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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偃 师 商 城 考 古 发 掘 近 ４０ 年

，

出 土 玉 器 不 算 多 。 本 文在 检视偃 师 商 城 部 分 出 土 玉 器 的 基 础 上
，
发现 这

批 玉 器 从 玉 料 选择 到 加 工 工 艺 主 要 继 承 了 中 原 地 区 长 久 以 来 的 玉 器 技术 传 统 。
二 里 头 文 化 玉礼 器群 中 的 柄

形 饰 以 及 与 铜 铃 同 出 的 镶 嵌 绿松石 器 物 等 在 二 里 岗 文 化得 到 了 保 留 和 一 定程度 的 应 用 。 商 晚 期 和 两 周 时 期

常 见 的 、 形 制 规 整 、 带 扉 棱 的 像 生 类 玉 器 在 偃 师 商 城 已 开 始 出 现 。
此 外 ，

少 量 闪 石 玉 器 或 加 工 原 料 可 能 来 自

其 他 区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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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８３ 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

故城工作队在配合基建过程在 中发现偃师商城
，
随

后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所河南第二

工作队 （即偃师商城队 ）对偃师商城进行专门 的发掘

研究 。 在历年来的发掘和研究基础上 ， 学界将偃师商

城早商文化分为三期 ７ 段 。 第
一

期包括第 １
、
２ 段

，
第

二期包括第 ３ 、 ４ 段 ，
第三期包括第 ５ 、 ６ 、 ７ 段？

。 偃师

商城出 土玉器？不多
， 《偃师商城 （ 第

一卷 ） 》仅公布了

１ １ 件 ， 除 ２ 件采集标本外 ，
出土的 ９ 件玉器集 中在

４ 、 ５ 、 ６ 段？
。 此次 ，

我们统计了近年来偃师商城出土

的部分玉器 ４ ８ 件
，
包括宫城 ２ ９ 件 、

ＩＶ 区 ６ 件 、
Ｖ Ｉ Ｉ 区

６ 件 、
Ｉ Ｉ Ｉ 区 ３ 件 、

Ｉ Ｉ 区 ２ 件和 自塔庄老大队部北采集

￥

本文为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中华文 明起源进程 中 的生业 、资源与技术研究 （
课题编号

：

２ ０２ ０Ｙ ＦＣ １ ５２ １ ６ ０ ６
） 、 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 ： 偃

师商城遗址宫城区的发掘与研究 （
项 目 编号

：

１ ６ＡＫＧ Ｄ０２
）
以及 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 目 ：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在考古学研究 中 的应

用 之 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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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偃师商城 出 土柄形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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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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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的 ２ 件 。 总体看来 ，
这批玉器器形单

一

，
主要为玉笄 、

柄形饰 、 镞和少量的璜 、 勾形器 、 虎形饰 、锛 、 绿松石

珠和料等 。 另外
，
宫城 内还出土了１ ０ 余件打制过 的

小块孔雀石料 。 基于对这批玉器的考察 ， 本文将就偃

师商城玉器的工艺技术及相关问题做个初步探讨 。

一

、偃师商城 出 土玉器概况

（

一

）
柄形饰

此次统计了１ ０ 件柄形饰
，
除 ２ 件采集标本外均

出 自墓葬 。 材料多为大理岩 、 蛇纹石或云母玉 ， 属于

中原地区常见的矿物资源 ， 前者表面产生了 明显的

次生变化 。 多数柄形饰在开料之后对上端略微减地

磨出亚腰形 ，
下端打磨制出榫部 （ 图

一

：

１
、
２

、
５

、
６

、

７
） 。 也有工艺更简单的柄形饰 ，

顶端未进行减地处理

２０２ １ ． ０６

（ 图
一

 ：
３ 、

４
） 。

一件柄形饰下端残破 ，
上端正 中钻有

一

孔
（
图
一

：
２

） 。

（

二
）
笄

玉笄是偃师商城较常见的玉饰 ，
主要出 自 宫城和

Ｖ Ｉ Ｉ 区 。 此次统计了１ ４ 件 ，
包括闪石玉和蛇纹石等

，

多数残断 。 这类玉器工艺简单 ，
多 为长圆锥体或近似

圆锥体
， 打磨较精致 （

图 二
：

１
、
２

、
３

） 。

宫 城 内 还 出 土 了 １ 件 形 制 较 独 特 的 玉 弃

（
１ ９＂ＹＳ

Ｊ
１Ｈ６

：
０ ６

） （ 图 二 ：

４
） ，
原先定名为锥形器 。

二

里头遗址三期 的玉尖状器 （
８ ０ＹＬＶＭ ３ ： ７

）

？与 二期晚

段的鸟形饰 （
Ｍ ３ ： ｌ ３

）和柄形饰 （
２ 〇 〇２Ｖ５ ： ６

）

？
，
都属于

优质 闪石玉通体琢磨成的近锥形玉器 ，
中 部均有

一

小 孔
，
应 属 于 玉 笄 类 器 物 。 偃 师 商 城 出 土 的

（
１ ９ ９９ＹＳ

Ｊ
１Ｈ ６

：
０ ６

） ，
虽 中部无孔 ，

但其形制 与 二里头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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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偃师商城 出土玉笄

三期玉笄 （
８ ０ＹＬＶＭ ３ ： ７

） 非常接近 ， 故暂将其归入玉雕
，
打磨精致并完美呈现出温润光泽 。

笄类 。 这是迄今为止商城遗址所有玉器 中玉质最好 （
三

）
镞

的
一

件
，
青 白 色闪石玉几乎不含杂质

，
整体为素面圆偃师商城的宫城内出土了１ ８ 件玉镞

，
材质主要

图三 偃师商城 出 土玉镞

－

２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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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偃师商城 出 土玉璜 １ ９ ８３ＹＳ Ｉ Ｉ Ｉ Ｍ １
：

２

为墨绿色蛇纹石 ， 其中 多数被磨制成近三角形无铤

凹底型 （ 图 三 ：

１
、
２

） ，
仅一件带铤 （ 图 三 ：

３
） 。
二里头遗

址二里岗 上层商文化遗存 出土 的 １ ０ 余件石镞
，
形制

与这些三角形无铤玉镞相近？
。

（
四

）
璜

此次统计了２ 件玉璜
，

１ 件采集标本 ，
另 １ 件云

母玉制成 的玉璜 （
１ ９ ８ ３ＹＳ Ｉ Ｉ ＩＭ １

：
２

） 出 自墓葬 ，
丨 ：艺简

单 ，
两端各有

一

小孔 （ 图 四 ） 。

（
五

）
虎形饰

虎形饰 （
１ ９ ８ ３ＹＳ Ｉ Ｉ １Ｍ １

：
１

） 与 玉 璜 （
１ ９ ８３ＹＳ Ｉ Ｉ ＩＭ １

：

２ ） 出 自 同
一座墓葬 。 该器物整体形似璜 ，

但两端无

孔
，
整体以剪影片状效果琢出兽头和尾部

，
背部经减

图五 偃师商城 出土虎形饰 １ ９８３ＹＳ Ｉ Ｉ Ｉ Ｍ １
：
１

地磨 出二组扉棱 （ 图 五 ） 。

（
六

）
改 制 玉器

２ 件闪石玉器可能为旧玉改制而成 。

一

为勾形器

（
１ ９ ８ ５ＹＳＶ Ｉ ＩＴ １ ８Ｍ １ ： １

） ，
原先可能是形制更大的玉钺

或其他玉器
，
被切割后剩此勾形部分 （ 图 六 ：

１
） 。 另

一

件玉锛 （
１ ９９２ＹＳ ＩＶＨ １ １ ０ ： ６

） ， 

—

侧残 留 旧 玉 的部分孔

壁 ， 观察玉器端部和刃部 ， 有孔的
一

侧至另
一

侧器体

略微变薄 （ 图 六 ：
３

） ，
说明 旧玉原是

一

件 中 间略厚 的

１ ．勾形玉器  １ ９ ８ ５ＹＳＶ Ｉ ＩＴ １ ８Ｍ １
：

１

图六

２
． 勾形玉器 １ ９ ８ ５ＹＳＶ Ｉ ＩＴ １ ８Ｍ １

：
１ 的勾内 個晒

３ ．玉锛  １ ９９２Ｙ Ｓ ＩＶＨ １ １ ０
：

偃师商城 出 土改制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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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图七 偃师商城出土绿松石珠 １ ９ ９６ＹＳ Ｉ ＶＴ １ ０２Ｈ １ ６ ７

：

１

图八 偃师商城 出 土绿松石料 １ ９８４ＹＳＪ １ Ｄ４Ｔ３④ ：
０ １

玉钺或者其他玉器 Ｑ

（
七

）
绿松石珠 、 料

此次统计了偃师商城 ＩＶ 区出土的
一

枚绿松石管

珠 （
１ ９ ９ ６Ｙ Ｓ ＩＶＴ １ ０ ２Ｈ １ ６ ７

： １
） ，
次生变化严重 ，

几乎为灰

白 色 （ 图 七 ） 。 此外 ，
还有宫城内出土的

一

粒绿松石原

料 （
１ ９ ８４ＹＳ

Ｊ
１ Ｄ ４Ｔ３④ ：

０ １
） ，
长不足 １ 厘米

，
外面包裹

有黄褐色 围岩 ，
绿松石部分有打制痕迹 （

图 八 ） 。

（
八

）
孔雀石料

宫城内发现孔雀石料 １ ０ 余件
，
多为具有打制面

的小块原料
，
破裂面上可观察到孔雀石典型 的 同心

环状结构 ，
其间纤维状晶体呈放射状排列 （ 图 九 ） 。 目

图九 偃师商城 出 土孔雀石料

ｊｊＪ^

＃
图
一 〇 偃师商城 出 土方解石球形器

１ ９８８ＹＳ Ｉ ＶＴ １ １？ ：
４

前偃师商城遗址并未发现孔雀石制成的器物 。

（
九

）
方解石球

偃师商城 ＩＶ 区出土 １ 件球形器物 （
１ ９ ８ ８ＹＳ ＩＶＴ １ １

⑨ ：
４

） ，
为半透明的方解石 ， 可能因含铁元素而致淡黄

色 （ 图
＿ 〇

） 。这件器物被整体磨制成近球形 ，
破损处可

见
一

实心浅孔 。方解石属于 自然界常见矿物 ，
但是其原

石具有三组完全解理 ， 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极易沿着

解理面劈开 ， 因而这种天然矿物不适合用来做实用工

具或长期佩戴的饰物 。 这件球形器物虽然表面打磨相

对光滑 ，但上面的小孔钻入很浅 ，
原先是作为权杖顶部

装饰还是有其他功用 ，
目前不得而知 。

二
、偃师商城 出 土玉器工艺分析

偃师商城仅就此次考察的 出土材料看 ，
出土玉器

工艺相对简单 ，
未见阴刻或透雕纹饰 ，

仅涉及开料 、

减地 、打磨和钻孔等工艺技术 。

（

―

）
开料

１ ．锯片切割技术

柄形饰 、璜 、镞 、虎形饰和锛之类可归人片状玉

器
，
器物表面平整 ，

无疑都属于锯片切割技术开料 ^

玉笄类基本为近圆锥体 ， 表面大多打磨光滑不见

切割面或切割痕 。 部分玉笄未被磨成圆锥体 ，
如玉笄

（
１ ９９９ＹＳ

Ｊ
１Ｔ０２ １ＨＧ② ：

０ １ ５
） 的柱体横截面为圆 角 四边

形
，
柱体四面 的切割面并未磨圆 （ 图 二 ：

１
） ；

玉笄

（
１ ９ ９６ＹＳ

Ｊ
１Ｄ２Ｈ４

：
０ １

） ，
顶端接近扁圆柱体 ，

一

面残留

少量切割面 （ 图 二 ：

２
）

；

玉笄 （
２ ０００ＹＳ

Ｊ
１ Ｔ０ １ １ ８Ｈ １ ９ ４

：

０ ７
） ，
整体近乎于长四方锥

，
其中

一

切割面未进
一

步

打磨
，
残留 的切割痕沿着玉笄纵轴方向延伸分布 （ 图

二
：
３ ） 。 据此 ，

这些玉笄的开料技术都属于锯片切割

技术ａ

２ ．打制技术

绿松石原料 （
１ ９ ８ ４ＹＳ

Ｊ
１Ｄ４Ｔ３④ ：

０ １
） 上可见打 制

的小破裂面 ，
与二里头遗址出土 的大量绿松石料无

区别 。 绿松石在 自然界的产状以层状 、 细脉状居多 ，

结核状或团块状等大块原矿石相对较少 。 根据对中

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出土绿松石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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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
最常见 的 开料方法是 ： 将细脉状绿松石矿层从

包裹 的 围岩 中打制剥离下来
，
小块原料可直接作为

管 、珠或坠的毛坯 ；
尺寸稍大的原料

，
可能会 以锯片

切割技术先开料制成毛坯 ，
再进

一

步加工 。 绿松石管

珠 （
１ ９９６Ｙ Ｓ ＩＶＴ １ ０２Ｈ １ ６ ７

：
１

） 长 １ ． ３ 厘米
，
横截面形状

不规则
，
其开料技术应属于前

一

类常见做法 。

宫城内 出现的孔雀石原料虽不知作何用处
，
但其

表面多为打制技术造成的破裂面 。

方解石球形器表面磨圆
，
没有明显 的开料痕迹 。

此类矿物具有三个方向 的完全解理 ，
如果原料足够

大
，
沿着解理面方向轻击

，
便可以逐层剥离 的方式最

终取得所需尺寸的坯料 ；
如果原料大小合适 ，

直接打

磨成球形即可 。

３ ．砂绳切割技术

勾形器 （
１ ９ ８ ５Ｙ ＳＶ Ｉ ＩＴ １ ８Ｍ １ ： １

） 整体呈平整片状 ，

改制之前 的 旧玉应是以锯片切割技术开料 。 该器物

勾 内侧的弯 曲 表面是改制时再次开料所致 ，
虽然开

料之后经过
一

定程度的打磨修整 ， 但从其起伏不平

的状态看
，
更符合砂绳切割技术造成的切割面特征

（ 图 六 ：
２ ） 。

（

二
）
打磨

（
包括减地

）

偃师商城出 土玉器 的打磨修整使用 的 是砺石类

：具 。 这批玉器大多数打磨不完美 ，
器表常残留着明

显的磨痕 ，
比如镞 、璜 、笄等 。

柄形饰上端呈亚腰形的腰部 、玉镞表面凹下去 的

部位
，

玉笄 （
１ ９ ９ ９ＹＳ

Ｊ
１ Ｈ６

：
０ ６

） 的斗笠形顶端和略凹 的

腰部 ，
以及虎形饰背部扉棱的 制作等 ，均是用形状合

适的小型砺石
，
在需要减地的位置不断磨耗多余玉

料直至最终状态 。 少数玉器在减地之后还要用粒度

相 对 更 细 的 砺 石 进 行 最 后 修 整
，
如 玉 笄

（
１ ９９ ９ＹＳ

Ｊ
１ Ｈ６

：
０６

） 表面打磨精细 ，
几乎看不到之前 的

减地磨面和磨痕 〇

（
三

）
钻 孔

偃师商城出 土玉器带孔 的 少 ，
仅玉璜 、 柄形饰

（
１ ９９ ２ＹＳ ＩＶ 采集 ：

１
） 、绿松石管珠 、方解石球形器和残

留部分旧孔的玉锛 ， 其中所涉及的小型管钻和实心

钻技术在商代 已经非常成熟 。

玉璜 （
１ ９ ８３ＹＳ Ｉ Ｉ ＩＭ １

：
２

） 、 虎形饰 （
１ ９ ８３ＹＳ Ｉ Ｉ ＩＭ １

：

１
）等器物 ，

从形制看不排除是 由环状毛坯截取而来 。

即先以较大尺寸的管钻制成环状 ，
再截取璜形毛坯

进一步琢磨制成
，
这也是 自龙山文化时期玉璜类器

物在连续生产 中常见的做法之
一

。 不过偃师商城出

土玉璜数量太少
，
无法进

一

步分析得到确切证据 。

三
、 相关 问题的讨论

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岗文化遗存 中 出 土了
一

些加

：过程中 的绿松石片
，
其他玉器发现很少

，
如宫殿区

ＩＶ 早段出土１ 件柄形饰 （
２ ００２ＶＨ ５ ２ ： １

） ，
为四棱形 ，

柄

部为圆形？
。 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发展繁荣 ，

至二里

岗 上层渐渐衰落 。 其二里岗下层 出土过玉戈 、 柄形

饰 、 笄 、 玦等 。 二里岗 上层 出 土玉器相对较多
，
如玉

戈 、钺 （铲 ） 、璧 、 琮 、 璜 、柄形饰 、笄 、蝉形饰 、铃形饰 、

柿蒂形饰 、 坠饰等以及绿松石片 。 其 中 ，
人民公园遗

址 出土玉器数量多且较有特色
，
除了上述二里岗 上

层 外
，
叠压其上 的商代人民公园期还 出 土 了 不少玉

器
，
如玉戚 、 戈 、 钺 、 璧 、璜 、佩 、柄形饰 、 鱼 、饼形器和

笄等 ， 其 中玉戚 （
Ｃ７Ｍ ５ ４ ： １ ３

） 、 有领璧 （
ＣＴＭＭ ： 〗 ２

） 、 蚕

蛹 状 璜 （
Ｃ７Ｍ １ ５ ： ６

） 、 透 雕 玉 佩 （
Ｃ７Ｔ １ ５ ① ： ２

） 、 鱼

（
Ｃ７Ｍ １ ０ ： ５ 、 Ｃ ７Ｍ １ ０ ： ６

） 及刻有饕餮纹 的 不 知名玉器

（
Ｃ７Ｔ １ ０６① ： ４２

）都很是独特气

相比较而言
，

无论从玉器类型还是数量看 ，
郑州

商城二里岗文化各遗存 出土玉器明显比其他年代相

近的遗址更加丰富 。 比如 ，
大型玉兵器在龙山文化晚

期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较为常见 ，
但偃师商城至今

未见大型玉兵器 。 郑州商城二里岗 上层 出土过
一 些

戈和钺等
，
其 中最大的 戈 （

ＢＱＭ １ ： ２ ０
）通长达 ４ ８ ． ８ 厘

米 。 尽管如此 ，
我们从用料或 ３：艺等 角度考察 ， 会发

现看这些二里岗文化遗址所出玉器既存在差异也有

着明显的共性 。

（

―

）
玉料的选择

相比较玉器技术与文化发达的西辽河流域 、长江

流域或海岱地区等区域 ，
中原地区 自 古以来玉器技术

和文化不算发达 ，
以闪石玉为原料 的很少 ，这与本区

域闪石玉矿不发育有直接关系 。 比如 ，
舞阳贾湖？

、淅

川下王岗 ？
、临汝中 山寨

？
，
郑州大河村？

、郑州西郊？
、

登封王城岗？
、 禹州瓦店？

、洛阳西干沟和东干沟？
、灰

嘴 ？
、 王湾 ？

、小潘沟 ？等遗址
，
均 出 土 了 少量 由 大理

岩 、蛇纹岩 、紫色砂岩或云母玉等制成的环 、璜 、镯 、坠

等玉器 。 究其缘由 ，除了受制于区域 自然资源之外
， 可

能这也正是长期以来 中原地区玉文化传统上表现的

共性特征
， 即玉器在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 没有

快速发展成社会等级的象征物 。 这种现象直到二里头

王朝礼制建立产生迫切需要时 ， 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 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

形饰 、
玉笄以及绿松石龙形器面部的闪石玉构件 ，

说

明该阶段二里头权贵对
一些特殊玉器在玉料选择上

不再满足于本地原料
，
开始主动寻求优质 的外来玉

料
，
这无形中突破了 中原地区长久以来保守的用玉传

统 。

偃师商城遗址未能延续二里头文化繁荣起来的

玉文化 ， 即便依然 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柄形饰
，
也基本

都采用本地常见矿物原料加以制作 ，
暗示着偃师商

城里的先民可能社会等级高的不多 。 不过 ，
偃师商城

也 出土了 少量优质闪石玉制成的玉笄 ，
说明高级别

的权贵或统领人物虽少但是存在 。

偃师商城的宫城内出现孔雀石料 ，
很大可能与先

民获取铜原料的过程有关联 。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

段也曾 出土过 ３ 组孔雀石料 ，
发掘者认为是青铜冶

代

文

明

－

２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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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文

明

炼遗物？
。 中原地区对孔雀石的加工利用远不如绿松

石常见
，
仅清凉寺墓地出土过 １ 件玉环 （

Ｍ２ ７ ５
：
２

） ， 出

土时断为三截
，
其 中

一

截从内至外纵向镶嵌着孔雀

石嵌片 ？
。 虽然孔雀石这类矿物青翠鲜艳 ，

但是其硬

度低
，
脆性大

，
物理化学性质都不算稳定

，
理论上来

说并不适合用来加工成玉器或者类似绿松石嵌片形

制的装饰品 。

偃师商城出土玉器反映出
，
当时玉料的选用上不

仅包括本地常见矿物资源 ，
也包括外来玉料

，
甚至包

括优质闪石玉
，
郑州商城也具有类似情况 。 这

一

点与

（
二

）
器 形与工艺

偃师商城遗址出土的为数不多的玉器中 ， 仅柄形

饰和玉镞加起来 占据了大半 。 柄形饰 自 二里头文化

第二期开始 出现 ，
此后成为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玉礼

器之
一

。 二里头遗址 出 土有大理岩等材质制成的形

制简单的柄形饰
，
不过更引人注意的还是那些 由优

质闪石玉制成 、工艺精美 的器物 ，
如二期早段的柄形

饰 （
２ ０ ０ １ＶＭ １ ： ３

）

？及三期 的柄形饰 （
ＶＫＭ ４ ： １

）

？
， 不仅

玉料不属于本地
，
器表浅浮雕和阴刻纹饰工艺也都

不是本地区 早期玉器技术传统 。 郑州商城出土过
一

些形制颇为独特的柄形饰 ，
如人民公园遗址 出 土 的

柄形饰 （ Ｃ７Ｍ２ ７ ： １
） ，
中 间起脊 ， 横截面呈扁四棱形 ，

短

柄两侧内凹 ，
器身两侧有 四个对称凸棱 ，

前端凸 出
一

个短四棱形圆顶尖 ，
以及柄形饰 （

Ｃ ７Ｈ３ ６ ： ２
） ，
柄端呈

四棱体
，
剑形身前端呈不规则多棱体＠

。 偃师商城出

土 的近长条状 的柄形饰 （
１ ９ ８ ４ＹＳＶ ＩＶＴ ５Ｍ ３

：
１

） （
图
一

：

１
） 、 柄端具有亚腰形 的柄形饰 （

１ ９９ ０Ｙ Ｓ Ｉ ＩＴ９Ｍ １ ３
： 
７

、

１ ９ ８４ＹＳＶ ＩＶＴ ５Ｍ３
：

１
、

１ ９ ８９ＹＳ ＩＶＴ２ ８Ｍ １ ３
：
９

） （ 图
一

：
５

、

６
、
７

） 以及带孔 的柄形饰 （
１ ９９２ＹＳ ＩＶ 采集 ：

１
） （ 图

一

：

２
）等 ，

这些形制简单 的柄形饰在郑州商城都有 出 土 。

不过
，
偃师商城出 土的两件侧边为直边或斜直边的 、

形 制 过 于 简 化 的 柄 形 饰 （
２００ ０ＹＳ

Ｊ
１ Ｄ２Ｈ １ ０ ３

：

０３７
、

１ ９ ９ ０ＹＳ Ｉ ＩＴ ９Ｍ １ ３
：
４

） （
图
一

：

３
、
４

）在郑州商城未见 。 偃

师商城 出 土 的这些柄形饰所表现 出 的 工艺简单
， 形

制朴素的特点 ，
符合中原地区长期以来的玉器技术

传统 。

璜是史前各地常见玉器器形之
一

，
中原地区早期

出土的璜多以本地常见矿物所制 ，
大多工艺简单 。

山文化常见
一

种联璜璧
，
由 ３ ５ 件玉璜连缀组成玉

璧 。 联璜璧 中 的璜不仅功能不同于璜
，

工艺也存在差

异
，
前者两端孔外侧常有扩孔现象

，
其 目 的大概是方

便穿绳连缀时两璜之间紧密贴合 。 偃师商城出 土

玉璜
，
两端 的小孔均为直壁 ，

管钻之后并未扩孔 ，

该并非组成联璜璧 的璜 。

虎形饰 （
１ ９ ８３ＹＳ Ｉ Ｉ ＩＭ １ ：

１
） 形制与璜较接近 ，

是 目

前偃师商城出土 的唯
一

带有扉棱的玉器 。 陶寺遗址曾

出 土
一

对 玉 璜 （
０２

Ｊ
ＸＴ Ｉ Ｉ ７２ ５ ４Ｍ２２

：
１ ３４① 、 ０２Ｊ

ＸＴ Ｉ

Ｘ

图
一＿

陶寺墓地出 土玉璜

０２ＪＸＴ Ｉ Ｉ ７２ ５４Ｍ２２
：
１ ３４②

＜
丨

图
一二 二里头遗址 出土玉饰 Ｉ

ＭＴ２２③ ：
２

一

道扉棱中部都被磨成下凹 的弧形 （ 图
一 一

） 。 扉棱是

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典型特征之
一

， 牙璋 、 多孔刀 、 璧

戚 、钺等大型玉器两侧常见各种形制的对称扉棱 （ 图

—三
） ， 小型玉饰 （

Ｉ Ｉ ＩＴ２２③ ：
２

） 的
一

侧以减地工艺磨出

个稍显尖突的扉棱 （ ［
：

） 。 偃师商城这件虎形饰

Ｉ ７２ ５ ４Ｍ２ ２
：

丨 ３ ４② ） ，
上下均减地磨出 多组扉棱 ，

但其每图
一三 二里头遗址 出 土带扉棱的玉兵器

－

２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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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四 二里头遗址 出 土绿松石龙形器面部

图
一五 虢国墓出 土玉人面 Ｍ ２００ ９ ： ８７４

图
一六 虢国墓 出 土玉鹦鹉 Ｍ ２００９

：

１ ４４

看似工艺简单
，
但值得

一

提的是
，
其背部扉棱的减地 、

起凸表面都很规范地与器物上下弧面栢平齐
，
因此整

体形制显得很规整 。 晚商和两周时期常见带扉棱的玉

器
，
扉棱外侧起凸面很多情况下也都与器形整体保持

平行 （
图
一五

；

图
一

六
） 。 另外 ，虎形饰上以

一

道浅槽或

叉状表达动物尾部的做法 ， 在郑州商城商代二里岗 上

层 的北二七路 、 人民公园遗址出土的平面片状玉蝉

（
ＢＱＭ １ ： ３ ０

） 和弧面片状玉蝉 （
Ｃ ７Ｈ １ ２ １ ： ２

）

？上 也可见

到 。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葬 Ｍ ３ 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面部的鼻梁 由两截闪石玉和 １ 截绿松石构件组成 （ 图

一

四 ）
，
这两截闪石玉构件的蝉形源 自后石家河文化

玉蝉？
， 其尾部以两道浅槽表达蝉的双翅和之间的腹

部 。 不过 ，
后石家河文化玉蝉除了这两类形制外 ，

还有
一

些玉蝉 的尾部已经简化为正中
一

道凹槽？
。 因此 ，

无

论偃师商城的虎形饰还是郑州商城的玉蝉
，
都说明这

种简化的尾部制法在二里岗文化已 开始成为一种惯

用 的工艺表达方式
，
这也是此后商周时期鱼 、鸟 、兽等

像生类片状玉器的常见工艺 。

勾形器 （
１ ９ ８ ５ＹＳＶ Ｉ ＩＴ １ ８Ｍ １ ： １

）
上 出现砂绳切割技

术颇令人意外 。 根据 目 前考古发现与研究 ，
中原腹地

自 玉器 出现 ，就以锯片切割为 主要开料技术 ，
砂绳切

割技术极为罕见 。 况且 ，
这件勾形器的玉料也非本地

常见矿物
，
属于青灰 灰褐色 闪石玉 ，

推测这件器物

来 自 其他区域 。 此外 ，
商代人民公园

一

期出土 的透雕

玉佩 （ Ｃ７Ｔ １ ５① ： ２
） ，
其 白 色土状光泽玉料和以砂绳切

割技术透雕纹饰及外形轮廓的工艺 ， 包括透雕前在

玉器表面以阴刻线打稿 的做法 ，
与后石家河文化出

土的风格相似的透雕玉器如 出
一

辙
，
该器物来 自江

汉平原的可能性很大 。

此次仅统计到偃师商城 出 土 的 １ 件绿松石珠和

１ 件绿松石料 ，
未统计到绿松石嵌片 。 但此前偃师商

城 ５ 段的 １ ９ ８ ８ＹＳ ＩＶＴ６Ｍ １ 墓主腰部 出 土过镶嵌绿松

石器物
，
器物 呈长方形

，
图案不清晰

，
长约 ２ ０

、 宽约

１ ２
￣

１ ５ 厘米
，
该墓还同 出了铜铃？

。 二里头先民在继承

中原地区发展数千年的绿松石制作技术传统的基础

上
，
吸收了大量外来 的技术和文化理念

，
创造性地将

绿松石与青铜 、 闪石玉组合 ， 其嵌片制作工艺可精湛

至毫厘之间
，
整体拼嵌却又井然有序 。 生产期间 ， 不

仅需要玉器手工业与铸铜手工业密切结合 ，
同时还

要具备严格的生产管理才能实现 。 偃师商城这件与

铜铃同 出 的镶嵌绿松石器物 ， 未见实物和相关 图片 ，

按尺寸和形状看可能是件不带铜托 的绿松石牌饰 ，

说明二里头文化创造 的新礼器在偃师商城并未被完

全摒弃 ６ 郑州商城衰落之际
，
郑州西北郊的小双桥遗

址随之兴起成为另
一

个繁荣的具有政治 、 宗教意义

的 中心
，
祭祀坑里出土了１ ８２ 件绿松石饰

，
多为磨成

各种形状的嵌片 ，
发掘者认为这些嵌片可能是用于

镶嵌祭祀礼器？
。 商晚期和两周时期

，
镶嵌绿松石的

铜器 、象牙器等在各地都比较常见 。

根据对偃师商城出 土玉器形制和工艺不算全面

的考察
，
我们初步认为 ，

偃师商城玉器工艺总体而言

继承了 中原地区长久以来的技术传统 ，

一

定程度上

保留 了二里头文化创造 的礼制需求和相应技术
，
少

量外来器物上可看到本地罕见的早期玉器砂绳切割

技术 。 值得关注的是
，
偃师商城玉虎形饰在器形和工

艺上不同于以往相似器物 ，
具有明显 的创新性

， 并且

代

文

明

－

２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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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文

明

对商周时期此类带扉棱的像生类玉器的产生了深远

影响 。

四 、结语

偃师商城出土玉器数量较少 ，
器形种类也不多 ，

根据初步考察总结出 以下几点 。

第
一

，
偃师商城玉器在用料上以本地区常见矿物

为主
，
但也有少量优质 闪石玉料被用来制作玉笄等

相对精致的器物 。

第二
，

二里头文化出现的重要礼器 ， 除柄形饰

外
，
还有与铜铃同 出 的镶嵌绿松石器物 出现在偃师

商城 ，
说明二里岗文化保留了二里头文化

一

些重要

的礼制内涵 。

第三
，
偃师商城玉器工艺简单

，
包括开料 、减地 、

打磨和钻孔 。 根据不 同材料的性质 ，
开料工艺使用了

锯片切割技术和打制技术 。 整体而言 ，
偃师商城玉器

工艺延续了 中原地区长期以来的技术传统 。

第四
，
形似玉璜且带扉棱 的玉虎形饰 ，

是受多元

玉文化和技术影响下产生 的新器形 ，
商周时期此类

像生类玉器在各地极为常见 。

第五
，
偃师商城出土的少量玉器可能来 自其他区

域
，
比如出现砂绳切割技术的勾形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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