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圓雕鳥飾沿的青銅盤
兼論青銅裝飾 因 素 的 中 斷與續接 的 鑄工 因 素

蘇榮譽
￥

在神話中商人被認爲是玄鳥的子嗣 ， 但與其他文明相 比 ， 商代鳥形青銅器並不多 ， 較多

地是用作裝飾 ，分圓雕附飾與紋樣兩種 。 對於後者 ， 陳公柔與張長壽 、周亞等 已有深人研究 。

對於前者 ， 筆者新有討論 。
［

１ ］ 現將較爲獨立的
一組器物 ， 即 圓雕鳥裝飾青銅盤者 ， 雖然爲數

不多 ， 却涉及青銅器裝飾的連續與間斷現象 ， 析出另加討論 。

圓雕鳥裝飾青銅盤 ， 裝飾 口 沿者所知僅五件 ， 除
一件判屬春秋早期外 ， 另 四件均屬商代 ，

其中僅有一件的 出土地點明確 。 此外 ，春秋早期和 中期分别有兩件盤 ， 其圓雕鳥飾轉移到盤

底 ，
並與多種圓雕動物一道裝飾器物 ； 另有

一件 口 沿裝飾圓雕鳥 的西周 晚期青銅方鼎 ， 與圓

雕鳥飾盤關係密切 ， 它們之間互有聯繫 ，現將它們
一

併討論 。

―

、 平谷劉家河青銅盤

１ ９７７ 年 ， 農民 因取土在平谷劉家河發現
一批青銅器 ， 被認爲出 自

一座商代 中期墓葬 。 所

出 兩件青銅盤中 ，

一件敞 口 、淺腹 （ 圖 １ ． １
 ） ， 通高 ２０５

、 口徑 ３ ８ ８ 毫米 ； 寬斜沿 ， 方唇 ， 沿邊緊貼

唇壁相對竪立兩短柱 ， 柱頭各伏卧一圓雕鳥 （ 圖 １ ． ２
） 。 鳥頭大而頸細長 ，

三角形短喙斜 向下 ，

身呈褽斗形 ， 背弧而胸側如削 ， 背飾三角紋 （ 圖 １ ． ３
） 。 盤壁外弧 ， 腹外壁光素 ， 内壁均布三組

魚紋 ， 底面中央飾驚紋 （ 圖 １ ． ４
） 。 圜底下接高圈足 ，其上半均布三個近乎長方形大透孔 ， 下半

平鋪斜角 目紋帶 ， 近底沿有略加厚的裙邊 （ 圖 １ ． ５
） 。

［
２
 ］

鳥及立柱無分鑄痕迹 ， 係渾鑄成形 。 圈足紋帶有與透孔相應的鑄造披縫 （ 圖 １ ． ５
） ， 其鑄

型當 由三等分範與腹芯 、 圈足芯組合而成 。 立柱外寬 内 窄 ， 鑄型在腹芯 中挖出 ， 而鳥頸前後

的披縫説明在 中 間分型 ，其鑄型 由腹芯和範在中 間結合 。

＊ 中 國科學院 自 然科學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

［
１ ］ 陳公柔 、張長壽 ： 《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的斷代研究 》 ， 《考古學報 》 １ ９ ８４ 年第 ３ 期 ， 第 ２６５ ２８ ６ 頁 ； 周

亞 ： 《商代中期青銅器上 的鳥紋 》 ， 《文物 》 １ 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５７ ６７ 頁 ； 蘇榮譽 ： 《技術傳統與藝術表

現 ： 論商代飾圓雕型鳥鈕諸青銅器 》 ，跨越與超越 藝術史與博物館國 際學術研討會 ，
上海博物館 ，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

［
２
 ］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 ： 《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 》 ， 《文物 》 １ ９７７ 年第 １ １ 期 ，第 １ ８ 頁 ， 圖 ５ 、 ８ 、 ９

； 《 中

國青銅器全集 》第四卷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９ ８ 年 ， 圖 １ ７ ５ 。 雨鳥背 向爲修複失誤 ， 本應同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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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１ １ 平谷劉象河 鳥柱魚紋盤 （ 引 自

《 中 國青銅器全集 》 卷 ４ 圖 １ ７６
）

圖 １ ２ 鳥柱魚紋盤 内雇

（ 王顯 國先生惠供 ）

圖 １ ３ 鳥柱魚紋盤 鳥 （
王顯 國 先生惠供 ）

圖 １ ４ 劉家河盤底 、壁紋飾 （ 引 自 《文物 》圖 １ ５ 鳥柱魚紋盤 ：圏 足 （ 王顯 國 先 生惠供 ）

１ ９７７ 年第 １ １ 期頁 ５ 圖 ８ ９
）



１ ４２青銅器與金文 （ 第十輯 ）

關於平谷劉家河商墓的年代和屬性 ， 清理筒報根據出 土器物類 比 ，

一方面認爲其年代屬

鄭州二里 ＿上層 ，
並注明

“

商代中期
”

， 又説下限年代不會晚於殷墟文化
一

期 。 鄒衡認爲屬於

夏家店下層文化 ， 指出銅器最晚的爵年代大體相當於殷墟第五段第 Ｋ組 ，
絶對年代相當於武

丁 、祖庚 、 祖甲 時期 。 張長壽認爲青銅器年代爲殷墟
一

期 ， 而林橒認爲多數青銅器屬二里 崗

向殷墟過渡的式樣 ， 最晚的爵可 以到大司空二期 。 朱鳳瀚認爲該墓年代爲殷墟
一

期 ， 其中幾

件青銅器年代到二里 Ｂ上層二期 。
［

１ ］ 劉緒和趙福生分析了京津地區商周遺址 ，
認爲劉家河

墓年代屬殷墟
一

期 ， 屬於圍坊三期文化 。
［
２ ］

楊育彬分析劉家河商墓青銅器 ，
認爲

一批器物年代爲二里 Ｂ 上層 時期 ， ＃和 兩件盤稍

晚 ，接近殷墟一期 。 其中 圓鼎 、 鬲 、舉 、 覷 、 益 、瓿造型及紋飾與 中原無二 ， 其 中
一些可能就是

由 中原傳來的 ；

一對方鼎受中原影響較大 ，
可能在當地鑄造 。

［
３

］ 杜金鵬分析該墓葬 出 土青

銅器 ，
認爲是 同

一時期的製品 ， 年代相當於殷墟
一

期偏早階段 ， 與小屯 Ｍ２ ３２
、
Ｍ ３ ３ ３ 和 Ｍ３ ８ ８

，

及安陽三家莊 Ｍ ３
、靈寳東橋出土銅器相當 ，且適於 比較 。 並具體分析盤與鄭州 商城和盤龍

城所出土者的不 同 ， 指 出與 Ｍ２３ ２ 的盤相 同 。 出 土銅器屬於
“

商式
”

，

“

幾乎看不 出 與安陽 出

土的 同時期銅器有什麽顯著不 同
”

，

“

儘管 目 前我們還無法准確判斷劉家河銅器是當地鑄造

的 ， 抑或是來 自 中原的現成制 品
”

。
［
４
 ］

二
、 三件傳世殷墟青銅盤

屬於殷墟階段的青銅盤爲數不多 ， 而只飾圓雕鳥的 目 前所知僅三件 ， 都是傳世品 ，
且都

藏於海外 。

１ ． 舊金山亞洲藝術館旅盤

據梅原末治 （
１ ８９ ３ １ ９ ８ ３

） 圖録 ， 旅盤原係神 户 廣海二三郎 舊藏 ， 梅原 氏稱之爲禽形飾

魚獸帶龜紋盤 ， 記其高約 １ ４ ０
、 口徑約 ３ ５ ０ 毫米 ， 時代屬殷 （ 圖 ２ ． ２

） 。
［５ ］ 大約二十世紀六十

［
１ ］ 鄒衡 ： 《 關於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 的初步研究 》 ， 《 試論夏文化 》 ， 見其 《夏商周考古學論文

集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１ 年 ， 第 ２ ６４ 、
１ １ ６ 頁 ； 張長 壽 ： 《殷商時代 的青銅容器 》 ， 《考古學報 》 １ ９７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２ ７ １ ３００ 頁 ；林橒 ： 《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 》 ， 蘇秉琦主編 ： 《考古學文

化論集 》 （

一

）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７ 年 ， 第 １ ２ ９ １ ５ ５ 頁 ； 朱鳳瀚 ： 《 中 國青銅器綜論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０８０ 頁 。

［
２

］ 割緒 、 趙福生 ： 《 圍坊三期文化的年代與割家河 Ｍ ｌ 的屬性 》 ， 宿 白主編 ： 《蘇秉琦與當代考古學 》 ，
科學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１ ４６ １ ５２ 頁 。

［
３

］ 楊育彬 ： 《平谷割家河商代銅器墓 的幾 點思考 》 ， 《北京平谷與華夏文 明 ： 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２００５

）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９７ １ ９９ 頁 。

［
４
 ］ 杜金鵬 ： 《北京平谷割家河商代墓葬與商代燕國 》 ， 見氏著 《夏商周考古學研究 》 ，科學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５ ５ ９ ５ ６６頁 。

［
５

］ 梅原末治 ： 《 日 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 》 ， （ 大阪 ） 山 中商會 ，

１ ９６０ 年 ，

Ｎｏ ．８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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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布偸讓審 （
Ａｖｅｆｙ Ｂｒａｎｄａ

ｇ
ｅ

，

１ ８ ８７ １ ９７５）購得此

盤 ， 後隨其蒐儲的諸多青銅器一併人藏舊查山 亞洲

藝術博物館 （
ＡｓｉａｎＡｒｔ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Ｓ 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藏

通號 ：

Ｂ６０Ｂ １ ００ １
） ａＲｅｎ 合

－Ｙｖｏｎ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ｄ
’

Ａｒ
ｇ
ｅｎｃ 爸

所作布倫戴奇藏青蚵器菌録没有涉及器物來歷 ，

記載ｎ徑 ３ ３ ０ 毫米 ｛ 圖 ２ ． １
）ｓ

［Ｉ ］

《中 國實銅器全

集＞收録此器 ，加注
“

傳河南安 陽 出土 

”

， 但未諉 明

出處 。
［
２

］

圖 ２ ． １爐盤 弓 丨 自 ｆ中 羅會ｉｓ器

全集＞
卷 篆靈 １ ７７

）

圖 Ｓ ２ 廉赘 ￡ 引 自 《 日 本鬼懂食鄒古 橇華１． ２ 頁郎 ）

圖 ２ ３＿山旅鏡建１自 《 中ｍ

青葡器全雜＞卷 ３ 圖 １ ７７
）

盤沿斜而略 寛 ，方磨厚而外 出 。 沿面均布淘 只圓雕

＿ ，逆時封调向排列 。 圓磁 ，短粗喙 ， 眼圓睁 ，頸祖壯 。

一

對大翅上翹 ， 外飾隨形寬鐵雲紋＾ 長尾剔下垂接盤 ， 兩側

勾 ：隨形綫 ，其餘紋飾不詳《

盤腹較深
，
壁外弧 。 外壁紋帶由 三組長 目霄紋平鋪而

成 ， 以細密雲雷紋爲地 。 内壁一周 ：浮雛紋帶分三組 ｓ 每組

由＾魚紋 、 紋難一＿翁叢 （或虎 ） 紋组成 ， 逆時針方 ｉｔ

排列 。 内底 中央飾
一陰綫大龜紋 ，

背有干Ｓ圓圈 。 龜紋旁

雨處鑄銘文
“

旅
”

（ 陳 ２ ． ３
） 。 圈 足顔１＾， 壁直而外斜 ， 其紋

帶 組獸面紋组成 ，位置與外壁 目 雷紋相應 。 敛帶的獸

［
１ ］Ｒｅｎｅ－Ｙｖｏｎ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ｄ

，

Ａｒ
ｇ
ｅｎｃｅ

，ＢｒｏｎｚｅＶｅｓｓｅ ｌｓｏｆ 

Ａｎｃ ｉｅｎｔＣｈ ｉｎａ ｉ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ｙ
ＢｒｕｎｄａｇｅＣｏ ｌ 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ｃｏ
：Ａｓ ｉａｎＡｒｔ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ｃｏ

，１ ９７７
，ｐｐ

．５２ ５３ ． 《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三卷 ，文物出版

社
，

１９９７ 年 ， 圖 １ ７４

［
２
 ］ 《 中厲養麵鑛翁霧纖三■ ，文物出殿＆＊

１ ９你年 ， 圖 ＩＷ＊



１ ４４青銅器與金文 （ 第十輯 ）

面沿中心脊棱對稱布局 ，兩服珠突出 ，獸面構圖繁凑 ，多 ．器官不明 ；其兩側 以細綫勾獸身並以

細密雲雷紋襯地 。 此盤
．

的鑄造工藝缺乏研究 ，尤其最鳥飾碁揮鑄抑或分鑄頗爲關鍵 。

２ ． 基 ：美博物館旅盤

巴藜 ：基美博物館 （
Ｍｕｓ＆Ｇｕ ｉｍｅｔ

） 收藏一伴青銅螌 （ 編號 ：

ＭＡ５ ６４ ３
， 圖 ３ ． １

） ， 據説二十世

紀三十年代出 土 ， 後成爲住友賽翠Ｕ ８ ６４ Ｉ ９２６
） 的藏品 ，

二戰後轉手到 巴黎 《 該盤逋高 １ ５０ 、

３ ５０蠢米＆ 任溆籣 （
Ｍ ａｕｄＧｋＭｄ ＾ｅｓｌａｎ）属縁將其年代斷論商晚期 ，公元前千二至十一

世紀 。 器底色青灰致密 ，其上浮薄奪綉和褐色土綉 ， 品相美覲 。
［

１ ］

圖 ３ １ 基＿鎌楚謂 ｜ 自 Ｓｒｏ ／ｉｚｅｓＡ ｒｃ ／ｉａ ｒｇｕｅ ｓ ：圈 ：

３ ２ 基美雜盤旗内 （ 引 自 Ｂｒｏｎｚｅｓ

ｄｅＣｈ ｉｎｅ
，ｐ １ ４５

） Ａｒｃｈａ

＇

ｉｑｕｅｓｄｅＣｈ ｉｎｅ
，ｐ １ ４６

）

此盤敞 口
， 淺腹 ， 寬沿略斜 ，方唇 ８ 外弧腹壁飾夔紋帶 ，紋ｆ上均布三個半圓雕攝首 ， 夔

紋相對犧德布局 ，細密雪達紋襯底 ，紋帶上下以Ｍ雇紋帶織Ｈ 高Ｗ足直輕較小 ，顯＃盤徑

顧大 。 圈足上段擘直 ，飾三组獸面紋構成的寬紋帶＆ 獸面紋基本上是平鋪的形式 ， 中 間有笮

矮的魚鳃式脊棱 ，兩側對稱排布變形夔紋 ，
二者相合媾成獸面紋 。 夔暇長滅 ，高高Ｉ孚凸 ， 中 間

有較深的短横槽表示瞳仁 。 紋帶以細密雲雷紋襯底 ， 雨側 以 賭 口 询外的 ｇ 紋鑲邊 顧爲特

殊 ６ 圈足下段外撇 ，
並直折出較高立裙 。

口沿均布舜只細雕伏卧鳥 ， ＿時針方 向排布 ， 翅尖翹起 ， 長尾亦翹 ，胸前飾羽鱗紋 ，倉飾

螺綫紋 ，翅與＃飾雲紋ａ 盤腹 内壁
＇

飾一周陰錢紋帶 由 三組魚紋 、獸紋和鳥敏魚貫構成 ６ 内

底中央飾一＃錢＿鷇 ４ ：＃議尖吻 ｓ ＿重長敗 南前爪乎行前伸 ， 南？爪伸 向兩側劃水肩 中飾

兩行六個 、同嵐十二個圓獨 。 前爪兩侧外鑄銘
“

旅
”

，雨給网＿ ；
異構 ，避兔單調 （圖 ３ ． ２

） 。
［
２
 ］

［
１ ］ＭａｕｄＧｉｒａｒｄ－Ｇｅｓ ｌａｎ

，ＢｒｏｎｚｅｓＡｒｃｈａ ｉ

ｑ
ｕｅｓｄｅＣｈ ｉｎｅ

，Ｐａｒｉ ｓ
：ＴｒｅｓｏｒｓｄｕＭｕｓｅｅＧｕｉｍｅｔ

，１ ９９５
，ｐｐ ．  １４４

－

１４７ ．

［
２
 ］ 釋文鑛教漳寧大學嚴志斌教授 ，博手異構也是他的裔見 特此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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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 ， 此旅盤與ｔ金 山 藏旅盤大 同小

異 ，年代應同時 ，是殷墟早期 ，婦 ■好Ｍ之前的作

，而其中 的造型和紋飾的 出人 ， 對討論青爾

盎類型和紋飾及其斷代頗有價值 。

３ ． 白鶴藝術館盤

據傳 ，横濱 白鶴藝術館所藥
一件盤 出 自

安傷 ，通高 １ ３ ３
、 口裡 ３ ０７ 奢米 （ 圖 ４ ． １

ｈ 

［１ ］

寬斜沿 ，方唇 ＝

〇 沿面滿布
一

周雲紋帶 ，紋帶上

均飾六只隨驗 ，伏在沿面 ３ 順時針排列 。 鳥

頭較大 ，大眼圓睜 ，
頂有半球形矮冠 ， 喙寬扁

且略上翹 ６ 頸較短 ， 身較肥碩 ，頸和前胸飾鱗

片紋 ； 太翅上翹 ，前端勾螺綫 ，
後半勾雲紋 ，

。畏

尾亦上翹 ， 上勾雲紋 。 盤壁外弧
￥
下揍茼 圏

足 。 腹外蜜飾夔紋帶 ， 内壁滿布紋飾 ， 沿下飾

一

：
周魚紋 、夔紋和鳥紋重嘗的紋帶 ， 上下 以 圈

圈紋帶镶邊
；
經三 周寬錢弦紋過渡 ，

下腹飾寬

綫斜角
＇

雲紋帶 ， 由 上寬下窄的兩阐合成＇

，上側

以厲圈紋帶鑛邊 ，
下側則以 弦紋作邊 再經

一

周倉錢弦紋過渡 ，底部滿布一條盤曲成圑的龍

紋 ，顧大 ，身漸細 ，尾类 ，身飾雙列鱗紋 ，
．

尖尾匈

長三角綫
，
圖像均？是平鋪形式 ，

Ｍ有一對長圓

形限珠凸起 ；其外以＿圈紋帶孃邊 。 盤圈足外

壁紋飾不很補楚， 只見與腹外壁
一致的脊椟 ，

可能飾獄面紋帶 （崮 ４ ． ２
） 。 此盤Ｘ碧技術未見

研究 。

霣 ４ １ 白鲽震術雜蘩 ｜ 引 自 《 中 國輋＿赛

全囊５善 ￥麗 １ ７６
）

，１ ４ ２ 白鶴盤 内壁 （ 引 自 《 曰 本蒐鑛 ：支

古鋼精華１． ２ 窗 ＃７ １

這三件傳世倉銅盤和＿家河盤的蠢飾風格 明顯不 同 。 劉家河鑫葬器物没有晚於殷墟早

期考 ， 有些的年代及於早商 盤本身紋飾箇率 ， 没有底紋和上 層紋飾 ， 斬鳥中商頗鳥合

而首度在盤 口沿裝飾腫雛鳥 ， 無論在二里顕遺是鄭州商城ｆ銅器中 ， 均不見以鳥爲飾者 。 相

反在甫方風格青銅器上屬雕鳥既作爲純粹裝飾 ， 抑或作爲 ■靈鈕
， ，甚至作爲靡棱的眷代或耆

［
１ ］ 白 川静監修 纟 《 白鶴英華 ｓ 白鶴美術名品図録 》 ， 白鶴美術館 ，

ｗ ｓ 年 ３第 ５ ８ ５９ 貢 ； 《 中國獅器全

，梟 》第三卷 ，文物 出版往 ，
１ ９９７年

， 圖 １％ 。 雨圖録尺寸不词 ， 從前者 。 但前者將其年代定在西周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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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棱的 開頭 ， 案例多多 ，

［
１ ］ 後文再論 。 可以認爲平穀劉家河這件盤是南方製作 、 擴散 出去的

産 品 。

兩件旅盤銘文字體與安陽所出土一致 ， 傳 出安陽應可信 。 它們腹 内紋帶 ， 雖然舊金 山 的

爲浮雕類型而基美的爲陰文 ，但魚 、鳥 、獸成組的組合
一致 ， 應該是 同時期不 同鑄工的作品 。

特别是 内底所飾龜紋 ， 姿態相 同 ， 尤其是背部都有 圓圈裝飾 ， 説 明 兩位鑄工 出身相 同 。 和婦

好盤 内底華麗的盤龍紋相 比 ，

［
２
 ］ 龜紋筒約但尺寸增大 ， 介乎劉家河盤與婦好盤之間 ，

可 以認

爲早於婦好墓盤而晚於劉家河盤 ， 年代在殷墟早期 。

白鶴盤的華麗超過舊金 山 和基美盤 ， 内壁滿布紋飾 ， 共計三組 ，
且各有鑲邊 。 與婦好盤

相 比 ， 還要繁複 ， 大約是與婦好盤 同時或者略晚 的安陽産 品 ， 代表了殷墟早期繁盛階段 的風

格 。 以此類比 ， 舊金山 和基美盤處在劉家河盤與 白鶴盤的過渡地帶 。 三件殷墟青銅盤 ，
口 沿

飾圓雕鳥應出 自 同
一鑄工之手 。 雖然仍有理 由 期待發現類似器物 ， 但爲數一定十分有 限 。

殷墟進人中期後青銅器走向呆滯和筒率 ，
可能與南方工匠及其傳人的老去有 關 。

［
３ ］ 青銅盤

在殷墟晚期 ， 内壁紋飾失去 ，返 回到二里 崗早商格局 。

三 、 儀征破山 口 四鳥盤與扶風齊村四鴨方鼎

１ ９ ３０ 年 ，農民在儀征破山 口 發現
一批青銅器 ， 據説共 四十餘件 ， 其 中一件青銅鬲流落 日

本 ，十二件移交揚州博物館 ，包括三件盤 、兩件尊和鬲 ， 鼎 、 覷 、瓿 、 釜和鏟各一件 ， 後皆歸藏南

京博物院 ， 餘器下落不 明 。 另
一説多半被加拿大傳教士 買 走 ， 移交到南京博物 院 的 計十

一件 。
［
４

］

在破山 口青銅器群中 ， 竟然出土三件青銅盤 ， 其性質只能是更近於窖藏而遠於墓葬 。 其

中
一件 口沿飾四只 圓雕鳥的盤頗爲特殊 ， 敞 口

， 淺腹 ， 平沿 ， 厚方唇 ， 外弧腹壁 ， 僅上腹飾
一

周

＿紋 ，
凸 出如箍 ， ＿右撚 ； 中腹對置 ｎ形附耳 ， 位置低於＿紋 ，但耳頂高於＿紋低於唇 。 平底 ，

向外弧彎 出素面矮圈足 ，
盤外壁輪廓爲 ｓ 形 ； 圈足下爲較高 的立裙 （ 圖 ５ ． １

） 。 其 口沿均布 四

［
１

］ 蘇榮譽 ： 《技術傳統與藝術表現 ： 論商代飾圓雕型鳥鈕諸青銅器 》 ，跨越與超越 藝術史與博物館國

際學術研討會 ，
上海博物館 ，

２０２ ２ 年 ８ 月 。

［
２
 ］ 中 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 《殷墟婦好墓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 ８０ 年 ，第 ９２ 頁 ， 圖版 ６ １ ． １ ２
； 《殷墟青銅

器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５ 年 ， 圖 ２ ３ ． １
； 《 中 國青銅器全集 》第三卷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９７ 年 ， 圖 １ ６７ 。

［
３

］ 蘇榮譽 ： 《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 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 》 ，
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 、 香港承真樓編 ： 《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 》 ，科學出版社 ，

２０ １ ９ 年 ，第 １  ６８ 頁 。

［
４
 ］ 王志敏 、韓益之 ： 《介紹江蘇儀征過去發現 的幾件西周青銅器 》 ， 《文物參考資料 》 １ ９５ ６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３ １ ３２ 頁 。 此文據器物形制 、花紋和製作手法 ，
認爲器物年代爲西周早期 ，但未 明 言依據 。 所記尺寸 ：

盤高 ２０４ 、 口８４０ ｘ ７ ８０ 、 圈足 ６４２ ｘ ５ ９５ 毫米 。 説 明盤並非正 圓 。 張敏 ： 《破山 口 青銅器三題 》 ， 《東南文

化 》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６ ５ ３ 頁 。 根據張文 ， 器物包括盤 、 鬲 、尊各二 ， 鼎 、覷 、 盡 、 瓿 、 鏟各一 。 較上文

少一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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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圓雛？飾 ， 鳥曷首伏卧在沿上竪重的方形矮柱頂端 ， 但島的下腹圓鼓ｒ與柱頂弧面相接 ， 鳥

爪隱藏腹中 Ｐ 四鳥一致 向右 ，頭小 ，
三角形喙短粗， 眼圓 Ｓ爭 ， 頭頂起 向後的冠 ．

， 腦後＿昼句形

翎 （歸 ５ ． ２Ｌ 盤通肩 ２７〇
、 口

＇

避 ８ ８〇
、圈足徑 ６ ３ 〇 毫米 ，年代曹被斷在？西周時＿ 。

［１ ］

Ｂ ５ １ 德征 ：破山 □ 四 鳥盤（ 引 自 《中 國圖 ５ ２ 破山 □ 厲 ｊｆｅ盤ｉ Ｓ 丨 自 《 中菌出 土

出 土鷹魏器全＿ ？卷 ７ 頁 ７４
）青銅器全難 》卷 頁 ７４

）

張敏認 ：爲破山 Ｗ育銅器出 自
一座竪穴土坑墓 ，規格極禽 ，墓主可能爲邗國國君 ； 而四鳥

盤與中原盤有較太差爲 ，應躊本地鑄造 ，年代大致爲西周晚期 ，但却未子讀證 。
［
２ ］

就Ｍ ｆｔ 盤 的 形 態 行 ． 脫 喂 頗 近 於

１ ９７ ５ 年羅山髙稻店出 土敝春秋早期鄭

子宿車盤 ＜ 圖 ５ ． ３
） 。

［ ３ ］ 兩盤腹壁外

弧 ， 中 茼槿飾一Ｗ 凸箍型淘紋 ， 差别喪

於彼盤＿紋爲帶狀而此盤．爲錢狀 ， 彼盤

設一對默耳而此盤一對附耳是二者的

最＾别 。 爾紋是春秋晚期特别在晋 、

楚銅器上流行的紋飾 ，在春秋晚期楚系

青銅盤中 ， 凸箍型绚紋在腹外 、壁中 ＿作

爲紋帶的區隔 。
［ ？ 對此二盤則是腹外

壁僅有的裝飾 ，很大可能盤外壁彩繪紋飾肩紋依然是紋帶的區隔 ， 只是歲月久遠
，
彩繪紋飾

剥落殆盡而已 。 以此觀之 ，破山 口盤年代當在拿秋早期 ，或者兩周之際 ９

圖 Ｓ ３ 雞子宿車盤 （ 引 自 《 中 國 青銅器全鬚１卷
＞

７ 圖 ？７
）

［
１ ］ 《 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Ｉ第七：眷＞科學出版＆ ，

２０ １ Ｓ 年 ， 第 ７４ 頁 。 據此 圖録 ， ， 南京博物晓共收藏破山 口

青麵器个匕烀，儀栝三件盤 （ 頁 １ ２
，
３？卜３２ 、

４ ８
、 ５８ ５９ 、６８ 、 乃 邓

） 。

［
２
 ］ 擊？｜破山 口責＿翁三薦》 ， 《東载文化 》 ２００２ 年第 ｆｉ‘寒 ５ｆ冥 。

［
３ ］ 《 中國責＿器全累：

》第七卷 文物 出版社
４
１＂Ｓ 年 ， 圖 ９ ７ 。

［
４
 ］ 蘇榮譽 、黄鳳春 ： ｆ隨州文峰塔青銅繼撞盤研鸾一 兼論春秋魄？漢冰 和淮河雜 ：域實爾盤 的格 局 》 ，

＜？ １楚文物 》 ａ 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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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 口器群中 ， 另有一＃青銅盤 （ 圖 ５ ． ４
） ，敞ｑ ？窄斜沿 ，厚方唇 ，外弧腹璧和高圈足飾長

卷尾夔龍紋帶 ， 圈足幾外斜 ， 下段 向外弧撇再直折出 立裙 ； 腹壁敏帶下欄對設 向上弧＿ 的附

耳 ＊耳頂略商出 口沿 （ 圖 ５ ． ４ ａ
）＆ 盤腹 内歷飾

一

周 ：頊向左魚貧連續的魚紋帶 ， 内底滿飾逆，针

盤卷的龍紋 ＊鼻梁和眼珠凸 出 （ ＿
Ｓ ． ４ｂ

） 。
［１ ］ 儀是典型触義秋早期複古型背銅盤 ： ，尤其暴盤

内 的魚紋和盤龍紋 ，是晩商旱期以婦好盤爲代表的裝飾在這
一階段的復古 ， 盤龍紋盤是黌

＇

時

諸多復古型盤翁
一件 ，

［
２ ］ 而四鳥盤 目前還是孤品 。

菖 ５ ４ ａ 纖ｆｔ破山 口顧 （ 引 自 ｛中 議 出 土＿ ５ 他 破山 □顧 内售 （ 引 自 《 中遲 出 土

青ｆｃ器全＿蠢 ７
ＨＴ５

） 青＜０１１全＿》卷 ７
Ｓ ７５ ）

與破山 口＿梟海相關猶是 １ ９７９年在扶風齊村怔集的
一件實銅方鼎 ，曹瑋稱之鳥四 鴨方

鼎 ，
四角均飾圓雕鴨 （ 圖 ６ ． １  ２

） ， 年代斷籍西周 晚期 。 器藏於寶雞周原博物館 （藏品號 ： 總

〇〇７７
） ， 通高

１ １ ９
、； 口１ ０ １ Ｘ ７ ３

、腹深 
３９

毫米 、重 ６４５
克 。

［
３

］

此鼎鹰 ：部長方體 ， 寬折沿内 出 ，方勝外出 ，庳本應有蓋可扣入折沿 ，早佚 。 腹擘寬，外飾

上 、下兩行垂鱗紋 ， 寬雙錢且浮凸於器表 。 上下行鱗紋交錯 ，下面一行西面堯整＾鋪 ，
上通一

行則柑鎗半紋 ， 吗角雨側各布
一

半鱗紋，合爲＿ ｆｅ 如此處理
一

１１ １避免紋飾單調 ，

二 １１１紋帶

聯繋着四面 ，整體性强 ，但也説明這裹的垂鱗紋是純粹 的裝飾紋樣 《 鼎底平 ， 外底有長方塊

紋飾 ，錢型舆四壁垂鱗紋一致 ，但構健青特 ６ ． ３
） ，曹璋認爲是變形缠紋 。 仔細分析 ， 紋飾

南層相養 ，
上層若變形 四瓣 目紋 ，下層僅在右下和左上對角露出 同樣變形四瓣 目

，
敏的長鰭 。

薄底四角均有板狀夔形足《 板足沿長邊貼面而設 ，夔形較爲别致 ， 面询 外側 ， 環形眼突

出 ，廣 口不違空 ，後 出魚形大鎗，身窄細Ｖ腹：侧平貧垂地後阎上卷 ， 魚尾形鳥回勾 ，與嬪間亦

［
１ ］ 《 中國出 土青銅器全集Ｉ第七：鲁 ，

科學出版ｆｔ ，

２〇 ｌ ８ 年 ，箏 ７ ５買 。

［
２
 ］ 蘇榮譽 ， 《傳承中 斷、欒革興顧新 ： ＃积中 ■前特康青銅盤研究 》 ， 〈（＿頤釋學院際刊 ＞第九■ ， 中拳薺

局 Ｃ香餐 ＞
有限翁霄 ，

２〇２２ 年 ，第 １ ２７
—

２ １６ 育 。

［
３ ］ 羅酉氧ｓ 《载風出 土 的商周寶爾凝》 考古興文犓｜挪０

Ｓ

ｐ第 ４ 期 ，藥１４２
、５３ 真 ， 爾 ２９ ． ３＾％育瑋主

編ＣＳ原出土青＿器》第十卷 ， 巴蜀書社 ａ
２０〇５ 年 ，

第 ２０４Ｓ ２〇４ｒ頁
； 《申画青銅器全馨箄五卷 文物 出

版社３圖 １圮 後者｜３鼎出 土於 １ ９７ ８ 年
，反寸也不苘 ，

沣文 從貧者 。



論圓雕鳥飾沿的青銅盤 １ ４ ９

不透空 ＾外側勾＿形邊錢 ， 内侧乎素 ｅ
．福毚上板形夔足外側有香勾牙式靡棱 ［ 圖 ６ ． ４

） ，而 足根

内惻與底部的圓弧過渡 ，可避免凝固熱應力集 中而産生裂紋 。

圖 ６ １ 四雇方鼎
｜
引 自 《 周Ｂ 出 土

青＿器》 頁 ２０４５
）

０１ ．２ ｃｍ

圖 ？ ２ 四 鴨方鼎錢圖 ：

｜
引 自 《 周 原 出 土

青＿器 》 １｜
２〇４６

）

圖 ６ ３ 四 鴨方論外盡翁飾 （ 却 ：

自 《 周原＿ ￥ ４ 興＿方魏藤、足側 ：紋飾拓片 （ 引 自

出 ±會＿器＞遍 ； ２〇４７
） 《 周 原 出 土青餉器 ，頁 ２０４７

）

沿口
，

四角 所飾圓雕鴨伏卧在短立柱上 ，姿態棊本
一致，作對角對鳴態 （ 圖 ６ ． ５

＞ ｐ 鏺工重於

表現轟的姿態而輕於表規其形態 ，故其輪廓生動而形象較爲粗糙 ，無法判斷其原形 ，姑且稱鴨 。

鴨嘴粗ｍ眼珠突出 ，希菌 ，粗頸 ， 以一條 Ｃ形或雲形勾綫ｇ翅膀 ，鳥身顧＃肥碩 ，長尾略突出 ，

下身不平 。 羅西章萌確指出鴨可繞柱轉動 ，構思巧妙但做工較爲祖糙 ， 旨趣在於好玩 。
［ Ｕ

［
１ ］ 轉乳自＿§初 ； ＣＫ周青爾顧舞名 、臟研 輯 ， 申＊＾ １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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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鼎泥範塊範法鑄進 ， 沿 四角分型 。 四 鳥與立柱套合 ，屬

於一種間 隙連接 ， 和商代蘭雛鳥飾 的鑄接不 同 。
［

１ ］ 根據對子

仲姜盤的 ＣＴ掃描分析 ， 立柱與器是鑄接 闕 係 ，
而柱頭設有＊

輪以防鳥脱美 柱及鳥先傭 ［ ２ ］ 這件愚的四條立柱患＿ ＞

並將它們分别包含在四鳥的泥芯中繞注四鳥 ，賣親鳥與立柱的

秦会 。 然後將帶着麝的立柱包含在方鼎的鑄型仏 即腹 ：芯 内 ，

拄根部霡出在竭腔中 ．

，澆注後完成與鼎的鑄接 。 讓一工藝的源

頭 尚有待探索 ，但■鴨方鼎强調圓雕鴨的可動性 ＊具有强烈玩

好的ｆ趣 ，所鑄造的即是青銅玩具 。
［
３
 ］

編 ６ ５ 四 義方翁Ｐ 沿女

片 （ 引 自 《 周 原 出 土破山 口盤和齊村四鴨方痛 ＞是西周晚期和春秋皁期＿工重
青銅器 》 頁 ２０４６

）

面呆板青銅器格局的反動和創新 ， 雖然不－楚營峙績工 ｜Ｕ
？

寬辱

如商代首＿器的了解程度 ，但他們復古了早翻的做法 ，在盤口沿装飾圓雕激。 四只裊的造型

無關宏旨 ，徂不似晚商 的三件盤 ， 鳥伏卧在盤沿 ， 而像中商階段 的 劉家河盤 伏卧在柱

撖。 ：義蕕隔代續接的規象既反映了青銅
＇

藝術的 中斷、其原Ｈ應該蘋爲複雜 ；
又説明 了會銅善

術的續接 ，實際上是跨時代的苒現 ，其綠由或許較直接 ， 出 良鏔工的皆趣 。

四 、 子仲姜盤與晋公盤

子仲姜盤是葉擊夫捐贈給上梅博物館的
一件晋良通高 １ ８０

、 ＆徑 ４ ５０ 毫米，重 １２４００ 克、

淺腹 ，寬平沿 ，方唇 ，腹外飾獸體紋帶 ，對置的兩附耳内外飾重潭紋 ；平底下接矮圈足 ， 飾重環

紋帶 ， 圈足底下以三走姿虎形附足承器 。 與耳相對的腹外壁對設兩爬龍 ， 口銜盤沿 ， 眼珠寒

出 ，雙耳惻張 ，

一對 Ｓ 形角伸 向兩側 。 腹 内壅光素 ， 内底不僅飾浮離魚 、 游水蛙和驚 ，更有 四

组圓雕附飾 ： 中心飾
一

顏雕島，
内 圖圍繞四修圓雕魚 ， 中 藺飾四 只属雕鳥 ， 外＿ 飾四只厲雕

蛙 ，而且壤裴圓離附飾均可繞立柱旋轉 （圖 ７ ． １
） 。 盤底嬙鉻六行三十二字 ，属承源據銘文餹

合風格 ，將其斷爲春秋早期 ，係太師爲仲姜作器 ，

［
４ ］

［
１ ］ 蘇鑛潔霉 ： 《藎鈕禱鉚式分纖的商餘爾凝研究 中厚变賴＞

撕 ８鳴 Ｉ幾＃
８ 〇 舛愚幕榮

譽 ： 《技術傅铳輿藝銜表赛 ： 翰商代飾爾雕型鳥钮諸青爾器 跨越 ＩＩ超越 藝術史興博物舘國際學

術研爵會 上＿姆物＃ ：２〇尨年 》 月 ： 。

［
２
 ］了忠明 、周 亞 、篝來明 ： 《計算機斷羼掃描技術 （

Ｘ
－

ＣＴ
）在子 仲姜盤製作工藝研鸾中 的應用＞ ， （文物保

蕭＿杏科學ｐｏｎ 窄筚 ５ 期 ，籍 ：

１ ２
？２５ 真 。

［
３ ］ 蘇榮譽 ； 《傳承中斷 、聲萆興激新 ： 春耿早中親特殊青 ．銅盤研究 宗頭 國學院 嗦 刊 ＞第丸期 ， 第

１ ２ ７ ２ １ ０ 育 。

場承 跋子仲姜轚》 ，陳佩芬 、陳黯編 《馬承羱文博論集Ｕ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第Ｈ １ ６８ 買 ｊ

：

陳佩芬 夏商周賫爾薄凝究 上海博撤１？ ）１＞ （東間篇 ＞ ，
上罐＾

１＊？｜藤社 ，

２（？４ 年，第 Ｓ２ 涟 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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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７ １ 子＃養盤 （ 周 亞 先生裹
？

供 ）圖 ７ ． ２ 子仲黌盤内 底 中 各愚飾 （ 丁 猶先生惠供 ）

經 ＣＴ 掃描分析 ，子仲姜盤除盤耳海鑄成形外 ，其餘均分鑄鑄接成氣 首先根據露求製

作不同類型的立柱 ， 對於喬要保持圓
‘

離水生物平衡的立柱 ，在其頂部做成細錐體 ， 並在下半

部設有直徑較大的厲盤＞用於防止圓雛動物脱落 ，
ｍ種立柱設計較爲複雜 ， 申心鳥的柱即如

此 （虜 ７ ． ２
） ；對於青蛙填類不鎌裉禽芊衡性的 ，就做成蘑菇狀柱顏 （圖 ７ ． ３

）９ 露往需在柱顫

塗覆
一

層薄的泥 ， 同時在厲社與動物腹部穿孔位置塗覆
一

脣薄的泥 ，將它安放在動物 内腹的

泥芯申 與範組成績型 ，澆注後立驻與動物套接在一起 。 腹壁的攀龍製作 ，
．在ｍｐ 内 ，前 、後

雙足之間均設横 向 瞎柱體 ， 用以加强攀＿與盤體鑄接時的接合 。 虎足體内空 ， 内側設四個 間

隔距離相＃的金屬欄 ，繞注時金屬液流人虎體 ，與金屬欄形成榫卯結構的咬合鑄接 ８ 遣些附

件製作歲成後 ，放入盤體的泥範 中 ，

一

次將所有附件鑄接在盤體ｉｉ＊
盤體爲倒澆 ，澆 口 呈棗

核形設在盤底中心 。
⑴

晋公盤是
一

件公安收繳、收藏於 山西博物院：
暨 山西青銅博物館的珍品 ，

通蠡 １ １ ７ 、 通寬

４５０
、
口經 ４００毫米眉 ：

７ ０００ 克 。
［
２

］ 淺腹 ，寬斜沿 ，方嵐 膜壁外飾龍紋帶 ， 兩側對設拱形附

耳 ，其前後面飾重環紋 ，耳廓 内 侧有＆横梁接於唇 。 乎底 ，
三只跽跪人形 足以後肩承器 （圖

８ ． １
） ｓ 腹 内壁鑄七塊銘文與浮學魚相間分布 ，路文記載作器者爲獻公之子 ，當爲￥文公熏；

其長女孟姬遠嫁楚廉宗婦 ， 即爲爵妃 ，鑄造此盤爲媵器 ，稱宗彝盤 ＾ 應鑄造於晋文公即位初

期 ，大韵在文公五竽＜ 公元前 ６３６年 ）
．城濮之戰之前 ：

。
［ ？ ］

［
１ ］Ｔ ．Ｓ明 、周亞 、＿明 ： 《ｔ算機斷層掃描技衡 （

Ｘ
－

ＣＴ
）在子 仲姜盤製作工藝研究中 的應甩＞ ， 《

、
文物保

薦與考古斜學ｐｏｎ 窄筚 ５ 期 ，籍 １２
—

２Ｓ 真 。

［
２
 ］ 山Ｈ眷參質義 、山輝聲文物ｇ ：Ｃ國寶 ２〇岱 年坩西兹髮機關打－文物犯尊成果＿ 》 ，文物出版

社
，

削 ８ 年 ，籍 １８
—

２３ 貫 。

［
３ ］

＇

管文韜＾試論晋公盤鍩文及相關 間題＞ ， 《青＿器與余太＞第 ．３ 輯 ， 上悔古籍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９ 年 ，第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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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子怦養盤 ＣＴｇ剖＊ （丁忠 明 先生裏儀 ）

圖 ８ １ 晋喪缠 筆者＿）

盤内底滿布紋飾和附飾 。 紋飾鳥浮雛璣 ，包括中心的雨條盤龍、 中 圈时游水鱉和外圈 的

游水蛙 《附飾均鳥爾馨型 ，包括中央的一 只鳥 、内 圖的 国 只鳥 、中 圈相 間分布的三只魚和三 只

蛙、外圏相間分布的四 只鱉和 四只蟾 ｓ 道些鳳雕動物處在立柱之上 ，
均可繞柱旋轉 ； 内 圈鳥

喙可麂 閉 ，鱉頭可伸縮和擺鼢 ；其中魚和蛙各脱失
一

只
，但没有補鑄使之完整 ，却封 閉了 因脱

落形成的柱洞 （爾 ８ ． ２
）ｇ



論圓雕鳥飾沿的青銅盤 １ ５ ３

圖 ８ ２ 晋發龜 ：客 圓雛附
：

識及霄稱 （ 筆盡

盤耳分鑄 ，耳先鑄 》 中 空 ， 且其 中泥芯分兩段拼合 。 耳在澆注盤時鑄接於腹 ／耳根兩

個結合點與兩個短横梁的結合點便之鑄接牢周 。 三 足 分鑄 ＾則是以 鑄焊方式與盤ＪＳ接

的 ， 可能在人後背 的雙手之上键注青銅窈成鑄焊 。 而最爲複雜 的是盤 内 的膚雕跗飾 的

結含 Ｊ
５

内底 中心的鳥是全部裝飾 的核心 ， 但形體並不見大 。 它 蹲伏在厚柱之上 ， 身前傾 。

具 ：有板狀喙 ， 屬於鴨科 。 香顧 ，Ｊ艮不大 ， 下有＿耳 。 頸較粗 ， 雙翅水平狀 ， 端部呈食 尾形

分開並上聳 ， 外勾雙隨形綫／其中殘留朱紅顔料 。 尾 ：短 ， 板狀
＇

短尾端部平齊 ，頰 、前胸和

背部飾羽 鱗紋 》 部分殘留朱紅顔料 （ 圖 ８ ． ３ ａ
）ｅＣＴ 掃描的縱裁面＿ ，蓿晰顯示 出立柱設

在鳥身偏後 的泣Ｍ董心靠前 ， 立柱宣插入鳥腹 ９鳥腹 内 設有 向前伸 出 的 突瓌 ，瓊孔截面

爲腰款形 ， 中 間 細而雨側略 大 ， 立隹穿過此璏 ，
與之配合 間 隙 很小

，
且在配 合 處立柱 内

弧
，
直徑變小 ， 但上邊立柱設一 凸輪 ， 直徑大於外露部分

，
所 以鳥不能 從 ．立柱脱 開 。 柱潇

爲 維形 ，Ｊｌ與之相配 合 ， 鳥背 内惻設箭 了 

一偭 錐 卯 突 出 於 内表 ｅ 鳥 Ｉｔ空心 ，養挲大致均

勻 （ ＿ ８ ． ３ ｂ
） 。

菌繞看中心鳥的 四 ：只鳥
，
造型與中心鳥

一

致 ， 差别僮在於喙的上手可 以啟 閉 ， 以鉸接方

式與烏顏連接ｅ 左前鳥上喙失却＊鉸接的軸顯露 （ 圖 ８ ． ４ ａ
） 。 鳥身下的立柱也＿麋靠後 ， 横截

面 ＣＴ 圖中 圓柱與鳥敢配含偏向一惻 ， 縱剖
．菌國前立柱揷入盤底 。 在盤底撗截面圖上 ，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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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看到盤底的原設的方孔 ， 立柱位於中 央 ， 周 園方形適渡層包圖着立柱並墳充着方孔 ， 間 隙

猜楚 ，而盤底的泰鑄孔内大外小 （ 圖 ８ ． 牝
） ０ 鼻康與上喙鉸接的樞軸與鳥潁一體 ，

直徑 １ ． Ｗ長

２ ． ９毫米 。 如此細緻地與上喙鑄接 ，猶如穿針 ，難度很大 ａ
［１

 ］

圖 Ｓ ３ ａ 晋象餐中 心 鳥 （ 筆漬攝 ）＿
８ ． ３ ｂ 晋公盤中 心鳥 ＣＴ 剖面謝 丁 忠 明 先生靠＿ ）

＿ ８ ４ ａ 晋雜左 ｜１壽 頭部 （ 筆＿ ：５齡 ４ ｂ 魏盤左上島 ｉ〇Ｔ＿＿丁細 先生褢供 ）

資公盤晚於子仲姜盤百多年ｙ其鑄作延纜了子仲費盤的設計思想和 旨趣 ，甚至是步其後

塵之作 ，故而增加了寅多的附飾 。 畢竟梟不簡鑄工的作品 ＾在工藝處理方面 ，
．雖大＿ 小異 ， 但

大的羞别在於對立柱的鑄焊 ，對普公盤進行敢 ＣＴ
＿描分析給出了瑱

一判斷 ０
１

２ ］

曲沃北趙西眉晚期晋穆倭墓迅土的普叔友父盤 ， 内底中央飾
一

圓濉蛙 ，
雖作欲跳姿態

，

［
１ ］了忠明 、蘇榮譽 ： 《織Ｘ 射緣 ＣＴ婦描分析的晋公盤的鑄造工藝分析Ｋ文物季刊 》 待刊 。

［
２

］ 蘇榮譽 、丁思 明 、周亞 ： 《子仲姜盤與晋登盤對 比研究 ｔ 以鑄造技衡舄核心》 ，ｆｆ銅器與余戈 》第
．

９ 輯 ，

上海古叢出版 ｜５， ２〇妁 年 ，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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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動 。
［

１ ］ 到子仲姜盤而晋公盤 ， 有
一條鑄工不落俗套 、求新求變的路徑 ， 目 的是將器物

做得好玩 ， 附飾可 以動起來 。

可見獨具匠心的鑄工遠不滿足於復古 ， 他們的創造欲往往會被玩好性器具所激發 ， 試圖

讓圓雕鳥飾動起來 ， 創作 出 四鴨方鼎 。 發展到春秋早期 ， 鑄工會將多種動物聚在一起 ， 而且

都能轉動 ，於是出現了子仲姜盤 。 到春秋 中期 ， 有鑄工試圖超越子仲姜盤 ， 將更多 的動物聚

在一起 ， 不僅動物可 以轉動 ， 而且鳥喙可 以 張合 ， 鱉頭可 以 伸縮 ， 更爲靈動 ， 便鑄造 了 晋公

盤 。
［
２ ］ 雖然春秋 中期晋公盤延續了子仲姜盤的手法 ，但上述諸現象都具有很强 的偶然性 ，

可歸結爲鑄工的個性 。 個性可 以 開新風氣之先 。

五 、 商周青銅盤演變及其裝飾的連續與中 斷與鑄工

鑄工是哲匠 、藝術家 ，創造性 内化於心 。

一些技藝高超的鑄工 ， 不時會發明新奇的工藝 、

創造出精妙的作品 。 他們是古代青銅器的鑄造者 ， 塑造 了古代青銅器的藝術風格 ， 青銅器體

現了他們的藝術理念、技術發明 和精湛技藝 。 而青銅器的功能 ， 具有更加複雜的社會背景 ，

社會需求與鑄工技藝相互激蕩 ，共同塑造了商周青銅器的面貌和特質 。 當然 ，
也是社會的分

工與協作 ， 供給鑄銅的金屬原料 、燃料甚至勞工 ，
以及複雜的産 品流通網絡等 ， 爲鑄工提供 了

職業條件和環境 。 關於這些社會因素 ，迄今我們依然所知甚少 。

儘管歷經劫難 ，存世青銅器的數量依然巨大驚人 ， 而且不斷有青銅器被發現和 出 土 。 這

些器物構建出 自身發展的框架和歷史 ， 個别甚至 自 銘其名 和功能 。 儘管對不少問題還一知

半解甚至茫然無知 ，但它們所呈現出 的藝術和實現設計的工藝技術 ， 爲我們積累 了頗爲可觀

的資料 。

梳理和 閲讀這些資料 ，不難發現青銅器的不 同器形 、裝飾和紋飾 ， 出現有早有晚 ， 消失也

早晚不同 ， 都有其階段性 。 青銅盤的演變可作如下概括 ：

二里頭 ： 無青銅盤 ，有彩繪陶盤 ， 圜底 ，
無圈足 。

二里 Ｂ （早商 ） ： 青銅盤出現 ， 敞 口 、寬折沿 、淺腹 、有 圈足 ， 腹外壁飾紋帶 ， 圈足頂有透空

成爲主流 。 僅隨葬於大型墓葬 ，
且一墓一件 ，南北差異不顯 。

中商 ： 在早商盤的基礎上定形 ， 圈足裝飾紋帶 。 盤 内底裝飾陰綫渦紋或龜鱉紋 ， 腹 内壁

［
１ ］ 張奎 、張俊才 ： 《晋侯墓青銅盤的修複 》 ， 《文物世界 》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７０ ７２ 頁

；
丁忠 明 、周 亞 、 吴來

明 ： 《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 （
Ｘ

－

ＣＴ
） 在子 仲姜盤製作工藝研究 中 的應用 》 ， 《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１ ２ ２５ 頁 。 後者以爲蛙能轉動 ，
經重新考察 ， 實不能 。 見蘇榮譽 ： 《晋南出土春秋中

期前青銅盤探論 》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 ： 《於沃集 曲村 天馬遺址發現 ６０ 周年暨晋侯墓地發掘

３０ 周年紀念文集 》 ，
三晋出版社 ，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 ６ ６５ 頁 。

［
２

］ 蘇榮譽 ： 《傳承中斷 、 變革與創新 ： 春秋早 中 期特殊青銅盤研究 》 ， 《饒宗頤 國學 院 院 刊 》第九期 ， 第

１ ２７ ２ １ 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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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三條陰錢魚紋 。 個别器 口沿飾圓雕鳥 。

晚商 （殷墟 ） ： 内底的龜驚紋迅速被盤龍紋取代 ， 龍頭周圍或者還鑄銘 ；腹 内壁飾魚紋 、鳥

紋和獸紋組成的紋帶 ， 或者是浮雕形式 。 個别盤 口 沿飾伏卧圓雕鳥 。 但到晚商晚段 ，
盤 内壁

和 口沿紋飾即消失 。 西周早期承續這
一格局 ， 内底或鑄有銘文 ， 極個别盤出現一對附耳 。

西周 中 、晚期 ： 敞 口 、窄平沿或斜沿 、附耳 、 圈足 ， 腹外壁和圈足各飾一周紋飾帶成爲主導

型式 。 盤 内底鑄銘 ，
且有長篇逾百字者 ，

盤成爲銘文的優 良載體 。 有些盤在圈足外設附足將

盤托起 ， 個别盤在圈足外設人形足或獸形足 。 盤的稀缺性依然如故 ， 只隨葬於大型墓葬 ，

一

墓一盤 ， 只有極個别墓葬隨葬兩件盤 。

春秋早 、 中期 ： 初期延續西周 中晚期盤的型式 ，但出現了較爲濃鬱的復古風潮 ，
盤 内底再

次出現盤龍紋或者衍生 出蟠蛇紋 ， 腹 内壁出現魚紋帶 ，
以至於將西周 晚期 的個别圓雕裝飾 因

素集合 ， 裝飾盤 内底 ， 而且伏在柱頭 ，
可 以繞柱旋轉 ，

呈現 出特别 的玩具性 。 相應地 ，爬龍也

用於裝飾在盤外壁 ，
並以動物形足承器 ， 子仲姜盤是突 出代表 。 至春秋 中期 ， 中原和三晋系

青銅盤 ， 圈足和蹄足並行 ， 後者 比例增加較快 。 隨着明器盤的 出現 ， 從個别大型墓葬隨葬多

件盤到普通貴族墓 （

一

鼎墓 ） 也隨葬青銅盤 。 晋公盤那樣附耳分鑄鑄接 、 三足均鑄焊 、 盤 内裝

飾更多圓雕附飾 、且附飾更爲複雜 、更多可動要素 ， 應是那個階段的極端 。

春秋晚 戰國早 ： 這一階段若干地域風格 已經明確 ， 雖然大多還没有鑄銅遺址予 以支

撑 。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盤可概括爲兩個類型 ， 即 以三晋代表的 中原盤 ， 大 口 、窄平沿 、腹外壁

飾蟠虺紋帶 ，其上對置 Ｓ 形方附耳 、蹄足成爲主流 ， 耳 、 足分鑄鑄接 ， 隨州
－

棗陽走廊 的 曾 國

盤
， 傾向於中原類型 ，但某些盤則接受 了諸多漢水 、 淮河流域的 因 素 。 另

一個類型 以楚爲代

表 ，包含了蔡 、黄及南方諸國族盤 ， 窄沿 ，腹外壁飾蟠虺紋帶 ， 其上設環鈕銜環 ， 平底下 以獸形

環足承器 。 這一階段的盤相當普及 ，很多小型貴族墓也有青銅盤隨葬 。

戰國中晚期 ： 戰國中期是青銅器的大轉型階段 ， 更多地轉向實用 ，

［
１ ］ 遺憾的是還没有發

現這一時期典型的鑄銅遺址 以揭示和反映這一轉變 。 從考古發現的青銅盤看 ， 似乎楚風格

的盤更爲流行 ，但器形受盆的影響更大 ，
無足盤逐漸風行 ， 很多盤腹外壁 已不鑄造紋飾 。 鍛

造盤出現 ，腹 内壁和底部往往有彩繪或者鏨刻紋飾 ， 亦可推測某些盤外壁也會以彩繪裝飾 。

盤和盆的界限模糊 ，逐步使盤走向式微 。

青銅藝術和技術互成表裏 ， 具有高度 的 同步性 ， 但發展演變並非匀速 ， 某個或某些階段

變化快 ， 某些時段則相當穩定 。 變化的社會機制雖然還所知甚少 ， 但透過器物 ， 對其變化 的

鑄工因素可有較多的 了解 。

［
１

］ 蘇榮譽 ： 《漢中 山 王割勝夫婦墓隨葬青銅器研究 兼論秦漢青銅器 的結構變化 》 ， 賀西林主編 ： 《漢

唐墓葬視覺文化研究 》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２０２ １ 年 ，第 ３ ０５ ３４ ８ 頁 。



論圓雕鳥飾沿的青銅盤 １ ５ ７

以隱雛鳥羞青編器裝飾 ，
二里麵和

鄭州商城二里崗青銅器中都未發現 ，
但

在中賣亩方風格青鋼器中 ， 從廣漢三星

堆 、湘江、贛江流域都有不少發現 ＞ 瘴樹

吴城遺址采集的巋鈕蓋 、新淦大洋洲器

群 中鳥鈕虎飾和鼎耳頂的鳥飾 （圖 ９ ． １
） 、

株洲船形 山 出 土霉具鳥鈕 的豕尊 、廣漢

三星堆 的兩種鳥鈕 （ 圖 ９
＞ ２ ） ，另有若

干 出 土地不明 的 傳世品 ， 以基美撺物館

藏鳥鈕親蓋爲代表（圖 ９ ． ３
）

，
都具有典型

的中商時代南方鑄銅作坊大的風格和技

術特徵 。 南北對 比 ， 可 以認爲 以鳥裝飾

青銅 器是 中商南方鑄工 的 發 明 或特

長 。
［

１
］ 但是 ， 和其他青銅文 明如古埃

；
菝相 比 ，商屬豐爾鳥飾中 ＿縛或者還有

鳾類可辨識外 ，其餘均不知原型 ， 自然不

能指認商人的
“

祖先 玄鳥 ４ 

［
２ ］ 造成這

一現象的原该可能很狻雜 ，

一

方面可能會與本具象的

藝術纖有關 ，也會與裝飾太小 ， 無法施展有關 ，就實銅器來説 ，還可能與泥範塊翁法工藝有

關 。
［
３
 ］ 泥範塊範法工 儘管某些泥模的紋飾纖毫雜規 ．， 但雕塑人面 、 動物形象則均不講

霣 ｉ ｉ 扁 足鼎 ｘｄ ２ｅ
（ 引 自 《 新負舞代

大象 》 具 ２９ ＿ １ ７ ２
）

［
１ ］

．藓榮峯 《技術傳統與藝術衰ＩＬ－ 論商代飾＿雜遵鳥鈕請責録＃ 跨越與趄越 藝術史興博物 ＿

國鱗術研討會
”

論文 ，上海博物難 ，
２０２２年 ８ 月 。

［
２

 ］ＤｅｂｏｒａｈＳｃｈｏｒｓｃ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ｃ ｉｅｎｔＥ

ｇｙｐｔｉａｎＴｈｅｒ ｉｏｍｏｒ
ｐｈｉｃＨｏ ｌ ｌｏｗＣａｓｔＢｒｏｎｚｅｓ

Ｓｏｍ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ａｒａｈＣ ．Ｗａｔｋｉｎｓ＆Ｃａｒｏ ｌＥ ．Ｂｒｏｗｎｅｄ ．

，Ｃｏｎｓｅ 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ｃ ｉｅｎ ｔＥｇｙｐｔ ｉ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ｌ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

ｇ
ｄｏ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

ｇ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ｐｐ
．４ １

－

５０ ．Ｓｆ

中外青親载鳥的對比研究將另外爲文 。

［
３ ］ ＿表現是栖爾模雜的 問遛 ，在犟者既 往 的研宪 中 ， 即俠是偶里的具象 ， 如醴陵獅形嶺 出 土 的商代象

尊 ，傲只翁脅麟 ，
且稱焉類生 ，倒８多地方則＿此 （賴鮮 、蘇薄鲁 ： 代象＿ ， ｜蠢＃太物》

：雜 １ 年＿ 

１
＿ ，藥 ２２７

—

２３ ８ 買５ ｅ 厲翁薺聰者措爾羅．ｔ Ｌｏｔｈａｒｖ〇ｎ Ｆａ ｌｋｓｈａｎｓｅｎ
》對晒早籠人像轉臀

論 （ 羅参 《略談中國青鈮時代的人物表現及其澤史意義》 ， ，柯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 Ｉ華夏文明 的形

成與發展——河甫管文物考古併究所建所丑十周年慶祝會駕華夏文明 的形成與發展學銜研詩會謫文

集Ｋ大象扭版社 ．ｔ

２Ｗ３ 年 ，第 ２６５ ２６？買｝ ｓ麵斯欺樣 羅攀一麵猜出中鼠輿謝也文明觸觸５ ＊可

能在於中 國 的文化選擇棊於某種宗教觀念的避諱 ， 另
一方面寧爲三星堆 的人像可簾具有偶像崇拜的

宗教 ，還指出戰國時 ：

期中原發生 了 變化 ， 開始表現羣 １麥人物興神靈 。 因戈章簡短 ， 難 以論證 ，
．更殺有説

明三星雄和戰國人物表現的具象間題 。 這個 問題複雜而渉及面癀 ， 不獨在於實銅器 ，遼在於其他介

質《 仔鈿的比較研究處餐雜服为 ，謝眞齎乘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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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不能如失鱲法具象 ，苒經翻製泥範 、範幹燥過 ．程的變形 ， 鬼寘可能很大 ，也就不做具象的

努力 。 商周青銅器的柚象裝飾 ，塊範法可能是其中
一

個重繁茜素 Ｐ

謹 ；９ ２三星堆鳥＿ 顧＿  １ ９３
－

１
（ 引 自麵 ９ ． ３毚

ｉ
ｆｒｏｍ Ｂｒｏｎｚｅｓ

駕
兰墨＿擊祀 ±爲》 寫 ６ ６９圖８４

） Ａｒｃｈａ
＇

ｉｑｕｅｓｄｅＣｈ ｉｎｅ
，ｐ １ ２９

）

和 中原早期青銅器裴飾相比 ，平谷劉家河商墓扭土的鳥飾盤汕 自 南方鑄銅作坊的可能

性很大 。
［

１
］

出土於中原的三件器具有圓雕鳥飾 ，

一件是岐山賛家村墓出土的鳳柱 ＳＰ １ ０ ． １
ｈ經考

盡屬於 中商南方鑄銅作坊的産品 ；

一件是安陽小屯 Ｍ３ ３ １ 出 土的侧口方腹 幽 Ｒ２０６６
， 蓋中 央

伏卧一厲尊鳥鈕 （ 厲 １ 〇 ． ２
） ，分析研究後有同樣的結論 ， 年代當屬中商晚期 ｓ 而輝縣褚邱出土

的一件唐難是三Ｒ圓戚鳥飾的大口折肩尊 （ 圖 １ ０ ． ３
） ，很可能也是南方鑄銅作坊傭造 ，流傳到

中谭前越 。
［
２ ］

［
１ ］ 蘇鑛 《商菌續奢雨盤研究＞ ， 《機貪學術季刊 〉；＃ ４０鸯第 —１ 

：紙 ２０２３ 年，鑲 １ ６４買ｇ

［
２
 ］ 藓榮譽＞ 《岐 山 出 土商鳳柱－的鑄逭工參 ．分析及其相 關 問題的探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 上海博物館

？ ： 《雨周封厲論衡 ： 陝西韓城出 土芮釋文物鹭周 代封厨考古學硏奪國際學術研ｆｔｆ會論戈泰 上海古
＇

籍版社，
皿４ 年 ，第 ＳＭ ５沾漯 ；

蘇榮譽 ： 《安陽鐵■青銅歧衡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 ＾ 以鑄娜結構舄

案例的初步探爵筆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聲的年代和屬性》 ， 泉
．

屋博古館 、九州 國立博物館編 ： 《泉犀

透賞３ 泉厘博古爾青飯器透射掃描解析 》
，
科學？版社 ，

加 ５ 竿屬 ３尨 撕 頁 ； 《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
一

巻ａ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９６ 年 ，圖 １ ２０

； 蘇榮譽、柳揚 ｜＜ 目 □長爾方嫫青＿ 卣研究 再敏商代离滞銅

風格興工藝對费陽罐響 第二 届
“

製器 尚象
”

論壞＾ ２２ 年 ６ 月 ，北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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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１ 〇  １ 歧山鲁處獄鳳 鳥 ＳＭ 引 自 《 中國

青＿器全集 卷 ４ 圖 ５９
）

圖 １ 〇 ２ 小龟 方腠貞 （ 引 自 （ 中 國

青銅器全 卷 ３ 圖 １ ３３ ）

邐 １ ０ ３ 輝纖攀駆＿：

引 自 《 中 國青銅器全灣翁 １ 圖 １ ２０
）

在對南方風格青鋼器進行了較多 、較探入的研究後 ， 確定其絶大多數年代屬於殷墟之前

即 中商階段的産 品 ， 而那時的中原正是動亂不定、都城屢遷的階段 ， 在板蕩之世能否鑄爾 、怎

樣規槿的鑄銅 ，有待鑄銅遣 ．

址的發規予以揭示 ，不景愈 的格烏可以想見 。 但殷墟早期武丁階

段鑄銅工業的高度繁榮和鼎盛局商 ，是業經婦好蓦所證明 的 ｓ 武丁朝 何以如此 ？ 簞者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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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武丁征伐南方 ， 毁棄了南方鑄銅工場 ，將其鑄工遷移到殷墟所致 。
［

１ ］

南方鑄工將南方青銅藝術風格和工藝技術帶到殷墟 ， 造就 了殷墟早期青銅器的繁榮 昌

盛和豐富多彩 ，婦好墓出土青銅器 中 ， 不僅有鳥造型 的鸮尊 （ 蓋鈕爲圓雕鳥 ） ，
也有 以 圓雕鳥

裝飾的提梁 卣 ，前揭的三件沿飾伏卧鳥的盤 ，
以及傳世的鳥鈕器 、鸦形 卣 、 壺和觸也是這一時

段的産 品 。 明顯的事實是 ，
進人殷墟 中期 ， 青銅藝術的活力頓减 ， 個别器物有裝飾化的鳥鈕

外 ， 圓雕鳥飾則銷聲匿迹 ，早 、 中期形成强烈的反差 。 對此 ， 只能解釋爲南來的鑄工甚至他們

的學徒 已經老去 ， 而南北工匠 的沖突 中 ，南來工匠處於下風 ，再傳之徒亦很少 ， 南方風格遂不

再傳 ， 也不再明顯 。 如此構建 ， 揭示 了鑄工改變青銅藝術風格的實例 。

先周能否鑄銅 、如何鑄銅都還缺乏堅實證據 ， 從被
一些考古學家認定的先周青銅器看 ，

即使他們鑄銅 ，
工藝水平也有限 。 因此西周滅商 ， 即毁棄了大邑 商 ， 將鑄銅作坊和鑄工遷移 ，

但鎬京還未發現鑄銅遺址 ， 成周洛陽發現的北窑鑄銅作坊遺址 ，
工藝 、遺物和器物與晚商

一

致 ，
可以認爲是

一個地點 ，但規模遠不能與安陽相 比 。 遷移到洛陽北窑 的鑄工 ，
生産 的青銅

器當然與殷墟晚期的十分接近 ， 造成 了商周之際的器物難以分辨 。 只有個别工匠偶爾嘗試

將青銅盂的雙耳移借到盤上 ， 創造了具有雙耳的盤 。 這批工匠或者包括他們 的徒子 、徒孫死

去之後 ，新成長的重孫輩鑄工 ， 不恪守安陽晚期的形制 ， 造就了西周 中期的新風格 ： 普遍裝飾

兩只附耳 。 這是鑄工營造新風格的又一實例 。

西周早中期之間形成的青銅器風格 ， 不僅造型和紋飾單調 ， 鑄造質量似乎也差强人意 。

鑄工對這一格局的反動 ， 或者説鑄工創造性僅在極少數器物上 。 就裝飾而言 ， 扶風齊村 四鴨

方鼎鴨和可轉動 ，具有玩具性 ，
可 以認爲鑄工不是在鑄造禮器 、 而是在製作玩具 中實現 了創

造 。 雖然是頗爲個别的叛逆行爲 ，但在春秋時代宗法制度解體的過程 中 ， 叛逆精神滋長 ， 不

僅出現了子仲姜盤 、晋公盤這類更好玩 、技術難度更大的玩具 ， 而且還 向早期尋求借鑒 ， 産生

了
一批復古器物 ，

並集中體現在青銅盤上 ，破山 口 四鳥盤即是這樣背景的産物 。 但復古的風

潮很快過去了 ，
盤 口沿裝飾鳥 的做法不複再現 ， 而將多種動物設在盤的 内底 ， 子仲姜盤和晋

公盤均成爲新風 尚 的代表 ， 是更早期的作品成新創作源泉的例證 。

在這一風潮下 ， 晋和三晋 、魯南蘇北 、淮河
－

漢水流與 、 長江兩岸等地青銅器 ，
以 圓雕鳥爲

鈕
，頗時興

一

時 。 新鄭李家樓大墓 出 土 的
一對蓮鶴方壺 ， 作爲新興時代的標志性器物 ， 將圓

雕鳥飾器推向 了一個新的巔峰 。

附識 ： 拙文初稿 《論圓雕鳥飾 口沿的青銅盤 兼及青銅器裝飾的連續與 間斷 》 曾在青

銅器與文明交流 第三届 中 國古代青銅器研究論壇 ： 中 國國家博物館 １ １ ０ 周年專題學術

［
１

］ 蘇榮譽 ： 《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 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 》 ，
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 、 香港承真樓編 ： 《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 》 ，科學出版社 ，

２０ １ ９ 年 ，第 １  ６８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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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
２０２２ ． ６ ． ２ ８ ２９

） 上報告 ， 因時 間所限 ，
主要討論了五件圓雕鳥飾盤 ， 很筒略地 申 論了青

銅器裝飾的 中斷與連續現象 。 在修改定稿時 ， 增加子仲姜盤和晋公盤的分析和盤的演變 的

背景概括 ，分析了鑄工在 中斷與連續中 的作用 ，
並爲此换了 副標題 。 拙文寫作時得到 巴黎高

等研究實踐學院 （
６ｃｏ ｌｅ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ｄｅ ｓｈａｕｔｅ ｓｆｔｕｄｅ ｓ
） 風儀誠 （

Ｏ ｌ ｉｏｖ ｉｅｒＶｅｎｔｕｒｅ
） 教授就基美藏盤

的資料幫助 ， 承清華大學嚴志斌教授指點銘文 ，特致感謝 。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博學、多思與嚴謹認真 ， 指 出拙文初稿若干結構 、 表述缺陷 和文字誤

植 ，使拙作舛誤得以减少 。 當然 ， 依然存在的 問題須 由 筆者 負 責 ， 而期許的 中外青銅器 比較

研究也計劃陸續奉獻 。 至於希望對圓雕鳥飾的宗教信仰 和精神生活 關係 的討論 ， 限於筆者

學識淺陋 ，
無力爲之 ，敬待高明 。

榮譽壬 寅 立秋後一 日 完稿於北京天通苑

癸 卯 立春前二 日 修改於京北鑄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