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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Abstract：The Shang Dynasty marked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ne chime. The Taosi site
in southern Shanxi made the birthplace of the stone-chime culture. In the Early Taosi culture around 4300
years ago, stone chimes in the primitive form appeared, which made a development out of the original large
flake stones suitable to hung up and be struck to soun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Longshan period, new types
of stone chimes appeared in western Henan, which ma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set of Taosi.
Subsequently, stone chimes of the Taosi style appeared in the Qijia culture in Gansu and Ningxia areas, and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in the western Liao River basin. In prior to the Shang Dynasty, stone chimes
have completed the chain from the initial stage, to transmission and early integration.
Keywords：Preliminary stone chime, Shape and structure, Prototype, Origin

摘要：商代之前是我国石磬的早期发展阶段，晋南地区陶寺遗址是石磬文化的发源地。距今4300年前后的陶寺

文化早期出现了具有原始形态的石磬类型，其祖型是适合悬挂、敲击、发声的大型片状石料。到了龙山文化

中、晚期，豫西地区出现了新的石磬类型，可能受到了陶寺文化石磬的影响。随后甘、宁地区的齐家文化出现

了陶寺文化类型的石磬，燕山以北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现了包含陶寺文化与豫西龙山文化石磬

类型的因素。我国石磬在商代之前完成了初创、传播与初步融合的文化进程。

关键词：早期石磬；形制；祖型；起源

早期石磬的形制及起源研究*

商代之前是我国石磬产生、发展的早期阶

段，这已成为学界研究的基本共识［1］。然而，由

于这一阶段石磬考古材料分布的时代跨度大、区

域广、数量相对较少，阻碍了石磬研究的深入，

造成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分化。偏重于石磬器物形

态的研究成果多出于从事考古学科的学者，如王

克林［2］、胡建［3］、郭明［4］等。着眼于石磬乐器性

能研究的成果则多出于音乐学科的学者，如方建

军［5］、郑祖襄［6］、高蕾［7］、王安潮［8］等。以上石

磬研究的学术差异，既与学者的知识结构有关，

也与研究成果存在跨学科交流的障碍有关。

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打破这种研究壁垒，形

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9］，为探讨石磬的

产生、发展、演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原先秦音乐考古研究”（批准号 ∶19BD053）和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殷商礼乐器用制度研究”（2024-ZDJH-836）的阶段性成果。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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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本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视角下，将商代之

前考古出土的石磬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石磬的

形制发展与乐器性能演变结合的视角，对石磬的

起源及早期发展状况提出一些看法，以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

一 早期石磬的发现概况

本文统计的早期石磬共37件，主要包括墓葬

和遗址中出土的发掘品，以及近代征集和部分传

世石磬。

（一）墓葬中的石磬

墓葬中发现的石磬共 7 件，集中于黄河上、

中游的山西、河南、青海三地区（表一），从墓

葬级别来看，山西、青海两地随葬石磬的墓葬规

格较高，而河南地区随葬石磬的墓葬规格则有高

有低。

陶寺石磬均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大墓。以襄汾陶

寺M3015为例，墓

圹宽大，随葬品种

类丰富，陶器、木

器、石器、玉器、

骨器总数达 200 多

件，石磬（M3015 ∶
17）与 2 件鼍鼓共

出于墓主足端，可

见石磬对于墓主特

殊的意义。禹州阎

寨 石 磬 （T11M4）
出土于龙山文化晚

期的村落遗址小型

墓葬中，该墓葬规格较小，

石磬是唯一的随葬品，出土

时断为两截，经粘合完整。

偃师二里头石磬 （K3 ∶
21），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一

号宫殿基址北面约 550 米的

K3中，同出器物有圆泡形铜

器、铜爵、陶盉、铜戈、铜

戚、玉柄形饰等礼器，未见人骨及葬具痕迹。紧

邻 K3 中部略偏南有一小坑，底部铺有朱砂，出

土玉铲形器、圆形铜器、玉钺、玉戈、绿松石饰

物、骨串珠及贝等。发掘者认为出土石磬的大坑

是墓穴，小坑则是棺室，这是迄今石磬出土于棺

室之外最早的个例。

（二）灰坑、文化层中的石磬

该类石磬共 13 件，完整者 3 件，残缺者 7
件，磬坯3件。（表二）残缺石磬，因为缺损无法

判明原有形制，磬坯则是未经进一步加工的半成

品，故这两类石磬不作本文类型划分的材料。

山西五台阳白石磬（H1 ∶ 111）、夏县东下冯

（H15 ∶ 60）和襄汾张槐石磬（H1 ∶ 1），均为保存

完好的发掘品，出土时叠压打破关系明确，可以

准确断代，是石磬类型划分较为可靠的材料。

（三）征集、传世石磬

这类石磬共 17件，占总数 46%。（表三）其

中，征集品多是在史前遗址周边发现，相关年代

序号

1

2

3

4

5

6

7

名称

襄汾陶寺石磬（M3002 ∶6）
襄汾陶寺石磬（M3015 ∶17）
襄汾陶寺石磬（M3016 ∶39）
襄汾陶寺石磬（M3072 ∶10）
禹州阎砦石磬（T11M4）

乐都柳湾石磬（M1103 ∶35）
偃师二里头遗址K3

时代

龙山文化早期

龙山文化早期

龙山文化早期

龙山文化早期

龙山文化晚期

齐家文化早期

二里头文化三期

材质

角页岩

角页岩

角砾岩

安山岩

石灰石

粉砂岩

石灰岩

型式

BbⅠ

Ca

BaⅠ

AaⅠ

AaⅠ

保存情况

完整

完整

完整

残缺

完整

残缺

断裂拼合完整

所在地

山西［10］

山西［11］

山西［12］

山西［13］

河南［14］

青海［15］

河南［16］

表一 墓葬出土石磬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名称

襄汾大崮堆山1号磬坯（P085）

襄汾大崮堆山磬坯2号磬坯

五台阳白石磬（H1 ∶111）
赤峰市康家湾石磬（IIH15 ∶3）
建平喀喇沁石磬（T3⑤ ∶1）
喀喇沁大山前残磬（97KDIT316H239⑦ ∶1）
喀喇沁大山前残磬（97KDIT335H434⑨ ∶4）
喀喇沁大山前残磬（97KDIT321H449⑩ ∶3）
喀喇沁大山前残磬（97KDIT326F42② ∶6）
喀喇沁大山前残磬（97KDIT321① ∶2）
喀喇沁大山前磬坯（96KDIH149 ∶2）
夏县东下冯（H15 ∶60）
襄汾张槐石磬（H1 ∶1）

时代

龙山文化早期

龙山文化早期

龙山文化早、中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代

夏代

材质

角页岩

角页岩

石灰岩

石灰岩

石灰岩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岩

石灰岩

角页岩

型式

Ca型

BbⅠ

Cb

保存情况

完整

完整

完整

残缺

残缺

残缺

残缺

残缺

残缺

残缺

完整

完整

完整

所在地

山西［17］

山西［18］

山西［19］

内蒙古［20］

辽宁［21］

内蒙古［22］

内蒙古［23］

内蒙古［24］

内蒙古［25］

内蒙古［26］

内蒙古［27］

山西［28］

山西［29］

表二 灰坑、文化层中出土的石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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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信息较准确；传世石磬则由于收藏信息的

缺失，判定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需将之放

到总体发展序列中，作必要印证。

以上统计的石磬材料中，保存完整者 23件，

包含出土时断裂，可以拼合完整者 2件，是本文

类型划分的重要材料。整体来看早期石磬材料

中，保存完整、出土层位明确的材料占比较大，

为早期石磬的类型划分提供了支撑。

二 早期石磬的形态演变及分期

（一）形态演变

根据顶部与底部的形制，

可以将早期石磬分为A、B、C
三型。

A型 折顶型，股、鼓分

明，股上边与鼓上边相交呈曲折

角度。根据整体形状又可分为

Aa、Ab两个亚型，分述如下。

Aa型 大致呈五边形，倨

句明确。据悬孔位置、磬体比

例可以分为二式。

Ⅰ式 共 2 件。悬孔位于

鼓、股上边的

交界处，悬起

时底边与水平

面几乎平行，

敲击时稳定性

弱。磬体的长

高 比 例 大 于

2.2 ∶1，通体修

长。典型器如

禹州阎寨石磬

（T11M4）（图

一：1），青石

打制而成，悬

孔位于鼓、股

交会处，鼓部

与股部大致相

当，悬起时，磬体底边与水平面夹角约10度，悬

挂起来，稳定性不强。该磬长78厘米，宽28.5厘

米，整体修长。典型器如偃师二里头石磬（K3 ∶
21）（图一：2），悬孔位于重心处，悬挂起来，

底边与水平面几乎平行，稳定性弱，该磬长58厘

米，宽26厘米。

Ⅱ式 1件。悬孔位置偏离磬体重心，悬挂

时稳定性强，磬体的长高比例小于 2 ∶ 1，整体趋

于宽阔。典型器如喀喇沁西府石磬（喀喇沁文管

所编号414）（图一：3），悬孔位于倨句下方偏股

部处，悬起时鼓部下沉，股部上翘，底边与水平

面夹角约为 17°，稳定性强。该磬长 37.6 厘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名 称

喀喇沁文管所石磬（喀喇沁文管所 ∶412）
喀喇沁文管所石磬（喀喇沁文管所 ∶413）
喀喇沁文管所石磬（喀喇沁文管所 ∶414）
喀喇沁文管所石磬（喀喇沁文管所 ∶415）
喀喇沁文管所石磬（喀喇沁文管所 ∶416）（二次加工）

喀喇沁文管所石磬（喀喇沁文管所 ∶1221）
王家营子石磬（赤峰市博物馆藏）

榆中马家山石磬（兰州市博物馆）

环县石磬（环县博物馆藏）

闻喜南宋村石磬（闻喜县博物馆 ∶0791-132-11）
中谷阳罗沟石磬（中阳县龙泉观）

襄汾石磬（大同市博物馆）

夏县西下冯石磬（792-132-12）

北票石磬（辽16）

建平水泉石磬（总298，杂15）

建昌石磬（建昌县文物管理所）

黄河磬王（青海省博物馆）

时 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齐家文化时期

齐家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晚期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

新石器时代

材 质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石

青石

青石

石灰石

石灰石

石灰岩

石灰岩

石灰岩

型式

Ca

AbⅠ

AaⅡ

Cc

Ca

Ca

BaⅠ

BaⅠ

Ca

BaⅡ

Ca

AbⅠ

AbⅠ

Ca

Ca

保存情况

完整

完整

完整

残缺

残缺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拼合完整

所在地

内蒙古［30］

内蒙古［31］

内蒙古［32］

内蒙古［33］

内蒙古［34］

内蒙古［35］

内蒙古［36］

甘肃［37］

甘肃

山西［38］

山西［39］

山西［40］

山西［41］

辽宁［42］

辽宁［43］

辽宁［44］

青海［45］

表三 各时期传世、征集石磬

２ ３1

４ ５ 6
图一 A型石磬

1. AaⅠ式禹州阎寨石磬（T11M4） 2. AaⅠ式偃师二里头石磬（K3 ∶ 21） 3.
AaⅡ式喀喇沁西府石磬（喀喇沁文管所编号414） 4. Ab型辽宁北票石磬（辽

16） 5. Ab型辽宁建平水泉石磬（总298，杂15） 6. Ab型喀喇沁石磬（喀喇

沁文管所编号4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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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9.5厘米。

Aa型石磬演变趋势：悬孔位置由中心向一侧

转移，稳定性逐步加强，长高比例渐小，磬体由

窄长向宽阔发展。

Ab型 共3件。折顶，整体呈三角形，底边

和两钝角边均较平直，悬孔位于股、鼓上边交会

处，稳定性强。典型器如辽宁北票石磬（辽 16）
（图一：4），磬体整体呈三角形，悬孔偏向股

部，悬起时底边与水平面夹角 20°，稳定性强。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辽宁建平水泉石磬 （总

298，杂15）（图一：5）、喀喇沁石磬（喀喇沁文

管所编号413）（图一：6）。
B型 弧顶型，鼓、股不分明，磬体上边呈

圆弧状相连，根据悬孔所在位置，又可以分为

Ba、Bb两个亚型。

Ba型 弧顶，悬孔位于磬体重心位置，悬起

时稳定性弱，根据磬体比例及制作工艺的差别，

可以分为二式。

Ⅰ式 共 3 件。打制成型，局部琢磨修整，

表面厚薄不均，悬孔位于重心附近，悬挂稳定性

弱。典型器如襄汾陶寺石磬（M3016 ∶39）（图二：

1），打制成型，局部修整，顶中部内凹，底边外

弧，磬体中部和偏向一端各有一个悬孔，该磬最

长 44厘米，最高 19厘米，长高比例 2.3 ∶ 1。另有

典型器如闻喜石磬（闻喜县博物馆 ∶ 0791-132-11）
（图二：2）、环县石磬（环县博物馆）（图二：3）。

Ⅱ式 共 1件。打制成型，磨制工艺程度较

高。典型器如襄汾石磬（大同市博物馆藏）（图

二： 4），打制成型，琢磨修

整，磬体厚薄均匀，长 138 厘

米，高40厘米。

Bb 型 弧顶，顶部圆弧，

底部平直，悬孔偏向磬体一

端，悬起时底边与水平面呈一

定度数夹角，稳定性强。典型

器如襄汾陶寺石磬（M3002 ∶ 6）
（图二：5），打制，磬体未经琢

磨，两弧边一边狭长，一边短

阔，悬起时，短阔端向上，狭

长端向下，底边与水平面形成一定的夹角，器型

厚重，稳定性强。典型器如夏县东下冯石磬

（H15 ∶60）（图二：6）。
C型 平顶型，鼓上边、股上边相连，没有

倨句夹角。根据悬孔所在位置，又分为Ca、Cb、
Cc三个亚型。

Ca型 共 9件。股、鼓不分，顶部平直，悬

孔位于中心一侧，悬起时底边与水平面有一定夹

角，稳定性好。典型器如襄汾陶寺石磬（M3015 ∶
17）（图三：1），磬体顶、底近平，无倨句，悬

孔偏离重心位置，悬起时底边水平夹角 60°，稳

定性强。典型器还有五台阳白石磬（H111 ∶ 1）、

中阳谷罗沟石磬（中阳县柏洼山龙泉观藏）、榆

中马家屲石磬 （兰州市博物馆）、喀喇沁石磬

（喀喇沁旗文管所编号 412）、辽宁建昌石磬（建

昌县文物管理所）、王家营子石磬（赤峰市博物

馆藏）、夏县西下冯石磬（792-132-12）、黄河磬

王（青海省博物馆）等。（图三：2-9）
Cb型 共1件。顶底平直，两侧边圆滑，悬

孔位于中线附近，稳定性弱。典型器如襄汾张槐

石磬（H1 ∶1）（图三：10）。磬体鼓、股不分，顶

底长度相近，悬孔在重心位置，稳定性弱。

Cc型 共 1件。长条形，悬孔位于顶部偏一

侧，悬起时，磬体侧立，顶部在上、底部朝下，

加之与水平面夹角小，稳定性弱。典型器如喀喇

沁石磬（喀喇沁文管所编号1221）（图三：11）。
（二）分期及年代

以上所用石磬材料，绝大多数为考古发掘

２ ３1

４ ５ 6
图二 B型石磬

1. BaⅠ式襄汾陶寺石磬（M3016 ∶ 39） 2. BaⅠ式闻喜石磬（闻喜县博物馆 ∶
0791-132-11） 3. BaⅠ式环县石磬（环县博物馆） 4. BaⅡ式襄汾石磬（大

同市博物馆） 5. Bb型襄汾陶寺石磬（M3002 ∶ 6） 6. Bb型夏县东下冯石磬

（H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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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年代信息较为确切，这为石磬的分期带来了

很大便利。所用材料中也有部分征集品、传世品

和著录品，这批材料的年代信息或文化归属多已

有定论。综合来看，通过对上述较全面、客观材

料的型式排比，来审查我国早期石磬发展演变的

基本逻辑和序列是可靠的。

综合早期石磬的三个大型七个亚型及各型之

间的演化轨迹，可以将早期石磬发展初步划分为

三期。（表四）

第一期，出现了弧顶的 Ba、Bb 型和平顶的

Ca型，这些石磬均出土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

为迄今最早石磬实物。两型石磬出土于同一考古

学文化、同样级别的大墓中，且单件石磬与鼓类

乐器共出，可见 B、C 型石磬在文化功能上的一

致，故将早期石磬的上限，定在陶寺文化早期。

第二期，前一阶段出现的 Ba、Bb、Ca 型石

磬，在该时期仍然流行，体现出这两类石磬的稳

定发展状态。Aa型Ⅰ式石磬首次出现，这是一种

有别于B、C型石磬的新类型，以

折顶、弧底为典型特征，石磬标

本出土于禹州阎砦豫西龙山文化

晚期村落遗址的墓葬中，年代晚

于陶寺文化早期。

第三期，Ab 型与 Cb、Cc 两

个亚型进入历史舞台。A 型石磬

获得了新的发展，Aa型Ⅰ式发展

出了 Aa 型Ⅱ式，显示出 Aa 型石

磬在该阶段的活力。A 型石磬分

化出了Ab亚型，这是一种目前只

发现于燕山以北、辽河流域夏家

下层文化中的新的石磬类型，时

代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Cb亚型的石磬发现于同属晋

南地区的襄汾张槐村遗址，为二

里头文化时期的标本。Ca型Ⅱ式

与Cc亚型，均发现于内蒙古喀喇

沁遗址之中，时代属于夏家店下

层。Ca型Ⅱ式在该时期也发现于

青海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可见 C
型石磬在这一时期对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显著影响。

A型石磬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发展，Aa型Ⅰ

式与新出现的Aa型Ⅱ式，并行存在，显示出A型

石磬作为新兴类型，多种类型并存的早期发展特

征。故将其划分为第三期，年代下限为夏家店下

层文化。

综合来看，该时期石磬较集中地分布于黄河

中上游地区，其中晋南地区发现的石磬时代最

早，数量最多。其次在豫西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

化分布区中，发现了一种有别于晋南陶寺文化石

磬的新类别。石磬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集中出现在

第三期，燕山、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

图三 C型石磬

1. Ca型襄汾陶寺石磬（M3015 ∶17） 2. Ca型五台阳白石磬（H111 ∶1） 3.
Ca型中阳谷罗沟石磬（中阳县柏洼山龙泉观藏） 4. Ca型榆中马家屲石磬

（兰州市博物馆） 5. Ca型喀喇沁石磬（喀喇沁旗文管所编号 412） 6. Ca
型辽宁建昌特磬（建昌县文物管理所） 7. Ca型王家营子石磬（赤峰市博物

馆藏） 8. Ca型夏县西下冯石磬（792-132-12） 9. Ca型黄河磬王（青海

省博物馆） 10. Cb型襄汾张槐石磬（H1 ∶1） 11. Cc型喀喇沁石磬（喀喇

沁文管所编号1221）

２ ３1

４ ５ 6

8 97

10 11

期别

类型

一期

二期

三期

A

Aa

Ⅰ

ⅠⅡ

Ab

√

B

Ba

Ⅰ

Ⅰ

Ⅱ

Bb

√

√

C

Ca

√

√

√

Cb

√

Cc

√

表四 早期石磬分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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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均出现了带有晋南和豫

西龙山文化石磬类型要素的新类型。石磬文化在

早期阶段的单向传播，体现了晋南与豫西龙山石

磬在早期阶段所处的中心和主导地位。

三 早期石磬的起源

唐兰在《古乐器小记》［46］中提出“球磬”是

最原始的石磬类型。这一学说影响了许敬参［47］、

常任侠［48］、夏野［49］，可以归结为“石磬起源于

犁铧”说。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石磬与同时代石刀

的对比中得到启发，胡建认为石磬的祖型是原始

社会时期一物多用的农业工具大型石刀［50］，而

王滨、贾志强则认为早期的石磬由仰韶文化晚期

出现的长方形单孔石刀演化而来［51］，这类说法

可以归结为“石磬起源于石刀”说。两说虽然

提法存在差异，但均承认早期石磬的祖型是普

通的劳动工具。李纯一进一步提出石磬起源于

劳动实践［52］，强调了人类艺术审美体验的历史

能动性，王子初也有类似提法［53］。已有学说虽

仍存在分歧，但为进一步探讨石磬的起源奠定了

基础。

（一）原始形态

目前年代最久的石磬出自陶寺文化早期墓葬

中，共 4件，分属B型弧顶与C型平顶两型，且

见于一至三期，可见陶寺石磬文化传统的深厚。

Bb型石磬在造型和工艺上，较同时代其他石

磬更具原始性。从制作工艺来看，Bb型石磬打制

成型后，仅见局部琢修修整，较Ba型石磬打制成

型，正反两面均经磨修整形的工艺明显落后。Bb
型石磬整体落后的石器生产与加工水准，具备更

多石磬早期形态的特征。Ca亚型石磬贯穿于前三

期的发展历史，体现出特有的稳定与保守发展状

态。第三期在同属于晋南地区的襄汾张槐遗址中

出现了Cb型石磬，而Cc型石磬则仅见于内蒙古

喀喇沁遗址之中，可见陶寺文化石磬因素对周边

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1984年在襄汾大崮堆山南坡发现的史前大型

采石场遗址，使用年代跨度自仰韶文化到龙山文

化［54］。研究者从石质、制法、器型构造等方面对

标本大崮堆山P085石片与陶寺M3015 ∶ 17石磬进

行了对比，认为大崮堆山P085是未经进一步加工

的磬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收录了襄

汾大崮堆山史前采石场发现的2号磬坯［55］。大崮

堆山史前采石场遗址距离陶寺遗址 7.4公里，且

使用年代包含陶寺文化，进一步印证了Ca亚型石

磬作为陶寺文化本土类型的推论。

A型石磬是在第二期出现的新类型，仅出现

于豫西龙山文化中。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陶寺

文化早期与豫西龙山文化之间存在过密切的接触

和互动［56］。从早期石磬的外部形态来看，A型的

折顶弧底，与陶寺文化Bb型的弧顶平底和Ca型
的直顶弧底存在着交流的可能。依据大致有三，

其一，我国史前时期的礼器多经历了由生产、生

活用品向专有礼器的发展历程。从陶寺文化早期

的石磬均发现于大墓中，且形成了磬与鼓的稳定

组合的文化现象来看，陶寺石磬当存在着一个前

礼器的发展阶段。其二，陶寺Ca型石磬在第三期

曾大规模向西和东北方向的考古学文化扩张，距

离陶寺文化较近的晋南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

就发现了Ca型石磬。陶寺Ca型石磬很有可能影响

到距离较近的豫西龙山文化。其三，陶寺Bb型石

磬至第三期已经传播到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之

中，如东下冯石磬（H15 ∶60）。已有资料证实陶寺

文化晚期或被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所取代［57］。

东下冯类型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同属一支考古学

文化［58］，那么第三期中出现在豫西二里头Aa型
Ⅰ式石磬与东下冯类型中出现的陶寺Bb型石磬，

就具备了文化对峙与交融的机会。巧合的是Bb型

石磬在第二期中至今没有在陶寺文化范围内发

现，却在第三期发现于陶寺文化与豫西龙山文化

的中间地带。三类早期石磬类型之间的影响或交

流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揭晓。但是从当下陶

寺石磬对A型石磬的可能影响来看，陶寺石磬具

备了更久远的文化传统。

（二）祖型

从石材的物理结构来看，适合打制的石料，

须具有较小的粒度和较高程度的胶结基质，而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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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胶结的大颗粒会导致石片的平滑破裂［59］。陶

寺 Bb 型石磬（陶寺 M3002 ∶ 6）与 Ca 型石磬（陶

寺M3015 ∶17）均为角页岩，这是一种陶寺文化石

制品广泛使用的岩类，属于变质岩类，其成份主

要为长石、石英、云母等［60］，角页岩是重结晶的

岩类，较高的胶结程度较适合大型石器的剥片和

加工，但是这类岩石往往具有较高的脆性，客观

上增加了石器加工过程中损坏的可能。以陶寺

M3002 ∶ 6石磬为例，磬底部的中间、鼓上边和末

端等部位，均分布有深凹的片疤。这当是角页岩

物理属性致使打击剥片以及整形过程中造成块状

石料意外剥落。角页岩莫氏硬度在 6以上，属于

硬度较高的岩类，这类石材增加了后期磨制整形

的难度［61］，显然选用角页岩作为陶寺石磬的制作

材质，无论是生产还是加工环节，都要耗费更多

的人力与物力，同时要承担更大的制作失败风险。

有学者把早期石磬的生产方式总结为“就

材”［62］，即选用发音和形状比较符合要求的天然

石料，以减少加工难度。陶寺先民选择角页岩作

为石磬材料，当与岩石的容易获取程度有关，研

究者发现陶寺文化石制品原料来源地大崮堆山拥

有丰富的板状或块状角页岩岩石，这些岩块天然

的层面和节理面，适合直接采用锲裂法获取大型

石片［63］。陶寺遗址周边角页岩的产地及岩石生成

情况来看，陶寺先民在早期石磬选材的过程中，

很可能考虑到了“减少加工分量和难度”的“就

材”原则，毕竟大型石片的剥取和加工，既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还要承担制作过程中损坏的风险。

早期石磬生产还

存在“因声”［64］ 原

则，即选料时以声音

为主，从听觉上感到

材料的音响合用时，

才用来制作石磬。那

么陶寺先民在石磬生

产过程中，是否考虑

到“因声”原则？将

角页岩材质的M3015 ∶
17 与火山角砾岩材

质 M3016 ∶ 39 进行比较，测音结果显示前者的音

质明显好于后者［65］。除去石磬的外部形状对乐器

发音品质的影响之外，石磬材质的差异对乐器音

质的影响更为显著。陶寺 M3015 ∶ 17 的角页岩致

密坚硬的岩石特性，利于敲击发声过程中能量的

均匀与有效传播，而 M3016 ∶ 39 火山角砾岩较大

的颗粒以及岩石矿物的复杂性，影响敲击时振动

能量的扩散，从而决定了石磬乐器的最终音质。

由此可见，陶寺石磬的选材与制作，已经体现了

制作者对石磬乐器功能的考虑。

从陶寺石磬的音高性能上来看（表五），除

了M3002 ∶6石磬外，其余三磬，敲击不同部位都

可以发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音高。

其中，M3015 ∶ 17 石磬在敲击第一击点的时

候，第二击点出现强度与第一点敲击点相同的第

二泛音。在 M3016 ∶ 39 石磬原始敲击痕迹处测

音，可以获得两个相差五度关系的独立音高。

M3072 ∶10已残，敲击上下部位，同样可以获得两

个相距七度音程的音。从 4件石磬没有共同的音

高，且同一件石磬敲击不同部位，可以发出不同

的音高，说明陶寺石磬的制作还处在音高模糊的

阶段。另一方面，石磬与噪音乐器鼍鼓和土鼓的

组合使用，似可佐证，陶寺石磬并不强调音高的

乐器功能。

石磬是板振动体发声乐器，声音的品质取决

于板体能够承受最大的外界激发力度，当敲击的

力度能够有效引起板体的全振动与局部振动之

时，才能够发出具有一定品质的乐音。基于磬体

磬号

M3002 ∶6

M3015 ∶17

M3016 ∶39

M3072 ∶10

相当于十二平均律音名

（1）C5-23

（2）C5-18

（1）#F5-23 E6-11

（2）#F5-10 E6-9

#G6-23（上） B5+l（下）

（1）#C7+27（上） A6+7（下）

（2）#C7+36（上） A6+12（下）

频率Hz

516.35

518

730.22
1310.20

736
1312

1639.30
988.34

2252.3
1767.1

2264
1772

音分值Cent

-23

-18

577
1589

590
1591

1977
1101

2527
2107

2536
2112

击点或发音位置

鼓上角

鼓上角

第一击点（第三击点同）
第二击点（第四击点同）

第一击点（第三击点同）
第二击点（第四击点同）

鼓上角（原击痕）
鼓下角（原击痕）

鼓上角
鼓下角

鼓上角
鼓下角

备注

鼓下角同

音质较佳

音质较佳

音质不佳

音质佳

音质佳

表五 陶寺石磬测音数据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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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一定厚度、长度、宽度，且密度较大的石

材，所以激励体只有在一定的力度下，才能引起

板面的整体振动。考古发现的早期石磬的体积普

遍较大，在演奏过程中，为了实现磬体的全振动

与分段振动，就要施加较大的外部敲击力度，这

种来自垂直于磬体的敲击力度，在演奏中必然会

对石磬的稳定状态形成一定的影响，使被敲击的

磬体离开平衡的位置。

悬孔是影响石磬演奏稳定状态的一个重要方

面。悬孔位置的选择与石磬悬挂状态下重心高低

关系密切。Ca型石磬的悬孔位于磬体中心位置一

侧，悬起时底边与水平面形成一定的夹角，磬体

重心较低，能够获得较好的稳定性。Bb型石磬，

悬孔靠近短阔端，悬起时底边与水平面形成的夹

角较小，稳定性稍弱。总体来看，原始形态的石

磬在适应乐器敲击演奏的稳定性上，Ca型石磬的

稳定性主要来源于悬孔位置的选择，而Bb型石磬

的稳定性，则主要依靠磬体较大的重量。可见，

陶寺石磬制作者对乐器稳定性能的认识同样处于

探索阶段。

从陶寺早期原始形态石磬生产过程中既关注

选材的便利性，同时也关注石材的声音性能，石

磬稳定性能处于探索尝试，以及石磬不关注音高

的节奏功能，可以认为陶寺石磬处于我国石磬发

展的初始阶段，Bb与Ca型石磬均是早期石磬的

原始形态。

（三）始创年代

先秦文献中关于石磬创始的说法主要有两

种。一种认为石磬由“叔”创造，《礼记·名堂

位》：“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67］

郑玄注：“垂，尧之共工也。女娲，三皇承宓羲

者，叔，未闻也。”郑玄所处时代对“垂”和

“女娲”的传统有“章”可循，但对“叔”的历

史信息已经模糊不清了。从乐器发明的早晚来

看，似乎石磬比“钟”与“笙簧”的文化传统更

久远，这也与考古发现的磬类乐器显著早于钟类

乐器的事实相符。

一种认为石磬的发明人叫“毋句”，郑玄注

《礼记·名堂位》 引 《世本·作》 曰：“毋句作

磬”［68］。“毋句”是谁？因何作磬？同样无迹可

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母部》：“然则母下亦

当从女一……内有一画，象有奸之形，禁止之勿

令奸。古人云母，犹今人言莫也。”［69］可见在古

文中“毋”与“母”可以互为假借，均有禁止、

禁用之意。当代学者从甲骨文和金文的相关记载

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70］。张玉斤归纳出“毋”的

义项，其中表示禁止、劝诫，是最常见的用法，

常用作否定副词［71］。

“句”音“勾”，本意为弯曲。《说文》：

“句，曲也。从口，丩声。”段注：“凡曲折之

物，侈为倨、敛为句。”［72］《礼记·乐记》：“故歌

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

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孔颖达疏：“句

中钩者，谓大屈也，言音声大屈曲，感动人心，

如中当于钩也。”［73］这里“句”与“倨”表示声

音（唱法）的委婉、婉转的程度。

《周礼·考工记·磬氏》：“磬氏为磬，倨句一

矩有半。”郑玄注：“必先度一矩为句，一矩为

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触其弦，则磬之

倨句也。”［74］在郑玄的注解中，“倨”和“句”被

认为是长度单位，与弯曲的义项毫无干涉。清代

学者程瑶田在《磬折古义》［75］一文中引《周髀算

经》文献，结合通用的衣工“布帛尺”得出“出

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这里的倨即大于直角

的钝角；“入乎一矩之内，名之曰句”，这里的

“句”是小于直角的锐角。

《说文》：“作，起也。从人从乍。”段注：

“释言、谷梁传曰，作，为也。鲁颂·駉传曰，

作，始也。周颂·天作传曰，作，生也。”［76］可

见，“作”有制作、创造的含义。《礼记·乐记》

有“作者之谓圣”的表述，显然这里的“作”即

创造的意义，且能够“作”的人，往往具有极高

的成就或地位。

由上分析，可对“毋句作磬”进行释义。

“毋”字若训为“禁止、不能”之意；“句”为弯

曲之角度，在制磬文献中常与“倨”并用，表示

弯曲一定角度的“制磬章法”；“作”为创造、创

制之意。“毋句作磬”可断为“毋句，作磬”：制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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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石磬的标准，要避免“句”角。

考古发现的早期石磬中，时代最早的陶寺文

化的B型弧形造型石磬与C型平顶造型石磬，共

同的特征均不具备顶部夹角即“倨句”，直至第

二期出现的 A 型石磬，才开始出现“倨句”。且

“无倨句”造型的陶寺石磬类型，不仅在早期石

磬的发展历史中在数量和形态上占据主导地位，

且深入影响了周边考古学文化的石磬。没有倨句

的石磬造型，无疑成为早期石磬中重要的形态特

征。这一制磬传统至晚商阶段仍旧占据着石磬制

作的主流，典型如武官村虎纹石磬［77］、殷墟西区

701号墓石磬［78］等，及至西周中期的张家坡西周

M152 石磬 ［79］，西周中晚期的曲村晋侯 M33 石

磬［80］，仍可以见到这类型石磬的影响，可见“无

倨句”石磬传统的深远。

孔颖达正义 《礼记·名堂位》，引 《皇览》

曰：“皇氏云：‘毋句，叔之别名’。义或然

也。”［81］准此，“毋句，作磬”与“叔之离磬”亦

可以划入同一时代。对陶寺早期三座墓地人骨标

本的碳十四检测显示［82］，出土石磬的墓地的时代

最早约为公元前 2307 年，最迟在公元前 1976
年，即距今约4300年前后。李民认为陶寺遗存在

地域、年代、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上等都与尧舜

时期的文化相仿［83］。高炜则进一步提出陶寺文化

为陶唐氏时代的遗存［84］。可见陶寺文化早期上限

为尧、舜时代的说法，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毋句”做磬的规则，在“叔”的时代已经被创

造出来，与造钟的“垂”，“造笙簧”之“女娲”

的文化功绩相当，共同构成了史前音乐文明缔造

的大事件。

四 结论

商代之前是我国石磬起源、发展的重要时

期。最早的石磬出现于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墓中，

与鼍鼓或土鼓形成了稳定组合，石磬的礼乐器功

能已具备。豫西龙山文化中的石磬类型，出现于

小型墓葬中，当处于石磬的早期发展阶段。在石

磬发展的第三期，燕山以北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

下层文化中，出现了陶寺与豫西龙山文化石磬因

素的新类型；甘、宁地区的齐家文化分布区，发

现了陶寺文化类型的石磬，开启了我国早期石磬

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历史进程。陶寺本土文化的Bb
型石磬与Ca型石磬在选材、工艺以及音乐性能等

方面所表现出的原始形态，说明陶寺文化早期是

我国石磬的初创阶段，石磬的祖型是可以悬挂、

适于敲击，并可发出特定音响的大型石片，这一

进程发生于史前的尧、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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