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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方缶、钺与戈等兵器，这几件器物反映了殷墟文

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多为兵器、车马器等器类的特征。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既有精

细、粗糙之别，也有等级高低之分。较高社会等级所使用的器物，其绿松石嵌片往往更为精制讲

究。但绿松石镶嵌并不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或者作为表达较高社会地位的必选物。这反映了镶

嵌绿松石青铜器在中商文化之后已经失去礼器地位，绿松石成为青铜器的装饰品。

关键词：

殷墟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  镶嵌绿松石青铜器  社会等级

Abstrac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has a collection of turquoise-inlaid bronze weapons such 
as square fou[缶], yue[钺], and ge[戈], which indicates that most of the turquoise-inlaid bronzes of 
the Yinxu culture period were weapons and horse and chariot devices. Some of  the turquoise inlay 
craftsmanship of the Yinxu culture period was exquisite, while others comparatively rough, and 
there was also a difference in their ranks. The turquoise inlays were often more refined and elaborate 
for objects used by higher social classes. But turquoise inlay itself did not represent a higher social 
class, nor the necessary choice of those with a higher social status. This suggests that turquoise-inlaid 
bronzes lost their status as ritual objects after the mid Shang culture and that turquoise became a 
mere ornament for bronze wares.

Key Words: Yinxu cultur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turquoise-inlaid bronzes; social class

Turquoise-Inlaid Bronzes of the Yinxu Culture: In the Exampl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Collection 

论殷墟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器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镶嵌绿松石方缶和兵器谈起

张昌平  Zhang Changping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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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绿松石矿储量、开采量和生产量，绿松石文化也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广泛地作为串饰，用于项、腕等部位的装

饰。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生产发达，绿松石被制成嵌片，或镶嵌在青铜牌上，或贴塑在有机

质主体上形成龙形器。上述这些绿松石器都具有高度的礼仪性，代表着使用者的财富和地

位，因此对相关时期绿松石的研究也为学者所重视。

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器也有很大的产量，但多作为兵器和车马器等类器的附属品，

因此学界关注不多。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收藏有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方缶、钺与

戈等兵器，这几件器物反映了当时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特征。本文从国博这几件青铜器谈

起，梳理对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初步认识。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殷墟文化绿松石青铜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图录（以下简称《国博商》[1]）中

著录了缶、钺、戈等三件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以及妇好墓出土的两件镶嵌绿松石戈。以下分

别讨论。

1.兽面纹方缶

《国博商》第 88 器，馆藏号Y1089，图录称之为“镶嵌绿松石饕餮纹方缶”（图一：1）[2]。

与此前相关介绍和著录在名称、器形乃至尺寸上小有差异。

石志廉先生最早在1965 年第 4 期《文物》上介绍了此器 [3]，称之为“嵌松石饕餮纹铜

罍”，并谓：“传于1934 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罍方形失盖……每面中间为一小形牺首……其

中二个中空，可以系带”。尺寸高10.8、口径5.8、底径7.2厘米。这其中关于出土背景的说

法，其后一直被承袭。

1985 年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著录此器时称之为

“嵌绿松石饕餮纹方罍”[4]，基本延续此器的称谓。在装饰上，词条撰写者范世民先生观察到

图一 国博藏兽面纹方缶

1.镶嵌绿松石兽面纹方缶 2.妇好兽面纹方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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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罍肩单饰倒夔纹，也很特别”。尺寸高10.8、口径5.8厘米，延续此前的测量。

1976 年妇好墓出土一件形似的青铜器，在《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中被称为“小方

缶”[5]，后归国博收藏。该器也是方矮体、折肩，腹部饰兽面纹，器身和四角伸出共 8条扉

棱（图一：2）。器高9.6、口长宽7.5和 6.7厘米，大小与国博绿松石器相若。1995年出版的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同时收录了这两件青铜器，分别称为“兽面纹方缶”和“镶

嵌兽面纹方缶”[6]。显然，这样的称谓使同类器形的名称具有一致性。

国博青铜器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将此器继续称为“镶嵌松石饕餮纹罍”  [7]。图

录说“器肩部四面中心饰以浮雕式兽首”，尺寸高 10.7、口径 6.2、底径7.5厘米，描述和

体量与此前著录均略有差异。关于器物尺寸，不同次数的测量数据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不

过，细察器物肩部的四个浮雕兽首，其中较高而窄长的两个，中空穿孔，属于贯耳，当年

石志廉先生的观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器肩上两个为兽首，两个为贯耳，兽首、贯耳各

自两两相对。

缶与罍的称谓哪一个更合适？缶类器的称谓，见于传世文献和青铜器自铭，有属于尊缶

类的，是作为酒器在春秋中期之后流行；有属于盥缶类的，是作为水器流行在与尊缶几乎相

同的时间段。这两类缶和春秋中期前后新出现的其他一大批器类一样，并没有更早的源头，

而是春秋中期礼器使用的一个变化。因此国博收藏的两件缶虽然与这些东周缶在器形上略

似，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器类。再说罍，商和西周时期流行一类小口、鼓肩而深腹、器

高明显大于器宽的盛酒器，目前学界多称之为罍。罍在早商时期多折肩无耳，商晚期和西

周时期为鼓肩双耳，器形与国博绿松石器相差较大。因此，国博绿松石器称缶、罍均有不

妥之处。

以上就器物归类的讨论，目的不是纠结于称谓概念上的细节。实际上，国博绿松石器

在器形乃至于装饰上有其特殊性。具体而言，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就器形而言，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矮体的盛酒器往往被学界称之为瓿，妇好墓

就出土有 3件圆瓿，其小方缶归于方瓿也比较合适。但商时期瓿类器均作侈口，承接内敛的

子口盖，而国博绿松石器直口微敛，口部原来应该是被母口的器盖所覆盖。这样母盖与直口

结合较多的扣合做法，只见于卣类器。商时期盛酒器口部的不同与功能直接相关，因此不同

器类的差异性也是系统性的。妇好墓小方缶如同一般的瓿或罍作侈口，可见其大小、器形虽

与国博绿松石器近似，但两器功能性应有差异。

其二，国博绿松石器肩部两侧设贯耳的做法，基本上只见于壶类器，但国博绿松石器其

他器形特征都与壶类器无关。

其三，方器一般应该对应方口，而方器圆口在商晚期只见于带提梁的长颈壶和南方地区

的圆口方尊，但这些大型的壶、方尊均为侈口，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方器圆口但又是直口承

母盖，也是仅见的例子。

其四，类似国博绿松石器不设圈足而作凹圜底的商晚期青铜器，仅见于方罍和少数圆罍。

其五，竖身夔纹都是伴生在兽面纹两侧，像国博绿松石器这样独立地出现在器物肩部，

不见于其他青铜器。

国博绿松石器以上器形特征难以进行器物归类，本文续称兽面纹方缶，避免新名称容

易引起的混淆。强调这些个性特征，还因为这件器物是商时期很少见的绿松石青铜容器。

考虑到这件缶的方器圆口、子口、贯耳、凹圜底、独立竖身夔纹等不同器类相杂的因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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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这件小型容器的独特背景。青铜时代早期的特型器物，往往显示高等级的社会背景。

实际上，这件方缶的绿松石制作工艺也很高级，器物很可能出自王室甚至是商王墓葬之中。

2.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钺

《国博商》第147器，馆藏号C5.2733，1959 年故宫调拨（图二：1），图录称之为“镶嵌

绿松石饕餮纹钺”[8]。内部两侧饰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钺通长25、宽17厘米，根据这一比例，

可测算出内宽 7.5厘米。图录认为钺的年代在殷墟文化第二期。

3.镶嵌绿松石夔纹戈

《国博商》第131器，馆藏号C5.1493（图二：2）[9]。

戈曲内，内上饰夔纹，夔纹头向戈援方向。戈通长29.7厘米。《国博商》认为其年代相

当于殷墟59 武官M1出土戈。按，此戈曲内，其上夔纹的眼球部分为圆角长方形（其上镶嵌

的绿松石已失）。此戈器形或可早至殷墟文化第一期，可以说是代表了兵器镶嵌绿松石工艺

的初始阶段。

与这件夔纹戈相似器形的，是《国博商》第132 器鸟纹戈（馆藏号C5.1509）。该戈纹饰

线条之间陡直而有较深的下凹，鸟纹眼部空出，这样的特征说明它原来很可能也镶嵌有绿松

石（图二：3）。绿松石嵌片往往需用大漆粘连，但也可能脱离。有些绿松石会在埋藏过程中

脱落，大辛庄M5戈的绿松石脱离在近旁 [10]。一般而言，镶嵌绿松石在青铜器器体中的纹饰

部分下凹较深且宽而陡直，动物型纹饰中眼珠部分全部下凹。妇好墓M5：23玉援铜内戈[11]

内部纹饰原镶嵌绿松石，但仅有少量存留，所呈现的状态与国博这件夔纹戈接近。从这个角

度而言，殷墟出土的不少青铜戈等原来应该镶嵌有绿松石 [12]。

图二 国博藏镶嵌绿松石兵器

1.兽面纹钺（包含内部两侧） 2.夔纹戈 3.鸟纹戈 4.歧冠曲内戈

2

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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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妇好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戈两件

国博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著录一件镶嵌绿松石戈 [13]（图二：4），歧冠曲内、栏

侧援部各饰一组镶嵌绿松石夔纹。戈通长27.8厘米，内长12厘米。此器在《殷墟妇好墓》

报告中器物号为 438[14]，属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援铜内戈之一，这两件玉援戈也都镶嵌有

绿松石。

2021年在国博举办的“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中，有一件直内戈的内

部镶嵌绿松石，绿松石嵌片布局较为散乱，未构成图形（图六：7）。对照《殷墟妇好墓》报

告，该戈器物号为M5：716，通长21.9、援长 6.5厘米 [15]。

以上国博收藏的5件绿松石器，反映了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在生产、装饰、礼制方面的

一般情况，以下具体讨论。

二  殷墟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器

殷墟文化之前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时期 [16]，少量的串饰作为人体装饰出现在普

通贵族群体中，绿松石开始普遍地以嵌片的形式被制作成龙形或兽面形，装饰在有机质的

主体上，二里头文化时期还独特地装饰在青铜牌饰上。此类龙形或兽面形器是以绿松石为表

达的主体，具有礼器性质，甚至可能还有神灵属性 [17]，因之也具有高等级的社会地位。绿

松石制品由新石器时代人体装饰为主的功能，升级为上层社会的标志物，体现了早期文明形

成过程中，奢侈品资源和产品被垄断、地位和性质被升化的境遇。绿松石制品如此，青铜

器和玉器也是如此。

殷墟文化绿松石工业继续发展，产品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不过绿松石产业也有了很

大的变化，其一是绿松石产品除了传统的串饰和嵌片装饰之外，较多出现独立造型的蝉、蛙

等象生器，和同时期玉器中的鹿、鸟、鱼等小型象生器一样，成为独立的动物型装饰；其二

是嵌片仍然是绿松石器的主要和主流方式，除了继续与青铜器结合之外，还装饰在骨器、石

器上，甚至镶嵌在带刻辞的骨器上；其三是绿松石嵌片结合在青铜器上的对象，主要是青铜

兵器、车马器。绿松石不再是主体材质，而成为从属于主体的装饰。

嵌片绿松石装饰转向青铜兵器，大约始自殷墟文化第一期。殷墟小屯 M331玉援曲

内（R000850）戈（图三：1）[18]，玉援部分有两个穿孔，其一有圆片状绿松石。在戈的曲内

和援端均镶嵌绿松石，两处绿松石装饰分别为夔纹和兽面纹（图三：2）[19]。戈长32.9、宽

6.8厘米。殷墟小屯 M232曲内戈（R002104），内端绿松石装饰为夔纹（图三：3）[20]，夔纹

和M331内部的一致，均为臣字形眼（图三：4）[21]，属于较早的纹饰特征。戈长 44.3、内宽

5.8-6.1厘米。该戈体量颇大，远胜于墓葬中同出的其他 5件 [22]。根据发掘报告，M232另

外两件戈也可能装饰绿松石嵌片，但出土时未见。以上两件戈出土的墓葬，M232 稍早，朱

凤瀚先生将其列入殷墟一期；M331稍晚，朱凤瀚先生将其列入殷墟二期Ⅰ段 [23]，与武官

M1相当，略早于妇好墓。

武丁前后是商文化绿松石装饰的繁荣阶段，一些高等级贵族或场合使用绿松石装饰数

量较大。迄今发现绿松石器最多的是二十世纪 30 年代发掘的小屯 M20 车马坑。M20 位于

乙七基址之南，是一排 5座车马坑中较大的 [24]。一般学者认为，这座车马坑应该附属于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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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址，基址和车马坑都属于祭祀性质遗存 [25]。M20 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器装饰有大量绿松

石（图四），器类包括軓饰、踵饰、车軎、䡇䡇、衡端饰、轭、轭首饰、轭脚饰、泡等 [26]。M20

出土超过 500 件车器的泡，其中超过 200 件装饰有绿松石嵌片。此外，M20出土的弓形器、

兽首刀、曲内戈也饰有绿松石嵌片。M20 绿松石纹饰的种类有兽面纹、蝉纹、六角星或八角

星纹等，展现了绿松石产业的发达。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青铜戈 91件，报告标本举例中

有 8件镶嵌绿松石装饰；出土青铜弓形器 6 件，镶嵌绿松石的有4件；出土镶嵌绿松石青铜

虎或虎头 4件 [27]。此外，墓葬还出土绿松石珠 6，独体的绿松石鸽1、蝉蛙合体1[28]。殷墟

花园庄东地 M54出土的青铜器中也有较多嵌片绿松石器 [29]。其中，发掘报告认为7件钺可

能有6 件镶嵌兽面纹；73 件戈中的两件长胡戈、1件玉援戈饰有绿松石，还有更多戈的绿松

石装饰已脱落；出土的 6 件铃首或兽首弓形器，都带有绿松石。M54：393 铃首弓形器在弓

图三 殷墟小屯墓葬出土的镶嵌绿松石戈

1、2.小屯M331 R000850戈 3、4.小屯M232 R002104戈

1 3

2 4

图四 殷墟小屯M20车马坑出土的部分镶嵌绿松石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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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镶嵌有“亚长”铭文和蝉纹，这也说明弓形器这种外来文化因素确定是在本地生产。

殷墟文化较晚阶段，绿松石嵌片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似有减弱之势。同属于殷墟文化第

三期的郭家庄M160、戚家庄M269 是这一阶段的两座高级贵族墓葬，墓葬中车马器、兵

器都未见镶嵌绿松石装饰。相反，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常见随葬绿松石嵌片。在郭家庄M135

中“许多不规整的小片散在一处。其长、宽在 0.2-0.3厘米之间，厚度不到 0.1厘米”[30]。

M135 是座小型贵族墓，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戚家庄也是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出土绿松石嵌

片，如M130出土258件 [31]。在殷墟苗圃北地墓葬 [32]、殷墟西区墓葬中 [33]，都有类似现象，

似乎绿松石嵌片装饰不再得到商末社会的重视。

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礼仪性绿松石产品是否在延续？虽然目前还不能绝然否定

其存在，但根据殷墟的考古发现大体可做一些推测。二十世纪 30 年代史语所对西北岗王陵

区的发掘，以及当代殷墟的发掘，都没有发现成形的绿松石礼仪性器物。在属于殷墟文化第

一期的小屯 M232 墓葬中，发现 3堆共558片绿松石嵌片 [34]，其中一堆位于墓主头部，或

可能与近旁的器物构成组饰，或可能系近旁青铜戈绿松石装饰脱离；其他两堆绿松石位于墓

主右侧殉人的头部和腰部，位置上都近于玉簪，这些绿松石嵌片很可能是附属于某类物品的

装饰。M232 社会等级高，年代接近中商文化时期，绿松石的出土状况可能说明其装饰性质

的转变。在殷墟西北岗一些王级大墓如M1002、M1003、M1004、M1500、M1550 中，也

都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绿松石嵌片。在M1004 早期盗掘坑中出土1042片，南墓地早期盗掘坑

出土 24、方形盗掘坑出土696片绿松石 [35]，使用绿松石嵌片装饰的数量是很大的。由于西

北岗王陵区墓葬均遭大规模盗掘和扰乱，劫余的随葬品也多失去原有的面貌和背景，不能

确定墓葬中这些嵌片原来所属器形及其性质。不过鉴于殷墟时期青铜礼器已经成为礼器的

核心，而青铜钺、大玉戈等标识高等级贵族的象征物也很成熟，因此可以推测礼仪性绿松石

器已经退出或者接近退出历史舞台。殷墟文化时期包括其后的西周时期，也未再发现专属的

绿松石礼仪性器物。

三  殷墟文化绿松石器的等级

绿松石嵌片装饰在青铜器等器物主体上，形成复合材质的器物，提升了器物的社会性

功能，也因为如此，二里头绿松石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社会层次。殷墟绿松石多附属于青铜

器，虽较二里头地位有所下降，但这类青铜器仍然是观察其时社会等级很好的视角。

绿松石器的不同等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绿松石嵌片及其加工所反映的等

级，一是绿松石所装饰青铜器的等级。在二里头，绿松石嵌片加工得非常规整、精制，不

仅正面抛光、反面打磨，其他侧面也制作规整而光滑，如二里头1984YLVIM11：7牌饰（图

六：1）[36]，体现了很高的等级。绿松石嵌片高水准的制作，又关联二里头青铜牌饰、龙形器

的这些器物的高级别。

殷墟文化时期也见有一些高水准的绿松石器。妇好墓出有兽首鋬象牙杯一对，其形制、

纹饰、大小基本相同。器身饰三组兽面纹，鋬饰夔纹、兽面纹，纹饰均镶嵌以绿松石嵌片，

嵌片的周边都有打磨，一些嵌片制作成适合镶嵌的特别形状（图六：2）。其中M5：101象

牙杯的绿松石保存较多，杯身高 30.5、口径10.5-11.3厘米（图五：1）。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收藏、传出自安阳的镶嵌龙纹铜柲玉戈，内部、戈柲通体均饰绿松石嵌片，嵌片特征如同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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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牙杯，戈通长35.4厘米 [37]（图五：2）。这两件殷墟器物的绿松石嵌片虽较二里头的尺

寸稍小，但制作仍然精细。绿松石的品相也匹配两件器物本体的材质与性质，体现了高等

级。类似的绿松石工艺，也见于前述小屯M20 的车马器上。

在西北岗M1004 翻葬坑中出土的 430片绿松石多无固定形状，但其中也有固定形状的，

都是眼片、角片、鳞片等。这些固定形状的绿松石片边缘多打磨光滑，大小在 0.5-2.6厘米

之间 [38]。M1004 的发现说明最高等级贵族所使用的绿松石器，绿松石嵌片既有加工考究精

细，也有工艺不甚讲究的。

1 2

图五 殷墟镶嵌绿松石器

1.妇好墓M5 : 101象牙杯 2.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青铜柲玉戈

图六 镶嵌绿松石细部特写

1.二里头1984YLVIM11 : 7牌饰 2.妇好墓M5 : 101象牙杯 3.国博藏镶嵌绿松石兽面纹方缶 4.上海博物馆藏镶
嵌绿松石钺 5.国博藏兽面纹钺 6.大辛庄M163 : 2戈 7.妇好墓M5 : 716戈 8.花园庄东地 M54 : 313玉援戈

1 2 3 4

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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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好墓中，也见有一些制作较为粗糙的绿松石嵌片。妇好墓一些青铜戈上的绿松石

嵌片大小不均匀且不规整，如国博收藏的M5：716 直内戈，内部绿松石嵌片形状不规则，

显然未经整形加工，大小不均匀，应该属于绿松石嵌片中的末端产品，因此该戈的镶嵌装

饰也未构成图案（图六：7）。相似的情况见于花园庄东地 M54 的兵器中，M54：313玉援铜

戈为玉援，内端残，残长13.97厘米 [39]。该戈的绿松石嵌片虽然像国博夔纹戈的那样嵌入

青铜纹饰格栏中，但嵌片大小不甚一致，与国博夔纹戈的嵌片有较大差别（图六：8）。

以上述绿松石嵌片工艺为参照，可以看出国博收藏的方缶和兽面纹钺的绿松石工艺较好

（图六：3、5）。两件器的动物型装饰中，嵌片的大小和形状都较整齐，都以较为规整、特

质的嵌片作为眼珠。特别是方缶使用了较多1厘米左右的大片嵌片，可知这件器物绿松石是

仅次于妇好象牙器的级别。但两件器的绿松石嵌片周边均未经过加工，一些小的嵌片甚至

为有意拼凑。由此看来，殷墟文化即便较高级别的绿松石器，有的制作水平也较为粗疏。

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嵌片装饰的青铜戈和弓形器还经常出现在中小型墓葬中，甚至出

现在政治中心之外的聚落。济南大辛庄是商时期对东部控制的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过去

发现的墓葬编号接近三百，是殷墟之外发现墓葬最多的。随葬品或有成套的青铜礼器，或

只见陶器，主要属于中低级贵族墓葬。大辛庄有三座墓葬出土镶嵌绿松石青铜戈，分别为

M5、M163、M275。M5 墓口长3米，墓葬带腰坑内殉狗，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陶鬲1、

盆1，青铜鼎1、爵1、觚1、戈1，玉琀 1、璜 2、斧1[40]。戈三角形援，长23.2厘米，内部

饰兽面纹并镶嵌绿松石。墓葬和戈的年代都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图七：1），著录在《中国出

土青铜器全集》。M163 墓口长2.9 米，墓葬

带腰坑内殉狗，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陶鬲

1、瓿1，青铜钺1、戈3、刀1、鐏1，玉钺1、

饰件1[41]。戈M163：2为三角形援，内两面

饰夔纹镶嵌绿松石，戈长23.2 厘米（图七：

2）。M163 年代在殷墟文化第一期，三件戈

形制也有相当的年代特征。M275墓口长3.6

米，带腰坑内殉人1，葬具为一棺一椁。随

葬品有陶鬲1、豆1、簋1，青铜鼎1、觚1、

爵1、戈2、矛2、刀1、镞1、锛3，玉戈1、

柄形器1[42]。M275：4戈为长援，内端的兽

面纹镶嵌绿松石，部分绿松石已脱离，戈残

长17.5、宽 5.7厘米（图七：3）。M275 墓葬

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戈的兽面上部出

现瓶状角，特征与墓葬年代相当。以上三座

墓葬都有腰坑、殉狗或殉人，墓主系商系贵

族。这样的贵族在晚商的社会阶层中属于中

级偏低，而在大辛庄属于较高等级。说明镶

嵌绿松石青铜戈的使用者在这里拥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

上述诸例说明殷墟文化中绿松石嵌片的

图七 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兵器

1.济南大辛庄M5戈 2.济南大辛庄M163戈 3.济
南大辛庄M275戈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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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有精细与粗糙、等级高低之分，器物等级的高低，与嵌片工艺的精粗也基本对应。同

时，较高社会等级所使用的器物、绿松石嵌片加工往往更为精制讲究。但另一方面，绿松石

镶嵌并不代表高等级的地位，妇好墓中体现权力的两件大钺，均未镶嵌绿松石。高等级贵

族也不是必定使用工艺精细的绿松石嵌片，如前述妇好M5：716戈。要之，绿松石器可以表

达出使用者可能较高的地位，但却不像青铜礼器那样，作为表达较高地位的必选物。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殷墟文化时期的青铜觥，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时期绿松

石器所反映的等级关系。这件觥长18.6、高 16厘米，在觥类器中体形很小。觥体为罕见的

1

2

3

图八 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器

1、2.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觥 3.上海博物馆藏
镶嵌十字纹绿松石钺

素面，觥盖则装饰镶嵌绿松石龙纹（图八：

1）[43]。绿松石嵌片在龙体上排列成殷墟文化

时期多见的钻石状构图，还在龙侧、龙角等

部位也有分布（图八：2）。绿松石大小、形

状都很规整，但周边未经打磨。这件觥是

另一件殷墟文化时期少见的镶嵌绿松石青铜

容器，绿松石嵌片及其工艺都很高。但觥的

器形较小，青铜工艺在觥类器中也较为普

通。因此这件觥似乎并未像国博绿松石兽面

纹方缶那样具有很高的等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

的那件著名的镶嵌十字纹绿松石钺 [44]（图

八：3）。该钺一般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时

期，过去学者们给出的依据是二里头遗址有

绿松石青铜牌饰，且已出现有十字形装饰。

现在我们知道，青铜兵器镶嵌绿松石是属

于殷墟文化的作风，而十字形纹是外来文

化因素 [45]，也可能会再出现在殷墟文化时

期。从工艺而言，钺上的绿松石嵌片周边没

有像二里头的那样打磨规整，但嵌片都较大

而齐整，有较规整的整形加工，类似殷墟

文化兵器中较高等级的绿松石特征（图六：

4）。该钺全长35.6、刃宽33.2厘米，重5.16

千克，高大而厚重，并非二里头文化器的特

征。无论形制，还是体量，都似乎应该将此

钺的年代订在殷墟文化时期为宜。

总体看来，殷墟文化绿松石器的数量，

远超此前的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时期。这说

明当时绿松石矿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采，因

之绿松石成品产业发达，产品类别也较多。

这样同时说明早期文明得到发展后，资源与

产业开发能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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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文化绿松石器开启了新的社会风尚和方式。绿松石装饰转向青铜兵器和车马器这

些实用性器具，绿松石器不再作为礼器标志使用者身份，显然已失去了此前作为礼器的地

位。这或者可以说明，青铜器已经确立其礼器地位、成为衡量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在绿

松石嵌片的生产上，不同质量的绿松石都有较多数量，形成多层级的产品链。这说明随着绿

松石社会地位的下降，绿松石产品使用阶层泛化。除了高等级贵族拥有较多产品之外，绿松

石兵器、车马器也较多出现在中小型贵族墓中。这是早期国家的发展中，特权阶层扩大、贵

族层级增加的必然趋向。

注释：

[1]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

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
[2] 同 [1]，第 190页。
[3] 石志廉：《介绍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

1964年第 4期。
[4] 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

铜器（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 63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

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 67页，图版三一。
[6]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 36页。
[7]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 48页。
[8] 同 [1]，第 293-294页。
[9] 同 [1]，第 268页。
[10][40]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

址 1984年秋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 4集，

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 309-311页。
[11] 同 [5]，图版七一：1。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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