李家巷铜鼎，诸暨炭炉，

萧山、宁波甬钟，“其次”句鑃，漓渚、德清权杖等。 

第二期第二段，即战国中晚期前后。集中在曹娥江流域，以及椒江、瓯江流域等地。具体包括绍兴西施山、凤凰山、任家

湾，余姚老虎山，安吉五福、良朋，仙居，临海，乐清，玉环，永嘉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群 ；海盐铜甗、富阳铜铎、江山甬钟等。  

四、流动 

浙江出土的第一期青铜器，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器，其范围与土墩墓、原始瓷的分布区域重叠，两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

的关系。土墩墓在浙闽赣交界一带出现后，开始由南往北扩散。新安江流域，飞云江、瓯江、椒江流域是越之土墩墓北进过程

中的分支，以后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与到达杭州湾两岸之越人的联系并不显著。越文化类型在商代中晚期也已北渐至太

湖—杭州湾区，相应的苕溪、东阳江流域出现土墩墓遗存。而吴人的势力要很晚才到达茅山以东的太湖区域
○87
。因此，新安江流

域，飞云江、瓯江、椒江流域和苕溪、东阳江流域都属越人的活动区域，大体上属于越建国前的文化遗存。相信这些地区出土

的青铜器，正是随着土墩墓的扩散而流动的。 

第二期青铜器，其中的第一段即春秋晚期至战国之际的大批青铜器，包括中原风格的礼乐器和徐国青铜器出现在杭州湾两

岸，并特别集中在曹娥江、浦阳江流域。这和越国统治者的族源背景以及句践争霸中原的历史密不可分
○88
。越文化类型的一部分

在春秋中期跨过钱塘江向南迁徙、传播，并随着越人势力的强盛而达到高峰
○89
。越国在春秋中期开始强大，并在会稽山北麓的浦

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杭州湾两岸正是越国的中心区域，而出土青铜器最多的绍兴正是越国的

核心——都城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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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期第二段即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则最集中在曹娥江流域、椒江及瓯江流域等地。越国在灭吴以后，一度北上中原。

之后受到各种势力的压迫，迁回南方，并于公元前 333 年被楚所大败
○90
。其后安吉等地为楚文化势力所浸润。然而楚最终未能

完全消灭越国，越国势力退守会稽山一带，依然强盛
○91
。因此，本期段的青铜器多楚式，而绍兴地区也仍然有大量越国的青铜器。

越人于此之后，加快往南海沿岸迁徙的步伐，分别在灵江（即椒江）、瓯江、闽江一带建立了东越、瓯越、闽越等国，最远的到

达两广建立了南越、西瓯等
○92
。地处椒江、瓯江流域之间的仙居、临海、乐清、玉环、永嘉出土了大批与西施山内涵接近的青铜

器，在地点和时间上皆与越人南迁的这段史实基本吻合。 

历史上，在西汉初期，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曾有东瓯国的存在。东瓯国系从闽越国分封而来，领有今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区，

前后只存在了 54 年时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确认温岭塘山大墓、大溪古城即是东瓯国的遗存
○93
。其出土器物表明仍然是越文

化的传统，但主要是原始瓷、硬陶、泥质陶、玉器，而青铜器基本绝迹。 

综上，浙江出土的青铜器，最迟至西周晚期已出现于黄山—天台山以南区的土墩墓中，其后随着土墩墓的扩散，差不多同

时到达太湖—杭州湾区，并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春秋中晚期随着越人势力的强盛跨过钱塘江，到

达浦阳江、曹娥江流域之间，与此同时青铜器也出现了第二个繁荣发展期。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日益受到楚文化势力的渗透、

压迫，越人的一些支族沿南海岸大规模迁徙，到达椒江、乐清湾、瓯江一带。到西汉初期绝迹，青铜器时代至此结束。 

注释：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长兴县出土的两件铜器》，《文物》1960 年第 7 期。 

② 长兴县文化馆 ：《浙江长兴县的两件青铜器》，《文物》1973 年第 1 期。 

③ 夏星南 ：《浙江长兴发现东周铜器》，《文物》1981 年第 12 期。原报告中青铜壶的图片模糊不清，后据笔者对照器物，

认为不是东周器，而应是宋代的文物。 

④ 夏星南 ：《浙江长兴出土五件商周铜器》，《文物》1979年第 11 期。夏星南 ：《浙江长兴发现东周遗物》，《考古学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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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牟永抗 ：《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慈溪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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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 ：《毗山》，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425—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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