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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 

唐邦城
1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湖南青铜器的发现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自 19世纪 30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特别是湘江下

游沩水流域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青铜器。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成为水坑器的经典代表。湖南地区出土的商周青

铜器,与中原、山西等地出土的同时代铜器相比,大多数呈现出碧绿色或者红黄色锈蚀,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湖南

地区的土壤分布情况有关。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纹饰上以及断代方法上,也与中原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有所差异。 

【关键词】：青铜器 湖南 商周 断代 

湖南青铜器的发现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鄱阳人洪迈的《容斋随笔》卷十一中这样记载:“宋淳熙十四年(1187),

澧州慈利县(今湖南慈利)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该批器物中有一件青铜虎钮錞于。 

 

自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特别是湘江下游沩水流域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青铜器。其造型装饰华丽奇巧,铸造工艺

精湛,体型硕大气派,在诸多方面,与商周王朝腹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比毫不逊色,让无数学者赞叹不已。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水

平的发展,文物艺术品产业飞速发展,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成为了水坑器的经典代表。 

1 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锈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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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行话道:“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

朱砂斑,其斑也凸。”此言说的便是青铜器鉴定中关于水坑和熟坑的比较。所谓水坑器,则是指铜器埋藏的环境水分较多,随着时

间的堆叠,器表会形成一层“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的皮壳。而熟坑器,则是指传世之铜器,经过世辈的把玩和抚摸,铜器表面形

成一层黑亮的皮层,似乎是油脂灰尘的凝结。 

湖南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与中原、山西等地出土的同时代铜器相比,器表锈蚀显得与众不同,大多数呈现出碧绿色或者红

黄色锈蚀(图 1～图 6)。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湖南地区的土壤分布情况有关。 

 

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湖南省土壤以红壤土土类分布面积最大,全省共 863.72 万公顷,占全省土壤总面积的 51%,

它分布在全省各地的丘、岗地区以及海拔 700米以下的低山地区,发育于板页岩、砂岩、石灰岩、花岗岩等风化物和第四纪红土

母质上,是湖南省最主要的旱地土壤和园地土壤。其次是水稻土土类,全省共 275.58 万公顷,占全省土壤总面积的 16.5%,它广泛

分布于湖南省的平原、丘陵和山区,是湖南省主要的农业土壤资源之一。再次是黄壤土土类,全省共 210.64 万公顷,占全省土壤

面积的 12.62%,主要分布于湖南省湘南、湘西和湘西北地区的中、低山地区。第四是紫色土类,全省共 131.27 万公顷,占全省土

壤面积的 7.86%,主要分布于湘江中游、沅江谷地、澧水谷地及洞庭湖东侧的海拔在 300 米以下大小不等的红色盆地中。第五是

红色石灰土土类,全省共 54.73 万公顷,占全省土壤面积的 3.28%,主要发育于石灰岩、泥质灰岩、铁质灰岩、白云质灰岩、硅质

灰岩等碳酸盐岩风化物上,主要分布于湘西自治州、常德、零陵、郴州等地区。其余 8 个土类面积均较小,其总和不到全省土壤

总面积的 10%,其中面积较大的有黄棕壤、黑色石灰土和潮土[1]。 

在水平分布上,从南向北,湖南省土壤的脱硅富铝化程度逐渐减弱,土壤类型从赤红壤(砖红壤性红壤)、红壤向棕红壤变化;

从湘东到湘西,随着海拔升高和山地比例增多,则由湘东地区以红壤为主向湘西地区以黄红壤为主的变化。在垂直分布上,湖南海

拔 1000米以上的山地地区土壤从山脚到山顶,均呈现红壤—黄红壤—黄壤—黄棕壤—山地灌丛草甸土的垂直带谱结构[2,3]。 

红壤一般土层深厚,酸性强,含有机质少,富含铁、铝,养分缺乏,肥力较低。而黄壤土壤也呈酸性反应,但自然肥力比红壤高。 

结合湖南地区出土的商周铜器地点分布图(图 7),从横向上看,商周铜器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沩水上游的宁乡炭河里、下游的

湘江入口处——望城高砂脊及以之为中心向岳阳、益阳、衡阳方向扩散的山间、溪畔。大部分出土铜器的埋藏环境在酸性较强,

富含铁、铝的红壤中。从纵向上看,可以简单地将铜器出土地点分为山坡出土类和河流出土类,而无论是山坡出土还是河流出土,

都处于较低矮的位置,大多数情况下的埋藏环境也是红黄壤,呈酸性,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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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山坡出土类 

如宁乡县炭河里西约 1 千米的寨子山山腰出土铜瓿 1 件,内藏 224 件小铜斧,位于长沙市宁乡县老粮仓镇。杏村湾师古寨山

顶的一个小土坑中发现大铙 5件,均为商器。坑深 1米,出土时分两层摆放着,下层放四个,分作两排,上层放一个,均是柄在下,口

朝天。在师古寨山西北坡,距山脊约 5米处发现一批铜铙共 10件,出土于一椭圆形坑中,坑口长约 1米,深约 1.5米。铜铙分四层

平置,下面三层每层 3 件,最上层 1 件,距地表约 0.5 米。坑内填土为本山的砂石、黄土。个别铙甬部稍有残缺,纹饰线槽内残留

灰白色范土。铜铙的年代,早者当在殷墟三期,晚者则可到商周之际。10 件铜铙之中 9 件形制相同,大小有序,能组合奏出多种不

同的调式,因此这 9件铜饶应为一组编铙。山坡发现埋藏铜器较多,有的铜器虽然出土于不是很高的山上,但是其埋藏地点高于周

边地区,如从长沙废铜仓库中选购来的 1 件人面方鼎,该鼎破成十块,缺一腿和底部,现已修复成器,有铭文“大禾”二字,为商代

晚期器。后来在黄材一带经调查发掘,确定出土地点为胜溪村新屋湾山前台地[4]。 

1.2河流出土类 

河流出土类可细分为河岸出土类和河中出土类。河岸出土类如位于宁乡县老粮仓镇唐市陈家湾附近的楚江河岸出土的 1 件

大铙。出土时口朝上,距地表仅十多厘米,原来的地表土在改田时已取去不少。在衡阳市郊包家台子出土 1件牛觥,时代应为商代

晚期。台子东西长约 200米,南北宽约 100米,地势较周围高起约 1.5米。觥埋在地下约 1米深的土壤中,头部朝东。出土地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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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水河的辖神渡口约 1000 米。河中出土类如在岳阳市岳阳县费家河河床边发现的 1 件铜铙。出土时口部朝上,柄直插在扰土之

中,口部离地面约 40厘米,为商代晚期器物[5]。 

由于湖南地区土壤总体情况呈酸性,且含水量较多,所以铜器在此环境中易生成碧绿或红黄色皮壳。 

2 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纹饰赏析 

2.1虎纹 

虎纹是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也是湖南青铜器上最有特色的纹饰。湖南青铜器上的虎纹,主要饰于青铜大铙和大型

青铜容器、兵器上,有圆雕、浮雕等表现形式(图 8、图 9)。商代晚期湘江流域、赣江流域突然出现的虎饰青铜器,可能与当时长

江中游地区政治文化版图的改变有关[6]。 

 

2.2燕尾纹 

燕尾纹是指那种曲折形的边饰,其实就是一种曲折纹(图 10),中原少见。湖南青铜器上流行燕尾纹的时代,已到了春秋时期,

但一批被认为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所谓越式鼎上,也常见这种纹饰,如长沙金井出土 2件燕尾纹鼎,腹部主纹上下即以燕尾纹

为边饰。不少学者坚信这种纹饰与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有关
[7]
。 

2.3象纹 

象是湖南青铜器常见的表现形式,除了象尊以外,还有许多象纹以局部纹饰出现在大铙的于部、鼓部等(图 11、图 12)。 

2.4猪纹 

猪纹在中原青铜器中很少见,然而在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中,猪的形象表现较多,是湖南地区青铜器的特色纹饰之一
[8]
(图 13)。 

2.5蛙纹 

蛙纹是湖南商周青铜器上的特色纹饰,大致可分为写实蛙纹和变形蛙纹两种(图 14)。浏阳柏嘉出土的青铜铙上的蛙纹则是写

实蛙纹的典型,而三亩地云纹铙上突起的则是变形蛙纹的代表(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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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江豚纹 

江豚纹是湖南青铜器上的特色纹饰,常出现在大铙钲部的中轴线上[9](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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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断代 

宁乡铜器群是研究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断代所必须了解的,其出土的器物具有典型的湖南铜器特征。宁乡是湖南省长沙市下

辖的一个县,地处湘江西侧支流——沩水上游,与望城、湘潭、湘乡、娄底、安化、桃江、益阳为邻。沩水发源于宁乡西部与安

化县交界的沩山,而沩山又属雪峰山脉东北麓较高的山体之一,其主峰雪峰顶海拔 927米。沩水上游有两条支流,正源从沩山东面

经黄材盆地东流而下,楚江从沩山南面东北折、穿老粮仓盆地于横市汇入沩水。宁乡的商周青铜器就主要出土于这两个盆地周边

的河岸台地与山坡上,尤以黄材盆地最为密集[10](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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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采用范铸法,在鼎、卣、铙等器物的表面能清晰地寻找到范线。湖南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从纹

饰风格、器物类型等方面,都有来自中原商王朝文化的影响,但是也保留着一些地方特色。对比中原同时期商代晚期出土的青铜

器,湖南地区商代晚期青铜器断代仍可用“满花”判断,即为纹饰繁复,多带扉棱,以云雷纹作地,高浮雕与浅浮雕结合修饰。在纹

饰、器形等方面与中原商代晚期出土铜器相似,可断为商代晚期。如 1963 年黄材镇寨子村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商代晚期兽面纹提

梁卣,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隆盖,敛口,鼓腹,高圈足,提梁置左右两侧,盖顶和腹部饰兽面纹,肩部、圈足饰凤纹,盖身饰三角纹,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11](图 18)。而纹饰、器形风格与中原商代晚期出土铜器有些许差异,而又与中原西周早期铜器相似,如器身表

面多修饰鸟纹等,可断为商末周初,如图 3所示。若器物时代风格与中原西周早期更为贴近,则可断在西周早期,如图 4所示。 

谈及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断代,则对于青铜铙的关注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说,青铜铙是目前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中出土最多

的器形之一。铙是一种于部弧曲,口朝上,植甬而立的古代乐器[12](图 19)。 

如象纹大铙(商末周初),通高 103.5厘米,甬长 36.3厘米,铣宽 69.4厘米,重 221.5千克。1983年黄材镇月山乡龙泉村转耳

仑山腰上出土,距四羊方尊出土地点不足 50米,现藏长沙市博物馆。甬中空直通腔内,有旋,旋上浮雕双身虎纹,甬部饰云雷纹,钲

面主体饰粗阳线变形兽面纹,兽面阳粗线圆凸光素,无地纹,鼓部以云雷纹为地纹,正鼓浮雕双象,舞部无纹[13](图 20)。 

商末周初的青铜铙,充满了湖南地域文化特征,其纹饰多用粗阳线勾勒成变形兽面纹,粗阳线截面略成半圆形,或钲部通饰云

纹,正鼓阴刻简化兽面纹。青铜铙上乳钉纹的演变趋势为由低到高发展,所以到了西周早期,湖南地区青铜铙的乳钉纹饰已经变成

了柱钉纹。再结合器表纹饰特征,商末周初时期纹饰多采用浮雕手法,较西周时期纹饰凸出,便可初步区分湖南地区青铜铙的年代



 

 8 

(图 20～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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