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的剪刀

杨 毅

关键词：古代 交股剪刀 双股剪刀

剪刀古名铰或铰刀。《释名·释兵》：“封刀、铰刀、削刀，皆随时用作名也。”王先

谦补注：“王启源曰：铰刀本为交刀。剪刀两刀相交，故名交刀耳。”戴同 《六书故》“铰

刃刀也，判以剪。”孙机先生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日用杂品，称之为 “簧剪”
〔１〕
。但

随用途的不同，又可有不同的名称。王琦注：“铰刀，今之剪刀也。”剪刀是人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具，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剪刀的质地、形制、功能也在不断地

发生变化。但到目前为止，还缺乏对古代剪刀的形制及其发展演变的系统研究。据考古

发掘资料可知，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剪刀为西汉早期，剪刀的演变经历了从交股剪刀到

双股剪刀漫长的历史过程。本文拟对目前发现的古代剪刀加以收集和整理并做初步研究。

一 剪刀的类型及年代

考古发现的剪刀，分布地域广袤，迄今在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宁夏、陕

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

１０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所发现。其中在上百件考古发现的剪刀中，多数质地为铁质剪刀，

个别为铜质、银质、铅质和陶质剪刀 （见附表）。

（一）铁剪刀

依据剪刀两股中部的连接方式，可分为二型。

Ａ型：交股剪刀。两股中部无固定连接。依据柄部和刃部的变化，可分为二亚型。

Ａａ型：“”字形。依据柄部和刃部长短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短柄，长刃。广州市淘金坑出土 １件 Ｍ１７∶２５，直背，斜肩，刃部为扁条形，

尖端平直。长 １２８厘米。为西汉早期
〔２〕
（图 １－１）。陕西杜陵陵园出土 １件 Ｋ１∶１８，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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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Ａａ型铁剪刀

１Ⅰ式 （广州淘金坑出土 Ｍ１７∶２５） ２Ⅰ式 （陕西杜陵陵园墓出土 Ｋ１∶１８） ３Ⅰ式 （阳

高古城堡墓出土 Ｍ１５∶Ｔ６－２） ４Ⅰ式 （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出土 Ｍ１∶２６） ５Ⅰ式 （山

西夏县王村出土） ６Ⅰ式 （河南南阳妇幼保健院出土 Ｍ∶１９） ７Ⅰ式 （辽宁朝阳市十二

台乡出土 Ｍ１１８∶１） ８Ⅰ式 （黑龙江海林市羊草沟出土） ９Ⅱ式 （陕西咸阳市马泉镇出

土 Ｍ２∶３） １０Ⅱ式 （湖南资兴县出土 Ｍ３８５∶１６）

前端残。长 ５７厘米。为西汉早期
〔３〕
（图 １－２）。阳高古城堡墓出土 １件 Ｍ１５∶Ｔ６－２，

直背，直刃，整器细长，刀体扁平，尖端斜抹，形制较小。长 １０２厘米。为西汉中晚期
〔４〕

（图 １－３）。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出土 １件Ｍ１∶２６，椭圆柄，长刃，压式。长 １７７厘米。

为东汉中期〔５〕
（图 １－４）。山西夏县王村出土 １件，刃部锋利。长 １１厘米，刃长 ５厘米。

为东汉晚期〔６〕
（图 １－５）。河南洛阳市南昌路出土 １件 ９２ＣＭ１１５１∶１２８，刀后双刃并行，

尖端残。长 １３厘米，刃宽 ３厘米，股宽 ３５厘米。为东汉晚期
〔７〕
。陕西商州市陈塬汉墓

出土 １件 Ｍ１∶１６，长 １９厘米，刃长 ９厘米。为东汉晚期
〔８〕
。河南郑州市东史马村出土

１件 Ｍ３０８，长 ２６厘米，刃长 １２厘米。为东汉晚期
〔９〕
。河南南阳市妇幼保健院出土 １件

Ｍ∶１９，椭圆柄，折肩，弧背，尖刃。残长 １７５厘米。为东晋时期
〔１０〕
（图 １－６）。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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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兴县出土 ９件。大小不一，形制均为交股回环，出土时多残断。柄椭圆，弧背，折肩，

且经锻造。为东晋时期
〔１１〕
。辽宁朝阳市十二台乡出土 １件 Ｍ１１８∶１，残。长 ２２厘米。为

十六国〔１２〕
（图 １－７）。黑龙江海林市羊草沟出土 １件，圆柄，折肩，折背，两刃尖端均残。

刃部残长 ９２厘米。为唐代晚期
〔１３〕
（图 １－８）。

图 ２ Ａｂ型铁剪刀

１河南洛阳烧沟出土 Ｍ１６０∶０３８ ２辽宁朝阳市单店家乡出土 ３湖北宜城市皇城村出

土 ４河南偃师市杏园墓出土 Ｍ１００８∶１６ ５、６辽宁朝阳市双塔区出土 Ｍ２∶４、Ｍ３∶８

７江西瑞昌市人民公园出土 Ｍ１∶１１ ８河北邢台市出土 ９５ＱＸＭ４７∶７ ９陕西西安市西

郊枣园出土 Ｍ６∶２ １０天津市蓟县营房村出土 Ｍ１∶３１ １１辽宁喀左北岭墓出土 Ｍ２∶４

１２山东沂水县出土

Ⅱ式：长柄，短刃。陕西咸阳市马泉镇出土 １件 Ｍ２∶３，直背，短刃，柄断面为圆

形，剪已锈蚀。长 ９３厘米。为西汉中期
〔１４〕
（图 １－９）。湖南资兴县出土 １件Ｍ３８５∶１６，

一端刃部残。刃长 ７５厘米，股长 １３厘米。为南朝
〔１５〕
（图 １－１０）。

Ａｂ型：“８”字形。河南洛阳烧沟出土 ７件。Ｍ１６０∶０３８，弧背，圆形柄，刀体较宽，

柄较细。长 ２６２厘米，刃部长 １１５厘米。为东汉晚期
〔１６〕
（图 ２－１）。辽宁朝阳市单店家

乡出土 １件，位于人骨头部。长 １９７厘米。为十六国
〔１７〕
（图 ２－２）。湖北宜城市皇城村

出土 １件，长 ３２厘米，刃长 １５２厘米。为唐代早期
〔１８〕
（图 ２－３）。河南偃师市杏园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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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１件 Ｍ１００８∶１６，已残朽。长 ２４厘米。为唐代早期
〔１９〕
（图 ２－４）。辽宁朝阳市双塔区

出土 ２件。Ｍ２∶４，锈蚀严重。长 ２０４厘米。Ｍ３∶８，长 ２２４厘米。为唐代中期
〔２０〕

（图 ２－５、６）。湖南安陆县王子山棺床南部出土 １件，刀背饰错金花纹，腐蚀严重。长 ７３

厘米。同墓出土银剪刀 １件。为唐代中期
〔２１〕
。江西瑞昌市人民公园出土 １件 Ｍ１∶１１，齐

头。长 １９厘米。为唐代中晚期
〔２２〕
（图 ２－７）。河北邢台市出土 １件 ９５ＱＸＭ４７∶７，环柄

曲，环呈扁圆形。锈蚀严重。长 ３６厘米。为唐代中晚期
〔２３〕
（图 ２－８）。陕西西安市西郊

枣园出土 １件Ｍ６∶２，柄为圆柱体，刃尾相参，斜刃，至端渐尖。长 ３５２厘米，刃长 １６２

厘米，刃宽 ３２厘米。为唐代晚期
〔２４〕
（图 ２－９）。天津市蓟县营房村出土 １件 Ｍ１∶３１，

出土于草编盒内，两股交叉为弹簧式，短刃呈三角形，中部不用轴心固定，利用铁条本

身的弹力开合剪用。刃长 ９６厘米。为辽代早期
〔２５〕
（图 ２－１０）。辽宁喀左北岭墓出土 １

件 Ｍ２∶４，长 ４０厘米。为辽代中晚期
〔２６〕
（图 ２－１１）。山东沂水县出土 １件，尾部相连

成环状。长 ２５５厘米，刃长 １１５厘米。为金代早期
〔２７〕
（图 ２－１２）。

Ｂ型：双股剪刀。两股中部用铆钉钉连，双环形把。依据刃部和柄部的变化，可分为

三式。

Ⅰ式：长柄，短刃。河南洛阳涧西区墓出土 １件
〔２８〕
，刃宽。为北宋时期 （图 ３－１）。

河北省迁安市开发区出土 １件 Ｍ２∶１，长柄，弧刃，尖端尖。柄呈弯钩状。为金代
〔２９〕

（图 ３－２）。

Ⅱ式：短柄，长刃。辽宁康平县出土 １件，直肩，平头。剪把环勾形。长 ２７厘米，

身宽 ２厘米。为辽代晚期
〔３０〕
（图 ３－３）。

Ⅲ式：柄部和刃部长度大致相同。内蒙古察右后旗种地沟出土 １件，弧肩，尖端弧。

长 ２２厘米。为金代晚期
〔３１〕
（图 ３－４）。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出土 １件 Ｍ３∶９，长 １５８厘

米。为元代早期
〔３２〕
（图 ３－５）。江苏扬州市毛纺织厂古漕河出土 １件 ＹＣＭ∶２６，两片式，

剪把勾形。长 ２５厘米，刃长 １４厘米，刃宽 １９厘米。为元代
〔３３〕
（图 ３－６）。

（二）铜剪刀

仅发现一种形式，形制与Ｂ型Ⅲ式铁剪刀相同。吉林农安县窖藏出 １件 ＮＡｊ５０，残。

长９２厘米。为金代晚期
〔３４〕
。湖北武昌市龙泉山出土 １件ＬＱ北∶３６－１，厚背，长直刃，

“Ｓ”形把。长 ８４厘米，把宽 ４１厘米。为明代早期
〔３５〕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工地墓出

土 １件 Ｍ１∶４，双环形柄。长 １０５厘米。为明代
〔３６〕
。

（三）银剪刀

发现数量不多，但形制多样。湖北安陆县王子山墓出土 １件 Ｍ１∶２１５（图 ４－１），形

制与 Ａｂ型铁剪刀相同。直背。长 ７３厘米。为唐代中期
〔３７〕
。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地区

出土 １件，形制与 Ｂ型Ⅲ式铁剪刀相同。双环形把。残长 ８厘米。为金代
〔３８〕
。河北省迁

安市开发区出土 １件Ｍ３∶５０，形制与Ｂ型Ⅰ式铁剪刀相同。双环形把，刃部较短。长 ７３

厘米。为金代
〔３９〕
。

另外，国外展览馆收藏的 ５件唐代时期的银剪刀
〔４０〕
（没有列入附表），形制与 Ａ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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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Ｂ型铁剪刀

１Ⅰ式 （河南洛阳涧西区墓出土） ２Ⅰ式 （河北省迁安市开发区出土 Ｍ２∶１）３Ⅱ式 （辽

宁康平县出土） ４Ⅲ式 （内蒙古察右后旗种地沟） ５Ⅲ式 （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出土 Ｍ３∶

９） ６Ⅲ式 （江苏扬州市毛纺织厂古漕河出土 ＹＣＭ∶２６）

铁剪刀相同。日本国大和文化馆收藏 １件，两股一股錾刻破式海棠纹，一股錾雀鸟及小

回旋式唐草纹。长 １４８厘米 （图 ４－２）。拉斐扬莫特德收藏 １件，两股，一股錾破式海

棠，一股錾忍冬卷草，股根均刻飞鸟一只。长 １５厘米 （图 ４－３）。卡尔凯波收藏 ２件，两

股，一股饰破式海棠，一股饰小回旋式卷草，刃尾部錾刻飞鸟一只。１件长 １４３厘米，另

１件长 １４６厘米 （图 ４－４）。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 １件 （１５２３９号），两股皆饰

破式海棠瓣，柄部残留链环一节。长 １４８厘米，宽 ４３厘米 （图 ４－５）。剪刀的做工非

常精致，表面刻有精美的花鸟图案。

（四）铅剪刀

仅发现 １件，其形制 与 Ａａ型Ⅰ式铁剪刀相同。新疆吐鲁番出土 １件 ７９ＴＡＭ３８３∶

１１，交股，做工精致。长 １１厘米。为北魏时期
〔４１〕
。

（五）陶剪刀

形制与 Ａｂ型铁剪刀相同。北京大兴县青云店出土 １件 Ｍ１∶１５，泥质灰陶。涅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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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银剪刀

１湖北安陆县王子山墓出土 Ｍ１∶２１５ ２日本

国大和文化馆收藏 ３拉斐扬莫特德收藏 ４

卡尔凯波收藏 ５美国华盛顿佛利

尔美术馆收藏 １５２３９号

图 ５ 陶剪刀

１北京大兴青云店出土 Ｍ１∶１５ ２河

北宣化市出土 Ｍ１０∶５２ ３河北宣化市

出土 Ｍ５∶２９ ４河北宣化市出土 Ｍ２∶

３３

仿实物的 “８字形柄，圆柄，弧背，弧刃，刃前部呈开口状。通长 １９５厘米，宽 ６厘米。

为辽代早期〔４２〕
（图 ５－１）。河北宣化市辽墓出土 ３件，均为泥质。其中 Ｍ１０∶５２，用泥

条捏塑而成。长 １８厘米
〔４３〕
（图 ５－２）。Ｍ５∶２９，用泥条盘筑成 “８”字形，再将两端压

成片状。通长 ２４厘米，宽 ３８厘米 （图 ５－３）。Ｍ２∶３３，长 １８厘米。为辽代晚期 （图

５－４）。

Ａ型交股铁剪刀从西汉时期开始流行，经过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金代早期

还在延续使用。Ａａ型铁剪刀从西汉早期开始出现，直到宋代还有发现。Ａｂ型铁剪刀从

东汉开始出现，直到金代早期还有出土。Ｂ型双股铁铁剪刀从北宋时期开始出现，直到明

代仍在流行，其形制与现代的剪刀大致相同。

二 剪刀的发展与演变

广州淘金坑发现的铁剪刀时代为西汉早期，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剪刀实物，自

此以后，剪刀经历了从交股剪刀到双股剪刀的演进。早期的交股铁剪刀为短柄长刃，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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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并行，没有明显的刃部。制作非常简单，仅用长条形铁片弯曲而成。而到北宋时期，双

股铁剪刀开始出现。这种形制的剪刀是在剪刀的两股中部用铆钉钉连，双环形把，其结

构逐步趋于合理。

交股铁剪刀的出现至少应在西汉早期，由双刀交叉而成，极为简洁。最早的剪刀直

背直刃，刃与剪柄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浑为一体。其后剪刃逐渐突显，形成肩部，并

由斜肩渐弧肩，刃部也由直渐弧，剪柄由扁长渐成圆形，形成变化。此类剪刀数量较多，

成为中国古代剪刀的主流，其流传时代自西汉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辽金，延续时间

较长。

西汉时期的剪刀体现了剪刀较早的形制特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剪刀形制也稍有

变化。

西汉早期流行 Ａａ型Ⅰ式剪刀，呈 “”字形。以广州淘金坑出土 １件Ｍ１７∶２５为其

代表，刃部为扁条形。到了西汉中期，山东莱西县岱野西汉木椁墓出土 １件和
〔４４〕和阳高

古城堡墓出土 １件Ｍ１５∶Ｔ６－２的剪刀直背，直刃，整器细长，刀体扁平，尖端斜抹，形

制较小。保留着此种形制的剪刀还有东汉中期的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所出 Ｍ１∶２６和河

南巩义市新华小区 ２号墓出土１件Ｍ２∶４３
〔４５〕
。东汉晚期的剪刀，河南商州市陈塬村出土

１件和河南郑州市东史马村出土 ６件，还有山西省夏县王村出土 ３件和河南洛阳市南昌

路出土 １件 ９２ＣＭ１１５１∶１２８的剪刀，为此种形制。在西汉中期，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形制

的剪刀，虽与 Ａａ型Ⅰ式剪刀同属交股剪刀。但刃部较短，为 Ａａ型Ⅱ式。如陕西咸阳市

马泉镇出土 １件 Ｍ２∶３。

到了东汉晚期，剪刀已经从 “”字形演变为交股，趋于 “８”字形。形制较原始的

“”字形有所变化，开始出现突显的刃部，刃口也逐渐增长，剪柄圆形，弧背。此种形

制的剪刀出土数量最多，流行的时间从西汉中期直到金代早期还在延续，其形制仍未有

太大的变化。如东汉晚期洛阳烧沟出土 ７件，刀体较宽，柄较细。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行呈 “８”字形的剪刀，如西晋时期，在山东省诸城县出

土 １件Ｍ１∶２１
〔４６〕
。到隋代，在河南安阳墓出土 ８件

〔４７〕
，湖南襄樊市檀溪乡出土 １件。唐

代早期，有浙江余杭市闲林墓出土 １件
〔４８〕和宁夏固原县出 １件

〔４９〕
。到唐代中晚期，安徽

南陵县出土 １件Ｍ４∶６，柄曲呈环状
〔５０〕
。在河北邢台市出土 １件 ９５ＱＸＭ４７∶７

〔５１〕
，江西

瑞昌市人民公园出土 １件Ｍ１∶１１，端部平直
〔５２〕
。到唐代晚期，有湖南益阳市大海圹墓出

土 １件Ｍ２∶２和安徽合肥西郊出土１件。同时期还有河南偃师杏园墓出土１件Ｍ２９０１∶

１６。与此同时期还在延续使用Ａａ型Ⅰ式剪刀，此式剪刀仍然保留着原始的形制。如甘肃

敦煌出土 １件晋代早期的剪刀，此剪刀当时在甘肃敦煌首次发现，可能是从内地传去

的〔５３〕
。南朝时期，在湖南耒阳城关镇出土 １件 Ｍ１９９∶２

〔５４〕和福建政和县出土 １件 Ｍ８３２

∶９
〔５５〕
，同时期湖南长沙市南郊出土 １件

〔５６〕
。到了唐代，黑龙江省海林市羊草沟出土 １件

１１８∶１属于此式剪刀。到了南朝，还有Ａａ型Ⅱ式的剪刀出土，如湖南资兴县 １件 Ｍ３８５

∶１６即为此种形式。

宋辽金时期，“８”字形的剪刀还有少部分的发现，此形剪刀还基本保持着早期剪刀

形制的特点。如江西昌夏公路广昌段出土 １件 Ｍ９∶３
〔５７〕和湖北襄樊市油坊岗出土 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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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背薄刃，刃部饰浅浮雕图案，形状与湖北宜城市皇城村出土的剪刀相同
〔５８〕
。辽代早期，

天津市蓟县营房村出土 １件Ｍ１∶３１，两股交叉为弹簧式，短刃呈三角形，中部不用轴心

固定，利用铁条本身的弹力开合剪用。辽代中期，内蒙古林西县小哈达村出土 １件 ＬＸＭ

∶１７
〔５９〕
。辽代中晚期，辽宁阜新南皂力营子 １号墓出土 １件和辽宁喀左北岭墓出土 １件。

金代早期，山东沂水县城南出土 １件 Ｍ２∶４，刀后双股交叉，尾部相连成环状。此时期

还有个别 Ａａ型Ⅰ式剪刀出土。如宋代的南京张家库墓出土 １件
〔６０〕
。但Ａａ型Ⅱ式到此时

已不复存在。至金代早期以后 Ａｂ型剪刀也不复出现。

北宋时期开始出现另一种新形制的双股剪刀，即 Ｂ型剪刀。此型剪刀在两股中部用

铆钉钉连，双环形把。随着时间的推移，剪刀得柄部出现了从短柄到长柄，刀首从平头

到尖头的变化，最后与现代的剪刀形制相同。

北宋时期，河南洛阳涧西区墓出土的 １件铁剪刀为最早出现的双股剪刀，属于 Ｂ型

Ⅰ式，长柄，短刃。两股相交处加轴，双把环勾形
〔６１〕
。属于此式的剪刀还有金代，河北

省迁安市开发区出土 １件Ｍ２∶１。江苏江阴县长泾公社出土 ２件
〔６２〕和湖北武昌龙泉山出

土 １件北∶３６－２
〔６３〕为明代早期。此种形式的剪刀到明代晚期还在使用，如江苏徐州市富

庶街出土 １件Ｌ１∶１，前端为两个半圆形片状合成圆形稍内凹的刃部，后端弯曲，两两对

称〔６４〕
。北宋时期与Ｂ型Ⅰ式同时存在并延续使用的还有Ｂ型Ⅱ式的剪刀，为短柄，长刃。

如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出土 １件。辽宁康平县出土了属辽代晚期的此式铁剪刀。到金代早

期，开始出现了另一种柄部和刃部长度大致相同的剪刀，为 Ｂ型Ⅲ式。如吉林德惠县后

屯子乡出土 １件 Ｆ１∶２３
〔６５〕和吉林农安县出土 １件 ＮＡｊ５０

〔６６〕
。属于此种形式还有内蒙古

察右后旗种地沟墓出土 １件 Ｍ６∶１，为金代晚期。辽代晚期的此式剪刀，有辽宁康平县

出土 １件和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出土 ３件。内蒙古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区出土 １件Ｍ１∶４
〔６７〕

和江苏扬州市毛纺织厂古漕河出土 １件ＹＣＭ∶２６，为元代早期。此种形式的剪刀到元代

时期还在流行，如四川西昌市杨家山出土 １件
〔６８〕
。

中国古代剪刀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从西汉早期、到东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

期，以交股的铁质剪刀为主，其形制有呈 “”字形和呈 “８”字形的剪刀。宋代是剪刀

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开始出现双股剪刀，剪刀在两股的中部用铆钉钉连，双环形把。此

型剪刀一直延续使用到宋辽金至元明时期，成为剪刀形制的主流。目前我们使用的剪刀，

就是从古代双股剪刀的形制发展而来。但在生活中也还保留有交股剪刀的痕迹，如长夹、

镊子等。

三 剪刀的使用

考古发现的剪刀不仅形制多样，而且有的制作粗糙，有的做工精致。同一时期不同

形制的剪刀有着不同的用途。如用于生活中的剪刀有剪裁衣物的和女工修饰的，主要功

能是利用锋刃剪裁和修饰。铁剪刀是人们生活中的实用品。一般说来，柄长刃短的铁剪

刀是剪裁较硬的物品时使用。柄短刃长的剪刀是剪裁较软的物品时使用的。我国的铁剪

刀目前已知最早出现于西汉。到东汉时期，剪刀用铸铁脱碳钢锻制而成，使剪刀的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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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利而柄部富有弹性。如郑州市博物馆藏东史马村出土的剪刀最有代表，经金相鉴定观

察为锻制品，经柔化处理而成，至今保持一定的弹性
〔６９〕
。

剪刀是剪裁缝纫的主要工具，实际用途是裁剪衣物的用具，在墓葬中经常与熨斗同

时出土。如白沙宋墓的墓室中一幅壁画上就同时出现有剪刀和熨斗
〔７０〕
。用于缝制剪裁的

剪刀，多出于主室中厢。宋尧臣 《宛陵集》，《依韵和宣城张主簿见赠》：“君方佐大邑，美

锦同翦铰。”以铰剪物。陕西西安市杜陵陵园遗址出土的剪刀位置在主室中厢。洛阳烧沟

墓出土 ８件剪刀，其中 ４件被后世扰乱，其他未经扰乱的 ４件出土于人头骨左右。浙江

余杭市闲林墓出土的剪刀，出土于棺床之北端，反面附有布帛痕迹，可知是棺内的东西。

四川昭化县宝轮镇出土 ４件，柄部双股相连成环状，出土时皆在人头骨附近。江苏徐州

市富庶街出土剪刀，前端为两个半圆形片状合成圆形稍内凹的刃部，后端弯曲，应该是

剪裁较厚较硬物品的用具。还有柄长刃短的铁剪刀是剪裁较硬的物品时使用。

形体较小型的剪刀应该是女工用具，其多出土于女性墓中，与女性装饰用品同出。王

先谦 《释名疏证补》引 《东宫旧事》：“太子纳妃，由龙头、金缕交刀四。”广东淘金坑出

土的剪刀与镊子和铜镜锈蚀粘连在一起，上面有绢、绳残留，推知原来用绳缚连，再以

绢帛包裹盛于漆盒中，其结构与缝织用的剪刀相同，但实际上是应是美容用具。陕西咸

阳市马泉镇出土的剪刀，出土时上粘附竹丝痕迹，其上粘附一层褐底红彩漆皮，剪背面

留有细密的布帛类朽痕，可见，铁剪刀是用布帛类织物包裹置于漆盒内，同出的还有镊

子、耳勺、铜镜。漆盒为竹胎，外髹褐色漆，又以红漆描绘出精美的图案，应该是作为

女工用具随葬于墓中。四川昭化县宝轮镇出土 ４件剪刀，皆在人头骨附近，同墓出土了

髻饰、银环和各种颜色的琉璃珠及炭精饰品。河南南阳市妇幼保健院墓与剪刀同出土的

还有手镯、银钗和银指环等饰品，这也是东晋时期大中型墓中常见的饰品。十六国时期

辽宁朝阳市出土剪刀的墓主为女性，随葬有铜镜、指环和鎏金饰品等。河南巩义市新华

小区 Ｍ１出土剪刀的墓主是女性，同墓出土了铁镜、漆盒、漆耳杯和水晶琥珀项链等女装

用品，同墓还出有一件用纺织物扎束的小扫帚。河北邢台唐墓中与剪刀同出土的还有银

钗、骨钗、铜镊和象鼻形铜饰等。湖南襄樊市檀溪乡与铁剪刀同出的有玉簪、丝绸护头、

铜镜等女装用品。辽宁阜新南皂力营子 １号墓主为女性，墓中同出的随葬品有鎏金的银

戒指和银手镯，还有玛瑙管、玛瑙珠和鎏金小铜坠等。从以上可以看出，剪刀的功用与

美容装饰有着密切的关系。

铜质、银质和铅质的剪刀，造型美观，线条圆滑，没有锋利的刃部，但和铁剪刀的

样式相同。新疆吐鲁番出土铅剪刀，做工精致，与铅质的尺、熨斗同出，虽为冥器，但

确是现实生活中一套女工用具的缩影。宣化市出土的陶剪刀圆弧背、圆弧刃，明显是作

为冥器随葬于墓中的 。

剪刀虽小，但它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

古代的剪刀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们祖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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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古代剪刀统计表 （长度单位：厘米）

序号 出土地点 时代 件数质地 尺寸 形制 资料出处

１ 广州市淘金坑 西汉早期 １ 铁 长 １２８ 交股 考古学报 １９７４１

２ 陕西西安杜陵陵园遗址 西汉早期 １ 铁 残长 ５７ 交股 汉杜陵陵园遗址

３ 山东莱西县岱野墓 西汉中期 １ 铁 长 ７３、刃长 ４３ 交股 文物 １９８０１２

４ 陕西咸阳市马泉镇 西汉中期 １ 铁 长 ９３ 交股 文博 ２００６６

５ 阳高古城堡汉墓 西汉中晚期 ２ 铁 １件长 １０６ 交股
先秦西汉铁器的考古学

研究

６ 河南巩义县新华小区 东汉中期 １ 铁 长 １７７ 交股 华夏考古 ２００１４

７ 河南巩义县新华小区 ２号墓 东汉中期 １ 铁 长 ２０ 交股 华夏考古 ２００３３

８ 河南商周市陈塬村 东汉晚期 ２ 铁
长 ２３、刃长 １０，

长 １、刃长 ９
交股 文博 ２００３１

９ 河南洛阳市烧沟墓 东汉晚期 ７ 铁 １件长 ２６２、刃长 １１５交股 洛阳烧沟汉墓

１０河南郑州市东史马村 东汉晚期 ６ 铁 １件长 ２６、刃长 １２ 交股 考古学集刊 １

１１山西夏县王村 东汉晚期 ３ 铁 １件长 １１、刃长 ５ 交股 文物季刊 １９９５１

１２河南洛阳市南昌路兴隆新村 东汉晚期 １ 铁 长 １３、刃长 ３ 交股 中原文物 １９９５１

１３浙江武义陶器厂 三国晚期 铁 长 ２２５ 交股 考古 １９８１４

１４山东诸城县西公村 西晋 １ 铁 长 ２０、刃长 ９ 交股 考古 １９８５１２

１５甘肃敦煌佛爷庙 晋代早期 ３ 铁 １件长 ２１ 交股 考古 １９７４３

１６河南南阳妇幼保健院 东晋 １ 铁 长 １７５ 交股 中原文物 １９９７４

１７广东始兴县 东晋 ９ 铁 交股 考古学集刊 ２

１８辽宁朝阳市 十六国 ２ 铁 长 ２２，长 １９７ 交股 北方文物 １９８６３

１９湖南耒阳市城关镇 南朝 １ 铁 刃长 ８４、股残长 ８ 交股 考古学报 １９９６２

２０湖南资兴县 南朝 １ 铁 刃长 ７５、股残长 １３ 交股 考古学报 １９８４３

２１福建政和县 南朝 １ 铁 长 ２０５ 交股 文物 １９８６５

２２湖南长沙市南郊 南朝 １ 铁 残长 １８ 交股 考古 １９６５５

２３四川昭化县宝伦镇 南北朝 ４ １件长 １５５、刃长 ９３交股 考古学报 １９５９２

２４山东临淄市 北朝 １ 铁 长 ２８５、刃长 １４３ 交股 考古学报 １９８４２

２５新疆吐鲁番 北魏 １ 铅 长 １１ 交股 文物 １９９４２

２６湖北襄樊市檀溪乡 隋代 １ 铁 长 ３２ 交股 江汉考古 ２０００２

２７河南安阳市隋墓 隋代 ８ 铁 １件长 ３４、刃长 １６５ 交股 考古学报 １９８１３

２８浙江余杭市闲林镇 唐代早期 １ 铁 长 ２９ 交股 考古通讯 １９５８６

２９宁夏固原县 唐代早期 １ 铁 残长 ２４ 交股 文物 １９９３６

３０湖北宜城市皇城村 唐代早期 １ 铁 长 ２３、刃长 １５２ 交股 考古 １９９６１１

３１吉林永吉县杨屯大海猛 唐代早期 １ 铁 长 ２７ 交股 考古 １９９６８

３２河南郑州市上街区 唐代早期 １ 铁 长 ２４ 交股 偃师杏园唐墓

３３河南偃师市杏园墓 唐代早期 ３ 铁 １件长 ２４ 交股 考古学集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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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土地点 时代 件数质地 尺寸 形制 资料出处

３４湖北安陆县王子山 唐代中期 １ 铁 长 ９３ 交股 文物 １９８５２

３５湖北安陆县王子山 唐代中期 １ 银 长 ７３ 交股 文物 １９８５２

３６辽宁朝阳市双塔区 唐代中期 １ 铁 长 ２０４、刃长 ２２４ 交股 文物 １９９７１１

３７河北临城县 唐代中期 １ 铁 长 ３３５、刃长 ６５ 交股 文物 １９９０５

３８安徽南陵县 唐代中晚期 １ 铁 长 ３０４、刃长 １４４ 交股 考古 １９９４４

３９河北邢台市 唐代中晚期 １ 铁 长 ３６ 交股 考古 ２００４５

４０江西瑞昌市人民公园 唐代中晚期 １ 铁 长 １９ 交股 南方文物 １９９５３

４１河南偃师市杏园墓 唐代晚期 ５ 铁 １件长 ２４ 交股 偃师杏园唐墓

４２陕西西安市西郊枣园 唐代晚期 １ 铁 长 ３５２、刃长 １６２ 交股 文博 ２０００１２

４３湖南益阳区 唐代晚期 ２ 铁 １件长 ３４、刃长 １５ 交股 考古 １９９４９

４４黑龙江海林市羊草沟墓地 唐代晚期 １ 铁 刃长 ９２ 交股 北方文物 １９９８３

４５安徽合肥市西郊 南唐 １ 铁 长 １５５ 交股 文物参考料 １９５８３

４６江西昌夏公路广昌甘竹镇 北宋 ２ 铁 １件长 ２９ 交股 南方文物 １９９４４

４７湖北襄樊市油坊岗 北宋 １ 铁 交股 考古 １９９５５

４８河南洛阳市涧西区墓 北宋 １ 铁 交股 考古通讯 １９５７２

４９南京市张家库墓 宋代 １ 铁 交股 华夏考古 ２００１２

５０河南方城县盐店庄村 宋代 ２ 铁 双股 文物参考料 １９５８１１

５１天津市蓟县营坊村 辽代早期 １ 铁 长 ２４、刃长 ９６ 交股 北方文物 １９９２３

５２北京市大兴青云店 辽代早期 １ 陶 长 １９５ 交股 考古 ２００４２

５３辽宁朝阳市前窗户村 辽代早期 １ 铁 长 ３８、刃长 ２８ 交股 文物 １９８０１２

５４河北宣化市辽墓 辽代早期 １ 陶 长 １８ 双股 宣化辽墓

５５内蒙古林西县小哈达 辽代中期 １ 铁 长 ３０、刃长 １５ 交股 考古 ２００５７

５６内蒙古赤峰市 辽代中期 １ 铁 残长 ２２５ 交股 北方文物 １９９０４

５７辽宁阜新县南皂力营子 １号墓 辽代中晚期 １ 铁 长 ２４、刃长 ４５ 交股 辽海文物学刊 １９９２２

５８辽宁喀左北岭 辽代中晚期 １ 铁 长 ４０、刃长 １７ 交股 辽海文物学刊 １９８６创刊号

５９内蒙古扎鲁特旗区 辽代中晚期 １ 铁 长 ２２８、刃长 １０４ 交股 考古 ２００３１

６０河北宣化市辽墓 辽代晚期 ３ 陶 长２１５，长 １８，长 １２５双股 宣化辽墓

６１河北宣化市下八里村 辽代晚期 １ 陶 长 １８ 交股 文物 １９９５２

６２辽宁康平县 辽代晚期 １ 铁 长 ２７ 双股 北方文物 １９８８４

６３吉林德惠县后屯子乡 金代早期 ２ 铁 １件长 ２３、刃长 １２４ 双股 考古 １９９３８

６４山东沂水县 金代早期 １ 铁 长 ２５５、刃长 １１５ 交股 考古学集刊 １１

６５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地区 金代 １ 银 残长 ８ 双股 内蒙古考古与文物 １９８１１

６６河南迁安市开发区 金代 １ 铁 双股 北方文物 ２００２４

６７河南迁安市开发区 金代晚期 １ 银 长 ７３ 双股 北方文物 ２００２４

６８吉林农安县 金代晚期 １ 铜 长 ９２ 双股 文物 １９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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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土地点 时代 件数质地 尺寸 形制 资料出处

６９内蒙古察右后旗种地沟墓 金代晚期 ２ 铁 １件长 ２２ 双股 内蒙古考古与文物 １９９７１

７０内蒙古元上都砧子山区 元代早期 ２ 铁 １件长 １０ 双股 内蒙古考古与文物 １９９２１

７１河北磁县南开河村 元代早期 ３ 铁 ２件长 ２２，长 １５８ 双股 考古 １９７８６

７２江苏扬州古漕河 元代 １ 铁 长 ２５、刃长 １４ 双股 考古 １９９２１

７３四川西昌市杨家山 元代晚期 １ 铁 长 ２０９ 双股
考古 １９９２１

文物资料丛刊 １０

７４江苏江阴县长泾公社 明代早期 ２ 铁 长 １０６，长 １１８ 双股 文物 １９９７２

７５湖北武昌市龙泉山 明代早期 １ 铁 长 ５６ 双股 文物 ２００３２

７６湖北武昌市龙泉山 明代早期 １ 铜 长 ８４ 双股 文物 ２００３２

７７南京市雨花台板桥墓地 明代 １ 铜 长 １０５ 双股 华夏考古 ２００２２

７８江苏徐州市富庶街 明代晚期 １ 铁 长 １８６ 双股 考古学报 ２００４３

注 释

〔１〕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 ３４６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２〕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４年第 １期第 １４５页。

〔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第 ７８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４〕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 ２６８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

古》２００１年第 ４期第 ３３页。

〔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博物馆：《夏县王村东汉墓地的勘查与发掘》，《文物季刊》１９９５年第 １期

第 ５页。

〔７〕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南昌路东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１９９５年第 ５期第 １７页。

〔８〕王昌富：《商州陈塬汉墓清理简报》，《文博》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第 ３页。

〔９〕郑州市博物馆：《郑州近年发现的窖藏铜、铁器》，《考古学集刊》第 １集第 １７７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１０〕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南阳市妇幼保健院东晋墓》，《中原文物》１９９７年第 ４期第 ５６页。

〔１１〕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２集第 １１３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１２〕李宇峰：《辽宁朝阳两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１９８６年第 ３期第 ２３页。

〔１３〕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海林市羊草沟目的的发掘》，《北方文物》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第 ２８

页。

〔１４〕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马泉镇西汉空心砖墓清理简报》，《文博》２０００年第 ６期第 １０页。

〔１５〕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朝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４年第 ３期第 ３３５页。

〔１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第 １８８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１７〕同注 〔１２〕。

〔１８〕张乐发：《湖北宜城市皇城村出土唐代文物》，《考古》１９９６年第 １１期第 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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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第 １６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２０〕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双塔区唐墓》，《文物》１９９７年第 １１期第 ５１页。

〔２１〕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县博物馆：《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１９８５年第 ２期第 ８３页。

〔２２〕瑞昌市博物馆：《江西瑞昌丁家山唐墓群清理简报》，《南方文物》１９９５年第 ３期第 １７页。

〔２３〕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２００４年第 ５期第 ３８页。

〔２４〕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枣园唐墓清理简报》，《文博》２００１年第 ２期第 ３页。

〔２５〕赵文刚：《天津市蓟县营房村辽墓》，《北方文物》１９９２年第 ３期第 ３９页。

〔２６〕武家昌：《喀左北岭辽墓》，《辽海文物学刊》１９８６年创刊号第 ３２页。

〔２７〕孔繁刚、宋贵宝、秦搏：《山东沂水县金代墓葬》，《考古学集刊》第 １１集第 ３０８页，中国大百科

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２８〕蒋若是：《洛阳古墓中的铁质生产工具》，《考古》１９５７年 ２期第 ８１页。

〔２９〕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安市文物管理所：《河北省迁安市开发区金代墓葬发掘清理报告》，《北方文

物》２００２年第 ４期第 ２６页。

〔３０〕张少清：《辽宁康平发现的契丹、廖墓概述》，《北方文物》１９８８年第 ４期第 ３６页。

〔３１〕乌兰察布博物馆、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文物管理所：《察右后旗种地沟墓地发掘简报》，《内

蒙古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７年第 １期第 ７３页。

〔３２〕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南开和村元代木船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７８年第 ６期第 ３８８页。

〔３３〕扬州博物馆：《江苏扬州市毛纺织厂古漕河遗址调查》，《考古》１９９２年第 １期第 ５５页。

〔３４〕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１９８８年第 ７期第 ７４页。

〔３５〕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

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 ２期第 ４页。

〔３６〕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两座明墓的清理简报》，《华夏考古》２００１年 ２期第 ６页。

〔３７〕同注 〔２１〕。

〔３８〕田广金：《四子王旗红格尔地区金代遗址和墓群》，《内蒙古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１年第 １期第 １０２页。

〔３９〕同注 〔２９〕。

〔４０〕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１６７页，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４１〕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１９９４年第 ２期第 ７５

页。

〔４２〕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兴区青云店辽墓》，《考古》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第 １８页。

〔４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４１页。

〔４４〕烟台地区文物管理、莱西县文化馆：《山东莱西县岱野西汉木椁墓》，《文物》１９８０年 １２期第 ７页。

〔４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二号墓发掘简报》，《华夏

考古》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第 ２５页。

〔４６〕诸城县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１９８５年第 １２期第 １１１４页。

〔４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８１年第 ３期第 ３６９

页。

〔４８〕牟永抗：《浙江余杭闲林唐墓的发掘》，《考古》１９５８年第 ６期第 ５４页。

〔４９〕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１９５９年第 ２期第 １０９页。

〔５０〕石谷风、马人权：《合肥西郊南唐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８年第 ３期第 ６５页。

〔５１〕同注 〔２３〕。

〔５２〕同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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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考古》１９７４年第 ３期第 １９１页。

〔５４〕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考古学报》１９９６年第 ２期第 ２３７页。

〔５５〕福建省博物馆、政和县文化馆：《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文物》１９９０年第 ５期第 ４６页。

〔５６〕湖南省博物棺：《长沙南郊的两晋南朝隋代墓葬》，《考古》１９６５年第 ５期第 ２２５页。

〔５７〕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广昌县博物馆：《昌夏公路广昌段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１９９０

年第 ４期第 １页。

〔５８〕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油坊岗七座宋墓》，《考古》１９９５年第 ５期第 ４０７页。

〔５９〕王刚：《内蒙古林西县小哈达辽墓》，《考古》２００５年第 ７期第 ９２页。

〔６０〕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博物院：《华东区两年来生产建设中出土文物简介》，《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４

年第 ４期第 １３页。

〔６１〕同注 〔２８〕。

〔６２〕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县出土明代医疗器具》，《文物》１９７７年第 ２期第 ４０页。

〔６３〕同注 〔３５〕。

〔６４〕徐州博物馆：《徐州富庶街明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第 ３５７页。

〔６５〕同注 〔３４〕。

〔６６〕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１９８８年第 ４期第 ７４页。

〔６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多伦县文物管理站：《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区墓葬

发掘报告》，《内蒙古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９年第 ２期第 ９２页。

〔６８〕刘世旭、王兆琦：《四川西昌市杨家山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 １０集第 ５１页。

〔６９〕韩汝玢：《郑州东史马东汉剪刀与铸铁脱碳钢》，《中原文物》１９８３年特刊。

〔７０〕宿白：《白沙宋墓》第 ２７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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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中国古代的剪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