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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牙璋的年代及反映的夏史痕迹 *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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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牙璋是夏代、夏王朝、夏部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玉器。目前在近 40 个地点发现的牙璋，埋藏年代大致

在公元前 1850 ～前 476 年之间。其中，制作年代最早、形制最为原始的牙璋是中原地区的新砦期牙璋。中原以外

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制作的牙璋，大多是在公元前 1600 ～前 1530 年前后从中原地区传播出去的，这可能与

夏王朝灭亡前后以及与“夏社”被铲除前后的历史有关。三星堆文化继承了中原地区夏部族使用牙璋的传统，并发

展成为古蜀国国家层面的祭器。

KEYWORDS: Yazhang blade, Xia Dynasty, Xinzhai phase, Erlitou, Sanxingdui
ABSTRACT: Yazhang blade was a characteristic type of jade objects that were u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Xia 

Dynasty by the Xia ethnic group. There are more than 40 locations where the discoveries of yazhang blades were reported, 
covering the time frame from 1850 to 476 BCE. In this assemblage, the yazhang blades that dated to the Xinzhai phase and 
show primitive forms were the earliest exampl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The yazhang blades that were found beyon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Erlitou perod might have been transmitt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within the limited time range 
between 1600 and 1530 B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ransmission might have been related to the dawn of the overthrow 
of the Xia dynasty and the related removal of the Xiashe (Ancestory temple of the Xia). Later the Sanxingdui culutr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using yazhang blad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ransformed the jade objects into one element of the ritual 
paraphernalia for royal sacrificial ceremonies.

学术界对夏代、夏文化的实质性探索，已

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分布在

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及其前身是夏文化，二里头

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邑。只是目前尚未发现有

如殷墟甲骨文证明商王朝世系那样的文字资

料。所以，夏代、夏王朝仍然在探索之中，夏

史还存在着许多谜团需要揭示。

笔者认为，考古发现的玉牙璋与夏史有着

密切的关系。牙璋可能是解开迷茫夏史的一种

重要物证。探讨牙璋与夏史的有关问题，首先需

要明确牙璋的年代问题。如果牙璋的年代问题不

能明确，那么与牙璋有关的其他问题很难谈得清

楚。本文将着重分析各地发现的牙璋的年代问

题，在此基础上探索牙璋所反映的夏史史迹。

一、牙璋的埋藏年代分析

目前在近 40 个地点发现了牙璋。这些牙璋

的埋藏年代各不相同。欲探讨这些牙璋是否与

夏史有关，首先需明确这些牙璋的埋藏年代。

下面对考古发现的牙璋进行简要的分析。

1．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 1 件墨玉牙璋（图

一，1）[1]，属新砦期，埋藏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850 ～前 1750 年之间 [2]。还有 1 件青玉牙璋残

件柄部，其年代可能接近而略晚。

2．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 1 件牙璋（图一，2）[3]，

属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即早于二里头文

化三、四期，测定的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

的 5 个木炭样本，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930 ～前

＊ 本文系“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学科群招标课题（项目编号：YHXXKQ-20200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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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牙璋

1.花地嘴遗址  2.东龙山遗址  3～ 5.二里头文化三期 M6:8、M3:4、M3:5  6. 二里头文化四期  7.望京楼遗址  8.杨庄遗址

9. 陈村遗址  10. 安阳小屯 M5:579  11. 南阳月河左庄村  12. 侯马晋国盟誓遗址  13、15. 大范庄遗址 

14. 上万家沟村遗址  16、17. 罗圈峪村遗址

15 1716

1680 年之间。据此推测东龙山遗址牙璋的埋

葬年代可能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在公元前

1750 ～前 1680 年之间。

3． 河 南 偃 师 二 里 头 遗 址 三 期 3 件 牙 璋

（图一，3[4]、4、5[5]），埋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610 ～前 1560 年。

4．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期 1 件牙璋（图

一，6）[6]，埋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560 ～前

1530 年之间。

5．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采集的 1 件牙璋（图

一，7）[7]，埋藏年代不明。

6．河南郑州杨庄遗址采集的 1 件牙璋（图

论牙璋的年代及反映的夏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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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8]，埋藏年代不明。

7．河南许昌大路陈村遗址 1 件牙璋（图一，

9）[9]，出自一座墓葬中，该墓同出青铜器、玉

器和石器，青铜器的特征表明其埋葬年代属二

里冈文化上层。

8．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牙璋，残存牙璋柄

端部分 [10]，属二里头文化时期。

9．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M5:579 牙璋（图一，

10）[11]，系牙璋残断后的前半部分，埋葬年代

为商代晚期武丁时期。

10．河南南阳月河左庄村遗址一号墓出土

的 1 件牙璋（图一，11）[12]，上部残断并被磨

成平刃，出自春秋晚期墓中，埋葬年代为春秋

晚期。

11．山西侯马晋国盟誓遗址出土 1 件牙璋

（图一，12）[13]，系早期牙璋改制利用，埋藏年

代为春秋时期。 

12．山东东部地区发现有 8 件牙璋。其中临

沂大范庄遗址 2 件牙璋（图一，13、15）[14]，为

采集征集品，埋藏年代不明。

13．五莲石场乡上万家沟村遗址 1 件牙璋

（图一，14）[15]，为采集征集品，埋藏年代不明。

14．沂南罗圈峪村 4 件牙璋，分别为一牙

牙璋、一扉二鉏牙牙璋、二牙牙璋（图一，16、

17）[16]，另 1 件残剩柄端局部，均为采集，据

同出器物判断埋藏年代可能在二里头文化四期

之后，即公元前 1530 年之后。

15．海阳司马台遗址 1 件牙璋（图二，1）[17]，

为采集征集品，埋藏年代不明。与这件牙璋一

同出土的还有 1 件玉牙璧、1 件有领玉璧，有

领玉璧套在玉牙璧内可组成一套器物使用。据

两件玉璧的年代可以推测司马台牙璋的埋藏年

代，不会早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即不会早于公

元前 1560 年。

16. 陕北神木石峁牙璋，数量较多。早年流

出海外的一批牙璋，埋藏年代不明。1976 年征

集的 28 件牙璋有多种形制，主要的可分为四种，

分别为一牙牙璋（图二，2），一扉棱多鉏牙牙璋

（图二，3）[18]、一扉棱多鉏牙叉刃牙璋（图二，4），

一扉棱多鉏牙刻划线纹牙璋（图二，5）[19]，埋

藏年代也不明。2012 年以来发掘石峁遗址又新

出土了牙璋，其中公布了 1 件牙璋柄部残件 [20]。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在石峁遗址发现的牙璋中，

不见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牙璋，这显示石峁遗址

一带牙璋的出现时间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前，

即在公元前 1560 年之前。

17．甘肃积石山新庄坪遗址 1 件牙璋（图二，

6）[21]，20 世纪 70 年代出土后征集，已残断并

遭改制，埋藏年代不明。

18．甘肃清水县征集的 1 件牙璋（图二，7）[22]，

早年出自西周时期遗址后征集，已残断并遭改

制，埋藏年代不明。

19．湖北荆州沙市汪家屋场遗址 2 件牙璋，

一件为一牙叉刃牙璋（图二，8）[23]，另一件为

一扉棱二牙牙璋并残断（图二，9）[24]，这两件

牙璋的牙部形制较为别致，均为采集品，埋藏

年代不明。

20．湖北黄陂钟分卫湾遗址 1 件牙璋（图二，

10）[25]，出自钟分卫湾遗址 M1 墓中，下部可

能已遭改制。该墓年代为商末。这件牙璋的埋

葬年代为商末。

21．湖南石门桅岗遗址 1 件牙璋（图二，

11）[26]，出自 M1 墓葬中。该墓是商代遗存。

这件牙璋的埋葬年代在商时期。

22．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几批牙璋。

1929 年在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中出土了几

件，有的牙璋的形制（图二，12[27]、13[28]）与

二里头遗址四期牙璋的相同，但埋藏年代可能

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29]。

23．三星堆遗址附近高骈乡机制砖瓦厂 1

件牙璋（图二，14）[30]，其下部已残断而改制，

埋藏年代在商代晚期后段 [31]。

24．三星堆遗址一号与二号祭祀坑出土一

批牙璋，形制多样（图二，15 ～ 21）[32]，埋藏

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至四期 [33]，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前 1100 年前后。

25．成都金沙遗址牙璋，数量众多，形式

复 杂（ 图 二，22 ～ 24 ；图 三，2、12）[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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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牙璋

1. 司马台遗址  2 ～ 5. 石峁遗址  6. 新庄坪遗址  7. 清水县  8、9. 汪家屋场遗址  10. 钟分卫湾遗址  11. 桅岗遗址 

12、13. 月亮湾燕家院子  14. 高骈乡机制砖瓦厂  15 ～ 21. 三星堆祭祀坑  22 ～ 24. 成都金沙遗址

论牙璋的年代及反映的夏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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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牙璋

1. 大湾遗址  2、12. 成都金沙遗址  3、4. 虎林山遗址  5. 眉力遗址  6、7. 越南雄仁遗址 

8. 红花岭山岗遗址  9. 村头遗址  10. 拱桥岭遗址  11. 龙穴遗址  13、14. 越南冯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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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跨度较大。埋藏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100 年前

后～前 850 年之间 [35]。

26．福建漳州虎林山遗址墓葬中出土 2 件

石牙璋（图三，3、4[36]），埋葬年代在商时期。

27．漳浦眉力遗址 1 件牙璋（图三，5）[37]，

埋藏年代不明。

28．广东东莞村头遗址石牙璋（图三，9）[38]，

埋藏年代在商时期。

29．曲江拱桥岭遗址石牙璋（图三，10）[39]，

埋藏年代不明。

30．增城红花岭山岗遗址石牙璋（图三，8）[40]，

埋藏年代不明。

31．中山龙穴遗址石牙璋（图三，11）[41]，

埋藏年代不明。

分析，目前所知这些牙璋的埋藏年代，大致从

新砦期至春秋晚期，即目前发现的牙璋的埋藏

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850 ～前 476 年之间。

二、牙璋形制的演化及牙璋制作年代的推定

牙璋的形制演化，主要依据形制特征及年

代早晚关系进行分析。由于早期制作的牙璋经

常埋藏于晚期，为牙璋形制演化分析带来一定

的困难。然而，依据同形制的牙璋最早埋藏年

代以及各种不同形制牙璋的最早埋藏年代的排

比分析，按照早晚顺序与形制特征，可以分析

出牙璋的形制演化情况，进而可以推定各种形

制牙璋的大致的制作年代。

32．香港

大湾遗址牙璋

（图三，1）[42]，

埋 藏 年 代 可

能 在 商 周 时

期。

33．越南

北部的永富省

冯原遗址牙璋

（ 图 三，13、

14）[43]，埋藏

年代可能在商

周时期。

34．越南

北 部 的 永 富

省佳唐村雄仁

（ Xom Ren ）

遗址牙璋（图

三，6、7）[44]，

埋葬年代可能

在商周时期。

根 据 以

上 对 已 发 现

牙 璋 的 埋 藏

年 代 的 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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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需要运用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方

法进行研究。既要遵循早期考古学单位的牙璋

早于晚期考古学单位的牙璋的原则，也要遵循

早期牙璋可以出自晚期考古学单位、晚期牙璋

不可能出自早期考古学单位即早期考古学单位

不可能见到晚期牙璋的原则。这是考古学研究

不同形制牙璋的相对年代关系的基本方法。分

析过程中首先需要使用可靠、明确、科学的考

古发掘资料，确立一组分析牙璋年代的典型器

物以及一个牙璋演化的序列，作为分析判断其

他牙璋的依据或坐标。下面将运用这一方法，

依据牙璋的形制特征及年代早晚关系，分几个

步骤，分析各地发现的牙璋形制的演化及制作

年代。

1. 中原及邻近地区埋藏年代明确的完整牙

璋的形制演化及制作年代分析

目前在中原及邻近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的

埋藏年代明确的完整牙璋，主要有巩义花地嘴、

商洛东龙山、偃师二里头牙璋。将这些牙璋按

照年代早晚顺序排列，就可以看到这些牙璋形

制演化的大致情况，并且可以推定不同形制牙

璋的大致制作年代，建立起分析判断其他牙璋

的坐标。

如由巩义花地嘴牙璋、商洛东龙山牙璋、

二里头三期牙璋、二里头四期牙璋的埋藏年代

及其早晚顺序，可以看出牙璋形制发展的早期

演变特征。其演化特点以牙璋两侧边的扉牙体

现得最为清晰。即由巩义花地嘴牙璋的不明显

的三角状凸牙（图一，1），发展为商洛东龙山

牙璋横向凸出的一牙（图一，2），又发展为二

里头三期牙璋的双牙鉏牙及双扉棱鉏牙（图一，

3 ～ 5），再发展为二里头文化四期牙璋的密集

型扉棱鉏牙（图一，6）。

牙璋 鉏牙 的 演 化特点还显示，埋葬年代

同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 3 件牙璋，其中二里头

73YLⅢKM6:8 牙璋的扉牙形制可能早于其他 2 件。

由于这几件牙璋的埋藏年代是明确的，所

以根据埋藏年代以及形制特征与演化规律，可

以推定他们的制作年代。

如巩义花地嘴牙璋的制作年代不会晚于商

洛东龙山的即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也就是

不晚于公元前 1750 年 ；巩义花地嘴牙璋属新砦

期，新砦期年代的上限约为公元前 1850 年。

由此可推定花地嘴牙璋的制作年代在公元前

1850 ～前 1750 年间。

商洛东龙山牙璋的制作年代在新砦期之后

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前，即在公元前 1750 ～前

1680 年之间。

二 里 头 三 期 3 件 牙 璋 的 制 作 年 代 在 二

里 头 文 化 一 期 之 后 至 四 期 之 前， 即 在 公

元 前 1680 ～ 前 1560 年 之 间。 其 中 二 里 头

73YLⅢKM6:8 牙 璋 的 形 制 偏 早， 有 可 能 制 作

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即公元前 1680 ～前 1610

年之间。而二里头 80YLⅤM3:4 牙璋与二里头

80YLⅤM3:5 牙璋的形制偏晚，可能制作于二里

头文化三期，即公元前 1610 ～前 1560 年之间。

二里头四期牙璋的制作年代在二里头文化

四期，即公元前 1560 ～前 1530 年之间。

以上由巩义花地嘴牙璋、商洛东龙山牙璋、

二里头三期牙璋、二里头四期牙璋的埋藏年代

及其早晚顺序分析形成的牙璋演化序列与特征，

是分析其他牙璋年代的重要依据。

此外，殷墟妇好墓牙璋（图一，10），埋葬

年代在武丁晚期，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前后。

但是，这件牙璋是残断牙璋的前半部分，是早

期作品的残件再利用，表明至商代晚期，中原

地区已不制作牙璋，而是利用或改制早期的牙

璋。还有南阳月河左庄村一号墓出土的 1 件牙

璋（图一，11），埋葬年代为春秋晚期，其上部

残断并被磨成平刃，也是早期作品的残件再利

用。这 2 件牙璋都是遗玉再利用，自然不能作

为分析牙璋演化的典型器物。

2. 中原及周边地区埋藏年代不明的牙璋的

制作年代分析

以上分析巩义花地嘴牙璋、商洛东龙山牙

璋、二里头三期牙璋、二里头四期牙璋所揭示

的牙璋形制演化系列及其特点，以及明确的每

件牙璋的制作年代，为分析其他埋藏年代不明

论牙璋的年代及反映的夏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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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牙璋的制作年代，提供了依据。只需将埋藏

年代不明的牙璋形制与这一牙璋形制演化系列

及其每件牙璋的特点进行比较，就可以大致推

定其制作年代。

郑州杨庄牙璋（图一，8）的扉棱鉏牙与二

里 头 文 化 三 期 80YLVM3:4 与 80YLVM3:5 两 件

牙璋的接近而略显偏晚，但两阑之间的平行凹

凸细线刻纹与窄长器身的特点与二里头文化四

期牙璋接近，可推定杨庄牙璋的制作年代在二

里头文化四期。

新郑望京楼牙璋（图一，7）的形制与二里

头文化四期牙璋的接近，可推定两者制作年代

同时。

许昌大路陈村牙璋（图一，9），虽然出自

商代墓中，但其形制与二里头四期牙璋的接近，

且上端已经残断被改制，推定其原制作年代也

在二里头文化四期。

山东东部 8 件牙璋，4 件为一牙牙璋（图一，

14、15 ；图二，1），其形制与商洛东龙山牙璋

的相同，制作年代大致同时，在二里头文化一期。

沂南罗圈峪村一扉二鉏牙牙璋（图一，16）

与二牙牙璋（图一，17）的形制介于东龙山牙

璋与二里头三期牙璋之间。其中罗圈峪村一扉

二鉏牙牙璋的形式可能是由一牙牙璋向二牙牙

璋演化的中间形态，而罗圈峪村二牙牙璋也似

乎还比石峁一扉棱多鉏牙牙璋的形制原始些。

故推测罗圈峪村一扉二鉏牙与二牙牙璋可能制

作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偏早阶段。

临沂大范庄 1 件四牙牙璋（图一，13），牙

部磨损严重，特征不明，推测其制作年代不会

早于罗圈峪村一扉二鉏牙与二牙牙璋，可能也

制作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石峁的牙璋，有多种形制。其中，一牙牙

璋（图二，2）的形制与东龙山牙璋的相同，制

作年代大致同时。一扉棱多鉏牙牙璋（图二，3），

目前不见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形制比二

里 头 文 化 三 期 的 80YLVM3:4 与 80YLVM3:5 牙

璋的形制原始，推测其制作年代可能在二里头

文化二期。一扉棱多鉏牙刻划线纹牙璋（图二，

5），是目前见到的同类形制牙璋中年代较早的

形式。在牙璋的柄部或阑部施刻线纹，已见于

二里头文化三期牙璋。但石峁的一扉棱多鉏牙

刻画线纹牙璋的形制，似较二里头文化三期的

双扉棱牙璋的形制要原始，其制作年代可能在

二里头文化二期末或二、三期之间。据此推测，

目前在石峁一带发现的牙璋，其制作年代，大

致在二里头文化一期至三期之前。

积石山新庄坪牙璋（图二，6）是一件改制

品，原件牙璋的制作年代存疑。

清水县征集牙璋的牙部为一扉棱多鉏牙

（图二，7），其形制早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牙璋，

与石峁一扉棱多鉏牙牙璋接近，推测其原制作

年代在二里头文化二期。

荆州沙市汪家屋场 2 件牙璋（图二，8、9）

的牙部特征较为别致，似晚于商洛东龙山牙璋，

早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牙璋，推测其制作年代可

能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早。

黄陂钟分卫湾牙璋（图二，10）可能是一

件牙璋改制品，原件牙璋的制作年代不明。

石门桅岗牙璋为一牙牙璋（图二，11），制

作年代可能与商洛东龙山牙璋相同，在二里头

文化一期。

3. 三星堆文化牙璋的制作年代分析

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发现的三

星堆文化的牙璋，数量最多，形制种类也最多，

是继二里头文化之后，牙璋的又一发展与演化

高峰期。依据其形制特征及埋藏年代，并与中

原地区已经确定年代的牙璋进行比较，可以推

定其大致的制作年代。

三星堆文化牙璋中少数牙璋的扉棱扉牙特

征，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牙璋的扉棱扉牙特征接

近，如月亮湾燕家院子牙璋（图二，12、13）、

金沙牙璋（图二，22），其制作年代可能在二里

头文化四期时期。

三星堆文化牙璋中有的是仿二里头文化四

期的，如三星堆祭祀坑牙璋（图二，15）、金沙

牙璋（图二，23），其制作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

四期之后至三星堆 2 座大型祭祀坑年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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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约在公元前 1530 ～前 1200 年前后。

三星堆文化中也有将二里头文化牙璋改制

为玉璋，并施刻祭祀图案（图二，16），被改制

的原件牙璋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作品 [45]。

其中具有三星堆文化特色的牙璋（图二，

17 ～ 21、24），制作年代可能在三星堆遗址第三、

四期之交，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前后。

成都金沙遗址所见的那些数量很多、长约

四五厘米的小型牙璋（图三，2），属微型牙璋，

是一种明器，可能是三星堆遗址四期之后的作

品，制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150～前 850 年之间。

4. 南方其他地区牙璋的制作年代分析

长江以南其他地区的牙璋，数量少，分布

零散，埋藏年代大都较晚，在商时期及之后。

依据这些牙璋的形制特点与埋葬年代，也可以

推测其制作年代。

漳州虎林山石牙璋（图三，3、4）为仿中

原地区的牙璋，制作年代可能在商时期。

漳浦眉力牙璋（图三，5）的上端刃部已残

断，牙部似残断，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时期

的作品。

香港大湾牙璋（图三，1），两侧边形制不同，

一侧边为凹弧形，另一边侧为直边。两侧边的

牙部特征也不一致。这些现象显示这件牙璋可

能是仿制作品。仿制的年代可能在商时期。

越南北部的永富省冯原、佳唐村雄仁（Xom 

Ren）等地早年发现的 4 件牙璋（图三，6、7、

13、14），2 件为一牙牙璋，其制作年代应与商

洛东龙山牙璋接近，可能在二里头文化一期。

另外 2 件牙璋的牙部特征为密集型扉棱鉏牙，

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牙璋的接近，推测其制作年

代可能在二里头文化四期。

5. 牙璋的形制演化及其主要特点

依据以上分析的各件牙璋的制作年代，按

早晚排列，并依据各件牙璋的形制特征，基本

可以看出牙璋演化的情况及其主要特点。

第一，由新砦期不明显的三角状凸牙牙璋，

发展为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一牙横向凸出的一牙

牙璋，再发展为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扉二鉏牙

牙璋和二牙牙璋以及一扉棱多鉏牙牙璋，又发

展为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双阑双牙鉏牙牙璋及多

扉棱鉏牙牙璋，进一步发展为二里头文化四期

的密集型扉棱鉏牙牙璋。

第二，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牙璋的演化主

要在南方地区延续，最为明显的是在成都平原

地区的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那里除了仿制

中原地区的牙璋之外，产生了密集短小多鉏牙

牙璋、大扉棱鉏牙牙璋、上下四角呈卷云状间

多鉏牙牙璋等，并且逐步与玉戈形制相兼容，

产生戈形牙璋或牙璋形戈，最后演化为明器—

微型牙璋。

第三，在牙璋的形制演化过程中，二里头

文化四期牙璋的形制是关键。因为在南方地区

既有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制作的密集型扉

棱鉏牙牙璋，也有当地仿制中原地区二里头文

化四期密集型扉棱鉏牙牙璋的仿制品，还有地

方制作的形制变异的牙璋。二里头文化四期的

密集型扉棱鉏牙牙璋在牙璋演化史上发挥了承

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三  牙璋的演化与分布现象所揭示的夏史痕迹

以上对各地发现牙璋的形制及其演化与年

代的分析，可以说明以下几个现象。 

第一，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形制最

为原始的牙璋是中原地区的新砦期牙璋。新砦

期应是夏文化遗存，新砦期牙璋自然应是夏代

的牙璋。

新砦期牙璋或许还不是最早的牙璋。目前

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一件牙璋（图四）[46]，其

形制较新砦期牙璋更为原始，没有明显的牙部，

可能是新砦期牙璋的前身形制。据此推测，在

早于新砦期的夏代初期的文化遗存中，可能存

在形制较新砦期牙璋更为原始的牙璋。

第二，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不制作牙璋，

而是将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这证明牙璋

是夏代、夏王朝、夏部族使用的一种特殊玉器。

第三，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

论牙璋的年代及反映的夏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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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制作的牙璋，大多是在公元前 1600 ～前 1530

年前后从中原地区传播出去的。这种中原地区

二里头文化牙璋向外围其他地区传播的现象，

应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

联，可能反映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所经历的夏商

王朝的更替，以及商王朝在原夏都彻底罢黜夏

宗庙宫室、清除夏遗民事件。笔者曾认为，牙

璋从中原地区向外传播的时间可能与夏王朝灭

亡前后以及与“夏社”被铲除前后有关 [47]。其

中陕北石峁牙璋与山东东部的牙璋，其制作年

代都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这显示这两地的

牙璋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或是在二里

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从中原地区传播出去的。

这可能与夏王朝被灭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

关。而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

化四期牙璋以及仿制二里头文化四期牙璋的现

象，则显示成都平原地区的牙璋是在二里头文

化四期或四期之后从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 ；长

江以南地区发现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牙璋可

能也都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或四期之后从中原

地区传播过去的。这可能与商汤灭夏之后所做

的“夏社”被铲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第四，在夏代、夏王朝之后，中原以外地

区仍然使用从中原地区传播出来的牙璋。按照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

（图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牙璋形金箔（图六）[48]。

金属牙璋的出现，是国家一级层面的政治活动

中流行使用牙璋的缩影。

以上五个现象表明，牙璋是夏时期夏王朝

夏部族创造发明并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玉器。其

最初的功能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兵器使用，后

来演化为仪仗用具和祭祀活动用具。在夏王朝

被灭亡与“夏社”被铲除之后，牙璋作为夏部

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被保留，并伴随着夏部族、

夏遗民向四方的扩散而流传到了黄河上下、大

江南北，甚至是远涉珠江流域和北部湾地区。

而成都平原地区三星堆文化则继承并发展了夏

部族使用牙璋的文化传统，使牙璋成为古蜀国

国家层面的祭器。金属牙璋的出现，代表牙璋

形制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牙璋的形制演化以及流传分布现象，实际

上反映了夏王朝的兴衰以及被灭亡之后夏遗民

流闯四方的痕迹。

图四  国家博物馆藏牙璋 图五  金沙铜牙璋 图六  三星堆牙璋形金箔

的原则，中原以外地区使用牙

璋的人可能是原中原地区的夏

遗民或夏部族的后裔。

第五，在中原以外地区牙

璋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在成

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三

星堆文化继承了中原地区夏部

族使用牙璋的传统，并发展了

牙璋的使用功能，牙璋开始成

为方国国家层面的祭祀重器，

使得牙璋的形制发展达到了

顶峰，并出现铜牙璋，甚至出

现了作为组合装饰的牙璋形金

箔。如金沙遗址出土的铜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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