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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 ing fisher�shaped bronze ornam ent is a kind o f small�sized art if act uneart hed in the

Sout hwest China, to date 25 pieces o f w hich have been f ound. Except for very few ones w hich are no t

archaeolog ically discovered, most o f t hem are recovered from bur ials. According to the sty les of the

burials and the coex ist ing ar tifacts, these king fisher o rnament s mainly belong t o the East ern H an Dynast y

w it h some later ones t o the Three�Kingdom s Period. In addition t o that o f t he king fisher , some orna�

ment s are also m ade in the shapes of jars, co ins, fish and w inged humans. By analyzing the conno tat ions

o f these ornament s, w e can confirm t hat t he king fisher�shaped ornament is a special talisman or symbol

show ing the desires o f good fo rt une , r ichness and imm ort ality and so on of t he people at that tim e. T he

kingfisher�shaped bronze ornament can be used as com ponents of money t ree and also can be used inde�

pendently .

我国西南地区的汉墓中出土了若干小

鸟造型的青铜器,鸟背上或有罐、钱币、羽人

等形象, 鸟嘴中有的还衔有鱼。在相关考古

报告中, 对这些鸟的类型有不同的认识, 对

于器物的用途也缺乏合理解释。通过对相关

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 根据这类铜器中小

鸟具有头大、颈短、尾短、喙长的特点, 笔者

确定其应为翠鸟
[1 ]
, 并将这种器物命名为

�翠鸟铜饰�。

一、分布和年代

根据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 目前发现的

翠鸟铜饰共有 25件, 分别出土于四川、重

庆、云南、贵州、陕西等五个省、直辖市的 18

个地点 (表一)。除个别翠鸟铜饰为采集品

外, 绝大多数出土于墓葬中, 这些墓葬的类

型包括砖室墓、石室墓、崖墓。

在这些墓葬中,云南大理市下关城北汉

墓是唯一有纪年的,墓中出土有�熹平�纪年
砖。熹平是东汉灵帝的年号(公元 172~ 178

年)。

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 M 1的年代在发

掘报告中被断定为西汉晚期, 笔者不同意这

种观点。报告中指出, M 1与 M2一墙之隔,

�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放置都有许多相同或

相似之处。因此, 它们之间似应有一定联

系�。M 2出土有�永元六年�铜弩机, 说明其

年代当不早于东汉和帝永元六年 (公元 94

年)。如果说 M 1的年代是西汉晚期(公元 8

年之前) , 那么这两座墓至少就会相差 86

年。既然这两座墓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怎么

又会相差这么多年呢?因此笔者认为, M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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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出土翠鸟铜饰一览表

说明:所引用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截至于 2008年 12月。

年代显然不会这么早。M1中砌有棺台, 这

种做法是汉中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的特

征。此墓出土的陶井与勉县老道寺汉墓
[20 ]

M 1的釉陶井相似, 釉陶壶与勉县老道寺

M 3、南郑龙岗寺 M3 [ 21]的釉陶壶相似, 陶灶

与勉县老道寺 M3的陶灶相似。老道寺 M1

的年代为东汉中期, 老道寺 M3、南郑龙岗

寺 M 3的年代则为东汉晚期。此外, 此墓出

土半两钱和五铢钱,分别相当于洛阳烧沟 �
型半两、�型五铢和�型五铢磨郭钱, 这几

种钱币共出的情况在洛阳烧沟汉墓中仅见

于东汉晚期
[22 ]
。汉中地区的勉县老道寺 M4

也同时出土这几种钱币,该墓被认为属于东

汉时期 [ 23]。综合考虑, 笔者认为铺镇砖厂

M1的年代应该是在东汉中期或晚期。

其余墓葬的年代在发掘报告中推断为

东汉时期,个别墓葬的年代下限还可能至三

国时期(仅开县红华村 M 1一例)。笔者同意

这些观点。

尽管翠鸟铜饰的年代与所属墓葬的年

代不会完全相同, 但是也不会相差太远, 笔

者认为出自墓葬的翠鸟铜饰都是东汉至三

国时期的器物。据此可以推测, 个别采集品

的年代也应属于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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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土 地 点
墓葬

类型
件数

尺寸(厘米 ) 造型组合
资料来源

原定

器名长 高 鸟 罐 钱 鱼 人

四

川

省

阿坝州理县朴头公社关口生产队汉墓 砖室墓 2 11�5 6�4
� � �

注释 [ 2] 水鸟
� � �

成都市金牛区永丰公社龙爪三队 采集品 2 12 9�5
� � � �

注释 [ 3] 铜鸟
� � �

乐山市中区大湾嘴M 11 崖墓 2 9
� � �

注释 [ 4] 铜翠鸟
�

双流县沙河村崖墓 崖墓 1 9 � � 注释 [ 5] 铜鹤

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M 2 砖室墓 1 12 7 � � 注释 [ 6] 鸟

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M 1 砖室墓 1 9 7 � � � 注释 [ 7] 铜鸟

西昌市马道镇杨家山M 1 砖室墓 1 10 4�7 � � 注释 [ 8] 鸟

重

庆
市

开县红华村M 1 崖墓 1 8�5 6�1 � � � 注释 [ 9] 鸟形饰

合川市南屏乡圈圈坟M 2 石室墓 1 8�4 4�9 � � 注释[ 10] 鸟

云

南

省

昭通市白泥井訾家湾崖墓 砖室墓 2 8 7
� �

注释[ 11] 鸡尊
� �

呈贡县七步场东汉墓 砖室墓 2
� �

注释[ 12] 鸡
� �

禄丰县碧城公社张通大队汉墓 砖室墓 1 7�6 6 � � 注释[ 13] 鸟形壶

大理市下关城北东汉墓 砖室墓 1 8�5 6�8 � � 注释[ 14] 鸭

昆明羊甫头墓地 采集品 1 4�7 � � 注释[ 15]
铜鸟形

器

昭通市水富县楼坝镇乌龟石湾M 5 崖墓 2
8�4 7�6 � �

注释[ 16] 鸟负罐
� �

贵州省
清镇县M 1 砖室墓 1 � � 注释[ 17] 鸟

兴仁县交乐M 6 石室墓 1 11�6 7�5 � � � 注释[ 18] 鸟

陕西省 汉中市铺镇砖厂M 1 砖室墓 2 12�5 8
� �

注释[ 19] 铜水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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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认为,出土于成都市金牛区永

丰公社龙爪三队的两件翠鸟铜饰的年代为

战国时期, 其理由是铜饰中的鸟是鱼凫 (鸬

鹚) , 而鱼凫造型在战国时期以前的巴文化

中常见 [24 ]。但实际上,铜饰中的鸟和此学者

所指�巴文化�中的鸟形态差异较大, 应属于

不同种类;铜饰中的鸟背上往往有罐、仙人、

钱币等形象,而�巴文化�中的鸟却没有。因

此, 把翠鸟铜饰和巴文化联系在一起, 进而

推断其年代为战国时期的观点是不能成立

的。

二、造型和寓意

(一)造型识别

翠鸟铜饰中有翠鸟、罐、钱币、鱼、羽人

等造型(图一)。

1�翠鸟 已发表的考古报告中, 只有

一例将铜饰中的鸟正确识别为翠鸟, 其余要

么笼统地称其为鸟、水鸟, 要么错误地称其

为凤鸟、鹤、鸬鹚、鸡、鸭等。

凤鸟、鹤、鸬鹚、鸡、鸭的特征和铜饰中

的鸟不同, 这些鸟的汉代造型也是存在的,

可供我们参照。凤鸟造型如四川绵阳何家山

汉墓 M2所出铜器盖上的 �朱雀� [25 ]
、重庆

武隆县江口天子坟汉墓所出铜壶盖上的�立
鸟� [ 26]、贵州赫章县可乐汉墓 M 3的 �铜孔

雀� [27 ]
(图二, 1)。鹤的造型如四川成都市青

白江跃进村 M5的陶鹤 [28 ] (图二, 6)。鸡的

造型如四川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 M5的陶

公鸡
[ 29]

(图二, 2)、重庆忠县土地岩 ZTBM 3

的陶母鸡 [ 30] (图二, 3)。鸭的造型如四川乐

山市中区大湾嘴崖墓的陶鸭
[31 ]
、成都市青

白江跃进村 M5的陶鸭 [32 ] (图二, 5)、什邡

市磨盘山 M1的陶鸭 [ 33](图二, 4)。

2�罐 大部分发掘报告中把翠鸟背上

的容器称为罐或瓶,这两种称谓是适当的。

其余称谓如突包、小鸟、鱼篓、田螺等则不正

确。

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 M 1的报告中称

为�突包�,此物呈卵圆形,可能表示有盖、密

封的罐。云南大理市下关城北汉墓的报告中

称为�田螺�, 很可能是尖底罐。四川成都市

金牛区永丰公社龙爪三队、贵州兴仁县交乐

M6的报告中称为 �鱼篓�, 可能是因为罐的

形象不太典型而被误识。四川成都市青白江

区跃进村 M2的报告中称为�小鸟�, 可能是

图一 汉墓出土的翠鸟铜饰

1�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 M 2 2�四川西昌市马道镇杨家山 M 1 3�四川乐山市中区大湾嘴 M 11

4� 云南昭通市水富县楼坝镇乌龟石湾 M 5 5� 贵州兴仁县交乐 M 6 6� 四川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 M1
7�重庆合川市南屏乡圈圈坟 M 2



作者根据汉墓中的 �子母鸡�造型加以推断

的, 但是在西南地区汉墓中并不存在 �子母

鸟�造型。
3�鱼、钱币、羽人 这三种形象较易辨

识。鱼被鸟所衔。钱币为方孔圆钱,其位置不

太固定, 或在罐前, 或在罐后; 或在鸟背, 或

在鸟喙。羽人的肩部和腿部均生有羽翼。

(二)造型组合

翠鸟铜饰的造型组合有以下几种。

1�翠鸟 仅 1件, 出自四川乐山市中

区大湾嘴 M1。

2�翠鸟、钱币、鱼 共 2件, 出自四川

阿坝州理县朴头公社关口生产队汉墓。

3�翠鸟、罐 共 16件, 分别出自四川

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 M2、西昌市杨家山

M 1、双流县沙河村崖墓,重庆合川市南屏乡

圈圈坟 M2, 云南呈贡县七步场东汉墓 ( 2

件)、禄丰县碧城公社张通大队汉墓、昭通市

白泥井訾家湾东汉墓 ( 2件)、大理市下关城

北汉墓、昆明市羊甫头墓地、昭通市水富县

楼坝镇乌龟石湾 M5( 2 件) , 贵州清镇县

M 1, 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 M1( 2件)。

4�翠鸟、罐、钱币 共

3件, 分别出自四川乐山市

中区大湾嘴 M 1、成都市高

新区勤俭村 M1及重庆开

县红华村 M1。

5�翠鸟、罐、鱼 仅 1

件, 出自贵州兴仁县交乐

M 6。

6�翠鸟、罐、羽人 仅

1件, 出土于成都市金牛区

永丰公社龙爪三队。

7�翠鸟、罐、鱼、羽人
仅 1件, 出土于成都市金牛

区永丰公社龙爪三队。

在所有的翠鸟铜饰中,

各种造型出现的频率不同,

从 高 到 低 依 次 是 翠 鸟

( 100%)、罐( 88% )、钱币( 20%)、鱼( 16% )、

羽人( 8% )。

(三)寓意

在汉代艺术品中, 羽人、鱼、钱币的造型

很常见, 而翠鸟、罐的造型较少见,因此笔者

拟先从前三种造型开始,探讨各种造型的寓

意。

1�羽人 羽人造型在汉代画像石和铜

塑艺术品中多有发现, �是两汉时期人们祈

求羽化升仙的最典型的代表物证� [ 34]
。翠鸟

铜饰中的羽人造型的寓意应为升仙、长生不

死。

2�鱼 翠鸟铜饰中的鱼被翠鸟所衔。

汉代人习惯借助词汇的谐音关系,利用常见

事物名称和形象来表达吉祥寓意, �鱼� 和

�余�谐音, �说文解字�第五下�即云�余, 饶

也�。因此,笔者认为翠鸟铜饰中鱼的寓意是

丰裕、富足。

3�钱币 翠鸟铜饰中的钱币都是方孔

圆钱,与摇钱树上的钱币形式相同。摇钱树

中有�五利后�钱文 [ 35]
。根据汉代陶文中�利

后子孙千人�之语 [36 ], 可知�利后�与�五�可

图二 汉墓出土的鸟类造型

1�凤鸟 (贵州赫章县可乐汉墓 M 3� 2) 2�公鸡 (四川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
M 5� 22) 3� 母鸡 (重庆忠县土地岩 ZTBM 3� 9) 4�鸭 (四川什邡市磨盘山

M 1� 44) 5� 鸭(四川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 M 5� 84) 6�鹤 (四川成都市青白

江跃进村 M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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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开来解释, �利后�意为利于后代, 或后

代获利的意思。因此,笔者推测翠鸟铜饰中

钱币的寓意是希望子孙后代获得金钱、财

富。

4�翠鸟 翠鸟在古代可称为 。�尔雅�

释鸟�: � , 天狗。�郭璞注曰: �小鸟也,青似

翠,食鱼。江东呼为水狗, 音立。��说文解
字�: � ,天狗也。从鸟,立声。�段玉裁注曰:

�按今所在园池有之, 谓之鱼狗, 又谓之鱼

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则云: �今验,

此鸟喙极长而尾短, 喙、足皆赤色, 其翠可

以为饰。或谓之翠奴,亦称鱼虎。�可见, 、

天狗、水狗、鱼狗、翠奴、鱼虎等都是翠鸟的

别名
[ 37]
。

� � 的谐音字是 �利�, 汉墓石刻中有
�上有虎龙衔利来� 之语 [38 ], 因此笔者推测

翠鸟所象征的正是�利�。�利�可以解释为赢
利、财利,也可解释为吉利。汉代铜镜铭文中

有 �贾人得利� [39 ]
, 陶器、铜器铭文中有 �日

利千万�、�大吉利� [ 40 ]
。

5� 罐 翠鸟铜饰中罐的形态不尽相

同, 有小平底、圆底、尖圆底等, 但是其共同

的特征是小口,鼓腹, 外轮廓接近卵圆形, 曲

线柔和。这种罐在汉代称为 [41 ],也可写作

罂。 可用于盛水或饮料, 汉墓简册中记有

�浆 �、�酒 � [ 42]等器物, 也可用于盛放粮

食。在四川汉代画像�盐井图�、�酿酒图�中

也有这种器物的形象
[43 ]
。根据杨雄 �方言�

的记载, � �的称谓在汉代是通用的, 不过

也有一些地方称谓。杨雄详细罗列了各地对

� �的不同称谓,但是并没有指出西南地区

的情况。我们或可推测在汉代西南地区, 对

此类器物的唯一称谓是
[44 ]
。

� �的谐音字是 �赢�, �说文解字�云:

�赢,有余,贾利也。�笔者推测, 罐的寓意是

有余、赢利。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翠鸟铜饰是一

种具有吉祥寓意的装饰物。参照东汉镇墓券

和墓葬石刻文字中的祈福内容 [45 ], 可以推

断人们把翠鸟铜饰置于墓中的目的是祈求

已故祖先的福佑。

三、用途和地域特色

(一)用途

关于翠鸟铜饰的用途, 在不同的考古报

告中往往观点不一, 有的认为是容器, 有的

认为是青铜容器的附件,还有的认为是摇钱

树饰件。

尽管有些翠鸟铜饰是空心的,但是它们

不可能是容器。首先, 有些翠鸟铜饰中的罐

是斜置的, 罐口朝前, 罐口位置还可能有头

饰、钱币等物的阻挡,进行灌注十分不便; 其

次, 鸟嘴的形态不利于液体的倒出, 何况有

些器物的鸟嘴中还衔有鱼。

翠鸟铜饰也不可能是某种青铜容器上

的附件。一些汉代铜器的盖上确实会出现鸟

的造型, 但这些鸟一般是凤鸟。四川阿坝州

理县朴头公社关口生产队汉墓的 2件翠鸟

铜饰虽然 �伫立� 于盘中, 但是盘的尺寸很

小, 仅仅起承托物的作用, 主体造型仍然是

翠鸟铜饰。

至于翠鸟铜饰是不是摇钱树上的饰物,

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近年国家博物馆

征集到一件摇钱树, 根据公布的照片来看,

钱树第六层的两个 �鸟形叶片� 中就有翠鸟

负罐造型
[ 46]
。可见, 那些带有钱币、附有钱

树残枝叶状物的翠鸟铜饰可能就是摇钱树

上的饰件。例如, 四川西昌市马道镇杨家山

M1出土翠鸟铜饰上的所谓 �高冠羽毛�, 颇
类似于摇钱树枝, 笔者推测这件翠鸟铜饰就

是墓中随葬摇钱树上的饰件。不过, 已修复

的摇钱树上并没有出现这件翠鸟铜饰。

云南昭通市白泥井訾家湾崖墓、云南禄

丰县碧城镇张通村东汉墓的随葬器物保存

完好, 其中没有发现摇钱树, 因此可以肯定

这两座墓中的翠鸟铜饰不是摇钱树的饰

物。訾家湾崖墓的两件翠鸟铜饰出土时位于

一个铜案上的两只小耳杯内,这种现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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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鸟铜饰也可作为独立的饰物使用。

(二)地域特色

用文字和美术品(如画像、明器等)表达

吉利、致富、成仙等愿望的做法, 在汉代各地

(包括西南地区)非常流行,可是为何翠鸟铜

饰仅出现于西南地区呢?笔者推测可能涉及

气候和文化两个因素。首先,东汉时期我国

的气候比现在干旱、寒冷 [47 ], 翠鸟的分布范

围也可能比现在小, 在北方地区罕见, 而在

秦岭以南常见,故其造型仅出现于西南地区

的装饰物中。其次,由于东汉时期的西南地

区处在汉文化的边缘地带, 中原主流文化传

播至此往往会发生变异 [ 48], 翠鸟铜饰可能

正是时代愿望的地方表达形式。

根据前文分析,翠鸟铜饰所具有的吉祥

寓意和其材质并没有关系。那么,在西南地

区的汉代陶器和画像中是否也存在这种造

型呢? 经过梳理相关资料, 笔者得出了肯定

的答案。例如,四川乐山大湾嘴崖墓的 2件

�鸽俑� [49 ]
、四川新都马家山崖墓M 4的 1件

�子母鸭� [ 50]、四川成都天 山崖墓 M1的 1

件 �母子鸭� [51 ]
, 其实都是翠鸟负罐造型的

陶器; 四川内江官升店崖墓石棺画像上的

�负罐鸟�也应该是翠鸟 [ 52]。可见,翠鸟负罐

造型在汉代西南地区是一个很流行的题

材。

附记: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 笔者就相关

问题曾与施品曲博士进行了讨论, 深受启

发,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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