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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青铜器的种类差别，可将辽西及冀东北地区商周之际的青铜

器窖藏分为三群，各群窖藏的年代下限略有不同，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甲群

窖藏均为青铜容器，其中的中原式铜器来自燕国的赏赐，目的是维持金属资源的

运输。甲群中年代较早的窖藏可能与举行某种仪式有关，年代较晚的山湾子及马

厂沟窖藏可能是因突然发生的灾难而匆匆埋藏。乙群窖藏均为兵器、工具，武装

程度较高，该人群是燕人的主要防御对象，在西周早期为燕人消灭。丙群窖藏数

量较少，礼器、兵器、工具兼备，性质尚不明确。西周中期晚段，与甲群有关的

后坟类遗存、冀北地区的燕文化遗存、张家园上层文化以及燕都琉璃河都走向了

衰落。

燕山南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历来是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多年

来学者们就窖藏的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 [1]。然而以往研究多重视窖藏本身，对与窖藏同期考古学遗存的关注力度不

足，也未注意燕文化对该地区影响力的历时性变迁。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以

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个问题略加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窖藏的分群与年代

辽西已发现的商周之际的青铜窖藏包括位于喀左一带大凌河上游河谷的咕

噜沟 [2]、马厂沟 [3]、北洞 1 号 [4]、北洞 2 号 [5]、山湾子 [6]、小波汰 [7]，大凌河中

下游的朝阳大庙 [8]、义县花尔楼 [9] 以及位于辽西走廊一带的绥中东王岗台 [10]、

冯家村 [11]，兴城杨河 [12]。冀东北地区的青铜器窖藏仅有两处，分别是青龙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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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13] 及兴隆小河南 [14]（图版二八）。需要说明的是，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翁牛

特旗头牌子等年代明确在殷墟一期前后的窖藏，以及两周之际的延庆西拨子窖

藏和一些征集而来的青铜器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本文只考察出土地点和性

质明确的商末周初窖藏青铜器遗存。根据青铜器的种类可将上述窖藏分为甲、

乙、丙三群 [15]：甲群窖藏只见有青铜礼器或容器，部分容器可能为本地制造，

如粟点纹器盖、人首匕等，不见青铜武器和工具；乙群窖藏只见有青铜兵器及

工具，不见青铜容器；丙群窖藏中既有青铜礼器又有青铜兵器和工具（表 1）。

表 1 辽西及冀东北地区商周窖藏青铜器

窖藏名称 青铜器 出处

甲
群

喀左咕噜沟 鼎 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 49 页，
中华书局，2004 年

喀左北洞 1 号 陶罍 5、瓿 1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
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 年第 7 期

喀左北洞 2 号 鼎 3、簋 1、罍 1、钵 1 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
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 年第 6 期

喀左马厂沟 鼎 1、甗 2、簋 3、盂 1、卣 2、
罍 1、壶 1、尊 1、盘 2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
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考古》1955 年

第 8 期

喀左山湾子
鼎 1、鬲 1、甗 3、簋 10、盂 1、

尊 1、卣 1、罍 3、盘 1、
觚 1、泡 1

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
土殷周青铜器》，《文物》1977 年第 12 期

喀左小波汰 鼎 2、罍 2、簋 2、铃首匕 1、
器盖 1 等

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器”再认
识》，见《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

朝阳大庙 罍 2 许玉林：《辽宁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见《考
古学文化论集》第 3 集，文物出版社，1993 年

义县花尔楼 鼎 1、甗 2、簋 1、俎 1 辽宁义县文物保管所：《辽宁义县发现商周
青铜器窖藏》，《文物》1982 年第 2 期

乙
群

绥中东王岗台
铃 首 剑 1、 环 首 刀 4、 菌 首
刀 1、啄戈 4、管銎斧 3、直

銎斧 7、刀鞘 1、饰件 1

成璟瑭等：《辽宁绥中东王岗台发现商周窖
藏铜器》，《文物》2016 年第 3 期。

绥中冯家村 斧 13、 三 齿 器 2、 环 首 刀
18、菌首刀 1、啄戈 13、钺 2

王云刚等：《绥中冯家发现商代窖藏铜器》，
《辽海文物学刊》1996 年第 1 期

兴城杨河 管銎斧 1、啄戈 1、环首刀 3、
钩 1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
器》，《考古》1978 年第 6 期。

青龙抄道沟
羊 首 刀 1、 羊 首 剑 1、 铃 首
剑 1、环首刀 3、管銎斧 1、

啄戈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
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 年第 

12 期

丙
群 兴隆小河南

菌 首 剑 1、 铃 首 刀 1、 兽 首
刀 1、管銎斧 1、管銎戈 2、

三角援戈 1、矛 1、器盖 1

兴隆县文物管理所：《河北兴隆县发现商周
铜器窖藏》，《文物》1990 年第 11 期

说明：上述窖藏青铜器的大部分清晰图片见于《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 20 卷，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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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群窖藏的分布与年代

甲群窖藏包括咕噜沟、北洞 1 号（图 1，1、2）、北洞 2 号（图 1，3 ～ 7）、

马 厂 沟（ 图 1，8 ～ 14）、 小 波 汰（ 图 1，15 ～ 20）、 山 湾 子（ 图 1，21 ～

30）、朝阳大庙以及义县花尔楼 8 处（图 1，31 ～ 35），除朝阳大庙和义县花尔

楼外，其余窖藏都位于喀左附近的大凌河上游河谷地区 [16]。

朱凤瀚等对甲群窖藏的年代有过细致讨论，大致将这些窖藏年代下限定为

西周中期 [17]。近年来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等西周中期墓葬材料的陆续公布，

为西周中期铜器断代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已有多位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 [18]。在中原地区青铜器断代更加精准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甲群

青铜器窖藏的年代下限再做讨论。甲群青铜器窖藏中被公认属于西周中期的有

山湾子窖藏的叔尹鼎（图 2，1）、马厂沟窖藏的三足盘（图 2，5）。叔尹鼎，

器身呈梯形，腹下部四角圆转无棱，类似的方鼎多见于穆王时期，如毛公旅鼎

（《铭图》2336；图 2，2）、应公鼎（《铭图》1552；图 2，3），北赵晋侯夫人墓

M113 也出土一件（图 2，4）[19]。叔尹鼎的年代大致与上述鼎同时，唯耳部位

置不同。三足盘耳高于口沿，器身饰雷纹填地的小鸟纹，圈足下接三足的风格

较为罕见，与天马 - 曲村 M6384 和高青陈庄 M27 所出盘相似（图 2，6、7）[20]，

两墓年代均为西周中期早段，马厂沟窖藏三足盘的年代应在此区间内。恭王时

期，西周青铜器发生了剧烈变化，新出现了波曲纹、垂鳞纹、分解兽面纹等纹

饰及 、盆等新器形 [21]。这些新出现的因素在喀左青铜器群上均无反映，亦可

说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不会晚到西周中期晚段。综上，我们认为喀左这批青铜

器窖藏的年代下限当在西周中期早段的昭穆时期。

（二）乙群窖藏的分布与年代

乙群窖藏包括青龙抄道沟（图 3，1 ～ 5）、绥中东王岗台（图 3，6 ～ 13）、

冯家村（图 3，14 ～ 18）、兴城杨河（图 3，19 ～ 24）。除青龙抄道沟外，其

余窖藏均位于辽西走廊地区，窖藏只见有青铜兵器及工具，不见青铜容器。

杨建华对乙群器物的年代做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其年代基本都在商周之

际 [22]，我们基本认同其观点。以往有学者认为青龙抄道沟窖藏的年代是乙群窖

藏中最早的，抄道沟窖藏的铃首刀和羊首刀均有年代较早的特征（见图 3，1、

3），辽西走廊的窖藏可能是由其发展而来 [23]。近年发现的绥中东王岗台窖藏中

出现与抄道沟窖藏铃首刀柄部形制相似的铃首剑（见图 3，6），两器铃首下均

有挂环，是年代较早的形态表现。此外，东王岗台窖藏的铃首剑与抄道沟窖藏

的羊首剑剑身也极为接近（见图 3，2），剑身中部均有柱脊，两处窖藏的管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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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群窖藏青铜器
1.瓿 2、7、19、20、28～30.罍 3～5、15、16、21、31.鼎 6、10、11、17、18、23、24、

33.簋 8、25.盂 9、14.盘 12、13、26.卣 22、32、35.甗 27.觚 34.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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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甲群窖藏青铜器及相关青铜器
1～4.方鼎（叔尹鼎、毛公旅鼎、应公鼎、北赵晋侯墓地M113∶34） 5～7.三足盘（马厂沟窖藏、

天马-曲村M6384∶5、高青陈庄M27∶9）

1 2 3 4

765

斧、啄戈形态也较为相似（见图 3，4、5、11、13）。这些情况表明绥中东王岗

台窖藏与青龙抄道沟窖藏的年代应相当接近，目前并无确切证据证明辽西走廊

地区诸窖藏的年代晚于冀北地区的青龙抄道沟窖藏，两者同期的可能性更大些。

乙群窖藏的年代下限，可间接由昌平白浮墓葬出土的北方图式青铜器推之，昌

平白浮墓葬的年代下限约在西周中期早段，乙群窖藏青铜器中并无与之相似的

同类器，表明乙群窖藏的年代下限晚不到西周中期 [24]。

（三）丙群窖藏的分布与年代

丙群窖藏仅有冀东北地区的兴隆小河南一处。窖藏包括中原式青铜礼器的

器盖（图 4，4）、柳叶形矛（图 4，3）和三角援戈（图 4，9）等中原式青铜兵

器，以及属中原文化因素与北方文化因素融合的管銎戈（图 4，7、8）和菌首

剑、兽首刀、铃首刀等北方系青铜器（图 4，1、2、5、6）。窖藏中部分青铜兵

器如三角援戈、柳叶形矛属中原文化兵器。林沄根据三角援戈的形制特点指出

该窖藏的年代已到西周中期 [25]，其说可从。

综上，甲群与乙群窖藏器物种类差异甚大，两者的地理位置也有很大差别。

甲群窖藏基本集中分布于喀左附近的大凌河河谷地区，乙群窖藏则集中分布于

辽西走廊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在甲群窖藏所在的地区也曾发现过同期的青铜

兵器及工具，说明甲群窖藏所属的人群也使用与乙群窖藏人群相似的青铜器 [26]，

但这并不能掩盖两者间的巨大区别——是否拥有和使用中原式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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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乙群窖藏器物
1.铃首刀（青龙抄道沟出土） 2.羊首剑（青龙抄道沟出土） 3.羊首刀（青龙抄道沟出土） 4、
13、22.管銎斧（青龙抄道沟出土、HBT1062、兴城杨河出土） 5、11、18、23.啄戈（青龙抄道沟出
土、HBT1066、87FJ1︰18、兴城杨河出土） 6.铃首剑（HBT1056） 7、8、14～16、19～21.环首刀
（HBT1057、HBT1059、87FJ1︰8、87FJ1︰5、87FJ1︰7、兴城杨河出土、兴城杨河出土、兴城杨河出
土） 9、17.菌首刀（HBT1061、87FJ1︰12） 10.刀鞘（HBT1075） 12.直銎斧（HBT1072） 24.钩

形器（兴城杨河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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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群窖藏的人群归属及埋藏方式

（一）甲群窖藏

在大凌河流域以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均未发现西周燕文化的遗存，甲群

窖藏属燕文化的可能性极小，应属本地土著所有。付琳等全面考察了晚商至西

周中期辽西地区的文化面貌，他指出甲群窖藏分布的大凌河河谷地区以往曾发

现过不少同时期的墓葬及遗址，如喀左南沟门遗址、后坟村陶器群，以及和尚

沟 A 点墓葬、高家洞 M1、道虎沟墓葬。这批遗存以花边鬲和敞口钵为主要陶

器组合（图 5，6 ～ 9），由于其文化特色明显，分布地域较为集中，付琳等将

其命名为后坟类遗存，将其年代定为商周之际到西周中期 [27]。鉴于后坟类遗存

在空间及时间范围上同青铜器窖藏的一致性，且部分墓葬中有本地陶器与中原

式青铜礼器共存的现象，我们认为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最有可能是甲群窖藏的

主人。在冀北的宣化小白阳遗址和平泉一带发现有与后坟类遗存相似的素面花

边鬲（图 5，1、2、5 ～ 7）[28]，蒋刚认为两类遗存性质较为相似 [29]，洪猛等认

为小白阳类型与魏营子文化（即本文所指的后坟类遗存）的关系较为紧密，从

陶器群来看，二者应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30]。这一线索表明后坟类遗存的分布范

图 4 丙群窖藏青铜器
1.铃首刀 2.兽首刀 3.矛 4.器盖 5.管銎斧 6.菌首剑 7、8.管銎戈 9.三角援戈

（均为兴隆小河南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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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有可能已到达辽西地区西南部的冀北山地一带。

义县花尔楼窖藏距离甲群其他窖藏较远，位于医巫闾山西麓大凌河下游地

区，与之距离相近的遗址有义县向阳岭、阜新平顶山两处。两处遗址的陶器面

貌有浓厚的高台山文化遗风，主要陶器的形制、陶色、纹饰同后坟类遗存有较

大差异，付琳等将其单独命名为向阳岭类型 [31]。花尔楼窖藏中未见明显的西周

中期青铜器，其年代当在晚商到西周早期，与向阳岭类型的年代相当，故该窖

藏属于向阳岭类型的可能性较大。朝阳大庙窖藏信息未详细报道，暂不清楚其

文化归属，但该窖藏与向阳岭类型分布区较为接近，可能属其所有。

关于甲群窖藏青铜器的性质，学界分歧较大。一些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是

地方势力从燕国和其他方国掠夺而来 [32]，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西周时期大凌河

流域为燕国所控，这些器物为西周燕人遗留。关于其用途，又有祭祀山川说和

灾难埋藏说之别 [33]。

甲群窖藏青铜器中有大量有铭器，其中燕侯、伯矩、圉等人名也见于琉璃

河燕国墓葬，琉璃河 M251、M253 出有伯矩及圉所作器 [34]。燕侯盂立耳外撇，

器身饰龙首垂冠鸟纹，垂冠下端为蛇首。此类纹饰极有特色，多见于西周成康

时期，如郑州洼刘西周早期墓所出铜卣 [35]。器铭中的燕侯当为成王到康王早期

的燕侯克或是康昭时期的燕侯旨，这两代燕侯的墓也在琉璃河燕国墓地，分别

是 M1193、M202。此三器的原主人属燕国的统治者及上层贵族，这表明甲群窖

藏青铜器应来自燕国。相关研究表明周初燕人的势力范围极小，仅分布在琉璃

河及其南部的小片区域里 [36]。在这种情况下，燕国贵族当常驻燕都，他们所制

图 5 小白阳遗存与后坟类遗存陶器比较
1、2、5～7.花边鬲（小白阳H3∶15、小白阳H3∶5、平泉凤凰岭采集、喀左后坟村出土、喀左后坟村出

土） 3、8.侈口罐（小白阳H3∶4、喀左后坟村出土） 4、9.豆（小白阳H3∶11、喀左后坟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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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青铜器也必然多存放于此。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长驱直入燕都掠夺燕国贵

族青铜器的可能性很小，将其视为燕国贵族的赏赐，可能更为合适 [37]。林沄对

琉璃河 M1193 出土的克尊、克罍的铭文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指出两器铭中

“使羌、狸、虘于御髟”的铭文反映了周初建燕时的政治方针，即以羌、狸、虘

防御牵制髟人。进而结合考古发现提出羌人可能为围坊三期文化主人，喀左北

洞 1 号窖藏出土铜罍铭文中的“亞髟”即为克器中的髟，大凌河河谷附近的窖

藏即属髟人所有 [38]。这些意见都是极富见地的。虽然甲群窖藏中并未见到体现

武力的兵器，但以往在喀左及朝阳地区也出土或征集过不少北方系兵器，如兽

首刀等，其年代大致与窖藏同时 [39]。这无疑表明髟人的武装程度也比较高，或

许正是因为髟人的强大，燕国才对其采取了怀柔与拉拢的手段。

从埋藏的细节来看，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方式显然不一。山湾子窖藏的发掘

者指出北洞两处窖藏的青铜器摆放较有规律，窖穴形状规则。杨建华进一步指

出北洞两处窖藏在窖穴形状、器物摆放情况、埋藏位置等方面都较为精心，极

有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留下来的 [40]。以往在赤峰一带发现的晚商时期的窖藏也

有同北洞两处窖藏相似的情况，如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窖藏的青铜甗埋藏于被石

块围绕的立石西侧，这些石块和立石应该是人工有意摆放的 [41]。属甲群窖藏小

波汰窖藏 出土的殷墟一期前后的青铜鼎反映了大凌河河谷地区与赤峰地区在商

时期的联系 [42]。上述情况说明这种以埋藏青铜器为主要内容的仪式在辽西地区

应当是颇为流行的，一些窖藏或与此有关。然而，马厂沟与山湾子窖藏埋藏情

况与其余窖藏显然不同，发掘者指出这两处窖藏的青铜器摆放不整齐、窖穴形

状不规则，可能是由于发生某种变故突然埋藏的。这两处窖藏的年代恰是甲群

窖藏中最晚的，与后坟类遗存的年代下限相同，以灾难埋藏说来解释这两处窖

藏有其合理性。

（二）乙群窖藏

乙群窖藏所在的辽西走廊地区发现的晚商到西周时期遗存较少，仅有锦

西山河营子和兴城仙灵寺两处 [43]。锦西山河营子遗址的遗存可分为上、下两

个文化层，下层遗存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层被两座石棺墓打破。石棺

葬是下一阶段分布于该地的凌河文化的主要墓葬形制，其年代约在西周晚期到

春秋中期，故山河营子上层文化层的年代当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凌河文化之

间，即晚商到西周中期前后，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大致同时。在该遗址

上层文化层发现的材料较少，从有限的材料看，其陶器面貌与后坟类遗存和向

阳岭类型既有共性，又有较大差异（图 6，1 ～ 5）。山河营子上层陶器以夹砂



· 114 ·

　第29集

红褐陶为主，与向阳岭类型相似，与后坟类遗存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夹砂红褐

陶为主的特征有别。在纹饰方面，山河营子遗址部分陶器饰有清晰的绳纹，与

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以素面为主、只见有少量抹平绳纹的特征不同（图 6，

8 ～ 13）。器形方面，山河营子上层遗存的敞口钵及侈口罐与后坟类遗存同类器

（见图 6，2 ～ 4、9 ～ 11）相似，但饰绳纹的双耳鼓腹罐和敞口深腹盆（见图 6，

1、5）却不见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中。与之类似的遗存还见于锦州龙台

遗址（图 6，6、7）[44]。兴城仙灵寺的材料未公布，发掘者仅提及遗址中出土

有花边鬲的口沿残片以及饰压印三角纹的红陶瓮，这一纹饰风格同后文所述冀

北地区青龙河流域的部分陶器相同 [45]。

乙群窖藏中的青龙抄道沟遗存位于冀北地区，这一地区以往虽未发掘过晚

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但从青龙河流域的相关调查材料中可对这一地区的文化

面貌略窥一二 [46]。调查者已指出这些遗址中多见夹砂红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

图 6 相关陶器对比
1、6.深腹盆（山河营子H3、龙台ⅠH12︰4） 2、3、9、10、13.敞口钵（山河营子5B︰2、山河营
子3B︰2、后坟村出土、后坟村出土、向阳岭H60︰1） 4、11.侈口罐（山河营子2A︰2、后坟村
出土） 5.双耳鼓腹罐（山河营子2A︰2） 7、8、12.花边鬲（龙台Ⅰ采︰4、后坟村出土、向阳岭

H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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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应属于魏营子文化。根据器物的文化因素，可初步将调查材料分为三组。

其中第一组属于大坨头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留因素，以筒腹鬲为代表。

该地区发现的筒腹鬲与大坨头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的同类器相似（图 7，

1、2），如锦州前西山 M11∶1[47]、房山琉璃河刘李店 M1∶1[48] 等（图 7，6、7），

但其颈部已接近直颈且陶质为夹砂红陶，与大坨头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

的泥质或夹砂灰褐陶有别。第二组以腹部饰绳纹、肩部饰压印三角纹的陶鬲为

代表（图 7，3、4），与迁安一带以往采集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图 7，8、9）[49]。

第三组陶器较少，仅见一件夹砂红陶盘口绳纹鬲残片（图 7，5），器形同后迁

义遗址围坊三期文化的盘口鬲相似（图 7，10）[50]，可能是受围坊三期文化影

响产生。乙群窖藏可能与第二、三组遗存代表的人群有关，与围坊三期文化关

系密切。

（三）丙群窖藏

丙群窖藏仅有兴隆小河南窖藏一处，其位置偏南，极其靠近燕国的势力范

围。这一地区目前未发现相关同期遗存。张礼艳等指出此窖藏与昌平白浮墓葬

铜器组合及形制相似，性质可能相同 [51]，暂从其说。因不知该窖藏具体埋藏情

况，难以判断其具体性质。

上述分析表明，辽西及冀东北地区的窖藏铜器并不只限于一个考古学文化

人群所有。其中甲群青铜器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有密切联系；乙群青铜

器所在地区的文化面貌虽不完全清楚，但现有考古材料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

类型有较大差别，应与甲群窖藏属于不同人群。

图 7 青龙河流域陶器分组
1、2、6、7.筒腹鬲（青龙蛤子汀遗址采集、青龙蛤子汀遗址采集、房山刘李店M1∶1、库伦
75KgM∶2） 3、4、8、9.压印三角纹侈口罐（青龙河东遗址采集、青龙蛤子汀遗址采集、迁安封山寺采

集、迁安万军山采集） 5、10.侈口束颈鬲（青龙河东遗址采集、滦县后迁义1999LQT1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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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窖藏青铜器视角下燕国与其北邻的关系

（一）燕文化与 甲群窖藏及丙群窖藏的关系

从现有的材料看，燕文化对其北部的辽西及冀北山地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力

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大凌河河谷地带的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燕人采取了安抚

与怀柔的态度，通过赐予青铜器等奢侈品施加影响。燕文化如此大规模地向后

坟类遗存所属人群赠予珍贵的青铜器可能出于两个目的：其一可能是燕国通过

“远交近攻”的方针遏制武力强盛的乙群窖藏所属人群 [52]；其二可能是通过赐予

甲群窖藏所属人群青铜器以获取辽西地区的锡矿资源，或是维持锡料转运路线的

畅通。以往在翁牛特旗头牌子窖藏发现过年代早到殷墟一期前后的一甗二鼎，鼎

中盛满了锡矿砂 [53]。近年又在克什克腾旗一带发现了单纯的冶炼锡矿的遗址 [54]。

值得注意的是，头牌子窖藏的青铜甗上还有铭文“贾庸”，李学勤已指出甗上的

铭文是商贾的署名 [55]。这些线索表明辽西地区在晚商时期与安阳殷墟可能存在

着锡料的贸易，小波汰窖藏所见殷墟一期前后的青铜鼎表明了大凌河流域与赤

峰一带的联系，甲群窖藏所在的大凌河河谷也是辽西地区南下中原的主要交通

道路之一。西周王朝可能继承了晚商时期就存在的贸易路线，通过赐予后坟类

遗存所属人群青铜容器以维持锡料的运输，因此在甲群窖藏中才出现了大量不

同年代青铜器共存的现象。窖藏青铜器的年代表明燕文化对后坟类遗存所属人

群的赐予肇始于西周早期，但在西周中期早段便戛然而止，而后坟类遗存亦约

在此时消失。

丙群窖藏所在的冀北地区虽并不完全是燕文化的分布区，但昌平白浮和顺

义牛栏山等遗存的出现表明燕人对这一地区已实施了直接有效的控制。白浮墓

葬的墓主可能是归顺燕人的殷遗民。朱凤瀚将牛栏山出土的“亚㠱”诸器与甲

骨卜辞中的“㠱侯”联系，指出这批遗存可能是西周早期归顺燕国的世族 [56]。

故白浮和牛栏山两处高等级墓葬很可能是燕国统治下的地方势力。林沄将白浮

墓葬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并认为有晚至西周晚期的可能 [57]。其后，朱凤瀚根

据青铜器将 M2、M3 的年代分别定为西周穆王时期、昭王时期 [58]。但 M3 随葬

的平裆陶鬲和残陶鼎均与琉璃河西周早中期墓葬所出同类器相似，故两墓的年

代可能都已晚至西周早中期之际。白浮墓葬是冀北地区年代最晚的与西周燕文

化有关的遗存，此后冀北地区基本不见与西周燕文化有关的遗存。

关于西周时期燕文化的变迁，刘绪等已有详细的分析。他指出琉璃河遗址作

为燕国都城的年代主要属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期早段已经废弃。琉璃河遗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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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也以西周早期到中期前段为主，不见西周晚期的贵族墓葬，南区墓地中仅有

三代燕侯夫妇墓葬，种种线索表明燕国在西周中期早段可能发生过迁都 [59]。

如果我们将辽西、冀北及燕都琉璃河的材料关联起来，不难发现三者的兴

衰节点是如此相似。其兴盛时间均在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晚段不约而同地陷入

衰落，与燕文化交好的后坟类遗存甚至就此消失。如果说是燕文化的衰弱导致

了其在冀北地区的退却，那又是何原因导致了燕文化的衰弱？目前在琉璃河遗

址西周中期的考古材料中并未发现有外敌大规模入侵燕都的迹象，前文分析表

明燕文化势力区周围武力最为强盛的乙群窖藏所属人群也基本在西周早期消失，

故外敌入侵导致燕文化衰弱的可能性较小。其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索。后坟

类遗存消亡的原因则可能与凌河文化的突进有关，在北洞村窖藏所属的孤山遗

址断崖上发现有石构墓葬，这种墓葬形制与后坟类遗存流行的木椁墓差别甚大，

却是凌河文化的常见墓葬形制 [60]。在属后坟类遗存的喀左和尚沟 A 点墓地周围

也发现了 B、C、D 三处凌河文化墓地 [61]。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凌河文

化对原后坟类遗存分布区的占领。

（二）燕文化与乙群窖藏的关系

乙群窖藏中大量的武器及工具相比甲群无疑表现出了更强的武装性质，且

更靠南，更接近燕人势力范围。但现有的线索表明，燕人对乙群窖藏所属人群

并未采取拉拢与怀柔的手段，也缺乏交流，这一现象颇令人费解。从西周早期

燕山以南的文化格局来看，燕文化分布区东部的冀东地区分布着自晚商以来便

与周人交好的围坊三期文化 [62]。蓟县张家园遗址、滦县后迁义遗址以及迁安小

山东庄遗址墓葬 [63] 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已晚至周初。滦县后迁义遗址中的围坊三

期文化遗存中有不少北方系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如管銎斧、菌首刀等，与乙群

窖藏的同类器相似，表明两者应当有相当程度的交流与互动 [64]。燕文化分布区

北部也有顺义牛栏山、昌平白浮等可能属于燕国统治下的地方势力 [65]，这两股

势力对燕文化中心区形成了有效的防御。蒋刚进一步指出燕文化与后坟类遗存

的交好也有从北部打压乙类窖藏所属人群的目的 [66]。或许正是这种较为严密的

防御系统，使得燕人有能力面对位于其东北部乙类窖藏所属人群的攻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虽已进入周初，但其墓葬中基本

不见明显的西周早期晚段的青铜器 [67]，这一情况或许说明该文化在西周早期晚

段已消亡。至于其消亡的原因，可能与燕文化的政治伙伴选择有关。现有研究

表明，张家园 上层文化在晚商及周初对围坊三期文化有明显的挤压态势，燕都

琉璃河遗址也见有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 [68]。这说明周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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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燕山南部地区时，可能选择了更为强盛的张家园上层文化作为其在本地的

合作伙伴，而抛弃了与其长期交好但彼时已处于衰落时期的围坊三期文化。但

从两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势力范围仅到达滦河以南，基本

不过滦河北部，后者却是围坊三期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带 [69]。滦河北部地区围坊

三期文化消亡后，该地区西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及其与燕文化的关系是值得关注

的问题。

前文已述，乙群窖藏的年代下限晚不到西周中期，在西周早期便已消失，

比冀东和冀北地区遗存结束得早。郭大顺指出位于辽西走廊北部下辽河流域的

法库湾柳遗址出土的北方系工具和武器年代较晚，以往还在辽宁丹东地区发现

有典型北方式的啄戈 [70]，可见乙群窖藏所属人群或有向东北迁移的动向。或许

正是围坊三期文化和顺义牛栏山等势力的打压才导致了乙群窖藏所属人群的逃

窜，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这种防御机制应当是卓有成效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冀

北地区的昌平白浮墓及小河南窖藏很有可能就是克器中的“羌、狸、虘”，但由

于缺乏类似北洞 1 号窖藏“亚髟”那样决定性的铭文证据，我们目前还不能将

其与铭文精准对应。

综上，通过对辽西及冀东北地区商周青铜器窖藏及相关遗存的梳理，我们

尝试去探索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格局变迁。西周时期燕国的分封导致了燕山南北

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西周早期，燕文化通过与甲群窖藏所属人群相关的后

坟类遗存所属人群交好以维持锡料贸易路线的畅通，同时利用派遣到冀北地区

的地方势力、冀东地区的围坊三期文化以及大凌河流域的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

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对冀东北地区武力强盛的乙群窖藏所属人群形成包围之

势，迫使其北窜。在同一时间，燕人与张家园上层文化人群的亲密合作使得本

就处于弱势的围坊三期文化迅速走向消亡。及至西周中期，燕都琉璃河走向衰

落，燕文化撤出冀北地区，张家园上层文化也大约在此时消亡，与燕文化交好

的后坟类遗存也在凌河文化的打压下消失，燕山南部走向了文化衰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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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ed Discussion of the Bronze Hoards 
during the End of the Shang through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 in the Western 
Liaoning and Northeastern Hebei Regions

Zhang Zhenteng and Jing Zhongwei

KEYWORDS: Western Liaoning Region  End of the Shang through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  Yan Culture  Bronze Hoard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ff erences in the types of bronze artifacts, the bronze 

hoards in the western Liao and northeastern Hebei regions during the end of the Shang 
through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 can be classifi 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terminus ante 
quem for each group varies slightly, belonging to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The 
artifacts in Group A hoards are exclusively bronze vessels, among which the Central 
Plains-style bronze vessels were bestowed by the Yan state, with the aim of maintaining 
the transportation of metal resources. Some hoards in Group A with an earlier period 
may be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certain ceremonies, while the later-dated Shanwanzi 
and Machanggou hoards may have been hastily buried due to a sudden disaster. Group 
B hoards contain primarily weapons and tools, refl ecting a higher level of militarization. 
This group of individuals constituted the main defensive target for the people of Yan and 
were eventually eliminated by the Yan people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Group 
C hoards are fewer in number, featuring a combination of weapons and tools, with their 
nature remaining unclear. During the mid-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many types of 
remains associated with Group A declined, including the Houfen type, Yan culture remains 
in the northern Hebei region, the upper Zhangjiayuan culture, and the capital city of Yan at 
Liulihe.

（特约编辑 新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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