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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宜阳县文化馆收藏有一件自铭为

铍 的剑形兵器。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铜

铍的起源、形制及其相关问题 ,提供了极为珍

贵的新资料。

一 铜铍的形制、铭文和年代

这件铜铍由身、格和茎( 柄) 组成。身扁平

细长, 前端稍窄, 中脊隆起 ,断面呈菱形 ,后端

近格处有一横向浅槽。格已锈蚀松动,饰有 V

形鎏金纹饰与卷云纹。茎无箍、首, 前部宽厚 ,

后部细薄,中脊隆起,两侧有凹槽,断面近扁圆

形 ,应便于接纳木柄。铸造精整 ,保存较好, 周

身布满浅绿色和红色锈斑 ,一侧刃部有劈裂痕

迹。身长 41 7、最宽处 4 4,脊厚 1 1,格长 1 1、

宽 4 8,茎长 10、宽 1 1~ 2 1,通长 52 8 厘米。

重 795克(封三 1;图一 1)。身后部两侧有错

金铭文 2行 8字,为: 我自铸少身之用铍。(图

一 2)铭文刚劲有力,工整秀美,具有春秋战国

之际金文的书写特征。现将铭文释读如下。

我 , 这里可能有两种含义 ,一是作器者

的名字。西周早期有我方鼎 [1]和叔我鼎 [2], 因

这里的 我 与两件西周铜器的作器者年代相

距久远 ,故当非一人。二是铸造者的自称。说

文 我部 说 : 我,施身自谓也。 诗 大雅

常武 : 整我六师。朱熹集传: 我 ,宣王之自

我也。 诗 小雅 白华 : 俾我独兮。朱熹

集传 : 我 ,申后自我也。 文选 班固 西都

赋 : 作我上都。张铣注: 我,天子也。因此,

这里的 我 当是铜铍铸造者的自我称谓。

自铸 , 自 ,自己。铸 ,铸造。

少身 ,应是作器者的谦称。左传 昭公

三十年 : 敞邑之少卿也。杜预注 : 少 , 年少

也。 论语 季氏 : 少之时。皇侃疏 : 少, 谓

三十以前也。 吕氏春秋 知士 记载齐宣王

的话说 寡人少 ,殊不知此 。是 少 有年幼之

义。太玄 玄衡 说: 少,微也。 大戴礼记

文王官人 : 少其所不足。王聘珍解诂: 少 ,

犹薄也。是 少 亦有微薄之义。身 ,身体。故

少身 本是指年幼、微薄的身体之义, 这里当

是作器者的谦称。

铍 ,此字左旁从金,右旁从皮 ,与云梦秦

简 铍 字的构形相似
[3]
,当是铍字。金文 铍 仅

见于五年邦司寇剑铭 冶尹蔑半铍挞剂 [ 4]。此

字 殷周金文集成 释为 [5], 古文字类编

释为铍
[6]
,当以后者为是。说文 金部 : 铍 ,

剑如刀装者。从金,皮声。因此, 铍 应是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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