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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觯的分布以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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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青铜觯是主要流行于晚商 、
西 周早期的一类 重要青铜酒 器 。 本文在分析青铜觯的分布 以

及总结 区域特征的基础上
，
主要利 用分布特点先论定铜觯的 商文化性质 ，

然后讨论分布反映 出 的 商周

王朝 疆域的 变化 ， 最后在 以上分析的基袖上得 出其在分期 断代和商周 分界上的意义 。

关键词 ： 青铜觯 区域特征 族属 商周 疆域 分期断代 商周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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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觯是主要流行于晚商 、西周早期的
一

类青铜现于鹤壁地区 。这
一

地区青铜觯的主要特征为细体觯

酒器 ， 在晚商已普遍出现于酒器组合之中 ， 西周早期数量较多 ， 椭圆细体常见 。 细体觯主要为椭圆细体和

取代铜觚的地位成为酒器的核心组合成员 ，其在商周圆形细体 ， 但数量极少 。 带盖觯大量流行 ， 多数器制

青铜礼器中具有重要地位 。青铜觯涉及的学术 问题较作精美 、 纹饰繁缛 ， 整体上给人
一

种庄重、 尊贵的感

多 ，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青铜觯的分布 ， 在总结区域特觉 。 纹饰 以饕餮纹 、 夔龙纹为主 ， 通体有纹饰 、
三层

征的基础上 ， 主要通过分布地域 以及区域特征的变化花纹器多见 ， 出土青铜觯的墓葬以中型墓居多 ， 而出

讨论青铜觯的族属 、分期断代意义以及反映的商周王土铜觯的晚商墓葬也基本都有腰坑和殉人或殉狗 。这

朝疆域等问题 。
一

地区 的另
一

个重要特征是殷墟在殷墟二至四期始

—

、 青铜觯的分布和 区域特征终是商王朝的王都 ， 我们 目 前所见的最早的粗体觯

为探讨青铜觯的分布 ，我们将青铜觯划分为豫北 （小屯 Ｍ 5 ： 7 8 3 ）
［

1
］

就见于此区 。 而 已知第
一

期的青

地区 、 豫西豫中南地区 、 海岱地区 、 晋中南地区 、 关铜觯除大辛庄的 1 件细体觯外 ， 均出 自安阳地区 ， 而

中地区 、 冀中地区 、 长江流域七个区域 ’ 并总结区域 后期流行的大部分器形也可在殷墟找到源头 ，殷墟是

特征 。青铜觯的重要发源地 。这
一

地区最晚出土青铜觯的墓

（

－

） 豫北地区葬为刘家庄北 Ｍ 1 0 4 6
［ 2 ］

， 在殷墟地区流行的椭圆粗体

本区域青铜觯的分布以河南安阳为 中心 ， 南可觯在此墓更加矮胖 ， 而圆形细体觯 （ ＭＷ 4 6 ： 2 2 ） 首次

到河南淇县 。 目前 已知安阳 出土的 占到总数的 8 5％ ’与粗体觯同时 出现于
一

座墓中 。但是随着商周王朝的

其余分别见于河南鹤壁和淇县 。 除了分布数量集中 ，更替 ， 此区 的铜觯数量锐减 ， 并迅速 由盛转衰 ， 成为

时代亦非常集中 。 晚商殷墟四期数量最多 ， 其次为殷 西周时期出土铜觯数量最少的地区 。

墟二 、 三期 ， 除 了淇县发现的 1 件 ， 其余均集中分布（二 ） 豫西 、 豫中南地区

在安阳殷墟 。 时代明确为西周的 目 前只见 2 件 ， 均发本区域青铜觯的分布北至荥阳 、 洛阳
一

线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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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信阳 ， 西至灵宝 ， 东达鹿邑 。 由于安徽颍上与信阳简单 ， 主要装饰颈部和圈足 。 滕州地区铜觯的组合比

地区同处淮河流域 ， 地理上也与豫东南毗邻 ， 因此也较保守 ， 铜觚较多地与爵 、 觯搭配组成酒器的基本组

将其归入本区 ， 可视为本区最东南的
一

个点 。 目前己合 ， 这可能与前掌大墓地的商文化性质有关 。

知属殷墟三 、 四期的铜觯主要见于信阳罗 山 、 颍上王 （四 ） 晋中南地区

岗郑小庄 ， 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 ， 觯的纹饰相对简本区域青铜觯的分布北抵灵石 ， 南到绛县 ， 总体

单 。这
一

时期铜觯分布的主要特点是 目前己知的铜觯都处于纷河流域 。殷墟四期的铜觯只发现于灵石旌介

都见于殷墟三 、 四期的族墓地 ， 除了信阳罗 山
“

息
”一

个地点 ， 墓葬有腰坑 ， 这也是己公布材料里晋中南

族墓地
［
3

］

， 其南的正阳县润楼
“

亚禽
”

族墓地
Ｗ

、地区殷墟晚期最北的
一

处墓地 。 出土的 2 件铜觯均为

荥阳小胡村
“

舌
”

族墓地
［

5
］

详细材料虽未公布 ， 估粗体 ， 纹饰繁缛 ， 1 件还带有盖 ， 另 1 件颈两侧有贯

计也会有铜觯的 出土 。 本区域两周早 、 中期铜觯的分耳的特征比较少见。 本区域西周早、 中期的铜觯发现

布范围较广 ， 也有多个中心 。 相对发现较集中的有洛较多 ， 但 目 前已知都集中在晋南的侯马地区 。 曲村和

阳 、 平顶山和鹿 邑三个地点 ， 前者为西周东都成周所北赵晋侯墓地发现有 7 件 ， 绛县横水 Ｍｌ 发现有 1 件

在 ， 后两者均为西周封国所在地。 洛阳地区的发现最翼城大河口Ｍ ｌ

—

座就 出土有 8 件
［

1 1
］

。 由于横水

多 ， 时代上从西周早期早段到西周 中期早段均有 。 平墓地和大河口墓地的材料还未全面公布 ， 这两个墓地

顶山地区的情况与洛阳地区 比较接近 。鹿 邑地区虽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铜觯 。 已公布的材料 中细体觯 占绝

只发现了
一

座墓葬 ， 但出土有 5 件铜觯 ， 是本地区
一

对优势 ， 除大河口墓地出土的方觯外 ， 其余纹饰多较

座墓葬出土铜觯最多者 。本区域此时期的细体觯相对简单 ， 以云雷纹和弦纹多见 。 以上三个地点 ， 曲村 、

略多 ， 无盖觯 占多数 。 纹饰相对简单 ， 而且还有写实北赵为西周晋国的封地 ， 后两者或认为是隶属于晋国

动物纹的发现 ， 多见颈部和圈足的装饰 。 本地区铜觯的怀姓九宗 ， 或认为也是西周 的封 国 。 其中 ， 晋侯墓

消失的时代在铜觯消失的下限 ， 甚至在作为礼器的铜地还发现有多件明器铜觯 。

觯消失后 ， 还有明器觯的发现 。 时代最早的 明器觯就（五） 关中地区

出在此区域 （平顶山 Ｍ 2 1 0 ： 7 ）
［
6

］

， 数量最多的 明器觯灵台 、 崇信嗽邻关中西部 ， 其本身也是这
一

地带

也出在此区域 ， 平顶山应国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都的 自然延伸 ， 只是现在行政区划上归甘肃 ， 故也将这

出土有多件明器觯 。两个地点纳入本区域 。 因此本区域北达崇信 ， 南到周

（三 ） 海依地区至 ， 西抵陇县 ， 东至西安 。 所出铜觯的数量是所有区

本区域青铜觯的分布北到髙青 ， 南至苍山 ， 东到域里最多的 ， 时代也非常集中 ， 均是西周早、 中期 。

黄县 ， 西至济南 。 本区域明确属殷墟
一

至四期的铜觯中心有两个 ，

一

个为关中西部 ，

一

个为关中东部 。 关

主要见于鲁北地区 ， 目前己知最早的铜觯也见于此地中西部主要集中在宝鸡和周原两个地区 ，宝鸡地区细

区 ， 为 1 件圆形细体觯 （大辛庄 Ｍ 1 3 9
：

1 2 ）
［7 ］

， 鲁北体觯略多于粗体觯 ， 纹饰相对较繁缛 ， 饕餮纹 、 夔

主要见于潍坊 、 青州和济南三个地点 ， 墓葬基本都有纹 、 鸟纹有
一

定数量 。 周原地区墓葬发现较多 ， 但 已

腰坑 ， 青州苏垾屯还发现有殷墟以外唯
一一

座四条墓公布的材料中铜觯的数量还不及宝鸡地区 ， 这可能与

道的大墓。鲁南地区 目前己知仅在滕州后黄村发现有该地区墓葬被盗比较严重有关 。 其中 ， 细体觯占绝对

1 件粗体觯 气 这
一

时期的铜觯多为粗体 ， 纹饰相对优势 ， 简单纹饰装饰的数量相对较多 。 关中东部的铜

较繁缛 ， 有饕餮纹、 夔纹等 。 铜觯在本区域的大量发觯集中发现于沣镐及其临近地区 ， 其余如耀县等都是

现主要是西周早 、 中期 ， 从西周早期早段到铜觯消失个别发现 。 这
一

地 区也是细体觯数量较多 ， 纹饰多

阶段均有发现 。 此时期的分布范围也有所扩大 ， 并且较简单 ， 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铜觯纹饰相对比较繁缛 。

各个地区都有中心 。 胶东半岛以黄县为中心 ， 鲁北 以总体上 ， 这
一

区域属于西周的王都地区 。 周原 、 沣镐

高青 、 济阳为中心 ， 鲁南以滕州为中心 。 而这几个屮为西周王都所在 ， 宝鸡及 以北的陇县 、 灵台 、 崇信 、

心区也都是西周的封国所在 ， 黄县归城为莱国所在 ，旬 邑为周王朝的西部边境 ， 归 由不同的族群集团戍守

高青陈庄为齐国的边防 ， 济阳刘台子为逢国所在 ， 滕
［

1 2 ］

。 此外 ， 在此区域最东北的韩城梁带村墓地还发

州前掌大为
“

史
”

国
［

9
］ 所在 ， 庄里西为滕国所在 。现有明器铜觯 。

此时期细体觯明显较多 ， 带盖粗体觯主要见于西周 （六 ） 冀中南地区

早期早段。 粗体觯的纹饰相对繁缛 ， 细体觯纹饰相对本区域青铜觯的分布南到河北邢台 ， 北达顺义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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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栏山 ， 目 前所见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 。 晚商时期的二、 青铜觯分布反映的相关 问题
铜觯只发现了 2 件 ， 均出在河北正定 ， 时代为殷墟四通过分布地域以及区域特征变化的观察 ， 我们发

期 ， 形制为粗体 ， 纹饰简单 。 其余均为西周早期者 ，现其可以帮助分析青铜觯的族属 ，甚至在此基础上讨

时代非常集中 ， 出土地点也集中在琉璃河墓地 。 其他论商周 王朝统治疆域的变化 以及揭示铜觯的分期断

地点 只有邢台和顺义各出土 1 件 。 此时期粗体觯与细代意义 。

体觯的数量基本相当 。粗体觯的纹饰较细体觯繁縟 ，（

一

） 青铜觯的族属

但饕餮纹也只见
一

例 ， 夔纹未见发现 。 Ｍ 1 1 9 3 Ｋ侯克目 前所见最早的 1 件青铜觯出现在济南大辛庄

墓铜觯以同心涡纹作为主题纹饰饰在觯上者 比较少Ｍ 1 3 9 中 ， 这座墓为典型的商系墓葬 ， 而大辛庄遗址

见
［ 1 3 ］

。 细体觯的纹饰多为素面或简单的弦纹 、 云雷也是商王朝在鲁北的
一

个重要控制点 。在殷墟二至四

纹 。 此外 ， 本地区出土铜觯的墓葬等级较高 ， 均为大期 ， 青铜觯基本都发现于安阳 ， 主要分布在殷墟地

型墓和中型墓 ， 墓主为燕侯和 中等贵族 ， 8 平方米 以区 。 《古本竹书纪年 》 记载
“

盘庚迁殷 ，
至纣之灭 ，

下的小贵族墓只有 3 座 。 邢台为西周邢国封地 ， 琉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

。 殷墟是盘庚之后商王朝的

河墓地为燕国初封地 ， 牛栏山 的
“

亚凳
”

族是西周时都城所在地 ， 铜觯主要发现于商王朝 的都城 ， 使我们

期活动在燕国的部族之
一［ 1 4 ］

。很容易将其的族属与商文化的性质相联系 。而殷墟出

（七 ） 长江流域土铜觯的墓葬 ， 等级从商王陵 （墓道出土 ） 到商王配

本区域实际包括四川 、 湖北 、 湖南三个地区 ，偶 ， 再到
一

般贵族 ， 都有发现。 也就是说凡有资格使

除了湖北地区出土的铜觯数量较多外 ， 其余两个地区用铜器者 ， 其相应阶层的墓葬中就有铜觯的发现 ， 说

都很零星 。 由于三个地点同属长江流域 ， 故归纳在
一

明殷墟地区铜觯的流行阶层非常广泛 。 此外 ， 出土铜

起说明 。 湖北地区的铜觯分布在随州 、 武汉黄陂和江觯的墓葬 ， 基本都有腰坑 ， 绝大部分有殉人或殉狗的

陵三个地点 ， 随州地区出土的数量最多 、 也最集 中 ，现象 ， 甚至是小型墓 ， 如殷墟西区 7 7ＡＧＭ 7 9 3 、 殷墟

仅近年发掘的叶家山墓地 己公布的就有 1 0 件 。 武汉西区 6 9 ＡＧＭ 9 0 7 、 大司空村 5 3ＴＳＫＭ 3 2 这些墓葬面积在

黄陂鲁台 山遗址发现有 3 件 ， 江陵万城发现有 1 件 。 3 平方米左右的 ， 也都有腰坑 。 学界 目 前
一

般都认同

本地区铜觯的时代也比较集中 ， 多数都属西周早期 ，腰坑以及殉人 、 殉狗的葬俗是殷人的传统 ， 因此葬俗

只有随州羊子台 1 9 8 0 年发现的墓葬和江陵万城墓出方面也支持铜觯为商文化系统铜器的判断 。而在殷墟

土的铜觯时代进入了西周 中期偏早 。形制上细体觯相之外铜觯的分布 ， 豫北地区的河南鹤壁 、 淇县都处在

对较多 ， 江陵小 臣觯盖、 器间用
一蛙形单节链相环安阳周围 ， 基本还都在商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内 ， 即便

联的形制比较具有特色
［ 1

5
］

。 纹饰上多较简单 ， 包括冀中南区最北的河北正定也肯定在商王朝的
＂

北土
”

粗体觯也多是云雷纹 、 弦纹这样的装饰 ， 只有江陵 1以 内
［

1 8 ］

。 信阳罗 山
“

息
”

族墓地属晚商的
一处族墓

件饰夔纹 。 墓葬等级上既有大型墓 ， 也有中型墓 。 四地 ， 颍上王 岗郑小庄与信阳地区 同处淮河流域 ， 以

川地区 只在彭县竹瓦街的铜器窖藏发现了 2 件铜觯 ，上两个地点都在晚商时期商王朝的
“

南土
”

范围之

且均为粗体觯 ， 纹饰相对繁缛 ， 铭文为 日 名 、 族徽 。内
［

1 9
］

。 海岱地区是商王朝重点控制的 区域 ， 苏埠屯

湖南地区的铜觯也发现 自窖藏 ， 在湘潭老屋村窖藏出四条墓道大墓的发现说明 了 商王朝对于该区域的重

土 了 2 件细体觯 ， 均只在腰部饰云雷纹或小鸟纹 ， 时视 。 所 以鲁北的潍坊 、 青州 ， 鲁南的滕州后黄庄也都

代 己进入 了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本区比较特别的是 ，属于商王朝的直接控制 区
［

2 °
］

。 晋中 的灵石旌介是铜

在
一

座东汉砖室墓还出土 了 1 件 ， 共出并摆放在
一

起觯在晚商时期分布最西的
一

个点 ， 而灵石旌介墓地亦

的还有 1 件铜爵
［ 1 6 ］

， 形制上均为西周早期偏晚的器被普遍认为是与商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的
一

处墓地 ， 其

形 。 总体上 ， 这
一

区域都属于周王朝的
“

南土
”

， 在性质为商文化的方国文化 ， 而此地也为商王朝的西北边

四川
一

带有文献记载的蜀国 ，在江汉平原分封有汉阳陲
［
2 1 ］

。殷墟以外出土铜觯的地点都在晚商时期商王朝的

诸姬 ， 羊子台为周初噩国的封地 ， 叶家山为曾 国的封统治区域以内 ，而这些出土铜觯墓葬的另
一

个共同点 ， 即

地 ， 江陵应是其辐射范围 。 近年湖南宁乡发现有西基本均有腰坑或者殉人 、 殉狗 。 所 以殷墟以外出土铜

周早中期的城址
［ 1 7 ］

， 因此附近的湘潭应是其控制范觯墓葬的特点也与殷墟地区的情况基本
一

致 。

围 。 此外 ， 在长江流域的江西高安县还出土了3 件春综上 ， 晚商时期铜觯多出土在王都殷墟 ， 且流行

秋晚期 自名 为
“

耑
”

的徐王觯 ， 是为青铜觯的孑遗 。阶层很广 ， 同时出土铜觯的墓葬又都有腰坑 ， 绝大多

？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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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有殉人 、 殉狗 。 殷墟以外出土铜觯的地点 ， 均为商广至各个封国 以及统治 区域 。 同时 ， 文献记载周王朝

王朝的直接控制区 ， 甚至许多就出在族墓地之中 ， 而对于殷遗 民的统治政策是分而治之。 如 《左传 》 记载

这些墓葬同样多有腰坑或殉人 、 狗狗 ， 为典型商系墓的周初分鲁公以殷民六族 、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 ， 克

葬 。 因此 ， 基于 以上的分析 ， 我们基本可以肯定青铜盎、 克罄铭文记载的成王授Ｓ侯克以
“

事燕六族
”

觯的族属是商文化性质的 ， 在晚商阶段 ， 其使用 人群 等 ， 而这些在考古发现中也都得到 了证实 。 我们可以

是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集团 。看到 ， 西周时期许多 出青铜觯的墓葬都是有腰坑 ， 或

（二 ） 商 、 周王朝的统治疆域者殉人 、 殉狗的
［ 2 2 ］

， 因此西周时期青铜觯分布范围

商王朝经历了 中商的过渡之后 ，在晚商阶段疆域扩大的另
一

原因是殷遗民随着周初的分封 ， 将殷人使

范围明显收缩 ， 目前 已知在西方 、 北方 、 南方均是如用铜觯的 习俗带至各个地区 。 因此 ， 铜觯在西周范围

此 。 在西方灵石旌介 、 浮山桥北即为西北边陲 ， 在北的扩大也体现了分封制的影响 。 同时 ， 与晚商时期分

方最远不过河北任丘 ， 南方也收缩至河南的信阳罗 山布的对比也能体现商 、周王朝不同时期统治疆域的变

一

带 。 商王朝在晚商时期唯
一

未放弃的只 有东方 ， 特 化和国
＾
统治模式的异同 。

别是鲁北地区 。 为控制环渤海沿岸的盐业生产 ， 苏埠（三 ） 青铜觯的断代意义

屯墓地还有四条墓道的大墓 。而青铜觯在晚商阶段的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 ， 在晚商阶段 ， 商王朝在

分布 ， 也都落在 了商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 甚至
一些 统治疆域收缩的情形下 ， 在殷墟三 、 四期才大量地流

铜觯还出土在商王朝的边陲墓地 。 由于铜觯的商文化 行的铜觯只见于商王朝直接统治的疆域 ， 且主要流行

性质 ， 似乎也可 以说铜觯的出土还可 以在未来帮助我 于王都殷墟 ， 还未及向外产生影响商王朝就己覆灭 。

们判断商王朝的疆域 ， 即时代明确为晚商阶段的墓葬 同时 ，在晚商时期青铜觚在组合中的地位始终高于觯

如果出土铜觯 ， 那么商文化很可能就到达了这里 。的情形也
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传播 。而在进入西周

在进入西周后 ， 青铜觯的分布范围大大扩大 。

后 ， 随着周初的分封 ， 铜觯被分封到各地的殷遗民带

在西方穿过晚商阶段未见遗址发现的洛阳盆地 ， 进入
至各地 。 此外 ， 更重要的幽是 ， 周公在成王

“

六年

了关中地区 ， 最远到达了跪县 、 崇信
一

带 。 在北方到 制礼作乐
”

之后 ，

“

周礼
”

开始确立 ， 流行于殷墟

达了此前围坊三期文化控制的京津地区 ， 在北京的房
三 、 酬＿—Ｊ

＂ 、

娜
”

，

山琉璃河 、 顺义牛栏山補发现 。 在南方突破淮河
— 接近的细体觯大量流行 ’这种流行的态势在王畿地区

线 ， 深入至长江流域 ， 在四川盆地 、 江汉平原 ， 甚至
侧的尤其明显 。 铜觯 ， 特别是细体铜觯开始取代铜

贿的湘 ｉｆ減麵 。絲规賴冑赃棚職
練纟賠柳雌 ’骑謝戯灘纖心组合。

治区域后 ， 突破了晚商咖商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对
这种对于细体觯地位的推升促使铜觯迅速向各个地

峙的潍河 ， 进入了胶东半岛 。 《左传 ？ 昭公九年》 记
Ｅｒｔｔ段 了铜觯＿

载 ：

“

自 夏以后稷 ， 魏 、 始 、 荷 、 岐 、 毕 ， 吾西土
器组合中 的核心地位 。 而 目 前己知西周前期

［ 2 3 ］

在积

也 。 及武王克商 ， 蒲姑 、 誠 ， 吾东土也 。 巴濮 、

？ 邓 五亩＋相 帝棺 蔬 尊 五仆＋相
”晚商也可说明这

一

问题 。 所以铜觯 ， 特别是细体觯在

青铜觯＾布似乎又■王ｉ的统治＾域相合 。 文
西周舦量流行与商 、周王朝更替引发的删制度变

献记载 ， 在周初周王朝推行封建制 ，

“

封建亲戚以屏
化有着

一

定的联系 。

周
”

。 关中地区 的沣镐 、 周 原地区是西周 的王都所所以 ’ 通过以上
ｙ
以看出 ， 铜

〒
在商王朝疆域 ｗ

在 ， 細是东都成周所在 。 在成周 以西 ， 即是周王朝
外地
ｆ
的发现 ， 即预示相应遗迹单位的时代进入了西

Ｌｉ’

一

般都

“

南土
”

分封的有应国 、 翻 、 ａ国 、 細诸姬以及
时代
，

周＿ °

考古发现的 曾 国 。

“

东土
”

分封的有鲁国 、 滕国 、 齐三
、 结

国 、 細和考古发现的
＂

史
”

国 。 此外 ， 鹿 邑太清宫
青铜觯的分布 ， 西到四川成都 ， 东至山东黄县 ，

长子口墓还被学界认为是微子启在周初的封国 。 Ｓｉｔ—覃 ’Ｍ
－

个相对广泛

此 ，細可以看到青铜觯在周初分布范围的扩大是伴
的分布細 。 为讨论相关问题 ， 我们将其划分为了豫

随着周初的分封 ， 周人将铜觯 ， 特别是细体觯迅速推
北地区 、 豫西豫中南地区 、 海岱地区 、 晋中南地区 、

？

3 2
－



1 ＡＣ发 现 与 研 究
ｏ／Ｆａ  ｘ ｉａｎ

ｙ ｕ ｙａｎ  ｊ

ｉ ｕ

关中地区 、 冀中南地区 、 长江流域七个区域 。 在这七〗 9 8 1 年第 4 期 ； 《 罗 山天湖商周 墓地 》 ， 《 考古学报 》

个分布区 内 ， 既可看出各区域横 向的差别 ， 又能洞察Ｉ 9 8 6 年 第 2 期 ； 《 罗 山蟒张后 李商 周 墓地 第三 次发掘

出纵向的动态变化 。简报 》 ， 《 中原文物 》 年 第 1 期 。

在晚商 ， 铜觯的分布集 中在王都安阳 殷墟 ’ 这⑷ 刘文 阁等 ： 《 河南正 阳润楼商代墓地 》
，

见 《 2 0 0 9 中 国

里出土了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铜觯 。而在安阳 以外地重要考古发现 》
，

文物 出版社
，

2 0 1 0 年 。

区 ， 铜觯都出土在已知确定的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 ’

问 贾连敏等 ： 《 河 南荥阳 小 胡村晚 商贵族墓地 》 ’
见 《 2 （）（） 6

如鲁北 、 難 。 同时 ， 此时期出土铜觯的墓葬又基本
’ 2 0 0 7

都有腰坑 、 狗人或狗狗这样典型的 商文化葬俗 。 ｍ［

6
］

此 ， 青铜觯分布的这
－

特点将其族属锁定在 了商文化
， ， ＿ ，．＿ｒ ｏ ／ （ 1 7

］
山 东大学历 史又化学院考古 系 、 山 东 省 又物考古研艽所：

性质上 ’ 这也与青铜觯铭文方酬研宄结果相合
［气《 济 南大辛 庄遗址 1 3 9 号 商代墓葬 》 ， 《 考 古 》

2 0 1 0

进入西周后 ， 青铜觯的分布在西方进入 了关中地区 ，

年第 1 0 ＃3 ｏ

取远到达 了晚县 、 崇ｆｅ
—

市 。 在北方到达了此 目 ｕ 围坊
岡 滕州 市博物馆 ： 《 山 东滕州 市 薛河下游 出土的商代青铜

三期文化控制的京津地区 。 在南方突破淮河
一

线 ， 深器 》 ， 《 考古 》 1 9 9 6 年 第 5 期 。

入至长江流域 。在东方迅速覆盖商王朝的原统治区域 丨

9
｝

曹斌 ： 《 前掌大 墓地性质辨析 》 ’ 《 考古与 文物 》
2 0 1 5

后 ， 进入 了胶东半岛 。 青铜觯在依然流行的同时 ， 分年第 2 期 。

布遍及 了西周王朝的主要封国 。 在商 、 周两个时代 ，［

1 0
］

山 西 省考古研究所等 《 山 西绛县横水西 周墓发掘 简报 》
，

铜觯 的分布范围与商 、 周王朝的疆域基本吻合 。 但《
文物

》
2 0 0 6 年第 8 期 。

是 ， 在进入西周后 ， 还是发生了 比较明显的变化 ， 此［

1 1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 口墓地联合考古队 ： 《 山 西翼城

前只零星发现的细体觯大量流行 ， 并开始取代觚在核大河口西周墓地 》 ， 《 考古 》 2 0 1 1 年 第 7 期 。

心组合中 的地位 。 这种情形 ， 从形制上看 ， 当与细体 ［
1 2

］ 曹斌 ： 《
宝鸡石鼓山 三号 墓研究 》 （ 待刊 ） 。

觯与觚形制接近 ， 而铜觚形制 向细高极端发展 ， 已不 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

适合与爵配对 ， 觯 自然而然取而代之有关 。 但更深刻考古队 ： 《 北京琉璃 河■ 号大墓发掘 简报 》 ’ 《 考 古 》

的原因可能是商 、周王朝更替引 发的铜器器用制度的
1 ＃ 。

变化 。 成王六年周公
“

制礼作乐
”

之后 ， 真正的
“

周
丨

1 4
丨 ＃斌 ： 《 西 周 燕国的部族和社会等级 》 ’ 《 考古与 又物 》

礼
”

开始确立 ， 觯的变化恰是这种礼制文化变革的体Ｉｆ
刊 、

二… ｍ ｍＭ
， 一 … ［

1 5
］ 李健 ： 《湖 北江陵万城 出 土西 周铜 器 》 ， 《考 古 》 1％ 3

现 。 而通过商周时期青铜觯的以上变化 ， 我们似乎还

口丁得出如 卜结 ｉ色 铜觯在商王朝疆域以外地区发现 ，

［
1 6

］
湖 南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 ： 《衡阳 苗圃 蒋家山 古墓清理 简

即预示相应遗迹单位的时代进入了西周 。特别是在晚报
》 ， 《文物参考资料 》 1 9 5 4 年 第 6 期 。

商阶段数量较少 ， 而在西周 刖期大量流行的细体觯在
［

1 7
］
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 湖南 宁 乡炭河里西周城址

商王朝疆域以外墓葬的 出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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