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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兽是楚系青铜器的重要附件，其流

行于东周时期楚文化圈内，以新郑郑公大

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州曾侯乙墓等出土

的爬兽最为多样。一般认为，爬兽是楚人

发明的，代表楚文化特质 ，但现有资料

显示，爬兽起源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

在楚系青铜爬兽流行时代，晋国等一些诸

侯国也流行青铜爬兽，其形制、器用制度

似乎与楚系青铜爬兽有区别。基于上述情

况，有必要对楚系青铜爬兽作进一步的讨

论。因此，本文拟从楚系青铜爬兽的类型

分析入手，讨论其来源和使用者的身份，

进而探讨同时期其他区域青铜爬兽特征，

最后阐释青铜爬兽对东周时期青铜器风格

转变的作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楚系青铜爬兽的形式划分及年代

本文所指的爬兽是直接攀附在青铜器

器壁上的动物造型，非立于青铜器顶部的

动物造型，也非支撑器物的动物造型。

（一）楚系青铜爬兽的形式划分

楚系青铜爬兽总体特征是：多为龙形，

或吐长舌，体态修长，卷尾。根据兽头朝

向可分为两型：

A 型回首。根据角的大小、身体卷曲

程度分为两式：

I式为繁缛的大角，曲颈垂首吐舌成环，

塌背为主。河南叶县旧县乡M4楚式升鼎 ，

河南新郑郑公大墓龙耳方壶（图 1-1），

河南淅川下寺 M1 方壶、M2 鬲 ，河南上

蔡郭庄M1方壶 ，湖北随州刘家崖方壶（图

1-2），湖北随州枣树林 M190 方壶 ，安

徽寿县蔡侯墓方壶（图 1-3） 等均属于

此式。

II 式为角不明显，昂首，拱背为主。河

南淅川徐家岭 M10 圆壶 ，湖北随州曾侯

乙墓簋、圆壶、圆尊（图 1-4）、方鉴 ，

湖北随州擂鼓墩 M2 方壶 ，湖北随州文

峰塔 M46 方壶 ，湖北荆州天星观楚式升

鼎M2：115 ，湖北枣阳九连墩M1方壶、

M1 簋 、M2 圆壶 ，湖北荆门子陵岗罍

M64：2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曾姬无恤方

壶 ，广西恭城金堆桥罍 等属于此式。

B 型背首。根据爬兽的整体造型可分

为两型：

Ba 型立体爬兽，身体各部位明显。又

根据角的大小、器身纹饰可分为两式：

I式的兽角较大，器身遍布繁缛纹饰。

河南淅川下寺 M1 楚式升鼎 、M2 王子午

鼎 、M2 铜禁（图 2-1） ，湖北荆州天

星观 M2 楚式升鼎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圆盘 等属于此式。

II 式的兽角较小或不明显，器身饰简单

纹饰或光素。安徽寿县李三孤堆铸客鼎 、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楚式升鼎（图 2-2）、

湖北枣阳九连墩M1楚式升鼎（图2-3）、湖

北荆门包山M2楚式升鼎 、湖北随州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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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M18 方鉴 、湖北荆州天星观M2罍 、

湖北荆州天星观M1楚式鼎 等属于此式。

Bb 型片状爬兽，身体有些部位简化。

安徽寿县蔡侯墓楚式升鼎 ，河南淅川和

尚岭M1克黄鼎 ，河南淅川徐家岭M9楚

式升鼎 、M10 楚式升鼎 等属于此型。

（二）楚系青铜爬兽的年代

楚系青铜器形成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

其后流行于楚文化圈，直至秦灭楚 。楚

系青铜爬兽的流行年代大体相当，只是各

个型式早晚关系不同。

A型 I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

此式爬兽的年代集中于春秋时期，其中年

代较早的有：随州枣树林 M190 出土一对

爬兽耳方壶，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段 ；淅川

下寺 M2 出土两件铸有爬兽的鬲，其墓主

为楚国令尹公子午，年代为春秋中期 。

A型 II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战国早期。

此式爬兽年代跨度较大，其中年代较早的

有：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八件爬兽耳簋、一

对爬兽耳圆壶、一件爬兽耳圆尊、一对爬

兽耳方鉴，年代为战国早期 ；淅川徐家

岭 M10 出土爬兽耳圆壶两件，年代为战国

早期 。

Ba型 I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

此式爬兽年代跨度较大，其中年代较早的

有：淅川下寺 M2 出土王子午鼎、铜禁上

皆铸有此式爬兽，年代为春秋中期 。

Ba 型 II 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战国早

期。此式爬兽年代较为集中，其中较早的有：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九件铸有爬兽的楚式升

鼎，年代为战国早期 。

Bb 型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此

式爬兽年代较为集中，其中较早的有：安

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铸有此式爬兽的楚式升

鼎九件，年代为春秋晚期 。淅川和尚岭

M1 出土的两件克黄升鼎铸有此式爬兽，

年代为春秋晚期 。

A 型爬兽多见于壶类器物上，数量多

为两个，代替双耳的作用。A 型爬兽流行

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其中，A 型 I 式

主要在春秋时期流行，II 式主要在战国时

期流行。B 型爬兽多见于楚式升鼎上，数

量多为四个或六个，起到装饰作用。B 型

爬兽也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流行，部分

单位可以同时见到A型和B型爬兽。其中，

Ba 型 I 式和 A 型 I 式出现的时间接近，但

前者直至战国中期仍有发现。Bb 型 II 式

流行于战国时期。Bb 型流行于春秋晚期，

战国早期还可以见到。

二、楚系青铜爬兽的来源

楚系 A 型、B 型青铜爬兽均来源于西

周文化的核心区域。

西周时期一些弄器上铸有青铜爬兽。

陕西西安张家坡M163出土一对邓仲牺尊，

年代为西周中期，铸有三只龙形爬兽，形

态各不相同。胸前龙形爬兽，回首，塌背，

卷尾；颈后龙形爬兽，背首，塌背，卷

尾；臀部龙形爬兽，回首，拱背，卷尾（图

3-4）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一件

刖人守门方鼎，鼎四角铸有四只龙形爬兽，

回首，塌背，卷尾，年代为西周中期（图

3-1） 。陕西宝鸡茹家庄窖藏出土一件刖

人守门方鼎，形制与前者稍有区别，四角

铸有龙形爬兽，长边中间铸有虎形爬兽，

年代为西周晚期。其中，龙形爬兽，回首，

垂首曲颈成环，塌背，卷尾（图 3-2）；虎

形爬兽，背首，塌背，卷尾（图 3-3）。

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盒M63：123，

四壁铸有四只龙形爬兽，回首，吐舌，头

颈部构成圆环，塌背，年代为西周晚期 。

上述青铜爬兽有明确的出土背景，均位于

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另外，内蒙古小黑

石沟出土一件刖人守门方鼎 M8501：1 ，

器型、爬兽造型等特征与庄白一号窖藏刖

人守门方鼎相同，可能是从西周文化的核

心区域流传过去的。　

西周时期一些水器上也铸有青铜爬兽

鋬。陕西扶风庄白村墓葬出土一件 父盉，

铸有龙形爬兽鋬，回首，拱背，卷尾，年

代为西周中期（图 3-5） 。陕西扶风齐家

村窖藏，出土一件 盉，铸有龙形爬兽鋬，

回首，吐舌，垂首曲颈成环，拱背，卷尾（图

3-6），年代为西周晚期。同时伴出的匜，

铸有龙形爬兽鋬，背首，衔沿，拱背，卷

尾 。上述水器上的爬兽主要是作为器物

鋬，都出土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

以上可知，西周时期的青铜爬兽数量

较少，主要见于弄器和水器上。这些青铜

爬兽龙形为主，回首或背首，体态修长，

塌背或拱背，卷尾，其与楚系青铜爬兽特

征相近，应是楚系青铜爬兽的来源。同时，

弄器上和水器上的青铜爬兽承担的功用有

些许不同。弄器上的青铜爬兽主要起到装

饰作用，增加青铜器的繁缛程度。水器上

是将器鋬设置成爬兽造型，既作为器物的

把手，也起到装饰的效果。前者被楚系青

铜爬兽中的 B 型所承袭，后者被楚系青铜

爬兽中的A 型所承袭。

三、楚系青铜爬兽的使用及其仿制

通过对青铜爬兽器使用者身份的考察，

可以了解青铜爬兽代表的社会等级，进而

考察青铜爬兽仿制的社会背景。

青铜爬兽器使用者多为楚文化的高级

贵族。楚系青铜器中装饰有爬兽的，多为

楚式升鼎、方壶。从其发现情况来看，多

存在于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属于高等级贵

族专用的青铜礼器组合。楚式升鼎是楚系

图 3-6 扶风齐家村

窖藏 盉
图 3-5ˉ扶风庄白村

父盉
图 3-4ˉ西安张家坡邓仲牺尊图 3-3ˉ宝鸡茹家庄窖藏刖人守门方

鼎

图 3-2ˉ宝鸡茹家庄

窖藏刖人守门方鼎

图 3-1ˉ 扶风庄白一

号窖藏刖人守门方鼎

图 3ˉ西周文化青铜爬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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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组合的核心器物之一 。壶，特别是

方壶，则是两周时期高级贵族的核心酒礼

器 。以上可知，爬兽多铸在重要的青铜

礼器上。从空间上来看，随葬青铜爬兽器

墓葬的墓主多为楚国高级贵族或是楚文化

圈内诸侯国国君（表 1）。从时间上来看，

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楚系青铜爬兽一

直流行于高级贵族墓葬中。不过，到了战

国晚期，等级较低的墓葬中也出土青铜爬

兽。如荆州子陵岗 M64，一棺一椁，随葬

一件铜鼎，墓主身份应是士，其伴出的铜

罍上铸有爬兽，与等级较高墓葬中铸有爬

兽的器类相异。

现有资料显示，西周文化的爬兽主要

见于青铜器上，楚文化爬兽来源于西周文

化，最初主要应用于青铜器上。楚系青铜

爬兽在楚文化圈流行后，出现了不同材质

器物仿制青铜爬兽，主要分为漆木器和陶

器仿制两类。漆木器仿制青铜爬兽，以枣

阳九连墩 M2 为例。九连墩 M2 墓主邵

夫人，是楚国的高级贵族，下葬年代为战

国中期。出土 5 件漆木楚式升鼎、一对漆

木大方壶上设有爬兽，爬兽的造型与楚系

同类青铜器上的爬兽造型相近（图 4-1）。

陶器上仿制青铜爬兽更为流行。陶器上仿

制青铜爬兽可分为两类：一类爬兽制作繁

缛与青铜爬兽相近，如江陵望山 M1 出土

3 件陶升鼎、一对陶方壶、1 件盥缶设有爬

兽，其爬兽造型与青铜器上的爬兽造型相

近（图 4-2） ；一类爬兽制作简单，只捏

出动物的大体形状，如襄阳山湾 M34 出土

1 件陶罍设有爬兽耳，犬形，背首，拱背

（图 4-3） ，又如安徽六安西窑厂 M2 出

土1件陶罍，爬兽耳，背首，拱背，卷尾（图

4-4） 。

陶爬兽器流行于低级贵族，应是这一

阶层的文化传统。据表 2 可知，随葬陶爬

兽器墓主身份多为士或下大夫，是楚国等

级较低的贵族，但两者随葬的礼器组合也

有着明显的差异。如若随葬陶爬兽器墓葬

图 4-4ˉ六安西窑厂M2陶罍 

图 4-3ˉ襄阳山湾陶罍 M34:3

图 4-2ˉ江陵望山陶鼎WM1:T65图 4-1ˉ枣阳九连墩漆木方壶M2:31

图 4ˉ楚系漆木、陶质爬兽

表1ˉ随葬楚系青铜爬兽器墓葬统计表

墓号 青铜鼎簋组合 青铜爬兽器 墓主 /身份 年代 备注

叶县旧县M4 楚式升鼎 7+簋 2 楚式升鼎 3 许灵公 /国君 春秋中期 被盗

新郑郑公大墓 升鼎 9+簋 8 方壶 4+罍 1 郑公 /国君 春秋中期

随州枣树林
M190

鼎 5 方壶 2 曾公 /国君 春秋中期 被盗

淅川下寺M1 楚式升鼎 2+簋 1 楚式升鼎 2+ 方壶 2
王子午夫人 /高

级贵族
春秋中期

淅川下寺M2 楚式升鼎 7+簋 2 楚式升鼎 7+ 鬲 2+ 禁 1 王子午 /令尹 春秋中期 被盗

寿县蔡侯墓 楚式升鼎 7+簋 8 楚式升鼎 7+ 方壶 2 蔡侯 /国君 春秋晚期

淅川和尚岭M1 楚式升鼎 2 楚式升鼎 2 克黄 /高级贵族 春秋晚期 被盗

淅川徐家岭M9 楚式升鼎 3 楚式升鼎 3 不明 /高级贵族 春秋晚期 被盗

随州曾侯乙墓 楚式升鼎 9+簋 8
楚式升鼎 9+ 簋 8+ 圆壶

2+ 方鉴 1+ 尊盘 1
曾侯乙 /国君 战国早期

淅川徐家岭M10 楚式升鼎 5+簋 4 楚式升鼎 5+ 圆壶 2  子昃 /大夫 战国早期

随州擂鼓墩M2 楚式升鼎 9+簋 8 方壶 2 曾侯 /国君 战国中期

江陵天星观M1 楚式升鼎 1 楚式升鼎 1 邸阳君 /上卿 战国中期

江陵天星观M2 楚式升鼎 5+簋 5 楚式升鼎 5
邸阳君夫人 /高

级贵族
战国中期

枣阳九连墩M1 楚式升鼎 5+簋 8 楚式升鼎 5+ 簋 8+ 方壶 2 邵 /大夫 战国中期

枣阳九连墩M2 楚式升鼎 5+簋 8 圆壶 2
邵 夫人 /高级

贵族
战国中期

寿县李三孤堆 楚式升鼎 9+簋 8 楚式升鼎 9 楚王 /国君 战国晚期 被盗

荆州子陵岗M64 鼎 1 罍 1 不明 /士 战国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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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墓主身份为士，则多伴出立耳圜底鼎，

陶爬兽多装在陶罍上。如若随葬陶爬兽器

墓葬的墓主身份为下大夫，则多伴出楚式

升鼎或方壶，爬兽多装在楚式升鼎或壶上，

这与随葬青铜爬兽器墓葬现象一致。随葬

陶爬兽流行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

期。考虑到同时期荆州子陵岗 M64 的墓主

也是士，随葬爬兽耳罍可能不是偶然现象，

暗示这一时期楚国等级较低贵族对社会上

层随葬爬兽器这一社会风尚的仿效，但将

爬兽多设在罍上，应是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本阶层的文化传统。于此同时，大夫这个

阶层即使是没有财力随葬青铜礼器组合，

也会用陶器仿制一套显示其身份等级，而

不会选择爬兽耳罍。

四、其他区域青铜爬兽特征

考察其他区域爬兽可以了解东周时期

不同文化圈的相互关系。

东周时期其他区域发现的青铜爬兽主

要出自墓葬。这些青铜爬兽有以下特点：

一是晋文化圈是青铜爬兽器的另一处流行

区域；二是爬兽耳铜罍的流行区域较广。

（一）晋文化圈流行青铜爬兽器

晋文化圈发现青铜爬兽器的地点、数

量仅次于楚文化圈，其青铜爬兽造型、器类、

使用者身份与楚系青铜爬兽有着明显的区

别，应是不同的文化传统。

晋系青铜爬兽造型与楚系青铜爬兽不

同。楚系青铜爬兽以龙形为主，体态修长，

或有大角，吐舌较长。晋系青铜爬兽则以

虎形为主，体态粗壮，无角，吐舌较短或

不吐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 M251 出土方

壶 4 件，铸有虎形爬兽，回首，吐舌，垂

首卷颈成环，塌背，卷尾（图 5-1） 。

又如山西襄汾陶寺北 2015M1 出土方壶 1

件，铸有虎形爬兽，回首，拱背，卷尾（图

5-2） 。再如山西襄汾陶寺北 2017M3011

出土圆壶一对，铸有虎形爬兽，回首衔环，

塌背，卷尾（图 5-3） 。前述可知，周文

化爬兽多为龙形，也有少量虎形，晋系爬

兽应也是承袭周文化爬兽，但选择了少见

的虎形作为其主要造型。

晋系铸有青铜爬兽器类与楚系青铜爬

兽器类不同。楚系青铜爬兽多铸于升鼎

和壶上，晋系青铜爬兽多铸于壶上。现

有资料表明，在山西太原金胜村 M251、

M673 、M674 ，山西襄汾 ，山西襄汾

陶寺 2015M1、2017M3011，山西侯马上马

M15 ，河北邢台南大汪 ，河北涉县北关

凤凰台 M1 ，河南辉县 ，河南三门峡后

川 M2040 等地均出土爬兽耳壶。此外，

山西临汾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M93 出土 1

件方彝 ，山西长治分水岭 M26 出土 2 件

鼎 、M270 出土一对罍 ，山西浑源李峪

出土一对豆 ，河南三门峡后川 M2061 出

土 1 件盘 等铸有爬兽。这些爬兽器类最

多只发现一次，暗示其不是晋文化铸有爬

兽的主要器类。

晋系青铜爬兽器使用者的身份与楚系

青铜爬兽不同。晋系青铜爬兽器的出土数

量虽然不少，但资料公布多不全，仅有以

下几例可以判断使用者身份。临汾天马曲

村晋侯墓地 M93，葬具为两棺一椁，随葬

升鼎 5 件，伴出 1 件爬兽方彝，墓主晋文

侯为晋国国君。太原金胜村 M251，葬具

为三棺一椁，随葬升鼎 7 件，伴出爬兽耳

方壶 4件，墓主赵卿身份为晋国上卿 。长

治分水岭 M26，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升

鼎 5 件，伴出 2 件爬兽鼎，墓主身份为大

夫。长治分水岭M270，葬具为一棺一椁，

随葬升鼎 5 件，伴出爬兽耳罍 2 件，墓主

身份为大夫。三门峡后川 M2040，葬具为

双棺一椁，随葬升鼎 5 件，伴出爬兽耳方

壶和圆壶各 2 件，墓主身份为高级贵族。

侯马上马 M15，葬具为两棺一椁，随葬升

鼎 3 件，伴出爬兽耳圆壶 2 件，墓主身份

为士。三门峡后川M2061，葬具为一棺一椁，

随葬升鼎 1 件，伴出爬兽耳盘 1 件，墓主

身份为士。上述可知，晋文化圈内高级贵

表2ˉ随葬楚系陶爬兽器墓葬统计表

墓号 葬具 陶爬兽器 墓主身份 年代 出处

平顶山应国墓地M10 一棺一椁 楚式升鼎 3+ 方壶 2 下大夫夫人 春秋晚期

湖南长沙浏城桥M1 一棺两椁 楚式升鼎 3+ 鬲 8+ 方壶 2 下大夫 春秋晚期

安徽六安西窑厂M2 两棺两椁 罍 1 下大夫 战国早期

湖北江陵溪峨山M3 一棺一椁 罍 2 士 战国早期

湖北江陵望山M1 两棺一椁 楚式升鼎 3+ 方壶 2+ 盥缶 1 下大夫 战国中期

湖南长沙三公里M1 两棺两椁 楚式升鼎 2 下大夫 战国中期

河南正阳苏庄M1 一棺三椁 方壶 2 下大夫 战国中期

湖北江陵溪峨山M1 一棺一椁 罍 1 士 战国中期

湖北江陵溪峨山M10 不明 罍 2 士 战国中期

湖北襄阳山湾M34 一棺一椁 罍 1 士 战国中期

湖北江陵武昌义地M13 一棺一椁 罍 2 士 战国中期

湖北荆州施家地M1059 一棺一椁 罍 1 士 战国中期

湖北荆州施家地M1058 一棺一椁 罍 1 士 战国晚期

图 5-3ˉ 襄汾陶寺北 2017M3011

圆壶

图 5-2ˉ 山 西 襄 汾 陶 寺 北 方 壶

2015M1:21

图 5-1ˉ太原金胜村方壶M251:579

图 5ˉ乙类 Ba 型倒置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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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低级贵族均可使用青铜爬兽，且多见

于大夫及以下的贵族墓葬中，而楚系爬兽

器多见于国君一级的贵族墓葬中。

（二）爬兽耳铜罍的流行区域较广

爬兽耳铜罍出现在众多诸侯国乃至周

临区域。河南洛阳西工区 C1M3498 和洛

阳体育场路西 M8832 出土爬兽耳铜罍，

该区域为东周时期的王畿地区。江苏丹徒

谏壁粮山墓葬出土爬兽耳铜罍，墓主为吴

国贵族 。安徽蚌埠双墩 M1 出土一对爬

兽耳铜罍，墓主为钟离国君柏 。山东枣

庄徐楼 M1 出土爬兽耳铜罍，墓主为费国

贵族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爬

兽耳铜罍，墓主为卫国公室 。长治分水

岭M270出土爬兽耳铜罍，墓主为晋国贵族。

河北怀来甘子（字）堡M2出土爬兽耳铜罍，

墓主为玉皇庙文化贵族 。北京延庆玉皇

庙 M2、M18、M250 出土爬兽耳铜罍，墓

主为玉皇庙文化贵族 。上述可知，爬兽

耳铜罍的分布范围较广，使用者身份也较

为复杂，有诸侯国国君，也有最低等级的

贵族士，还有周邻文化的贵族。尤其是在

玉皇庙文化数个地点发现，暗示了玉皇庙

文化与华夏地区交流频繁，考虑到这一时

期，青铜器商品化程度较高，这些爬兽耳

铜罍可能是作为商品贸易至玉皇庙文化。

结语

楚系青铜爬兽根据头的朝向可以分为

两型。其中 A 型爬兽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

国晚期，主要见于壶类器物上，数量多为

两个，有代替双耳的作用。B 型爬兽的流

行年代与 A 型爬兽大体相当，多见于楚式

升鼎上，数量多为四个或六个，起到装饰

作用。且两型爬兽常常共存，暗示不同形

制的爬兽与器类的相关性较大。两型爬兽

出现的时间和楚系青铜器风格的形成时间

相近，可认为是楚系青铜器的风格之一。

楚系青铜爬兽来源于西周文化的核心

区域。西周时期周原、丰镐等遗址已经发现

有上述两型青铜爬兽，楚系青铜爬兽承袭西

周文化爬兽。同时，西周文化的爬兽有着自

己的特征：一是西周文化爬兽的数量较少，

多见于弄器和水器上；二是西周文化的爬

兽部分发现于窖藏；三是西周文化的爬兽

只有青铜质地；四是西周文化的爬兽多为

回首，即使是装饰作用的爬兽也是如此。

楚系青铜爬兽与青铜器使用理念发生

转变。楚系青铜爬兽多为楚文化圈的高级

贵族使用，并成为当时青铜器装饰的一种

风尚，因而出现了漆木质和陶质的仿制爬

兽，特别是陶质爬兽多见于下大夫和士等

较低等级的贵族阶层。楚系青铜爬兽多装

饰于楚式升鼎和壶等器物上，这类器物是

楚国礼器的核心组合之一。楚系爬兽造型

多吐长舌，这类行为是人和动物表现诙谐

的一种方式，暗示楚系爬兽是一种偏向于

世俗化的形象。通过与西周文化爬兽对比

可知，西周文化的爬兽多装饰于弄器和水

器上，其中弄器多不作为礼器，而楚文化

在青铜礼器上装饰世俗化的爬兽，应是东

周时期铜器的整体风格向世俗化转变背景

下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暗示了青铜爬兽

地位升高，是楚文化圈内高等级的附件。

爬兽耳罍的流行是东周文化圈文化认

同的象征。东周时期爬兽耳铜罍可以在东

周文化的大部分地区发现，暗示了这种装

饰工艺在东周文化圈的流行。战国时期，

楚文化圈内的低级贵族阶层流行陶质爬兽

耳罍，也反映了低级贵族形成的文化认同。

因此可以说，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

并没有阻碍诸侯国之间的文化认同，这种

文化认同也是秦国实现大一统的基础。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

助，项目编号 2024QQJH060；国家重点研

发 计 划 项 目（2023YFF0906600） 和 课 题

（2023YFF0906603）也给予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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