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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高原出土汉代铜钟研究
杨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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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onze bells unearthed from the Yungui Plateau include two types: one with semi-circular 
suspension loops, and the other, sheep’s horn loops. These two types of bell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ubtypes, respectively. Bronze bells with semi-circular suspension loops were invented by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Plains musical bell culture transmitted to the Yungui Plateau through Ba, 
Shu, and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Sheep’s horn-loop bells, originating in eastern Guangxi, were invented by 
Western Ou peoples through combining local ethnic traditions with Central Plains musical bell culture, then 
transmitted westward into the Yungui Plateau.

在云贵高原出土的“西南夷”系统青铜

器中，铜钟与铜鼓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乐

器种类。不过，铜钟因不像铜鼓那样长期流

行，汉以后在云贵高原乃至整个中国南方就

消失了，故受到的关注较少[1]。实际上，这

些铜钟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很有特色，且经

常多件成套发现，与内地编钟情形相似。所

以从考古学上就其做专门考察，既可推进云

贵高原青铜文化的研究，对认识历史上西南

夷的礼乐文化、社会生活及其在这些方面与

内地的联系也很有价值。

一、铜钟发现概况及类型

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按基本造型不同，

可分为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两大类，后

者在广西东部、湖南以及越南北部也有不少

发现[2]。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云南出土半环钮

铜钟50件、羊角钮铜钟24件，散布于7个州

市的26处地点。贵州出土羊角钮铜钟3件，

散布于黔西南安龙县的3处地点。紧邻云贵

高原且历史上同属西南夷分布区的川西南及

桂西北也有发现。四川盐源老龙头出土半

环钮铜钟1件，会理转场坝出土半环钮铜钟6

件；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羊角钮铜钟2件（图

一）。这些铜钟既有考古发掘品，也有不少

为征集所获。后者发现于生产或建设活动，

出土地点大多明确，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

值。从发掘及调查情况看，铜钟或单件出

土，或多件成套出土；有的出自墓葬，有的

可能与窖藏等有关。

（一）半环钮铜钟

共57件（表一）。钟顶部有半环状钮，

合瓦形腔体显得较浑圆，唇口一般较平。腔

面多饰几何纹和动物纹。以通高计，大者

四五十厘米，小者20余厘米，个别仅10余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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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根据细部形制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33件。钮较矮，近半圆形，腔体

上丰下杀，一般有明显的圆肩，唇口呈橄榄

形。见于云南昆明羊甫头[3]、晋宁石寨山[4]

（图二，2）、江川李家山[5]（图二，1）、

牟定福土龙[6]（图二，4）、大姚火烧地[7]、

姚安新街小学[8]和小苴[9]，四川盐源老龙头[10]

（图二，3）、会理转场坝[11]（图三）。

B型：16件。器形整体较A型略小。钮一

般较高，近半椭圆形或倒“V”形，腔体多

较圆鼓，肩部不明显，有的接近上下同宽甚

至下部略宽，唇口亦呈橄榄形，一般较宽。

见于云南祥云大波那[12]和检村[13]（图四，

1）、姚安新街小学[14]、巍山母古鲁[15]、南

涧王家[16]、昌宁打卦坟山[17]和烂坝寨[18]（图

四，2）、施甸狐狸洞凹[19]、凤庆丫口子[20]

（图四，3）、永平县[21]。

1996年昌宁团山腰出土2件铜钟[22]，钮

残，从整体器形看为半环钮铜钟。1964年昌

宁大横山出土6件铜钟，已遗失[23]，根据昌宁

及邻近地区历年发现的铜钟推测，亦很可能

为半环钮铜钟。

（二）羊角钮铜钟

共29件（表二）。钟顶部两侧歧出对称

的羊角状鋬钮[24]，故也被称为“鋬钟”[25]。

腔体亦为合瓦形，但上窄下宽，颇似半截橄

榄或半个椭圆体，近顶部有对穿的竖长方形

孔，唇口一般较平，呈宽橄榄形。腔面常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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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云贵高原铜钟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1.老龙头  2.转场坝  3.火烧地  4.新街小学  5.大波那  6.小苴  7.福土龙  8.羊甫头  9.石寨山  10.检村  11.永
平境内  12.母古鲁  13.王家  14.打卦坟山  15.大横山  16.丫口子  17.烂坝寨  18.团山腰  19.狐狸洞凹  20.万
家坝  21.曼蚌  22.西尼  23.牛街  24.李家山  25.新堡寨  26.牡宜  27.小尖山  28.西畴境内  29.木科  30.文家
屋基  31.文昌宫旧址  32.普驮（底本引自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中国地图，并做裁剪、加工，审图

号：GS〔2021〕54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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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头、人面等纹饰，也

有素面者。尺寸整体小于半

环钮铜钟，通高一般20余厘

米，少数为30余厘米，个别

为10余厘米。根据细部形制

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11件。羊角钮较

细长，两钮间隔也略宽。

见于云南广南牡宜[26]和小尖

山[27]、麻栗坡新堡寨[28]（图

五，1）、西畴县[29]（图五，

3），贵州安龙木科[30]、文

表一	 云贵高原出土半环钮铜钟

地点
数量
（件）

型式 出土情况 腔面纹饰 通高（厘米）

云
南

江川李家山 6 A
1991～1992年M51出土，

成列摆放
饰蟠螭状勾连纹、云雷纹  40.6～50.2

晋宁石寨山 6 A
1956～1957年M6出土，排

成两列，每列3件
饰蜿蜒龙纹、弦纹、勾连涡纹、编

绳纹
29～40.3

昆明羊甫头 1 A
1998年墓地发掘前后有关

部门收缴
饰蟠螭状勾连纹、云雷纹 33.2

牟定福土龙 6 A
1978年村民挖出，依次排

列，同出残铜鼓1件
饰蟠螭状勾连纹、涡纹、弦纹、锯

齿纹
 43～53

姚安小苴 1 A 不详 较模糊，似动物纹 不详

姚安新街小学 4
A、B型
各2件

1993年村民挖出，依次排
列，同出青铜工具、兵器

等，推测出自墓葬

A型素面，B型饰同心圆纹、云
雷纹

A型44.5、40.7，
B型均为26.7

大姚火烧地 2 A 1989年村民挖出，2件紧挨
大的饰贝纹、蟠螭纹、云雷纹、三

角纹，小的饰弦纹
17、53

祥云大波那 1 B 1964年M1出土
钮饰“人”字形辫索纹，腔体饰蛇

形雷纹、弦纹、卷云纹
48

祥云检村 3 B 1977年M1西侧石坑出土
饰二虎相斗、两鹤相争、弦纹、卷

云纹
一件30.2，其余

不详
南涧王家 1 B 1983年村民挖出 饰蛇形涡纹、云雷纹、牛首 45

巍山母古鲁 2 B
2005年村民挖出，同出铜
剑、矛、牛模型、杯等，

推测出自窖藏

饰双虎食人、鹤、燕、弦纹、卷云
纹、云雷纹

28

永平县 1 B
征集，现藏大理白族自治

州博物馆
饰宽带云雷纹、飞鹰、云雷纹 24

昌宁打卦坟山 4 B 1993年村民挖出

最大一件饰云雷纹，第二件饰 
“S”形涡纹、牛首、弦纹，第三
件饰二虎相斗、牛首、云雷纹，最

小的饰二虎相斗、弦纹、斜线

45.5、33.2、
30、28（残）

昌宁烂坝寨 1 B 1988年村民挖出 饰蛇纹、浮牛、弦纹 37.8

凤庆丫口子 2 B
2003年村民挖出，小的1件

腔体内有穿孔海贝
大的饰 “S”形蛇纹、云雷纹，小

的饰“父”字形纹、云雷纹
28、33.3

施甸狐狸洞凹 1 B 1986年村民在土坎中发现 饰宽带云雷纹、鼠形动物纹、虎纹 39.9

昌宁团山腰 2
残，
不详

1996年村民挖出，同出铜
剑、钺、镯等

素面 残高25、26

昌宁大横山 6
遗失，
不详

1964年村民挖出，置于铜
鼓内

不详 不详

四
川

会理转场坝 6 A
1977年养路工人挖出，分

三层平铺叠置
饰蟠螭纹、弦纹  43～49.5 

盐源老龙头 1 A 1999年M4出土 饰同心圆纹 36.8

图二  A型半环钮铜钟
1.李家山M51∶269  2.石寨山M6∶116  3.老龙头M4∶12  4.福土龙出土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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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宫旧址[31]、文家屋基[32]，广西西林普驮[33]

（图五，2）。

B型：16件。羊角钮较短小。见于云南

楚雄万家坝[34]（图六，1）、晋宁石寨山[35]

（图六，2）、元江牛街[36]（图六，4）、新平

曼蚌[37]和西尼[38]（图六，3）。

麻栗坡新堡寨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中有2

件遗失，具体形制不明。

二、铜钟的年代和族属

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有不少是偶然发现

的，资料刊布也多不详细，

因此很难做细致的年代分

析。但部分铜钟为墓葬随葬

品，可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

物品，墓主身份和地位较清

楚，因此可结合墓葬年代来

推定铜钟的年代。

A型半环钮铜钟见于晋

宁石寨山M6、江川李家山

M51、盐源老龙头M4，B型

半环钮铜钟见于祥云大波

那M1及检村M1西侧的石坑

中。石寨山M6、李家山M51

地点
数量
（件）

型式 出土情况 腔面纹饰 通高（厘米）

云南

广南小尖山 1 A 1982～1987年采石时发现 素面 20.3
广南牡宜 2 A 2011年句町贵族或王族墓出土 外表鎏金，有无纹饰不详 不详
西畴县 1 A 不详 素面 31

麻栗坡新堡寨
4（2件
遗失）

A 2001年村民挖出，相互套叠
1件饰人面纹，另1件腔面

有磨痕
饰人面纹者27.7，
另一件残高26

元江牛街 4 B 1989年村民挖出 饰牛、虎
一件24.4，其余皆

24

晋宁石寨山 1 B
1956～1957年M6出土，置于半环钮

铜钟旁侧
饰牛头 21

楚雄万家坝 6 B
1975年M1出土，与铜鼓、釜各1件置

于腰坑中
素面 15～21.9

新平曼蚌 1 B 20世纪80年代农民挖出 素面 22.8
新平西尼 4 B 1987年农民挖出  饰菱格纹 23～23.6

贵州

安龙木科 1 A 1984年工程队修路时发现 素面 37
安龙文昌宫旧址 1 A 1987年县城南文昌宫旧址出土 素面 29.5

安龙文家屋基 1 A
2008年修路时发现，同出铜釜、盆、
洗、钲等，3件铜钲被羊角钮铜钟套

合，推测为窖藏
饰锯齿纹 31

广西 西林普驮 2 A 1972年铜鼓墓出土 素面 28

表二	 云贵高原出土羊角钮铜钟

图三  A型半环钮铜钟拓本
1.转场坝2号  2.转场坝5号

1
2

图四  B型半环钮铜钟
1.检村M1∶52  2.烂坝寨出土  3.丫口子出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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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龙头M4的年代都为西汉时期。其中，石

寨山M6出有“滇王之印”金印，为西汉中晚

期某代滇王墓；李家山M51出有铜镜、铁器

等汉式器物，年代亦在西汉中晚期。大波那

M1为木椁铜棺墓，其年代有一定争议。有学

者根据木椁残片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判断墓葬

属战国早中期，但也有学者主张应按出土器

物特征将之定为西汉时期[39]，笔者赞同后一

种看法。检村M1为石棺墓，从该墓及石坑出

土器物看，笔者认为其亦进入西汉时期[40]。

此外，巍山母古鲁发现的B型半环钮铜钟与

剑、矛、杯、牛模型等青铜器同出，这些青

铜器与大波那M1所出器物风格非常接近，当

多为西汉时期的遗物。

关于羊角钮铜钟的年代，有学者综合

各地出土材料分析，认为主要在战国至西汉

时期，最早的羊角钮铜钟发现于楚雄万家坝

M1，约为战国初期[41]。还有学者在研究云南

出土的羊角钮铜钟时，提出其流行于春秋晚

期至西汉中、晚期，同样以万家

坝M1所出者为最早[42]。另有意见

主张羊角钮铜钟流行于西汉中、

晚期，万家坝M1的年代亦到不了

春秋晚期或战国初，而应在西汉

时期[43]。目前来看，除了万家坝

M1，其他出土羊角钮铜钟的墓葬

如晋宁石寨山M6、广南牡宜句町

贵族或王族墓、西林普驮铜鼓墓

以及广西贵县罗泊湾M1，基本都

属西汉墓。因此，将西汉时期视

为羊角钮铜钟的流行年代，应当

问题不大。至于此类钟的出现能

否早到战国初期或春秋晚期，则

与万家坝M1的断代有关。该问题

学界虽有分歧，但一些学者基于

出土器物的综合分析和比较，判

断该墓已进入西汉纪年[44]，笔者

认为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云贵高原的铜钟

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

铜钟年代相当，基本上是并行发展。关于这

些铜钟最早出现的时间，以及半环钮铜钟

A、B型和羊角钮铜钟A、B型的年代关系，

下文探讨铜钟源流时再进一步分析。

关于空间分布，半环钮铜钟主要发现

于云南中、西部和川西南，羊角钮铜钟主要

发现于云南元江流域以及滇东南文山州，黔

西南和桂西北也有出土。可见，这两类铜

钟在空间分布上一类居北、居西，一类居

南、居东，虽有少许交错，但大体上泾渭分

明。进一步观察，A型半环钮铜钟多见于滇

池地区、川西南以及滇西高原东部的龙川江

流域，B型半环钮铜钟多见于滇西高原西部

的洱海地区以及滇西横断山区，二者明显呈

东、西分布，只在滇西高原有些许交错。A

型羊角钮铜钟多见于滇东南、桂西北及黔西

南一带，B型羊角钮铜钟多见于元江流域，

距元江上游不远处的楚雄万家坝、滇池地区

图六  B型羊角钮铜钟
1.万家坝M1∶13  2.石寨山M6∶125  3.西尼出土  4.牛街出土

1 2 3 4

图五  A型羊角钮铜钟
1.新堡寨出土  2.普驮出土  3.西畴县出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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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晋宁石寨山也有出土，二者同样呈东、西

分布。

西汉时，以上铜钟分布区域内的族群

构成不同。滇池地区是古滇国的中心所在，

出土A型半环钮铜钟的石寨山墓地、羊甫头

墓地和李家山墓地都属滇文化的重要遗存，

石寨山M6埋葬的还是一代滇王。川西南族

群关系相对复杂，就出土A型半环钮铜钟的

盐源老龙头墓地而言，发掘者推测其族属为

笮人[45]。龙川江流域的A型半环钮铜钟均为

偶然发现，该地区以楚雄万家坝墓地为代表

的青铜文化主要与战国秦汉时期的“靡莫之

属”有关[46]。

洱海地区出土B型半环钮铜钟的祥云大

波那M1和检村M1，不仅墓葬形制和丧葬习

俗差异较大，出土器物也有一定区别，当分

属不同族群。前者为农耕定居民族，与龙川

江流域的“靡莫之属”同类[47]，后者与较早

时期进入该地区并已土著化的氐羌系民族有

关[48]。其他B型半环钮铜钟均非发掘出土，

但仍可根据分布及文献记载推断其族属，如

滇西横断山区出土的此类型铜钟可能多是汉

代生活于此的哀牢夷（也称“永昌濮”）的

遗存[49]。

A型羊角钮铜钟的分布区域大致为汉代

句町国的范围。除了广南牡宜发现的句町贵

族墓或王族墓，西林普驮铜鼓墓的墓主一般

亦认为是句町贵族。

元江流域发现的B型羊角钮铜钟均非发

掘出土，族属问题尚难深入讨论，不过整

个元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区域特色和民族特

色鲜明[50]，结合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推测

很可能与历史上的进桑等族群有关[51]。出土

B型羊角钮铜钟的楚雄万家坝墓地，可能为

“靡莫之属”的遗存，但此类型铜钟在龙

川江流域并不多见，应非当地族群固有的文

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万家坝所在的滇西

高原地区因临近元江上游（礼社江、马龙河

等），其青铜文化与滇东南元江流域有密切

联系[52]。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个别B型羊角钮

铜钟显然也非滇文化器物，极可能由元江流

域输入。

要之，西汉时云贵高原铜钟的分布有一

定规律，族属各不相同。总的来说，使用半

环钮铜钟的族群多属濮僚系民族或氐羌系民

族。羊角钮铜钟因在广西东部、湖南以及越

南北部也有分布，广西左江岩画上亦常见[53]

（图七），所以不难判断，它们主要是“百

越”系民族或者是受滨海及岛屿文化影响较

多的濮僚系民族的遗物[54]。

三、铜钟的使用

一些学者根据羊角钮铜钟的出土情况，

结合测音结果以及左江岩画资料，对其使用

及演奏方法有如下认识[55]。成套（组）出土

的羊角钮铜钟大小有别，音频高低也不同，

应是成编演奏的，可归为编钟之列；一般是

4件一编，也有2件或6件一编的；演奏时，

钟悬挂于“士”字形或“ ”形钟架上，4件

一编者分上下两层，左右各一（见图七）。

钟的悬挂采用横杆穿过腔体上部长方形孔的

方式，使钟在演奏时不易晃动。羊角钮铜

钟可以与铜鼓以及半环钮铜钟合奏或杂凑成

编，钟鼓组合时能够奏出和谐的二声部乐

曲；单个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不少，故推测还

图七  广西宁明高山岩画上的羊角钮铜钟和铜鼓
（图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广西壮族自治区
博物馆：《广西左江岩画》第34页图51，文物出版社，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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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独奏。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些

细节需进一步探究。如钟的悬挂方式，若以

横杆直接穿过腔体上部的长方形孔，钟体就

会侧面朝向演奏者。故推测并非简单的横

穿，横杆上或有其他结构或零件，以保证钟

体悬挂后正面朝向演奏者。

对半环钮铜钟的使用和演奏论者很少。

从考古发现看，其和羊角钮铜钟应既有共

性，又各具特点。共性是都能成编也可单个

使用，还常与铜鼓等乐器合奏；不同之处则

主要体现在编数以及钟的悬挂方式等方面。

半环钮铜钟经常多件成套出土且大小递

减，可知亦能成编演奏。从石寨山和李家山

的发现看，此类铜钟多以6件为一编，但也

有4件、2件甚至3件一起出土的，说明具体

编数并不固定，6件或为完整数。石寨山M6

出土的半环钮编钟原有钟架，根据复原，其

由一根横梁和两根梁柱构成，铜钟成一排悬

挂于横梁下[56]。此种钟架结构及铜钟挂法不

同于羊角钮铜钟，而与楚式编钟相似。楚雄

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亦为6件一编，可

能在组合和音阶设置方面受到了半环钮铜钟

的影响。有学者对比了万家坝羊角钮铜钟与

祥云大波那及检村半环钮铜钟的测音数据，

发现它们的律制和音阶形式大体相同[57]。

半环钮铜钟也常与铜鼓共出，二者显然

可以合奏。有学者形容羊角钮铜钟和早期铜

鼓是一对“孪生子”[58]，其实半环钮铜钟同

样可与铜鼓搭配，共同演奏。石寨山M6出土

6件半环钮编钟和1件羊角钮铜钟，有学者根

据部分测音数据，提出这两类铜钟可杂凑成

编的假设[59]。但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共

出的情况极少，另如上文所言，石寨山的这

件羊角钮铜钟并非滇文化器物，可能为外部

输入品，因此是否存在两类铜钟合编演奏的

情形，还不能确定。

半环钮铜钟也有单件出土的情况，故亦

可独奏。但这类“独奏”恐与音乐和礼仪关

系不大，而只是通过敲击发声来达到某种目

的，如传达信息、召集人员、施行巫术等。

在古代南方地区有些铜鼓也是这样使用的。

当然，单件使用的铜钟或铜鼓也属重器，并

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它们一般由专人掌管，

用后常埋于土中密藏。

先秦至汉代，以钟为核心的“钟磬乐

悬”一般专供高级贵族享用，是礼乐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虽然地

方特色很浓郁，在编数、律制及具体使用上

也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总体而言，其礼仪属

性与内地乐钟很接近。从出土铜钟的墓葬

看，当时拥有和使用它们的基本为王或部族

君长一类的上层人物，其中就包括滇王和

句町王。在使用上，这些铜钟亦多成编演奏

或与铜鼓等其他乐器合奏，而此类“重型”

乐器组合无疑主要出现在祭祀、盟会、宴飨

等重大场合。所以，对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来

说，铜钟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是乐器，也是象

征权力、地位的物品，具有和内地乐钟相似

的重要礼仪功能和政治功能。

四、铜钟的源流

云贵高原出土的铜钟均为合瓦形，又能

成编演奏，从形制、演奏方法及社会功能等

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与内地乐钟文化有紧密联

系，应是在后者的影响下产生的。有学者认

为羊角钮铜钟虽很有特色，但仍属中国先秦

乐钟体系，是一种地方型乐钟[60]。笔者认为

该意见很有见地，并且同样适用于云贵高原

出土的半环钮铜钟，尽管它们的年代一般要

晚至西汉时期。当然，根据上文对云贵高原

出土铜钟的年代、分布及族属的分析，半环

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在云贵高原的出现应各

有其途径和源头。

关于半环钮铜钟，有学者推测是由本

地铜铃派生出来的，同时受到了内地带钮的

钟、镈、 于等乐器的影响[61]。此看法有一

定道理，但不够严谨。从形态看，云贵高原

的半环钮铜钟确有可能和当地一些铜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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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但它并非后者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

缘于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这些半环钮铜钟

是西南夷吸收内地乐钟文化后，结合自身文

化传统创造的新的乐钟类型。

从半环钮铜钟的分布以及邻近地区的考

古发现来看，内地乐钟文化可能主要通过巴

蜀及川西高原传播至云贵高原。战国时乐钟

文化在巴蜀地区已颇为流行[62]，并辐射至川

西高原岷江上游一带。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

棺墓曾出土数件铜甬钟和铜镈，风格与南方

楚、越地区的同类器很相似[63]。该墓地处岷

江上游，等级较高，发掘报告推断其与《史

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冉駹有关，年代在

战国晚期[64]。如众所知，战国秦汉时期云贵

高原的西南夷与巴蜀及川西高原的诸族群曾

有密切的往来和联系，有学者甚至认为岷江

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

的重要源头，两地族群间存在亲缘关系[65]。

所以可初步判断，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应不晚

于战国晚期便开始较多接触内地乐钟文化，

并受其影响。可能在战国末至西汉初期，他

们开始制作自己的半环钮铜钟。这种铜钟在

形式和使用上模仿了内地乐钟，但外形却未

摆脱本土文化尤其是铜铃的影响，同时较多

采用了本地常见的各种动物纹和几何纹。当

然，铜钟形态的设计，与制作技术以及音乐

方面的因素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从地理位置

看，A型半环钮铜钟或出现稍早，之后向西

传播并演化出B型半环钮铜钟。在使用A型

半环钮铜钟的族群中，滇的社会发展水平较

高，青铜文化也最发达，在其青铜器上还可

看到使用内地 于的场景[66]，因此他们很有

可能是最早接受内地乐钟文化并制作半环钮

铜钟的人群。

关于羊角钮铜钟，不少学者根据出土资

料的早晚关系，推断其起源于滇西高原的楚

雄万家坝一带，然后向南、向东传播，直至

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等地。笔者对此持不同

意见。首先，如上所述，万家坝墓地的断代

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出土羊角钮铜钟的M1年

代可能已进入西汉时期，而非春秋晚期或战

国初期。其次，万家坝并不在羊角钮铜钟的

主要分布区域，其所在的滇西高原主要流行

半环钮铜钟。再次，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

钟为6件一编，其他地区则多为4件甚至2件

一编，这种随传播而变化的现象，也很难解

释。综观羊角钮铜钟的年代、分布，以及中

国古代乐钟的发展与传布过程，笔者认为，

其很可能最先出现在今广西东部，即战国秦

汉时期的西瓯故地，后经传播才出现在云贵

高原等地。

春秋晚期以后，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

楚国势力不断南进，包括乐钟在内的各种青

铜器开始较多出现于岭南。岭南地区发现的

先秦甬钟既有中原或楚地直接输入的，也有

本地仿制品，后者不仅形制有变化，在装饰

等方面亦融入了本地文化因素[67]。乐钟本土

风格的形成表明乐钟文化已逐步为岭南当地

族群接纳和吸收。在此背景下，某些族群结

合自身文化传统创造出更具有地方特色的羊

角钮铜钟，应是很自然的事情。广西东部是

羊角钮铜钟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而乐钟及

乐钟文化进入岭南，最初也主要是沿湘江传

至广西东北部[68]，故这一地区最有可能是羊

角钮铜钟的发源地。战国秦汉时期，生活于

这一带的族群主要是“百越”的一支——西

瓯[69]，其势力较强，有“王”或“君长”。随

葬羊角钮铜钟的贵县罗泊湾M1，墓主就是南

越国册封的西瓯君[70]。因此，西瓯较可能是

羊角钮铜钟的创造者。从现有发现看，羊角

钮铜钟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其出现年代可

能会稍早一些，但估计不早于战国末。在此

之前，乐钟及乐钟文化在岭南已有了一定发

展。罗泊湾M1中，与羊角钮铜钟共出的还有

铜鼓、铜锣以及直筒形铜钟等乐器[71]。它们

律制相同，有的还带“布”字铭文，可确定

为布山（秦和西汉前期桂林郡治所，即今贵

县）本地乐器。有学者指出，这套乐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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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制可能是先秦

时期广西地区越式

钟律制的继承和发

展[72]。这亦表明，

羊角钮铜钟不是凭

空出现的，此前应

有基础。

羊角钮铜钟形

制独特，尤其是顶

部羊角状“鋬钮”

造型完全有别于内地乐钟的环钮或甬。罗泊

湾和麻栗坡新堡寨出土的羊角钮铜钟均见头

顶带倒“八”字形发式或头饰的人面纹（见

图五，1；图八，2），形状颇似羊角钮铜钟

的鋬钮。相似的人物头部造型在左江岩画上

也经常见到，或许是当时西瓯、骆越等族群

较流行的发式或头饰。因此，羊角钮铜钟的

顶部可能就是模仿这种发式或头饰，以此赋

予其某种文化或宗教含义。

羊角钮铜钟出现之后，迅速向周邻尤其

是西、南方向传播，很快被与西瓯关系密切

且习俗相近的句町、骆越等族群吸收，进而

又沿元江推进到进桑，乃至滇西高原一带。

在此过程中，羊角钮铜钟的细部结构及纹饰

有一定的演变，从而形成了一些带有地方风

格的新类型，除了前述A、B型，越南北部出

土的羊角钮铜钟也颇具特色，较之其发源地

有明显不同（图八）。另外，可能受当地文

化的影响，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在

编数和律制等方面也显得较为独特。这都反

映出羊角钮铜钟的传播主要表现为相关观念

和习俗的扩散，而非简单的器物的移动。按

照羊角钮铜钟的传播方向，A型的出现年代

可能稍早于B型。

关于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有关

研究指出，其虽然采用了具有本地特色的

音阶结构和律制，但首律及音高标准的选

择仍表现出与布山地区律制以及楚、越（岭

南之“越”）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73]。这

使得羊角钮铜钟的起源及传播过程更加明

确。与其说这类铜钟是滇西万家坝一带的西

南夷受楚、越青铜文化特别是越文化的影

响而发明，再传播至岭南越地，不如说它

们原本就是越地器物，从岭南向云贵高原 

传播。

进入东汉以后，随着云贵高原西南夷

青铜文化的迅速衰落和消亡，作为其一部分

的铜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半环钮铜钟

还是羊角钮铜钟，之所以没有像铜鼓那样在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和流传下去，可

能与其制作和演奏更加复杂有很大关系，当

然，当地礼乐文化及习俗的变革也应是重要

原因。

五、结    语

云贵高原的汉代铜钟是在内地乐钟文化

的影响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

方类型；由于地域特色浓郁，它们又是当地

西南夷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铜钟

包括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两类，二者年

代相当，都流行于西汉时期，但分布、族属

和源流等各不相同。

半环钮铜钟可分为A、B两型。A型多见

于滇池地区、川西南以及滇西高原东部的龙

川江流域，B型多见于滇西高原西部的洱海

地区以及滇西横断山区，二者在滇西高原的

分布有些许交错。使用A型的主要是滇人、

笮人以及龙川江流域的“靡莫之属”，使用B

图八  广西东部和越南北部出土羊角钮铜钟
1.广西浦北大岭脚出土  2.广西贵县罗泊湾M1∶37  3.越南兴安出土  4.越南鼎乡B129-2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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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主要为哀牢夷以及洱海地区的“靡莫之

属”和土著化的氐羌部族。这些族群从族系

或族源看，多属濮僚系民族或氐羌系民族。

半环钮铜钟是西南夷在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

下创造的，其在形式和使用上模仿了内地乐

钟，但很多方面又打上了本地文化的烙印。

内地乐钟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巴蜀及川西

高原一带传播至云贵高原。A型半环钮铜钟

出现稍早，后向西传播并发展出B型半环钮

铜钟。

羊角钮铜钟亦分A、B两型。A型多见

于滇东南、桂西北及黔西南一带，与句町关

系密切，B型多见于云南元江流域，使用者

可能主要为进桑等族群。羊角钮铜钟还见于

广西东部、湖南以及越南北部，说明主要与

“百越”系民族或受滨海及岛屿文化影响较

多的濮僚系民族有关。此类铜钟最早发源于

广西东部，是当地西瓯人在内地输入的乐钟

文化影响下，结合本族群文化创造的，之后

向西传播进入云贵高原，先后形成A、B两

型。所以，羊角钮铜钟不同于半环钮铜钟，

其最初并不是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创造的。云

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铜钟不是同类

钟中年代最早的，当地也不是此类钟的发源

地。羊角钮铜钟出现在楚雄万家坝和晋宁石

寨山，主要与文化交流及传播有关。

与内地乐钟相比，云贵高原出土的铜

钟虽有诸多地方特色，但仍不失礼仪属性和

功能。在使用上，半环钮铜钟与羊角钮铜钟

大体接近，但也有差异，如编数和悬挂方式

等。最后要指出的是，这些铜钟的具体演奏

方法、律制特征以及制作技术等是可以继续

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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