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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
年代的再认识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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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o ttery molds unear thed from t he bronze foundry site at Xiaomintun Locus

S outheast are of g reat significance to t he periodizat ion o f the bronzes o f Yinxu Sit e and the dating o f the

bronzes betw een the late Shang and ear ly Western Zhou Dynasties. Based on a close est im ation t o the dat e

o f 2000AGH31, we can so lve the dat ing issues o f the related bronzes, and can also infe r t hat t he bronze

w orkshop w as still in act ion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 T he fact t hat the product s o f those

po ttery molds have not been found so far in Yinxu Sit e could be rela ted to Div iding up t he gains from

Yin by the Zhou people w ho just conquered t he Shang .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是近年殷墟发

掘工作的一项重要收获, 对研究殷墟铜器铸

造工艺和殷墟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
。伴随殷

墟晚期陶器出土的大量陶范为殷墟铜器分

期和商末周初铜器断代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考古 2007年第 3期刊载的 从孝民

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

新认识 一文即是影响较大的一篇力作
[2 ]
。

在铜器断代方面,该文根据孝民屯东南地出

土陶范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等藏铜

器之间的关系, 认为一些 没有科学考古发

掘品可对应、而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器

形及风格基本一致的博物馆藏品, 如直棱纹

簋、方禁、长尾凤鸟卣等, 其年代或许应当提

前到商末 。但是该文所列举的陶范及相关

铜器都没有明确纪年,为判断这些铜器的绝

对年代造成困难。

我们注意到报告公布的形制特征比较

明确、共存器物比较丰富、对探讨商末周初

铜器年代具有重要意义的陶范主要集中在

2000AGH31。因此准确认识该单位的绝对

年代对判断相关铜器的绝对年代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单位绝对年代的判

断, 来探讨相关陶范所反映的铜器年代, 并

藉此探讨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下

限
[ 3]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2000AGH31的绝对年代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 2000AGH31

(以下简称 H31)出土陶范中,绝对年代特征

最明确的是 H31 11。这是一块簋范, 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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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簋范(孝民屯东南地 H31 11)

图二 肆簋

图三 陶罐比较

1 孝民屯东南地 H31 41 2 殷墟西区 M 700 10 3 后冈圆祭坑
HGH10 18

口沿下颈部和上腹部,颈部饰一周回首折身

的夔龙纹间以圆涡纹, 无地纹, 腹部饰一周

直棱纹(图一)。

H31 11所铸造的铜簋与明义士旧藏 [4]、

现藏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 5]
的肆簋最为相

似(图二)。二者的形制、纹饰乃至大小均很

接近。据发掘报告介绍, H31 11高 7 5厘

米。我们在报告原图中测量得 2 7厘米,并

测量同图中圆涡纹的直径为 0 6厘米, 计算

可得该范所铸铜簋颈部所饰圆涡纹的实际

直径约为 1 667厘米。在暂时无法对肆簋进

行实测、也未见该器正视图的情

况下, 我们根据 美集录 刊载的

图像尽可能求得接近实际的数

值。美集录 记载肆簋高 13 9厘

米。考虑到肆簋图像并非正视图,

我们取AB( 11厘米)和 AC( 13厘

米) 的中间值 ( 12厘米) 作为图中

该器的高度, 同时测得图中颈部

所饰圆涡纹的直径为 1 4厘米。

综上计算可得肆簋颈部所饰圆涡

纹的实际直径约为 1 622厘米。可见 H31

11所铸铜簋与肆簋颈部所饰圆涡纹的直径

相差无几。如果考虑到因 美集录 所载图像

非正视图所致误差, 二者直径可以说几乎完

全一致。通过同样方法求得二者颈部所饰夔

龙纹的大小也几乎一致。

因此, H31 11所铸铜簋与肆簋纹饰、

形制和大小几近一致, 年代也应十分接近,

甚至一致。肆簋铸有五行三十六字铭文, 年

代较清楚, 主要有帝乙二十年
[6 ]
和帝辛二十

年
[ 7]
两种看法

[ 8]
。仅凭铭文内容本身这两种

看法都无法否定彼此。H31 11的发现证

明肆簋年代应为帝辛二十年。

这一判断是基于与 H31 11共存的完

整陶罐 H31 41(图三, 1)的年代。H31 41

与殷墟西区 M700 10
[9 ]
(图三, 2)和后冈圆

祭坑HGH 10 18 [10 ](图三, 3)相似: 三者均

为泥质灰陶,高斜领, 折肩,斜腹,平底。肩部

饰弦纹(前两者并饰附加堆纹) ,腹部饰弦断

细绳纹,下腹部绳纹被抹光。三者大小也相

似,通高依次为 33 8、35、35 4厘米,口径依

次为 21 5、22 5、23 4厘米。可见三者年代

应十分接近。此外, 三者高斜领、折肩、深腹

的形制和肩腹部纹饰的作风与河南鹿邑太

清宫长子口墓 [11 ]出土陶罐、 、尊的作风如

出一辙。殷墟西区 M 700的年代为殷墟第四

期晚段 (即帝辛时期) ; 后冈圆祭坑HGH10

不早于殷墟第四期晚段, 甚或已经进入西周

初年
[12 ]
;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年代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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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即灭亡, 这些宗彝重器被周人缴获用来奖

励功臣, 或被殷遗民迁徙时携带到其他地

方。

需说明的是,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的

详细报告尚未发表, H31仅是目前公布的材

料较为丰富的单位之一, 透过它虽然可以窥

得整个铸铜作坊遗址之一斑, 但我们更期待

正式发掘报告的出版,以对整个发掘区域及

相关遗迹单位的堆积情况有更加详细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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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走马岭墓地 由重庆市文物局、重

庆市移民局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

出版。本书为 A 4开本, 正文 245页, 约 44

万字,文后附彩版 52幅,定价 218元。

该书是云阳县走马岭墓地的发掘报

告。全书以墓葬为单位,系统地介绍了走马

岭墓地两汉墓葬的发掘成果, 为研究重庆乃

至长江三峡地区古代墓葬发展序列和丧葬

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历史、文物研究的

专家学者、教师及学生参考阅读。

(雨 珩)

云阳走马岭墓地 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