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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 文 通 过 对 海 昏 侯 墓 外 藏椁 出 土 车 马 饰 件 的 成 型 与 表 面 装 饰 工 艺 方 面 的 研 究 汇 总 与 统 计 分 析

，
对

３ｋ车 马 坑 内 出 土 的 马 车 类 型 进行 了 初 步 推 测
，

认 为 其 中 应 有 错 金银 、 通 体 纯 色 鎏金 、 银 质 等 几 种 不 同 工 艺 类 型

的 马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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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 昌海昏侯墓主墓西侧的外藏椁 （车马坑 ）

是长江 以 南首次发现 的 西汉时期 实 用 真车马陪葬

坑 。
２ ０ １ ２ 至 ２ ０ １ ５ 年间

，
车马坑内 出土了３ ００ ０ 余件车

马饰件
，
其中 ２０００ 余件车马饰件叠压放置在西南处

彩绘髹漆的木箱内
，
其余近千件散落在车马周 围 。 这

些车马饰件式样丰富
，
种类齐全

，
制作工艺十分精

湛 ，
为我们了解西汉高级贵族的车舆制度提供了第

一

手资料
，
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与科学价

值 。

２ ０ ２０ 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

保护研究 中 心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完成了

海昏侯墓车马坑外藏椁 出土木箱 内 的 １ ４７ 件车马饰

件的保护修复工作 。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深人进行 ，

不 同型制 的车马饰件的 制作工艺信息被越来越多地

呈现出来 。

在海昏侯墓外藏椁 出 土车马饰件的 制作工艺方

面 已有 的研究有 ： 杨小林在 《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

外藏椁出 土部分当卢制作工艺研究 》
？—文 中对当卢

的基体材质 、 成型工艺 、 纹样制作和鎏金 、
双鎏 、错金

银表面装饰工艺的研究 ； 蔡毓真在 《海昏侯外藏椁鎏

金银青铜车马装饰工艺研究 》

＠中
， 对海昏侯墓出土

青铜车马器 的鎏金 、鎏银 、 双 色鎏金层装饰工艺进行

的初步分析研究 。 在本次保护修复工作中 ，
我们又对

其 中 部分器物以及新发现 的 工艺现象进行了分析
，

对前 期 工艺研究 的成果进行了进
一

步 的补充和完

善 。 其 中 ， 杨巍在 《西汉海昏侯外藏椁出土三件馨金

－

２４８



２０２ １ ． ０６－

ｔ

当卢工艺比对研究 ＞
？—文 中

，
对其 中 的银胎鎏金 、 铜

胎通体鎏金 （
双鎏 ） 、 铜胎沟槽鎏金 的三件 当 卢 的工

艺进行了深入分析
；
郭正臣在 《南 昌 西汉海昏侯墓车

马坑出 土部分 当卢 的便携式荧光能谱仪检测分析研

究 》
？—文 中

，
对不 同 类型鎏金 当 卢进行了详细 的成

分分析 。

本文对海昏侯墓外藏椁 出土车马饰件制作工艺

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汇总
，
并对车马饰件的工艺进行

了统计和综合分析
，
在此基础上对车马坑 内 的马车

类型有了初步的认知 。

―

、 器型与质地

海昏侯墓外藏椁出 土车马饰件种类丰富 ，
有车

軎 、 当卢 、轭尾饰 、带扣 、辕饰 、衔 、轴饰 、青铜环 、盖弓

帽 、节约 、珍饰 、 衡饰等 ，
造型多种 多样 ，

在本此修复

的 １ ４７ 件车马饰件 中就可见到 当 卢 、 盖弓帽 、 马衔 、

节约 、车軎等多种器型
，
文物形制 多样

，
如 当 卢就有

６ 型多式？
０

这些车马饰件多为薄胎
，
基体质地为青铜 、铁质

和银质
，
包括错金银青铜器 、 鎏金青铜器 、 错金银铁

器
，
还有鎏金 ／错金的铜 －铁复合车马器等 。 其中青铜

质地文物 占绝大多数 。 大部分车马饰件上 的纹样和

表面装饰使用 了复合材料
，
由 多种工艺完成

，
如马衔

各部位的材料 由青铜 （铜 、锡 、 铅 ） 、铁 、金 、银组成 ， 其

上装饰的纹样为错金银 。 经分析知 ，
青铜基体材质为

铜锡铅三元合金 ，
心形银当卢基体中银含量约 ９ ８％ 。

二
、 成型工艺

不 同形状 、 不 同材质 的车马器 ，
经前期及本次保

护修复 中 的
一

些初步研究 ，
已知其成型过程 中使用

了铸造 、捶揲 、打胎等加工工艺 。

所分析的几件铜胎当卢均为铸造成型 ，
背面钮采

用 了分型嵌范工艺
，
青铜基体中有明显的铸造树枝

晶组织 ？
， 当卢背面的钮与基体衔接处有明显的分型

嵌范工艺产生的披缝

银质基体的车马器
，
可见 ３ 件 当卢 （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７ １ ０
、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２４７副 １
、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２ ０７
） ，

１件管饰

（
２ ２

 ） 、
１ 件马镳 （

图
一

） 。通过对银当卢的分析可知 ，
其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７ １ ０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２４７ 副 １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２０ ７

Ｋ ｌ ： ５ ０ ９ 断口内部近四方形

的深色铁芯
壯 ５ ８ ９ 铜刺部分范线不对称

图二 合范工艺

成型工艺有锤揲成型 、錾刻纹饰 、 铸造成型 、焊接等 。

银 当 卢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７ １ ０ 的 制作运用 了 中 国传统

细金工艺中 的錾刻工艺
， 髙浮雕纹样 的形成运用 了

台 、采 、脱錾技法 ，
台

，
在当卢的 背面用錾刀顶 出所需

纹样的高度后 ，
再在正面用 不 同 的采 、落方式錾刻出

立体浮雕的艺术效果
，
在银当卢 的边缘可 目 测到脱

錾的加工痕迹？
。

银胎鎏金 当 卢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２ ０ ７ 为 铸造成型
，
在

没有鎏金的银胎表面表面密布有大量铸造成型时产

生的气孔或缩孔 。 当卢背面钮与主体的连接采用 了

大焊 （ 火焊 ）
工艺

，
周 围可见颗粒状焊药残留 ， 属于焊

接 中 的
“

弥药
”

现象
，
还可见在清理大焊后溢出焊药

的打磨痕迹？
。

车马器 中马橛 、 三叉形器以铁 铜复合材料构

成 ，
为铸造成型 。 在铁 铜交界部位断 口处可以看到

铁质材料有
一

规则形状 的小头突 出深入到铜质部分

中
，
同 时

， 铁杆 中 部的铜刺表面有较为 明显的范线 ，

为双合范 （ 图 二 ） 。

三
、 表面装饰工艺

海昏侯墓出 土 的车马饰件十分注重表面装饰与

处理
，
当卢等器物上 出现了

“

朱雀 、青龙 、 白虎 、 玄武
”

四神或四灵
， 兼有 羽人 、 鹿和 鸟 以及流云纹 、 羽葆 、

日 、 月 等图案 ， 布局合理 ，
纹样精美

，
制作工艺十分考

究 。 其表面装饰工艺主要运用了错金和鎏金工艺 。 其

中鎏金是最普遍运用 的
一

种装饰工艺
，

如在本次修

复的 ５ ０ 多件当卢 中 ，
除了有几件是铜胎错金银装饰

和银胎 当 卢外
，
其他基本全是铜胎鎏金装饰

，
而在银

胎当 卢 中 也有鎏金工艺 的运用 。 在马橛 、三叉形器等

管饰 ２２ 马镳

图
一 银质基体车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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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青铜复合材料饰件中 ，在两头铜质部位常使用鎏

金装饰
，
部分马橛铁杆和两端铜质部位使用错金银

装饰 。 在
一

些盖弓帽 同
一

饰件中 同时可见错金 、鎏金

两种工艺 ，

１ ．错金银工艺

错金银技术是春秋时期发展起来 的
一

种金属表

面的装饰工艺 。 是在 已铸造的青铜器 、铁器上用加工

好的金银丝或金银 片镶嵌 出所需 的花纹和文字
，

又

称金错 、银错 。 春秋时期错金银技术盛行
，
战 国时期

的错金银工艺水平更加提高 ，
那时我 国 的 ： １ ： 匠就 已

经可以将细如发丝的金银丝嵌入青铜器中 。

海昏侯墓出土 的车马器 中常见错金银饰件 ，
在当

２ ８６ ６０２ １ ２４７ １ ４３７

图三 错金银 当卢

图 四 当卢局部精美 的纹饰

？＞－
■〇■

！｜〇

５０７ Ｋ ｌ ： １ ０３马橛

Ｋ １ ： １ ０３
、
Ｋ １ ： ８ ０９ 马橛残块

图五 错金银马橛

１ ２ Ｘ ＧＤＫ １ ： １ １ ７ １

鋼镥金

３ ９４ ５ ０４

图六 错金银泡饰

■■ＳａｍＨ ＩＢ

图七 错金银管饰

稱酱金 ？ 销佥银 锕壤金 ＊ 错 金银

图八 错金银盖弓帽

图九 错金银车马饰

－

２５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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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 马橛 、 泡饰 、 管饰 、 盖弓帽等不 同类型 的饰件 中均

有错金银工艺的发现 。 在本项 目 中
，
已见的错金银工

艺装饰 的 当 卢包括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２ ４７

，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４３７

和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６０２ 、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２ ８ ６四件  ｅ除 当 卢 以

夕卜
，
还有Ｋ １ ：

１ ０３
、
Ｋ １ ： ８ ０９ 、

Ｋ １
：
８ １ ０ 、

Ｋ １
：
５ ０ ７马橛

，

Ｋ １
：

６ ９ ５
、
Ｋ １

：
２ ８ ９ ２

、
Ｋ １

：
３９４泡饰 ，

Ｋ １
：
２ ９７ ６ 、

Ｋ １
：
２ １  ２ ３ ５

管饰
，

５Ｋ １
：
０４ １

、
Ｋ １

：
Ｕ ７ １节约

，

Ｋ １
：
５ ３４ 、

Ｋ １
：
１ ３６ ０

盖弓帽等分别在铁基体 、 青铜基体表面使用 了错金

银工艺装饰 。 这些错金银饰件非常精美 ， 其表面上用

金丝 、 金片 、银丝 、银片装饰 ， 有 的错金 ， 有 的错银 ， 有

的 错金和错银都有
，
其上饰有 的 鸟 、 兽 、花纹灵活生

动
，
图形繁缛

，
细如发丝

，

工艺精湛 。

通过对部分 当卢 的错金银工艺观察？可见 ： 在图

案繁缛 的纹样旁都有细如发丝的经平錾线刻 的起稿

线沟槽
；
在脱落的金丝 、 片区域可观察到平錾留下的

沟槽痕迹
；
丝与片 、 片与片之间搭接之处有 明显的连

接加工痕迹
；
在许多金丝镶嵌的部位有麻花状的金

丝拔制加工 中 出现的工艺缺陷
；
纹饰周边有金丝经

挤压变形的锯齿状的锤打加 痕迹
；
金丝 、 片 上有 同

方向 的磨错加工痕迹 。 经能谱分析知 ，
青铜错金银 当

卢 的基体为铜锡铅三元合金 ，
嵌人的金丝 、 片 中金含

量为 ９ ７％ ￣

１ ００％
，
银丝 中 银含量达 ９９％

，
即错金银制

作 中所用金和银的丝 、 片是高纯度金和高纯度银 ，
通

过拔丝和压片工艺制得 。 金 、银的纯度高 ，
用量大

，
反

映了西汉时期黄金矿产丰富 ，
也表明此时 的贵金属

提纯和拔丝 、 压片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

经分析知 ， 错金银Ｉ艺制作流程是 ， 先制作表面

错金沟槽
，
沟槽的 制作 中运用 了錾刻工艺 中平錾和

丝錾技法 ，
錾刻前先勾勒出 图案的大致轮廓形成起

稿线
，
再使用丝錾进行细部刻画

；
沟槽制作后将金银

丝 、 片嵌人沟槽 中 ，
嵌入的金丝 、 片搭接处有明显的

再加工痕迹
，
通过捶打落实

，
最后使用厝石进行磨

错 。

２ ．鎏金Ｔ．艺

鎏金做为 中 国古老的传统工艺
，
已有两千年的历

史
，
我国 的鎏金工艺始于春秋末期

，
到了汉代鎏金技

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

海昏侯墓出土车马器中广泛应用了鎏金工艺
，
在

包括 当 卢和马橛 、
三叉形器两端铜头位置都有大面

积鎏金 。

从对该批保护修复的 １ ４７ 件车马器的统计和分

析上？？
，
以及之前对海昏侯墓出土车马器的分析研

究上？？
，
可知海昏侯出 土车马器的鎏金工艺有多种

表现形式 ： 从胎体材质上看 ， 有在青铜胎体上 的鎏

金
， 有在银胎上 的鎏金 ；

从鎏金面积上看 ，
有通体鎏

金 、局部鎏金 、和仅在纹样錾刻的缝隙内鎏金
；
在青

铜胎体上 的鎏金有通体鎏金和缝隙鎏金
，
在银质基

体上的鎏金为局部鎏金 ；
从颜色 上看 ，青铜胎体上 的

通体鎏金又有金色 、黄色 、 浅黄 银 白 色 、 双色鎏之

金色 Ｋ ｌ ： １ ２ ０４黄色 Ｋ ｌ ： ６７０浅黄－银白色 Ｋ ｌ ： １ ６４６

图
一 〇 金色 、黄色 、浅黄－银 白 色鎏金 当卢

分 。 鎏金器上纹样的形成同错金银器相 同 ，
都是运用

了细金工艺中 的錾刻技法 ９
先錾刻 出纹样后再施以

鎏金 。

（
１

） 铜胎表面通体鎏金

本项 目涉及的车马器 中铜胎表面通体鎏金的器

物 占大多数 。 在经过表面除锈揭露纹饰后 ，
可见 同为

鎏金器物
，
表面鎏金层颜色存在较为 明显的差异 ， 可

以见到 明显的金色 、 黄色 、 浅黄 银 白 色三种颜色 差

异
，
还可见到 同

一

器物上黄 白两种颜色差异明显的

双色鎏金 。

车马器 中 的 当卢数量众多 ， 种类齐全 ， 对其进行

统计和分析可知 ，
通体鎏金的 当卢 ，

从颜色 上总体可

以分为四类 ： 金色 、黄色 、 浅黄 －银 白 色 、 双色鎏 ，
如 图

— 〇
、 图


Ｋ ｌ
：
１ １ １ ０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２ ０ ５３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３０４

图
一＿ 双色鎏金 当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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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之

旅

表
一 鎏金颜色差异的车马器

类别 金 、黄 浅黄－银白 双色鎏

三叉器
＾Ｈ〇２８ ４

５ ０ ６

管饰

｜
ｌ ７

泡施
ｍｉｆｔ

■
泡饰 

２ １ ９ ２２０

｜

ｓ〇９ ｇ ｌ

ｊ  １＾＾＾＾ 

１ ４ ３ ３

垂Ｏ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６７ ３

车軎
■ 冒 

１ ４３２ ■ １ １ ０８

轴饰

＾Ｈ７ ７４

盖弓帽

＾＾＾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４００

犠 ■ ＾
９９

马腿

帽饰

１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３８０

带扣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１ ６８２

禾弓器

黄色鎏金比金色鎏金颜色偏浅
，
浅黄－银 白 色鎏

金几乎不显示黄金材料的金色 ，
而接近银色 。 通过对

当卢的分析？可知 ： 不 同颜色鎏金层 的差别主要是金

银成分比例不 同 ，
对比金色 、黄色 、浅黄

－银 白 色 当卢

的表面成分 ， 颜色越浅 ，
银含量越高 。 金色藝金层 中 ，

金 的含量最高
；
黄色鎏金层 中 ，

金含量较前者降低
，

银含量有所提高
；
浅黄 －银 白 色鎏金层 中

，
金含量较

前者进
一

步降低 ，
银含量明显提高 。 浅黄 银 白 色鎏

金 中银含量最高可以到 ３ ０％￣ ４０％
，
说明其鎏金工艺

中使用 的并不是传统认识 中 的金汞齐 ， 而是金银合

金汞齐 ， 即浅黄
－银 白 色鎏金为鎏金银合金 。

其他车马器 中亦常见到鎏金颜色 的差异
，
如 表

―

。 车马器 中
，
金色 、黄色鎏金占大多数

，
而浅黄 －银

白 色鎏金是与金色 、 黄色鎏金区别特别明显 的
一

类
，

数量也有很多 。 已见的这种浅黄 银 白 色鎏金器物有

当卢 、管饰 、泡饰 、轴饰 、樣 、马腿饰件 、禾弓器等 。

双色鎏
，
也是通体鎏金

，
沿着纹饰形态有规律地

分别使用黄 、 白 两种颜色 ，
使纹饰更加突 出

，
鎏金层

界限分明 。 经对 当卢 的分析？？可知 ，
双色鎏中

，
黄色

层主要成分为金
，
白 色层主要成分为金银合金 ， 即通

体双色鎏金运用了鎏金与鎏金银合金交叉结合的工
－

ｆ＋
－

乙 。

从以上对所见的车马器中统计可知 ， 海昏侯车马

器 中 的铜胎通体鎏金器物至少有三种工艺 ： 即通体

－

２５ ２
－



２０２ １ ． ０６－

ｔ

Ｋ ｌ ： １ ２０７当卢

鎏金 、通体鎏金银合金 、 通体鎏金和金银合金 （
双色

鎏 ） ＜ ５ 在这些车马器的鎏金工艺 中 ，
使用 不 同成分含

量的金银汞齐来产生不 同 的颜色质感 ，
工 匠们巧妙

利用 了金银合金无限互溶的特性 ， 并通过改变金银

合金配比获得色彩调节功能
，
既避开了银在高温中

易氧化难生成银汞齐的弱点
，
又达到了很好的装饰

效果 。

（
２

 ）银胎表面局部鎏金

在银质基体的车马器中 也有鎏金器物
，
已见三件

车马器为银胎鎏金
， 即 当卢 Ｋ １

：
１ ２０ ７ 、 管饰 Ｇ３ Ｚ

’

３ ５ 、 马镳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４ ８９
，
图
一二

。 鎏金整体较为粗糙 ，

多有鎏金溢出纹饰錾刻沟槽的现象 。 经对 当卢 Ｋ １
：

１ ２ ０ ７ 的分析？可知 ，
银胎鎏金是采用先平錾后鎏金

，

未鎏金 的银胎处可见铸造缩孔 ， 鎏金的部位表面平

整 。 银胎表面 的鎏金为局部鎏金 ，
金层主要鎏在纹饰

处
，
通过鎏金工艺达到金银双色 的视觉效果

，
増加纹

饰光泽感 ，
达到凸显纹饰的作用 。

（
３

）铜胎表面缝隙鎏金 （纹样沟槽内鎏金 ）

在这些车马器中
，
还可见到另外

一

种独特的表面

装饰工艺
，
即缝隙鎏金

，
仅在纹样錾刻处 的沟槽 内鎏

金
，
表现金线勾勒纹饰 的效果 。 缝隙鎏金的车马器 已

见到两件
，
即 当卢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６ ６９ 和泡饰 ６ ６ ９ ５

，
图
一

三
。 经对当卢 １ ２ＸＧＤＫ １ ： ６ ６９ 的分析？？

， 可知金汞齐

仅涂敷在錾刻纹饰的沟槽内
，
纹饰 中 的金更接近于

鎏金在沟槽里金汞齐颗粒密堆积的形态 ，
并且有接

近流体的挂壁而不是捶打填实 的错金工艺效果
；
成

分分析显示沟槽内 的金并不是纯金 ， 内含有 明显 的

银成分 ，
为金银合金材料 ，

与海昏侯墓中 出 土 的错金

当卢使用 的纯度较高的金丝相比有明显区别
；
沟槽

内金色纹饰部位有大量的汞含量 ，
应为鎏金 Ｔ

． 艺时

金汞齐 中残留下 的 汞 ；

Ｘ 光探伤下显示沟槽 内鎏金

呈现
“

双线 中 空
”

的现象
，
与其他鎏金器沟槽呈现 的

现象相 同
，
而与错金器呈现的纹饰亮度基本

一

致 的

情况截然不 同 。

Ｋ ｌ ： ６６ ９ 当卢泡饰 ６ ６ ９５

图
一三 缝隙鎏金车马器

四 、 车马器 中 的工艺统计与 马车类型

在这
一

百多件车马饰件中 ， 可见到 的工艺现象非

常丰富 。 从宏观上看 ，
这些车马饰件根据其工艺

，
可

以统计为几种 ：

第
一

种是在铜质基体或铁质基体表面嵌有纯金

丝
（
片 ）或纯银丝 （ 片 ） ，

运用 了错金银工艺的车马饰

件 。

第二种是铜胎表面为 同
一

颜色通体纯色鎏金的

车马饰件
，
由于鎏金层 中金银比例 的 不 同 ， 鎏金的颜

色 有金黄 、黄 、 浅黄－

白 色之分 ， 其 中 浅黄 －

白 色是与

其他鎏金区别特别明显的
一

类
，
其鎏金层金银比例

中银含量也最高 ，
故通体纯色鎏金这

一

类 中 又可大

致分为黄色 的通体鎏金和 白 色 的通体鎏金银合金两

类 。

第三种是在铜胎表面 同时运用 了鎏金和鎏金银

合金两类交叉结合的工艺 ， 即黄 白相间 的双色鎏 ：Ｃ

－Ｈ－

乙 。

第四种工艺现象比较特别 ，仅在铜胎錾刻后 的沟

槽内鎏金 ， 即缝隙鎏金 。

第五种饰件基体材质为银质
，
与其他饰件材质区

分明显 ， 其制作运用 了银胎成型 的锤葉 、打制 、 铸造

等工艺 ，
与铜胎饰件的成型工艺明显不 同

， 部分银胎

表面鎏金为局部鎏金工艺 。

在五十多件当卢中
，
４ 件当卢为错金银工艺

，

３ 件

当卢是双色鎏工艺 ，

１ 件 当卢是缝隙鎏金工艺 ，

３ 件

为银质 当卢
，

４ 件为 白 色通体鎏金银合金 的 当 卢
， 其

他大部分当卢为黄色通体纯色鎏金工艺 。

在二十多件马镢中
， 可见到 ５ 件有错金银工艺 ，

其他主要为纯色蜜金工艺 。

在二＋多件管饰 中
， 可见 ７ 件有错金银工艺

，

１

件银胎鎏金
，

３ 件为 白 色通体鎏金银合金 ， 其他大多

数为黄色通体鎏金 。

在几件泡饰 中
，
有 ２ 件为错金银 ：Ｃ艺

，

１ 件为缝

隙鎏金
，

１ 件为 白 色通体鎏金银合金
，
其他多数为黄

色通体鎏金 。

在其他类型的车马饰 中
，
大多也是通体纯色鎏金

工艺
，
在轴饰 、轅 、 马腿饰件 、 禾 弓器 、辕饰 中都可见

到颜色较浅发 白 的纯色鎏金银合金器 。 除了纯色鎏

金器物外
，
还可见 １ 件车軎为双色鎏工艺

，

１ 件马镳

为银胎鎏金工艺 ，
２ 件盖 弓帽 、

１ 件节约 、
１ 件轴饰 、

１

件帽饰为错金银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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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主墓西侧外藏椁 出 土 的这些车马饰件

大都叠压在
一

个木箱内 ， 不 同 种类 、 工艺 的车马饰件

混杂在
一

起比较乱
，
不似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

地出土 的马车？
，
同
一

种工艺类型的马车饰件集 中 出

土 自 同
一

个地点 ，
几种类型的马车非常清楚 。 但根据

海昏侯墓 出土 的这些车马饰件的 工艺特点大致可以

推测
一

下原马车的类型 。

从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 国墓地出土的马车情况

来看
， 出 土有铁错金银工艺 的马车 、青铜镀银装饰 的

马车 、大漆 工艺装饰的马车 、 金属锡制花饰 的马车 、

料珠装饰 的马车等
，

一

辆车上饰件的工艺是 同
一

种

类型 。 即从战国时 已有的这种现象是 同
一

辆马车上

的饰件的装饰工艺为 同
一

类型 。 由 此推测 ，
海昏侯墓

主墓西侧外藏椁出土的马车也有这种可能 ，
即 同

一

种工艺的饰件为 同
一

辆车上 的饰件 。

海 昏侯墓主墓西侧外藏椁 出 土 的 车马饰件 有

３ ０ ００ 多件
，
而我们所保护修复的车马饰件只是其 中

的 １ ００ 多件
，
在这 １ ００ 多件车马饰件中 已经发现有这

么多的 ；Ｃ艺现象 。 通过对这 １ ００ 多件车马饰件工艺

的统计分析可以反映海昏侯墓主墓西侧外藏椁出土

的 ３ ０００ 多件车马饰件整体的
一

个工艺趋势 。

从我们所保护修复的这
一

百多件车马饰件中 ，

已

经可以见到这些饰件从基体材质上就有 明显的银和

青铜之分
；
从青铜的 表面装饰工艺上可分错金银和

鎏金两大种工艺
；
而鎏金里面 的Ｉ艺又有很多种 ： 有

通体纯色鎏金 、双色鎏 、 缝隙鎏金几种 ， 在通体纯色

鎏金中 又有金 、黄 、浅黄 白等不 同颜色 ， 有通体鎏金

和通体鎏金银合金的之分 。

这些车马饰件中
，
错金银工艺 的饰件有很多

，
其

器型也很丰富
，
在 当卢 、马镢 、泡饰 、管饰 、盖弓帽 、节

约 、轴饰 、帽饰等不 同类型的车马器中都可见到错金

银工艺装饰 。 黄色通体鎏金的车马饰件是 占大多数

的
， 在所有类型车马器 中都有 。 白 色通体鎏金银合金

的饰件与其他鎏金区别特别明显 ，
其种类和数量也

比较多
，
在 当 卢 、管饰 、泡饰 、 轴饰 、犧 、马腿饰件 、 禾

弓器 、辕饰中都有 。 银质饰件从基体材质上就与其他

饰件有明显区分 。 由 此可以推测 ，
海昏侯墓主墓西侧

外藏椁 出土 的这些车马饰件中
，
有
一

辆是错金银工

艺的马车
，
有
一

辆是黄色通体鎏金工艺的马车
，
有
一

辆是 白 色通体鎏金银合金工艺的马车 ，
有
一

辆是银

质马车 。

双色鎏工艺的饰件只见到 ４ 件
，
缝隙鎏金工艺 的

饰件只见到 ２ 件 ，
从工艺统计上看数量太少 ， 但其工

艺又很特别 ，
与其他饰件有明显区分 ，

也可能还分别

有双色鎏金和缝隙鎏金工艺 的马车
，
有待海昏侯墓

出土的这 ３ ０００ 多件车马饰件整理之后去验证 。

五
、 结论与讨论

海昏侯墓外藏椁出 土车马饰件基体材质有青

铜 、 铁质和银质 。 饰件主要为铸造成型 。 银质饰件中

还应用了细金工艺 中 的捶揲 、打胎 、焊接等工艺 。

２ ．表面装饰工艺主要运用了错金和鎏金工艺 。 鎏

金工艺里面有很多 种
，
有通体鎏金

，
有局部鎏金 ，

有

仅在錾刻沟槽内 的缝隙鎏金 。 通体鎏金中 有通体纯

色鎏金和黄 白相间双色鎏金工艺 。 在通体纯色鎏金

中
，
鎏金的颜色 因鎏金层 中金银比例的不 同而有金 、

黄 、 浅黄 白 的颜色区分 。

３ ． 海昏侯墓外藏椁出土车马饰件虽然都叠压混

杂在
一

起 ， 但是根据 已有 的 同
一

辆车是同
一

种装饰

工艺的现象 ， 初步推测海昏侯墓外藏椁 中 应有
一

辆

错金银工艺马车 ， 有
一

辆黄色通体鎏金马车 ，
有
一

辆

白色通体鎏金银合金马车
，
有
一

辆是银质马车 。 也可

能还有双色鎏金和缝隙鎏金工艺的马车 。 对海昏侯

墓外藏椁出土３０ ００ 多件车马饰件的土艺与具体的马

车类型还需继续深入研究
，
但从本次保护修复 的这

１ ００ 多件车马饰件的工艺现象 中 已初步推测到有几

辆不同工艺类型 的马车 。

致谢
：
感谢甘肃省 文 物 考古研 究所谢炎老师 给予 相 关

指导
！

注 释
：

①⑤⑥⑧⑩？？杨小林 、 王浩天 ： 《西汉废帝海昏侯划

贺墓外藏椁 出土部分当卢制作工艺研究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１ 期 。

②？蔡毓真 、 胡东波 、管理等 ： 《海昏侯外藏椁鎏金银青

铜车马器装饰工艺研究 》 ， 《南方文物 》 ２ ０ １ ９ 年第 ６ 期 。

③⑦⑨？？⑩？杨巍 、 张红燕 、郭正臣等 ： 《西汉海昏侯

外藏椁 出 土三件鎏金当 艺比对研究 》 《 南方文物 》待

刊 。

④？？＠郭正臣 、杨巍 、黄希等 ： 《南 昌西汉海昏侯墓车

马坑 出 土部分当卢 的便携式荧光 能谱仪检测分析研究 》 ，

《南方文物 》待刊 ５

？ ａ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张家川 回族 自 治县博物

馆 ： 《 ２００６ 年度甘肃张家 川 回族 自 治县马家塬战 国墓地发

掘简报 》 ， 《文物 》 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
；

ｂ ．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 古

队 、 张家川 回族 自 治县博物馆 ： 《张家 川４家塬战 国 墓地

２ 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发掘简报 》 ， 《文物 》 ２ ００ ９ 年第 １ ０ 期
；

ｃ ． 皁期秦

文化联合考古队 、 张家川画族 自 治县博物馆 ： 《张家川马家

塬战 国墓地 ２ ００８
￣

２ ００９ 年发掘简报 》 ， 《文物 》 ２０ １ ０ 年 第 １ ０

期 ；
ｄ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 张家川 回族 自 治县博物馆 ：

《张家川马家塬战 国墓地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１ 年发掘简报 》 ， 《文物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８ 期
；

ｅ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张家川 回族 自治

县博物馆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

国墓地 ２〇 １ ２
？

２ 〇Ｍ 年发掘简报 》 ， 《文物 》 ２〇 ｌ Ｓ 年第 ３ 期 。

（
责任 编 辑 ：

刘 慧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