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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璧的定义

璧，是一种什么样的器物？
《尔雅·释器》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

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疏》曰：“肉，边也；
好，孔也。 边大倍于孔者名璧；孔大而边小者，
名瑗；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 ”

怎样理解《尔雅》的定义呢？ 自宋代以来的
金石学著录和“礼图”中，均采用《尔雅》概念来
定义玉璧。 如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八著录有洛
阳玉璧，谓其“边大而空小，璧也”（图一）[1]。 宋
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有“谷璧”“蒲璧”“璧羡”
“苍璧”[2]。 清代戴震《考工记图》有“璧”“璧羡”
图，谓“肉倍好谓之璧。 子执谷璧，五寸；男执蒲
璧，五寸。 《考工记》文不具。 瑑璧八寸，有圻鄂
尔，不别为图”。 所谓“璧羡”是指外廓不圆整、
有长径短径区分之璧（图二）[3]。 清代吴大澂《古
玉图考》著录有璧、大璧、蒲璧、苍璧、瑗、环、系
璧、璇玑、夷玉等璧类玉器，于璧、环、瑗皆引
《尔雅》《说文》为说（图三）[4]。 其后那志良《古玉

鉴裁》，也采《尔雅》《说文》概念，唯其理解和解
释稍有不同。 其区别，主要在于对璧“肉”宽度
是采用单边宽还是双边宽与“好”直径作比较。
夏鼐在对比了吴大澂、那志良两说并验证于考
古出土品之后，发现“发掘所得的实物，肉好的
比例，很不规则。 它们既不限于这三种比例，并
且绝大部分不符合这三种比例”。 因此断言“这
是汉初经学家故弄玄虚， 强加区分”。 “我建议
把三者总称为璧环类，或简称为璧”[5]。

东汉许慎《说文》云：“璧，瑞玉，圜也。”“環，
璧也。 肉好若一谓之環。 从玉睘声。 ”“瑗，大孔
璧。 ”“璜，半璧也。 ”按许慎之说，環、瑗，均属于
璧类。 先儒在验证《尔雅》《说文》关于璧、瑗、环
的概念时，往往未免一个共同的失误，就是试
图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至汉代 （甚至更晚）的
玉璧，皆用《尔雅》一把尺子加以衡量，结果自
然不能相符。 实际上，《尔雅》 的标准不妨只作
为一个原则看，即玉璧之“肉”“好”之比中，“好”
可大致分为小、中、大三等，分别对应璧、环、瑗。

就既有考古发现而言，商代玉璧、瑗、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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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现在还看不出显著差异。 因此，笔者同
意把外廓作圆形、中央有圆孔的玉器，统称为
璧；带有旋牙的玉璧———牙璧，因其蕴含意义
与璧相同（详后），也归之于璧类。

二 考古发现的殷商时期的玉石璧

考古发现的殷商玉石器，其称名多沿袭前
人旧习，或以其功用而新定名。 如用板材制作、
中央有孔的圆形玉石器，常被称作璧或瑗、环；
形体小、穿孔亦细小者，或称纺轮。 应当指出的
是，我们所说的玉璧，通常是作为“礼仪用器”
而存在的，但一些形体很小（直径 5厘米以下）、
用作装饰品或“葬玉”的“璧形”玉器，在考古
报告中也称璧，为方便研究，本文将其暂归为
璧类。

这里笔者把学界通常所说的璧、瑗、環、牙
璧，统称为璧（璧形器）。

在安阳殷墟， 玉石璧主要发现于墓葬中，
个别出自祭祀遗址。

据粗略统计，现已公开报道的殷墟数以千
计的普通墓葬中出土玉石璧仅有 20多件，而且
所用玉璧材质差，形体小，工艺粗糙。 有的形体
很小，实际上只是装饰品。高等级玉璧（玉料好，
形体大，工艺精致）主要出自高等级墓葬，包括
王陵、王室成员墓葬和其他高等级墓葬。 王陵
因均遭盗扰，随葬品损失严重，出土文物不能
反映历史事实。 未被盗掘的高等级墓葬中，以
小屯 M5、郭家庄 M160、花园庄 M54 三墓出土
玉璧规格高且保存比较完好。

现将殷墟比较重要的玉璧考古发现综理
如下。

侯家庄 M1217 号大墓出土 14 件玉石璧类
残片，其中平板璧 4 片，有领璧 8 片，形制不确
定 2片。 复原石璧 1件，直径 8.6、孔径 3.2厘米
（图四 ∶ 1）[6]。

侯家庄 M1400 号大墓出土有领玉璧 1 件，
直径 12.2、孔径 6.8厘米（图四 ∶ 2）[7]。

侯家庄M1443号大墓平板玉璧 R1327，直径
9.4、孔径 4.7厘米（图五 ∶ 2）。 有领玉璧 R1570，
直径 11.4、 孔径 5.6 厘米 （图五 ∶ 3）。 玉牙璧
R1320，直径 2.5、孔径 1.1厘米（图五 ∶ 1）[8]。

侯家庄 M1550 号大墓出土有领玉璧 3 件。
其中 R912 出自 40 号殉葬坑，直径 10.1、孔径
5.6 厘米（图六 ∶ 2）。 R1572 出自 49 号殉葬坑，
直径 10、孔径 5.4厘米（图六 ∶ 1）。4 ∶ 1846出自
翻葬坑，直径 1.6、孔径 5.4厘米（图六 ∶ 3）[9]。

侯家庄 M1001 号大墓出土一批玉石璧，多
已残断。计有平板璧残件 14块（玉 3、石 11）、有
领璧残件 26 块 （玉 13、石 13）、玉牙璧 2 件
（图七、八）。 翻葬坑出土 2件牙璧：R1334外径
6.3、孔径 1.9厘米（图九 ∶ 1）；R1314，残，现存四
个同向旋齿，肉部有一小穿孔，应是系孔，外径
3.9、孔径 1.5 厘米（图九 ∶ 2）。 还有 2 件玉器，
形如璧，但体形很小，中孔之外还有更细小之
边孔，可用于系挂：R1345 外径 3.6、孔径 1.6 厘
米 （图九 ∶ 4）。 R1347 外径 1.9、孔径 1 厘米
（图九 ∶ 3）[10]。

图一 《考古图》玉璧

图二 《考工图记》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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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庄 M160出土玉璧 M160 ∶ 76，直径 3.6、
孔径 0.6厘米（图一○ ∶ 7）。牙璧M160 ∶ 119，直径
10.8、孔径 2.8厘米（图一○ ∶ 5）。 玉环M160 ∶ 40，
直径 10.7、 孔径 4.8 厘米 （图一○ ∶ 4）。 玉环
M160 ∶ 242，直径 5.3、孔径 2.7厘米（图一○ ∶ 8）[11]。

花园庄 M54出土玉璧M54 ∶ 352，有领，直径
17.6、孔径 5.7厘米（图一○ ∶ 1）。 牙璧M54 ∶ 340，
长径 3.4、短径 3厘米（图一○ ∶ 6）。 玉环M54 ∶ 356，
有领，直径 10.6、孔径 5.2厘米（图一○ ∶ 3）。 玉环
M54 ∶ 361，直径 11.6、孔径 5.8厘米（图一○ ∶ 2）[12]。

殷墟小屯 M5（妇好墓）出土玉璧 16、牙璧
1、环 24、瑗 17件。 玉璧中平板璧 12件，根据玉
色、造型、尺寸，发掘者判断可能其中 8 件为一
组套 （器物编号 457、588、448、911、1068、451、

1034、453）（图一一）， 另 4 件为一组套 （编号
1066、452、91、1100）（图一二）。 有领璧 4件（编
号 1014、495、456、1016）（图一三），发掘者认为
属于一组套。 玉环 24件，其中无领环 14件（完
整者 11件、半成品 1件），其中 8件被认为是一
组套（编号 910、1286、1069、912、447、449、1287、
450）（图一四）。 有领玉环 9件（编号 904、1015、
908、487、907、906、494）（图一五）， 大小依次递
减似为一组套。 另有一件玉环（M5 ∶ 1326），环
身镂雕鸟形，现存两鸟，左右对称布列。 玉环
M5 ∶ 943外廓与孔均近圆角方形， 可看作方形
璧，长径 5.3、孔径 2.6 厘米，应是红山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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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古玉图考》玉器

1. 璧 2. 大璧 3. 苍璧 4. 谷璧 5. 蒲璧 6. 系璧 7. 环 8. 瑗 9. 璇玑 10. 夷玉

图四 殷墟侯家庄出土玉石璧

1. M1217 石璧 2. M1400 玉璧

图五 侯家庄 M1443 出土玉璧

1. R1320 2. R1327 3. R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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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殷墟侯家庄 M1550 出土玉璧

1. R1572 2. R912 3. 4 ∶ 1846

图七 殷墟侯家庄 M1001 出土玉璧

1. R3489 2. R3493、R3555

图八 殷墟侯家庄 M1001 出土石璧

1. M1011 2. 3 ∶ 1737 3. 3 ∶ 1627、3 ∶ 2981 4. HPK1091 ∶ 3、5 5. 3 ∶ 3126
6. 2 ∶ 1846 7. 3 ∶ 2824

玉。玉瑗中无领瑗 10件，
其中 7 件（338、339、913、
1098 、 1064 、 342 、 1263 ）
（图一六），尺寸有依次递
减现象，发掘者认为可能
属于一套。有领玉瑗 7件
（489、909、590、490、1045、
344、905）（图一七）。 尺寸
依次递减，可能是一组套[13]。

牙璧 M5 ∶ 1029，外
缘等距分布三个顺时针
旋牙，径长 6.1、孔径 2.3
厘米（图一八）。变体五牙
璧 M5 ∶ 1040，环形，外缘
有五组扉齿， 直径 7.4~8、
孔径 5.7厘米[14]。 另外，有
一件龙形玦 M5 ∶ 589、二
件鱼形璜 （927、1025）系
用有领玉璧改制 [15]，双联
璜 （877-894、873-893），
三联璜（879-901-1017），
组合后也成为璧[16]。

妇 好 墓 有 领 玉 环
M5 ∶ 1326，直径 12.7、孔
径 6 厘米， 环身镂雕鸟
形，现存两鸟，左右对称
布列，一鸟完整，一鸟尾
部残失（图一九）[17]。

在殷墟，其他零星的
玉璧发现如下。

小屯 M232 出土牙
璧 M232 ∶ R907， 直径
12.5、孔径 4.6 厘米 （图
二○ ∶ 左）[18]。

小屯 M331 出土 1
件玉璧，直径 7、孔径 2.9
厘米（图二○ ∶ 右）[19]。

武官大墓出土玉璧
2 枚。 一件外郭不圆，直
径 3.8~4.1、最大孔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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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殷墟侯家庄 M1001 出土玉璧

1. R1334 2. R1314 3. R1347 4. R1345 5. R919 6. HPKM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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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殷墟花园庄 M54、郭家庄 M160 出土玉璧

1. M54 ∶ 352 2. M54 ∶ 361 3. M54 ∶ 356 4. M160 ∶ 40 5. M160 ∶ 119
6. M54 ∶ 340 7. M160 ∶ 76 8. M160 ∶ 242

厘米。 另一件直径 3.1、孔径 0.9 厘米。
W24 号殉葬人胸部随葬石璧 1 枚，直
径 5.3、孔径 2.5厘米[20]。

四盘磨 M8 死者颈旁出土玉璧 1
枚（尺寸不明）[21]。

小屯西北地 M11 出土 1 件牙璧，
直径 12、孔径 6.7厘米[22]。

殷墟西区 M701出土 2件玉环，套
合一起。 M701 ∶ 02，外径 7.8厘米[23]。

殷墟西区 GM239 出土 1 件玉璧，
直径 4.7厘米。 近边缘有一小孔[24]。

后冈 M9出土玉璧 2件。 M9 ∶ 024
直径 13.8、孔径 4.5 厘米。 M15 出土 1
件有领玉环，残块长 5.3厘米[25]。

郭家庄文源绿岛 M5 玉环， 直径
10.3、孔径 6.2厘米[26]。

苗圃北地 M15 玉瑗， 直径 3.1、厚
0.3厘米[27]。

苗圃北地 M129玉环，直径 5.8、孔
径 2.3厘米[28]。

大司空 M25 出土有领玉环 2 件。
标本 M25 ∶ 8， 直径 10.8、 孔径 5.5
厘米。 标本 M25 ∶ 9，直径 11.7、孔径 6
厘米[29]。

大司空 M278 玉璧， 直径 10.1、孔
径 4.6厘米。 M21玉璧，直径 4.5、孔径
1.1 厘米。 M444 玉环，有领，直径 9.3、
孔径 5.9厘米。M303玉环，直径 5.2、孔
径 3.4厘米[30]。

孝民屯殷墓出土 9 件玉璧、2 件石
璧。玉璧 NM137 ∶ 31，直径 3.2、孔径 1.4
厘米（图二一 ∶ 4）。 石璧 NM137 ∶ 17，直
径 3.4、孔径 0.5 厘米（图二一 ∶ 5）。 玉
璧 SM16 ∶ 11， 直径 6、 孔径 1.5 厘米
（图二一 ∶ 6）。 玉璧 SM594 ∶ 1， 直径
4.8、孔径 1.6 厘米（图二一 ∶ 2）。 玉璧
M890 ∶ 3，直径 3.8、孔径 0.5、厚 0.3~0.4厘米。 玉
璧残块 SM22 ∶ 4，边宽 4厘米。 玉璧 SM22 ∶ 8，
厚 0.8厘米。 玉璧 SM68 ∶ 1，直径 5、孔径 1.2厘米
（图二一 ∶ 3）。 玉璧 SM597 ∶ 2，直径 10.4、孔径

3.1厘米（图二一 ∶ 1）。玉璧残块 SM871 ∶ 10，边
宽 2.5厘米[31]。

刘家庄北地 M13 出土玉璧，直径 4.1、孔径
1.8厘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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