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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系铜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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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系铜剑主要指春秋中晚期以后各国普遍流行的厚格有箍有首及薄格圆茎有首铜剑，

即林寿晋 所 称 东 周 式 铜 剑 的Ⅱ式、Ⅲ式 剑〔１〕，及 李 伯 谦 所 称 的 中 原 地 区 东 周Ｃ型、Ｄ型 铜

剑〔２〕。一般认为，这些类型的铜剑源于吴越地区〔３〕。其早期形制的剑当然也应属吴越系铜

剑。吴越地区在春秋晚期以前还存在一种茎上带扉耳的铜剑，也属吴越系铜剑范畴。吴越地

区出土的少量其他型式的铜剑如扁茎剑（扁茎无格无首剑）不包括在吴越系铜剑内。

对于渊源于吴越地区的厚格有箍有首铜剑、薄格圆茎有首铜剑及扉耳铜剑，研究者使用过

“吴越青铜剑”、“吴越系青铜剑”、“吴越剑”、“吴越式剑”等概念〔４〕，不过都没有明确定义，其外

延有的与本文“吴越系铜剑”相同，有的仅指吴越地区所出的此类铜剑。

吴越系铜剑因其铸造精良和历史上曾广泛流行而为研究者所关注，迄今已有不少论著论

及吴越系铜剑，其内容涉及形制分析、起源及演变、对吴越地区之外的影响、铸造技术、铭文考

证等。目前，对吴越系铜剑研究的难点在于各型吴越系铜剑的起源及相互关系并不清楚，完整

的吴越系铜剑发展演变序列尚未建立，早期吴越系铜剑的断代也存在较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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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１９６２年第２期。

李伯谦：《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吴越地区大致包括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北部。

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叶 玉 奇：《江 苏 吴 县 出 土 一 批 周 代 青 铜 剑》，《考 古》

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朱华东：《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

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孙 华：《古 越 阁 藏 先 秦 兵 器 札 记 三 则》，《商 周 青 铜 兵 器 暨 夫 差 剑 特 展 论 文

集》，台北历史博物馆，１９９６年；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２００１年 第４期；田 伟：《试 论 两 周 时 期

的青铜剑》，《考古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几十年来各地考古发掘及采集的吴越系铜剑数量达千件以上，但绝大部分的年代为战国

时期。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数量较少，且多为非科学发掘出土，即使寥寥数件科学发掘

出土品，其年代也多有争议，这也是目前吴越系铜剑研究的主要困难所在。

本文在全面收集吴越系铜剑的基础上，通过类型学研究，建立吴越系各型铜剑的发展演变

序列，进而在科学发掘出土吴越系铜剑的基础上，推定铜剑的年代〔１〕，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形制分析及年代推定

春秋晚期以后，吴越系铜剑的形制已基本定型。本文重点分析春秋晚期之前吴越系铜剑

的发展演变。已发现的春秋晚期及更早的吴越系铜剑主要集中在吴越地区，因而本文所引用

的材料也主要为吴越地区的出土材料。

本文将吴越系铜剑分成Ａ、Ｂ、Ｃ三型，Ａ型为茎上带扉耳的铜剑，Ｂ型为厚格有箍有首铜

图一　吴越系铜剑各部位

名称示意图

　

剑，Ｃ型为薄格有首铜剑。吴越系剑各部位的名称见图一〔２〕。

（一）Ａ型铜剑形制分析及年代

关于吴越系Ａ型剑的发展演变，肖梦龙、李学勤、孙华、朱

华东、田伟等学者 已 有 探 索〔３〕。本 文 在 学 者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对

Ａ型剑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析。

１．形制分析　Ａ型铜剑，茎上有扉耳。依据其整体发展演

变，可分八式。

Ⅰ式：１件。剑身为前锐、后阔、尾弧收的尖叶形。柱状长

茎前伸，直 达 剑 身 中 部；茎 上 有 扁 鼓 状 凸 箍。扉 耳 作 风 夸 张。

茎末端略外翻，微有首。茎、扉耳、两从有繁缛的纹饰。原台湾

古越阁所藏“云雷纹有翼剑”，通长１９厘米〔４〕（图版壹，１）。

Ⅱ式：４件。尖 叶 形 剑 身 与Ⅰ式 剑 近 似。扉 耳 更 为 夸 张。

茎前段扁方，前伸成 脊，茎、脊 浑 然 一 体，后 段 圆 柱 形 较 短。茎

较Ⅰ式剑变短，茎上扁鼓状凸箍也由两个变为一个，无首。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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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历史年代范围采用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的 说 法，见 氏 著：《中 国 青 铜 器 综 论》，８５、８６页，上 海 古 籍 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李 学 勤：《古 越 阁 所 藏 青 铜 兵 器 选 粹》，《文 物》１９９３年 第４
期；孙华：《古越阁藏先秦兵器札记三则》，《商周青铜 兵 器 暨 夫 差 剑 特 展 论 文 集》，台 北 历 史 博 物 馆，１９９６年；朱 华 东：
《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王振华：《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１８６、１８７页，古 越 阁，１９９３年；南 京 博 物 院：《台 湾 龚 钦 龙 藏 越 王 剑 暨 商 周 青 铜 兵

器》，８６页，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图二　吴越系Ａ型铜剑

１、２．Ⅱ式（杨府山土墩墓 Ｍ１∶２４剑、梅屿山剑）　３、４．Ⅴ式（洋山Ｄ３Ｍ１∶４剑、瑞安岱

石山 Ｍ５∶１剑）　５－７．Ⅶ式（镇江博物馆藏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剑、句容县农副产品

公司收购剑、高淳废品站收购剑）

　

扉耳、脊、两从有繁缛的纹饰。浙江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 Ｍ１∶２１剑（图版壹，２）、Ｍ１∶２２

剑、Ｍ１∶２４剑三件铜剑。三剑有不同程度残损，形制大致相似。Ｍ１∶２２剑，脊、从纹饰区顶

部较另两剑多一个纹饰单元。通长约３０厘米（图版壹，３）。Ｍ１∶２４剑通长２６．２厘米〔１〕（图

二，１）。浙江台州路桥梅屿山出土铜剑，剑身略残，扉耳大部残。通长２０厘米〔２〕（图二，２）。

Ⅲ式：１件。剑身各段的宽度差距较Ⅰ式、Ⅱ式明显变小。条带状凸脊〔３〕。茎上有三或

四个环状小凸箍。扉耳较Ⅰ式、Ⅱ式明显收敛。无首。茎、扉耳、脊、从等有繁缛的纹饰。浙江

黄岩小人尖土墩墓出土铜剑，通长２４厘米〔４〕（图版壹，４）。

Ⅳ式：２件。剑身已基本脱离尖叶状，最宽处约在中部，尾端略弧收。条带状凸脊。茎前

扁方后圆形，茎上有三或四个小凸箍。扉耳较Ⅲ式剑有所收敛。出现了明显的剑首。茎、箍、

脊、从等处有纹饰。浙江长兴４号剑（铜０４９），通长２８．１、茎长８．４厘米（图版壹，５）〔５〕。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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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 文 物 保 护 考 古 所、瓯 海 区 文 博 馆：《浙 江 瓯 海 杨 府 山 西 周 土 墩 墓 发 掘 简 报》，《文 物》

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张峋：《台州路桥区梅屿山商周文化遗存初探》，《东方博物》第４５辑，２０１２年。本文所用图片由路桥区博物馆提供。

条带状凸脊的特征为：两从垂直下陷，脊部呈条带状凸起；其宽度与茎前端大致相等，似 茎 部 的 延 伸。一 般 仅 存 在 于

剑身中后部，前部渐变为棱脊。条带状凸 脊 的 具 体 形 态 又 分 两 类，一 类 是 条 带 状 凸 脊 本 身 又 有 棱 脊 线，此 类 占 大 多

数；另一类是条带状凸脊完全平直，无凸起的棱脊线。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市博物馆：《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图片采自陈友池：《路桥文物》，９页，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本文所列长兴的铜剑编号皆依夏文，铜剑的相关数

据、照片皆为笔者测量和拍摄。下文不再注明。



丹阳凤山乡石臼湖畔出土铜剑，通长３１．５厘米〔１〕（图版壹，６）。

Ⅴ式：６件。剑体更 长。最 宽 处 在 中 部 或 尾 部，尾 端 微 弧 近 直 角 或 直 角 转 折。条 带 状 凸

脊。茎前扁方后圆形，茎上一般有四个小凸箍。扉耳较Ⅳ式剑进一步收敛。茎、脊、从多有纹

饰，脊上多见重环纹。长兴３号剑（铜０１３），通长３５．８、茎长８厘米（图版壹，７）。福建浦城管

九村土墩墓群洋山Ｄ３Ｍ１∶４剑〔２〕（图二，３）。江苏金坛废品站拣选铜剑，通长３０．５厘米（图

版壹，８）〔３〕。浙江瑞安岱石山 Ｍ５∶１剑，残长２２厘米〔４〕（图二，４）。福建闽侯出土铜剑，茎

上饰精细的雷纹，残长１５厘米〔５〕。福建崇安县出土铜剑，残长约４２厘米〔６〕（图三，１）。

Ⅵ式：３件。剑身最宽 处 约 在 中 部。条 带 状 凸 脊 变 浅、变 短，甚 至 变 成 棱 脊 加 两 条 棱 线。

茎前扁方后圆形，茎上凸箍略有痕迹或完全消失。扉耳形态演变成茎侧的一段凸棱。无纹饰。

部分Ⅵ式剑上出现了薄格。长兴５号剑，通长３５．２、茎长８．５厘米（图版壹，９）。长兴７号剑，

薄格，朝茎处略外弧，截面呈枣核形。通长３３．４、茎长７．８厘米（图版壹，１０）。江苏吴县石公

乡消夏湾水域出土铜剑（下文简称吴县消夏湾剑），薄格，棱脊突出如线状，近茎处棱脊两侧各

有一条８厘米长的棱线。通长３９．５、茎长９．３厘米〔７〕（图版壹，１１）。

Ⅶ式：９件。剑身中、后部基本等宽，尖缓收，部分束腰，总体上较Ⅴ式 和Ⅵ式 略 有 加 宽。

部分为退化的条带状凸脊，部分为棱脊。薄格或厚格，薄格剑的薄格截面形态一般介于枣核形

与菱形之间。茎部前扁后圆，后部圆柱形部分大多较短。扉耳形态大致与Ⅵ式同，有的更为退

化。大多无纹饰。镇江博物馆藏丹徒大港烟墩山（砖瓦厂）出土铜剑，棱脊，厚格。通长３５．５、

剑身长２６．３厘米〔８〕（图二，５）。镇江博物馆藏句容县农副产品公司收购铜剑，棱脊，厚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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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文物志》编纂委员会：《高淳文物志》，１３７、１３８页，南京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管九村土墩墓群出土有铜

短剑至少４件，仅公布洋山Ｄ３Ｍ１∶４剑的照片。《越魂闽魄：古越族文物精品特展》（福建博物院、浙 江 省 博 物 馆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中公布其中一件的清晰照片及尺寸，形制与洋山Ｄ３Ｍ１∶４剑相似，但无编号，未知是否为

同一件。目前该土墩墓群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据报道，这批“铜短剑”形制大致相同，通长约３５厘米左右。另外洋

山Ｄ１Ｍ１出土１件“铜匕首”，形制不详。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六，《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镇江地区出土的铜剑，肖梦龙《镇

江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兼谈江南吴器的地方特色》（《东南文化》１９８８年第５期）、《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

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收录较多，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一文介绍更为详细，且有彩图，有关镇江地

区出土的铜剑，本文主要采用王玲文中的资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 考 古 所、瑞 安 市 文 博 馆：《浙 南 石 棚 墓 调 查 发 掘 报 告》，４５页，文 物 出 版 社，

２０１４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据该剑的线图及照片，残茎两侧有对称的两对凸起，应是扉耳的残痕。

曾凡：《南福铁路工程中福州附近的考古发现》，《考古通讯》１９５８年第１期。另见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考古

工作概况》，图一，《考古》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崇 安 县 文 化 馆：《福 建 崇 安 县 出 土 东 周 青 铜 剑》，《考

古》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该剑“（茎）有两对对称栓眼于铸棱处突出”（《福建崇安县出土东周青铜剑》），应为扉耳残痕。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照片由苏州吴中区文管会提供。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四，《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图三　吴越系Ａ型铜剑

１．Ⅴ式（崇安剑）　２、３．Ⅶ式（南京江宁剑、当涂０２９６剑）　４－６．

Ⅷ式（绍兴１７８剑、吴县白浮山剑、政和九战丘遗址剑）

　

长４２．１、剑 身 长３３．６厘 米〔１〕（图 二，６）。

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铜剑，条带

状凸脊 退 化，薄 格。扉 耳 有 月 牙 形 棱 边。

通长３６．１、剑 身 长２８．５厘 米〔２〕（图 二，

７）。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土产公司废品库收

购铜剑，薄格，中脊凸起呈窄长条状并纵贯

剑身，扉 耳 有 月 牙 形 棱 边。通 长３８．６、剑

身长３０．６厘米〔３〕（图四，１）。江苏溧水柘

塘出土铜剑，棱脊，薄格。残长３４．３、茎长

８．４厘米〔４〕（图版壹，１２）。山东海阳郭城

镇出土铜剑，棱 脊，两 侧 饰 突 起 的 鱼 刺 纹，

刃棱。通长４６．８、茎长７．２厘米〔５〕（图版

贰，１）。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Ｋ１２∶１剑，

剑身中部起脊，近格处另起两阳线，对称分

布于 剑 脊 两 侧。通 长４７．６厘 米〔６〕（图 版

贰，２）。南 京 江 宁 出 土 铜 剑，棱 脊。通 长

３３．２厘米〔７〕（图三，２）。安徽当涂０２９６剑，棱脊。通长４１．４、茎长８．８厘米〔８〕（图三，３）。

Ⅷ式：５件。剑身近等宽，前部略束。多为平脊。无格。圆柱形或扁圆形茎，茎侧有新月形

扉耳。浙江义乌佛堂镇杨宅村拦水坝工地出土铜剑，通长４６厘米〔９〕（图四，２）。浙江余杭径

山镇采集铜剑，平脊。通长４８厘米〔１０〕（图版贰，３）。浙江绍兴１７８剑，棱 脊。通 长４０．４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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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五，《东 方 博 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图 片 采 自 肖 梦 龙：《吴 干 之 剑 研

究》，１１２页，图版四，《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按：经王玲证实，两处为同一件。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七，《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１９１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该剑即《镇江 博 物 馆 藏 吴 国 青 铜 剑 及 初 步 研

究》中图八剑（已修复）。

溧水县文化局：《溧水文物集粹》，１３４页，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按：《溧水文物集粹》中 明 确 介 绍 此 剑“茎 上 两 侧

有扉棱”，但图片中扉耳不清晰。

滕鸿儒、高京平：《山东海阳郭城镇出土战国青铜器》，《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照片由海阳市博物馆提供。

南京博物院、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照片由南京博物院提供。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图六：１４，《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从线图看，该剑茎部特征更为接近Ａ型Ⅵ式剑；

剑身前部略宽、棱脊的特征更接近Ａ型Ⅶ式；重要的格部截面形态不详，据线图似更近于菱形。暂归入Ａ型Ⅶ式。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该剑属文中皖南剑的Ａｂ型；Ａ型剑有特征“扁茎，剖

面一般呈椭圆形，靠近剑首处鼓起，近似圆柱形实茎”。

吴高彬主编：《义乌文物精粹》，１３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考古余杭———先秦时期》，８７页，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图四　吴越系铜剑

１．Ａ型Ⅶ式（高淳土产公司废品库收购剑）　２．Ａ型Ⅷ式（义乌佛堂剑）　３．Ｂ型Ⅴ式（玉环剑）　４－８．Ｂ型Ⅵ式

（长兴２１号剑、长兴１５号剑、长兴１６号剑、长兴１２号剑、屯溪 Ｍ８剑）

　

米〔１〕（图三，４）。江苏吴县太湖乡白浮山水域出土铜剑，通长５１．５、茎长８．７厘米〔２〕（图三，

５）。福建政和铁山九战丘遗址出土铜剑，残长３２．４厘米〔３〕（图三，６）。

２．各式特征　Ⅰ式形制最为接近吴城遗址正塘山剑（详下文），其年代也应最早。Ⅱ式较

Ⅰ式主要的变化有二：一是茎前段扁方，前伸成脊，茎、脊浑然一体，这是相对较晚的特征；二是

无首。另外杨府山 Ｍ１∶２２剑脊、从纹饰的上部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纹饰单元，这也是相对

较晚的特征。因此Ⅱ式较Ⅰ式年代晚。Ⅲ式剑身各段的宽度差距较Ⅰ式、Ⅱ式明显变小，不见

扁鼓状凸箍，代之以环状小凸箍，扉耳较Ⅰ式、Ⅱ式明显收敛，这些都是相对较晚的特征，其年

代应较Ⅱ式晚。Ⅳ式剑身已基本脱离尖叶状，尾端略弧收，扉耳较Ⅲ式又有所收敛，出现了明

显的剑首。Ⅴ式较前几式形体更长。长兴３号剑的剑身形制与Ⅳ式剑基本相同，但尾端微弧

近直角转折，其扉耳较Ⅳ式进一步收敛，年代应较Ⅳ式晚。管九剑（洋山Ｄ３Ｍ１∶４）的扉耳较

—００５—

　 考古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１〕
〔２〕
〔３〕

彭云：《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东南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图三：９，《考古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结合该剑线图和照片判断，其“茎中部隆起”

应为新月形扉耳。



长兴３号剑发达，近于Ⅳ式甚至Ⅲ式，是相对较早的特征；而其剑首较长兴３号剑发达，尾部呈

规整的直角转折，纹饰总体简化，又是相对较晚的特征。综合来看，管九剑（洋山Ｄ３Ｍ１∶４）大

致与长兴３号剑同时。瑞安岱石山 Ｍ５∶１剑、崇安剑的形制、纹 饰 与 管 九 剑 相 似，应 大 致 同

时。金坛废品站拣选剑除无纹饰外，与长兴３号剑十分相似，也应大致同时。总体上看，Ⅴ式

应晚于Ⅳ式。Ⅵ式的扉耳剑特征如条带状凸脊、扉耳、茎上凸箍、纹饰等方面呈退化之势，且出

现新的因素———薄格，故Ⅵ式应晚于Ⅴ式。Ⅶ式剑身形制有较大发展，中后部基本等宽，前部

总体上略有加宽。茎部前扁后圆且后圆部分缩短，这应是前扁后圆特征进一步退化的表现，故

Ⅶ式晚于Ⅵ式。Ⅷ式的剑身前部仅略窄于中后部，且略束腰，与常见的春秋晚期及战国剑基本

相同。Ⅷ式有无格和新月形扉耳两个特征。大多平脊，圆茎，其茎部已不见前扁后圆的特征，

最长可达５１．５厘米。这应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晚的Ａ型剑。

Ａ型剑的身、脊、茎、扉耳、凸箍、首、纹饰等发展演变的脉络基本清楚。剑身从前锐后阔尾

弧收的尖叶形，到中后部大致等宽，最宽约在中部，前部明显相对较狭，至中后部基本等宽，前

部略窄且略束腰，尾部由弧收渐变为直角折收。剑脊由圆柱形脊变为条带状凸脊，进而渐退

化。剑茎由圆柱形变成前扁方、后圆柱形，进而后圆柱形部分缩短，再到圆柱形。扉耳从作风

夸张，转而渐收敛，进而退化至新月形棱边。茎上凸箍由扁鼓状变成环状，继而退化、消失。剑

首从微有首到无首，再到逐渐成熟的首。纹饰大致从繁缛到简化，进而消失。

Ａ型剑的典型特征是条带状凸脊，无格，茎前部扁方、两侧有扉耳、后部圆柱形，茎上有凸

箍，有繁缛的纹饰。

通过对Ａ型剑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将Ａ型剑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期。Ⅰ式至Ⅲ式为早

期。剑身基本为尖叶形，扉耳作风夸张，微有首或无首，通长约在２０－３０厘米。总体还保留有较

浓重的矛的痕迹。Ⅳ式至Ⅴ式为中期。剑身中后部大致等宽，最宽约在中部，前部相对较狭。茎

部前扁方、后圆柱形，间以环状小凸箍，扉耳作风收敛。剑首成熟。通长多在２８－３６厘米。本期

Ａ型剑发展至成熟定型。Ⅵ式至Ⅷ式为晚期阶段。Ａ型剑的各典型特征皆呈退化之势；与此相

对应的是，较普遍地出现了Ｂ型剑和Ｃ型剑的特征，基本丧失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

３．Ａ型剑年代　本文所述Ａ型剑多为非科学发掘品，科学发掘出土的仅有瓯海杨府山土

墩墓、黄岩小人尖土墩墓、瑞安岱石山 Ｍ５、管九村土墩墓群、丹阳神河头遗址等数件铜剑〔１〕。

目前学术界对江南土墩墓的断代还有分歧，这些科学发掘出土铜剑的年代也有争议。一般认

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的厚格有箍剑和薄格圆茎剑源于吴越系铜剑，因而没有中原地区的同类

—１０５—

毛　波：吴越系铜剑研究 　

〔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 文 物 保 护 考 古 所、瓯 海 区 文 博 馆：《浙 江 瓯 海 杨 府 山 西 周 土 墩 墓 发 掘 简 报》，《文 物》

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市博物馆：《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

刊》，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 石 山“石 棚”和 大 石 盖 墓 发 掘 报 告》，《浙 江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 村 土 墩 墓 群》，《考 古》２００７年

第７期；南京博物院、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器物可供参考。早期吴越系铜剑的年代只能依据科学发掘出土的铜剑，在此基础上推定其他

各式剑的大致年代。

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有学者定为商周之际，不晚于西周早期〔１〕。其说可从。我们

将Ａ型Ⅱ式剑定为商周之际。

瑞安岱石山Ｍ５的年代，原报告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２〕，其说可从。瑞安岱石山Ｍ５

剑属Ａ型Ⅴ式，同式中还有长兴３号剑、管九剑（洋山Ｄ３Ｍ１∶４）。长兴３号剑的中脊饰重环

纹，其余两剑中脊的纹饰类似重环纹，而重环纹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洋山Ｄ３Ｍ１的

年代为西周时期〔３〕。因此我们将Ａ型Ⅴ式剑的年代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Ａ型Ⅷ式剑，除去残存的新月形扉耳和无格特征外，与一般的春秋晚期剑基本相同，其年

代最接近春秋晚期。目前科学发掘出土的春秋晚期及战国铜剑尚未发现带新月形扉耳的，年

代明确的春秋晚期特别是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吴越系铜剑并不多，还无法排除春秋晚期存在

新月形扉耳铜剑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推测，Ａ型Ⅷ式剑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偏早。

Ａ型Ⅰ式剑早于Ａ型Ⅱ式，晚于正塘山剑，正塘山剑的年代为吴城二期〔４〕，约当殷墟早中

期，则Ａ型Ⅰ式剑的年代可推定为商末。那么，Ａ型剑各式的年代为，Ａ型Ⅰ式属商末，Ａ型Ⅱ式

属商周之际，Ａ型Ⅲ式属西周早中期，Ａ型Ⅳ式属西周中期，Ａ型Ⅴ式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Ａ型Ⅵ式属春秋早期，Ａ型Ⅶ式属春秋中期偏早，Ａ型Ⅷ式属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偏早。

４．相关问题讨论　屯溪土墩墓群 Ｍ３所出两剑与Ａ型剑发展序列对比及年代值得讨论。

屯溪Ｍ３∶０１０１／２剑，条带状凸脊，厚格，茎上仅有一箍，脊、从饰云雷纹。通长３６、茎长８厘米

（图五，２）。屯溪 Ｍ３∶０１０２／２剑，棱脊，厚格，圆柱茎上有三箍，茎上有一对扉耳。箍和扉耳上

均有纹饰。通长３４．３、茎长８．８厘米〔５〕（图五，１）。两剑的剑身、剑格、剑首形制相似，应大致

同时。从两剑通长看，两者应晚于Ａ型Ⅳ式，与Ａ型Ⅴ式、Ａ型Ⅵ式相当。剑身最宽处约在中

部，前部明显狭窄，总体上与Ａ型Ⅴ式、Ａ型Ⅵ式近似。屯溪 Ｍ３∶０１０１／２剑的脊、从纹饰与

Ａ型Ⅳ式、Ａ型Ⅴ式相近。屯溪 Ｍ３∶０１０２／２剑的扉耳较为发达，形态介于Ａ型Ⅲ式、Ａ型Ⅳ

式之间。剑茎上有三凸箍，此特征早于Ａ型Ⅵ式。两剑的剑首明显较Ａ型Ⅳ式成熟，也较Ａ

型Ⅴ式中的长兴３号剑、江苏金坛剑成熟，大约与Ａ型Ⅴ式中的管九剑（洋山Ｄ３Ｍ１∶４）相近，

其特征应晚于Ａ型Ⅳ式。综合来看，屯溪 Ｍ３两剑最接近Ａ型Ⅴ式至Ａ型Ⅵ式，年代约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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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适凡、孙一鸣：《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９期；郎剑锋：《吴越地区出土

商周青铜器研究》，５０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付琳：《江南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研究》，１１７页，吉林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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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江西省清江县博物馆：《吴城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青铜兵器》，《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２２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图五　屯溪

Ｍ３出土剑

１．屯 溪 Ｍ３∶

０１０２／２　２．屯

溪 Ｍ３∶０１０１／２

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二）Ｂ型铜剑的形制及年代

１．形制分析　Ｂ型铜剑一般为棱脊，圆柱 形 茎，茎 上 大 多 有 两 凸 箍，喇 叭

形首。依据其整体特征，可分九式。

Ⅰ式：１件。剑身近三角形，略收锋。格两侧无朝茎方向的凸起，格与剑身

交界线为直线。圆茎中空，茎上有略粗的凸箍。无首。湖州市博物馆藏短剑，

通长１８．５厘米〔１〕（图版贰，４）。

Ⅱ式：２件。剑身近三角形，有的中部略有外弧，格与剑身交界线为直线，

剑茎上凸箍加粗，呈扁鼓状凸箍，出现了尚不成熟的剑首。格、茎、凸箍饰有繁

缛的云雷纹等。长兴１号剑（长港００８），格两侧向后的凸起明显，茎前侧一段

（约１．８厘米）宽扁束腰似箍。通长２１．６、茎长７厘米（图版贰，５）。浙江余杭

瓶窑镇西中村采集铜剑，棱脊，格两侧无向后的凸起，近格处另有一相对较小的

凸箍。通长１７．５厘米〔２〕（图版贰，６）。

Ⅲ式：１件。剑身最宽处约在中部，格与剑身交界线为直线，格两侧向后的

凸起明显，茎上有三个环状小凸箍，首近于Ⅱ式。茎、格、从饰云雷纹。浙江绍

兴县漓渚镇洞桥村横路畈出土铜剑，通长２１．６厘米〔３〕（图版贰，７）。

Ⅳ式：１件。长度明显增加。剑身最宽在尾部，中后部近等宽，微 内 收，格

与剑身的交界线从直线变为尖凸，格部两侧向后的凸起基本与Ⅲ式相同，茎上有两凸箍。剑首

更大，出现了较为简 单 的 同 心 圆 纹 饰。格、茎 上 饰 兽 面 纹 或 变 形 兽 面 纹。长 兴２号 剑（长 港

０８４），前鄂明显收狭，隆脊无棱。首面饰三周凹线同心圆。出土时剑身弯折为三段。通长３１、

茎长７．５厘米（图版贰，８）。

Ⅴ式：２件。剑身最宽处在尾部，剑身中后部略内收，前鄂收狭明显。格饰兽面纹，格两侧

的向后凸起近似于Ⅱ式、Ⅲ式、Ⅳ式剑。长兴１４号剑（长港０１１），近格处有紧挨的两凸箍。通

长３４、茎长７．５厘米（图版贰，９）。浙江玉环玉城街道 青村出土铜剑，茎上有一略粗的凸箍。

残长２７厘米〔４〕（图四，３）。

Ⅵ式：９件。剑身最宽处在尾部，中后部略内收；前部相对较狭，格两侧向后的凸起仅略后

凸，格大多饰兽面纹，风格与前两式有别，两凸箍间距明显大于箍（近首一箍）首间距和箍（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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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剑于１９７４年由湖州市废品仓库提供给市博物馆，相关资料由湖州市博物馆提供。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文物精萃》，１９１页，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线图见中国 江 南 水 乡 文 化 博 物 馆：《考 古 余

杭———先秦时期》，６４页，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绍兴文物志》，２７９页，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照片由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提供。

李枝霞：《玉环文物概览》，２４７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台州市文管会、玉环县文管会：《浙 江 玉 环 岛 发 现 的 古 文 化 遗

存》，《考古》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图片由玉环文管办提供。



图六　吴越系Ｂ型铜剑

１．Ⅵ式（苏州漕河剑）　２、３．Ⅶ式（屯溪 Ｍ４剑、吴县剑）　４－８．Ⅷ式（屯溪 Ｍ７剑、繁昌１０７８剑、铜陵Ａ１８８剑、铜陵

Ａ７９剑、铜陵Ａ１２８剑）　９－１２．Ⅸ式（诸樊之子剑、越王勾践剑、新泰周家庄 Ｍ２∶２４剑、江陵雨台山 Ｍ２５３∶２剑）

　

一箍）格间距，前者一般约是后者的两倍。长兴２２号剑（长港０１５），通长３１．３、茎长５．７厘米

（图版贰，１０）。长兴１３号剑（长港０１０），残长３５．３、茎长６．１厘米（图版贰，１１）。长兴２１号剑

（长港００３），通长３９．５、茎长５．９厘米（图四，４）。长兴１５号剑（长港０１２），通长３３．４、茎长５．４

厘米（图四，５）。长兴１６号剑（长港０１８），通长４０．５、茎长６．６厘米（图四，６）。长 兴１２号 剑

（长港００９），残长３０．３、茎长６．５厘米（图四，７）。屯溪 Ｍ８∶１剑，通长３５．５、茎长６．６厘米〔１〕

（图四，８）。浙江德清县上柏联丰出土铜剑，通长３４．９厘米〔２〕（图版贰，１２）。苏州漕河出土铜

剑，残长２８．４、身长２２．１厘米〔３〕（图六，１）。

Ⅶ式：１２件。长度有所增加。剑身中后部大多微内收，但内弧不明显，近等宽，部分剑身

前部略有加宽，茎上两凸箍间距较Ⅵ式缩短，但仍大于箍首间距。安徽郎溪土墩墓 Ｍ４出土铜

剑，残长３０．２厘米〔４〕（图版叁，１）。浙江嵊州屠家埠三聚潭江中挖沙时出土铜剑（下文简称嵊

州三聚潭剑），平 脊。残 长４２厘 米〔５〕（图 版 叁，２）。浙 江 丽 水 双 黄 乡 出 土 铜 剑，通 长３９厘

米〔６〕（图版叁，３）。浙江宁波鄞县出土铜剑，通长４０、身长３３．５厘米〔７〕（图七，１）。江苏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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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６３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浙江省博物馆：《越地范金》，７４页，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图片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

勤德：《江苏吴县发现东周时期青铜剑》，《东南文化》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宋永祥：《郎溪土墩墓初探》，《文物研究》第２期，１９８６年。照片由郎溪县博物馆提供。

相关资料由嵊州市文管处提供。

卢春中、王文杰、赵志伟：《丽水文物精华》，５页，西泠印社，２０００年。

涂师平、范光花：《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述略》，《东方博物》第５２辑，２０１４年。



图七　吴越系Ｂ型铜剑

１－６．Ⅶ式（宁波鄞县剑、溧阳长荡湖剑、长兴２３号剑、嘉兴大桥高地遗址剑、高淳下大路

剑、高淳废品站收购剑）　７．Ⅷ式（慈溪彭东剑）

　
长荡湖内出土铜剑，通长４０．２厘米〔１〕（图七，２）。长兴２３号 剑（长 港０８５），通 长４５．９、茎 长

６．１厘米（图七，３）。浙江嘉兴大桥高地遗址出土铜剑，残长３３．８、茎长６．８厘米〔２〕（图七，４）。

江苏高淳下大 路 出 土 铜 剑，残 长３１．２厘 米〔３〕（图 七，５）。江 苏 高 淳 废 品 站 收 购 铜 剑，残 长

２９．１厘米〔４〕（图七，６）。屯溪 Ｍ４∶２１１／２剑，通长４５．８、茎长６．７厘米〔５〕（图六，２）。江苏吴

县出土铜剑，残长４１．２、茎长９厘米〔６〕（图六，３）。福建武平十方镇出土铜剑〔７〕。

Ⅷ式：２５件。剑身中 后 部 近 等 宽，前 部 较Ⅶ式 明 显 加 宽，但 总 体 上 仍 较 中 后 部 略 窄，

多微有束腰，一般不见有刃棱，茎上两箍间距大致相等，或略小于箍首间距。苏州吴江菀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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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二十，《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嘉兴市文化局：《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器物卷》，９９页，浙江摄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八，《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九，《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５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图三：７，《考古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图八　吴越系Ｂ型铜剑

１－７．Ⅷ式（长兴１８号剑、长兴１９号剑、台湾龚钦龙藏兽面纹剑、长兴１１号剑、慈溪石堰

剑、海宁长水塘剑、苏州横塘剑）

　

东太湖边出土铜剑，通长３８．３厘米〔１〕（图版叁，４）。苏州洞庭公社正东大队五小队出土铜

剑，通长４５．９厘米〔２〕（图版叁，５）。长兴１７号剑 （长港０２８），通长３９．５、茎长６．４厘米

（图版叁，６）。长兴９号剑 （洪港００３），平脊。通长４１．３、茎长５．７厘米 （图版叁，７）。江

苏句容东山角赤山湖总河出土铜剑，通长５２．３、茎长６．９厘米〔３〕（图版叁，８）。浙江慈溪

彭东公社乾炳大队出土铜剑，通长３４．５厘米〔４〕（图七，７）。长兴１８号剑 （长港０８６），通

长３４、茎长５．１厘米 （图八，１）。长兴１９号剑 （龙溪０１２），通长３８．７、茎长６．４厘米 （图

八，２）。台湾龚钦龙藏兽面纹铜剑，通长４９、茎长８．１厘米〔５〕（图八，３）。长兴１１号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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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出土文物》，１１９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姚晨辰、王振：《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藏吴越青铜剑集萃》，《荣宝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二十二，《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图片采自杨正宏、肖

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１９３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慈溪市博物馆：《慈溪遗珍：慈溪市博物馆典藏选集》，１１３页，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南京博物院：《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１２４、１２５页，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图九　吴越系Ｂ型铜剑

１－３．Ⅷ式（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剑、者差其余剑、大田曹昆仑剑）　４－７．Ⅸ
式（桐柏月河 Ｍ１北坑∶３剑、吴王光剑、越王丌北古、洛阳中州路 Ｍ２７２９∶２０剑）

　

（铜０４８），平脊。通长３３．２、茎长５．２厘米 （图八，４）。浙江慈溪石堰公社湖西门大队出土铜剑，

平脊。通长４７．５厘米〔１〕（图八，５）。浙江海宁长水塘采集铜剑，平脊。通长３３厘米〔２〕（图八，

６）。苏州横塘公社采石场出土铜剑，平脊。通长４４．６厘米〔３〕（图八，７）。江苏武进淹城遗址出

土铜剑，平脊。通长４０．４厘米〔４〕（图版叁，９）。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铜剑，平脊。通

长３９．５、剑身长３０．７厘米〔５〕（图九，１）。苏州博物馆藏者差其余剑，平脊。通长３９．８厘米〔６〕

（图九，２）。福建大田曹昆仑剑，平脊〔７〕（图九，３）。屯溪 Ｍ７∶１剑，通长４０、茎长７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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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博物馆：《慈溪遗珍：慈溪市博物馆典藏选集》，１１３页，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相关资料由海宁市博物馆提供。

姚晨辰、王振：《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藏吴越青铜剑集萃》，《荣宝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淹城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淹城博物馆：《淹城：１９５８－２０００年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二五，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通长数据来自赵玉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春秋文物》，《东南文化》１９８９年Ｚ１期。承 《淹城：

１９５８－２０００年考古发掘报告》相关编者告知，报告中该剑的描述及线图有误，彩图正确。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二，《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７８、７９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图版贰：７，《考古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米〔１〕（图六，４）。安徽繁昌１０７８剑，残长２８．４、茎长６．７厘米〔２〕（图六，５）。安徽铜陵

Ａ１８８剑，通长４４．６、茎长７．８厘米〔３〕（图六，６）。安徽铜陵Ａ７９剑，通长４５、茎长７．２

厘米〔４〕（图六，７）。安徽铜陵Ａ１２８剑，平脊。残长３９．６、茎长７厘米〔５〕（图六，８）。湖

北郧县乔家 院 Ｍ４∶２３剑，平 脊。残 长２２．３厘 米〔６〕。福 建 建 阳 徐 市、武 平 集 贤 出 土 铜

剑〔７〕。河南西华征集铜剑，通长３９厘米〔８〕，该剑因图片不清晰，大致可归入Ⅷ式或Ⅸ式。

Ⅸ式：１０件。剑身中后部近等宽，前部一般有较为明显的束腰，其总体宽度与中后部

相差甚微，刃棱较为常见，茎上两凸箍间距明显小于箍首间距，凸箍一般较早期各式明显高

凸而扁薄。吴王夫差剑，通长５８．３、茎长９．４厘米〔９〕（图版叁，１０）。桐柏月河Ｍ１北坑∶

３剑，通长５０、茎长７．５厘米〔１０〕（图九，４）。吴王光剑，残长５４厘米〔１１〕（图九，５）。越

王州句剑，通 长５６．２厘 米〔１２〕（图 版 叁，１１）。越 王 丌 北 古 剑，通 长 约６４、茎 长９．６厘

米〔１３〕（图九，６）。洛阳中州路Ｍ２７２９∶２０剑，通长５９厘米〔１４〕（图 九，７）。诸 樊 之 子 剑，

通长４８、茎长７．６厘米〔１５〕（图六，９）。越王勾践剑，通长５５．６、茎长７．９厘米〔１６〕（图六，

１０）。山东新泰周家庄 Ｍ２∶２４剑，通 长５６．４厘 米〔１７〕（图 六，１１）。湖 北 江 陵 雨 台 山 楚 墓

Ｍ２５３∶２剑，通长５３．４厘米〔１８〕（图六，１２）。

２．各式特征　Ⅰ式剑有厚格无首，无纹饰，长不足２０厘米。其形制最为原始，年代当

最早。Ⅱ式剑出现了剑首，有纹饰，较Ⅰ式剑晚。余杭瓶窑剑的格两侧无向后的凸起，与Ⅰ

式剑同，此特征较长兴１号剑早。而长兴１号剑的近三角形剑身则较余杭瓶窑剑更近于Ⅰ式

剑。总体来看，两剑应大致同时。Ⅲ式剑的剑身、两从纹饰与余杭瓶窑剑相近，而剑身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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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近三角形的形态。剑格两侧的凸起延续了长兴１号剑的特征，成为厚格剑的一个基本

特征。Ⅲ式剑茎上小凸箍应是由Ⅰ式剑和Ⅱ式剑的扁鼓状凸箍演变而来，也是厚格剑的一个

基本特征。Ⅳ式剑的尺寸明显更长。格部新出现了兽面纹，此类纹饰成为以后各式剑剑格部

位的主要纹饰。剑格、剑身交界线由直线变成尖凸状，这也成为以后各式剑共有的特征。剑

首较前两式更为成熟。因此，Ⅳ式剑较Ⅲ式剑的时代晚。Ⅴ式剑剑身中后部内收较Ⅳ式剑稍

明显。茎上纹饰消失，此后各式剑茎上皆无纹饰。Ⅴ式剑剑首 （纹饰）较Ⅳ式剑更为成熟。

因此，Ⅴ式剑较Ⅳ式剑的时代晚。Ⅵ式的剑身基本与Ⅴ式剑同。格两侧的后凸较前 五 式 缩

短，格上兽面纹风格已基本与常见的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剑相同。因此，Ⅵ式剑晚于Ⅴ式

剑。Ⅶ式剑的通长总体上又有所增加；部分剑身前部宽度略有加宽。因此，Ⅶ式剑晚于Ⅵ式

剑。Ⅷ式剑的剑身最接近春秋晚期及战国剑，较之后者，剑身前部相对略窄，束腰相对不明

显。因此，Ⅷ式剑晚于Ⅶ式剑。Ⅸ式剑为春秋晚期及战国剑。

九式Ｂ型剑构成了其发展演变序列，身、格、茎上凸箍、首、纹饰等发展演变的脉络基本清

楚。剑身从近三角形，到最宽处约在剑身中部，再到剑身最宽处在尾部，再到剑身中后部近等

宽，刃棱从无到有。格与剑身的交界线从直线变为尖凸，格两侧向后的凸起从无到有，再从凸

起明显到略有后凸〔１〕。凸箍从扁鼓状凸箍，到环状小凸箍。两凸箍间距从 明 显 大 于 箍 首 间

距，逐渐缩短至小于箍首间距〔２〕（图一〇）。首从无到有，首径渐大，纹饰渐趋复杂（图一一）。

纹饰在早期多见于格、茎、箍、从，流行云雷纹，其后一般多见于格、箍和首，格上多兽面纹。后

期剑大多无纹饰。从长度上看，Ⅰ式至Ⅲ式在２２厘米以下，Ⅳ式至Ⅷ式一般在３０－４５厘米，

Ⅸ式大多在４５厘米以上。

Ｂ型剑的年代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为Ⅰ式至Ⅲ式，可称“匕首式”短剑。中期为Ⅳ式至

Ⅷ式，逐渐向大型化、实用化发展，为发展期。晚期为Ⅸ式，其身、格、茎、首的形制基本定型，为

成熟期。Ｂ型剑的典型特征为凹形厚格，茎上有两箍，喇叭形首。

３．Ｂ型剑年代　Ⅸ式剑是Ｂ型剑发展序列中最晚的，为春秋晚期和战国剑，无疑应是Ｂ型

剑断代的重要支点。已 知 科 学 发 掘 出 土 的 春 秋 晚 期 以 前Ｂ型 剑 主 要 有 屯 溪 土 墩 墓 群 出 土

剑〔３〕。而屯溪土墩墓群的年代争议较大，故Ｂ型剑的断代得另寻他途。Ａ型、Ｂ型作为在同

一地区大致平行发展的剑型，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特别是在具有共性的部位如剑身、剑首，其形

制发展、纹饰在同一时期都应大致相似。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参照Ａ型剑的年代推定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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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冯峰：《郧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南方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属科学发掘出土的春秋晚期以前Ｂ型剑还有郧县乔家院 Ｍ４∶２３剑，其年代接近春秋晚期。参见冯峰：《郧县乔家院

春秋墓初识》，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另外湖南衡南出土有两件Ｂ型 剑，但 简 报 无 线 图 及 照 片（湖 南 省 博 物 馆：《湖 南 衡 南、

湘潭发现春秋墓葬》，《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５期）。其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见李伯谦：《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

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图一〇　吴越系Ｂ型铜剑格、凸箍演变图

１．湖州市博物馆藏短剑　２．余杭瓶窑剑　３．长兴１号剑　４．绍兴漓渚剑　５．长兴２号剑　６．长兴１４号剑　７．长

兴１３号剑　８．郎溪土墩墓 Ｍ４剑　９．长兴９号剑　１０．吴王夫差剑

　

剑的年代。

Ｂ型Ⅱ式的长兴１号剑 最 受 学 者 关 注〔１〕。长 兴１号 剑 的 茎、凸 箍、首 及 纹 饰 风 格（图 一

二，１；图版贰，５）与Ａ型Ⅰ式原古越阁藏“云雷纹有翼剑”相似（图一二，２；图版壹，１）。茎上的

扁鼓状凸箍在Ａ型剑中仅见于Ａ型Ⅰ式、Ａ型Ⅱ式。Ｂ型Ⅱ式中的余杭瓶窑剑的剑身两从纹

饰也与Ａ型Ⅰ式、Ａ型Ⅱ式剑相似。综上，Ｂ型Ⅱ式剑的年代应与Ａ型Ⅰ式、Ａ型Ⅱ式剑大致

相当，我们将其定为商末至西周早期。

屯溪 Ｍ３所出两剑，兼具Ａ型剑和Ｂ型剑的特征，两剑更加接近Ａ型Ⅴ式剑至Ａ型Ⅵ

式剑，其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两剑通长都在３５厘米左右，因此，两剑应晚于Ｂ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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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肖梦龙将长兴１号剑定为西周早期（见氏著：《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孙华将其排在吴越

系厚格剑演变序列的最前面，认为“无格剑与有格剑中的一种早在西周时期就应当并存”（见氏著：《古 越 阁 藏 先 秦 兵

器札记三则》，《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论文集》，台 北 历 史 博 物 馆，１９９６年）。李 伯 谦 据 其 形 制 和 纹 饰 推 断 属 西

周早期，最晚也不会晚于西周中期（见氏著：《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张天恩同意李说

（见氏著：《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朱华东也将长兴１号剑排在吴越系厚格剑的最早

（见氏著：《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图一一　吴越系Ｂ型铜剑首演变图

１．长兴１号剑　２．绍兴漓渚剑　３．长兴２号剑　４．长兴１４号剑　５．长兴１３号剑　６．长兴２３号剑　７．长兴９号

剑　８．吴王夫差剑

　

图一二　吴越系剑剑茎

１．长兴１号剑　２．原古越阁云雷纹有翼剑

　

型Ⅳ式剑，而与Ｂ型Ⅴ式剑相当，也与Ｂ型Ⅵ式 剑

相近。两剑剑身前部明显相对较狭，这一特征应早于Ｂ

型Ⅷ式剑。两剑剑格部位两侧的向后凸起明显较Ｂ型Ⅴ

式剑收敛，格部的兽面纹风格更接近Ｂ型Ⅵ式、Ⅶ式和

Ⅷ式剑，格部的形制和纹饰都应晚于Ｂ型Ⅴ式剑。屯

溪 Ｍ３∶０１０２／２剑剑茎近首端的两凸箍之间的间距明

显大于箍 首 间 距，这 一 特 征 应 早 于Ｂ型Ⅶ式 剑。两

剑的剑首同心圆纹饰较Ｂ型Ⅳ式剑、Ｂ型Ⅴ式剑更为

成熟。因此，屯溪 Ｍ３两剑与Ｂ型Ⅴ式剑、Ｂ型Ⅵ式

剑相近，而且没有明确晚于Ｂ型Ⅵ式剑的特征。

Ｂ型Ⅰ式剑最早，可定为商末。Ｂ型Ⅱ式属商末

至西周早期。Ｂ型Ⅲ式剑出现了环状小凸箍，参照出现环状小凸箍的Ａ型Ⅲ式的年代，Ｂ型

Ⅲ式可定为西周早中期。Ｂ型Ⅳ式剑则可定为西周中期。与屯溪 Ｍ３两剑接近的Ｂ型Ⅴ式可

定为西周晚期，Ｂ型Ⅵ式剑可定为春秋早期。Ｂ型Ⅷ式剑最为接近成熟定型的Ｂ型Ⅸ式剑，

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晚。Ｂ型Ⅶ式剑稍早于Ｂ型Ⅷ式剑，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早。Ｂ型Ⅸ式剑属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４．相关问题讨论　有关少见的厚格无箍、厚格一箍、厚格三箍、厚格而具Ａ型剑特征等几

类特殊Ｂ型剑，其在Ｂ型剑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及年代需要讨论。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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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吴越系铜剑

１－５．特殊Ｂ型剑（铜陵Ａ１２７剑、镇江博物馆藏 高 淳 废 品 站 收 购 剑、赵 家 孤 堆 Ｍ２∶１８·１、巫 山

秀峰村 Ｍ３∶７剑、杭州朱乐昌墓出土剑）　６．Ｃ型Ⅰ式（繁昌００５８剑）　７．Ｃ型Ⅱ式（海盐东厨舍

剑）

　

厚格无箍剑　６件〔１〕。江苏吴县白浮山水域出土剑，通长４１．２、茎长１０厘米〔２〕。其形

制接近Ｂ型Ⅵ式、Ｂ型Ⅶ式，年 代 可 推 定 为 春 秋 早 期 至 春 秋 中 期 偏 早。铜 陵 Ａ１２７剑，通 长

４４．４、茎长７厘米〔３〕（图一三，１）。其形制接近Ｂ型Ⅶ式、Ｂ型Ⅷ式，年代可定为春秋中期。另

有故宫博物院藏少 剑〔４〕（图版叁，１２）、广东佛岗县旗岭山战国墓剑〔５〕、湖南资兴旧市战国

墓２４９∶１剑〔６〕、江陵九店东周墓１５０∶３剑〔７〕，年代皆为战国时期。

厚格一箍剑　１件。镇 江 博 物 馆 藏 高 淳 废 品 站 收 购 铜 剑，茎 上 有 一 箍。残 长２７．６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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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件的相关资料大多无清晰照片，不排除其中存在有箍剑而箍残缺的情况。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图片采自铜陵市文物局、铜陵市博物馆：《铜陵博物馆

文物集粹》，５０页，黄山书社，２０１１年。

丁孟：《故宫青铜器图典》，１８１页，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２２２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米〔１〕（图一三，２）。据该剑残存剑身及格部特征（一面兽面纹，一面类似蟠螭纹），大致接近Ｂ

型Ⅶ式，年代可定在春秋早中期之际。

厚格三箍剑　１３件。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 Ｍ２∶１８·１剑，格有纹饰。通长４６．５厘

米〔２〕（图一三，３）。湖北黄州楚墓 ＷＭ９∶１剑，箍、格皆有纹饰。通长４６厘米〔３〕。湖北襄樊

蔡坡战国墓 Ｍ１５∶５剑，格有纹饰。通长４８．７厘米〔４〕。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 Ｗ１∶５６剑，

通长４４．３厘米，鞘饰玉、玉 等〔５〕。成都东北郊西汉墓３０∶４剑，通长３９．７厘米，鞘饰玉

、玉 〔６〕。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 Ｍ１∶６剑，通长５０厘米〔７〕。安徽无为甘露村西汉墓 Ｍ４

∶９剑，通长３５．３厘米〔８〕。重庆巫山秀峰村墓地 Ｍ３∶７剑，通长３８．１厘米〔９〕（图一三，４）。

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出土一件，残断为三截，剑身残长１７．３厘米〔１０〕（图一三，５）。福建建瓯

市小桥镇蜈蚣山出土一件，残长３１．９厘米〔１１〕。安徽寿州出土一件，通长４５．４厘米〔１２〕。原台

湾古越阁藏二件，一件通长３５．８厘米，另一件通长３４．７厘米〔１３〕。这十三件三箍剑中六件出

于西汉墓，三件出于战国墓。多数剑出于较高级墓，剑上或附有带玉质剑饰的剑鞘，或箍上有

纹饰等都显示出较高的规格。综上，三箍剑的年代较晚，多在战国中晚期及西汉早期，长度较

厚格两箍剑总体上明显较短，使用者大多具有较高的身份。

厚格而带有Ａ型剑特征的剑　１件。福建武平厢乡园丁村苟陂头 出 土 剑，残 长３８．４厘

米〔１４〕。剑身纹饰明显与Ａ型Ⅴ式剑相似，其茎上凸箍及剑身形制接近Ｂ型Ⅶ式。该剑年代

可定为春秋早期偏晚。

（三）Ｃ型剑形制及年代

春秋晚期以前的Ｃ型剑大多有扁茎，有的有平脊。有学者认为平脊流行于西周，扁茎也

是年代较早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作为型式划分的重要依据〔１５〕。如何认识扁茎和平脊，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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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七，《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４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冈市博物馆、黄州博物馆：《湖北黄州楚墓》，《考古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襄樊市考古队：《湖北襄樊市蔡坡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８年第８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东北郊西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１９５８年第２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６期。

无为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无为县甘露村西汉墓的清理》，《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重庆 巫 山 县 巫 峡 镇 秀 峰 村

墓地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考古》１９５９年第３期。原简报未详细介绍该剑，本文所

用该剑资料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并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继根先生证实。关于朱 乐 昌 墓 的 具 体 年 代，胡 继

根先生断为西汉中期偏晚。

徐冰：《建瓯市出土商周青铜器探讨》，《福建文博》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器，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７２页，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王振华：《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２７２、２７３页，古越阁，１９９３年。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关系到认识Ｃ型剑的发展演变和型式划分。

１．扁茎和平脊问题　巴蜀地区早在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在西周早期就出现了扁茎柳叶形

短剑〔１〕，扁茎一般无格，无首，茎上多有一或二穿。Ｃ型剑的扁茎在形制上与扁茎柳叶形剑的

扁茎有较大差别，两者之间没有关系。Ｃ型剑的扁茎与Ａ型剑（特别是Ａ型Ⅶ式）的茎具有较

大相似性，应是从Ａ型剑前扁后圆的茎演变而来。吴越系Ａ型剑发展的后期，诸典型特征呈

退化之势，茎部原先规整的前扁后圆（前后大约各半）渐变为后部圆柱形部分缩短，如Ａ型Ⅶ

式。Ｃ型剑中有扁茎的诸剑，高淳下大路剑“近首处中空”〔２〕，应是近首处圆形或近圆形。长

兴８号剑，近首处明显隆起近圆形。长兴１０号剑，扁茎近首处略粗呈椭圆形。皖南繁昌００５８

剑、铜陵Ａ７８剑、繁 昌００５１剑，皆 是“扁 茎 或 椭 圆 茎”，“靠 近 剑 首 处 鼓 起，近 似 圆 柱 形 实

茎”〔３〕。江苏灌云伊山镇剑〔４〕、安徽六安剑〔５〕，其近首一段也是圆柱形。已知的Ｃ型 剑 扁

茎与后期Ａ型剑（Ａ型Ⅶ式）的茎部都很相似。因此我们认为，Ｃ型剑的扁茎应源于Ａ型剑的

前扁后圆的茎，是其退化的结果，其年代不会太早。

目前在吴越系Ａ、Ｂ、Ｃ三型铜剑中皆发现具有平脊特征的剑（以下简称“平脊剑”）。Ａ型

剑中属平脊剑的有Ａ型Ⅷ式吴县白浮山剑、余杭径山剑、义乌剑、政和铁山九战丘遗址剑。Ｂ

型剑中属平脊剑的有Ｂ型Ⅶ式的嵊州三聚潭剑，Ｂ型Ⅷ式的长兴９号剑、长兴１１号剑、慈溪石

堰剑、海宁长水塘剑、苏州横塘剑、淹城遗址剑、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剑、者差其余剑、

福建大田曹昆仑剑、安徽铜陵Ａ１２８剑、湖北郧县乔家院 Ｍ４∶２３剑，Ｂ型Ⅸ式的河南桐柏月河

Ｍ１北坑∶３剑〔６〕、浙江余杭吴山乡出土的平脊剑〔７〕、绍兴平脊剑（标本５７９）〔８〕、苏州博物

馆藏兽形纹剑等〔９〕。战国楚墓中也有Ｂ型平脊剑出土，如当阳赵家湖ＪＭ３７∶１剑〔１０〕。可见

Ｂ型平脊剑基本不早于Ｂ型Ⅶ式（春秋中期偏早）。

Ｃ型剑中属平脊剑的有高淳下大路剑〔１１〕、长兴１０号剑、绍兴平脊剑（标本２６３）〔１２〕，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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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考古》１９９６年第９期；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

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县出土战国青铜器》，《东 南 文 化》１９８９年Ｚ１期。灌 云 县 伊 山 镇 共 出 土 有 二 件 扁 茎 薄 格 铜

剑，一件较完整，另一件剑身前部残，本文分别称为灌云剑１和灌云剑２。图片由灌云县博物馆提供。

皖西博物馆：《皖西博物馆文物撷珍》，５９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文物精萃》，１９２页，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高军主编：《绍兴文物精华》下卷，１０９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彭云：《绍兴出土 越 国 青 铜 剑 及 其 演 变》，《东

南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９６、９７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１２８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５），１９８１年；王 玲：《镇 江 博 物 馆 藏 吴 国 青 铜 剑 及 初 步 研 究》，
《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彭云：《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东南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图一四　吴越系Ｃ型铜剑

１．Ⅰ式（丹徒大笆斗ＤＢＭ１∶１）　２、３．Ⅲ式（黄季佗父墓剑、吴县新开河剑）

４－８．Ⅳ式（吴王夫差剑、六合和仁东周墓剑、新泰周家庄 Ｍ５９∶９剑、洛阳

中州路 Ｍ２７１９∶８６剑、江陵九店 Ｍ４３８∶１剑）

　

代不早于 春 秋 中 期（详 后）。战 国

楚墓 中 也 出 有 Ｃ型 平 脊 剑，如 江

陵 九 店 ６４２∶１７ 剑、６０３∶１６

剑〔１〕。

春秋晚 期 及 战 国 时 期 还 出 土

有平脊的扁茎铜剑（扁茎无格无首

剑，不属吴越系铜剑），如湖北麻城

李家湾春 秋 楚 墓 Ｍ４２∶１、Ｍ４５∶

１、Ｍ３２∶１ 剑〔２〕，长 沙 楚 墓

Ｍ１６３３∶１剑〔３〕，河 北 易 县 燕 下

都４４号墓铜剑〔４〕，吉林吉安出土

的赵国扁茎铜剑〔５〕。

２．形 制 分 析　参 考 Ａ 型、Ｂ

型剑身、茎 的 发 展 规 律，依 据Ｃ型

剑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四式。

Ⅰ式：３件。格截面呈枣核形，朝茎处外弧。茎部多为前扁后圆，喇叭形首。剑身最宽处

约在中部，前部相对较狭。安徽繁昌００５８剑，棱脊，扁茎，近首处为圆柱形。残长２６．８、茎长８

厘米〔６〕（图一三，６）。长兴６号剑（长港０１３），有退化的条带状凸脊。薄格略厚，格面弧凹，朝

茎处无外弧。圆空茎。通长３３．９、茎长９厘米〔７〕（图版肆，１）。江苏丹徒华山大笆斗土墩墓

ＤＢＭ１∶１剑，通长４１．４、茎长９．８厘米〔８〕（图一四，１）。

Ⅱ式：７件。格截面介于枣核形和菱形之间，扁茎，近首处为圆柱形，喇叭形首。剑身中后

部近等宽，前部总体上较Ⅰ式加宽，部分有束腰。山东海阳嘴子前 Ｍ１∶８４剑，茎末残。残长

２６．８厘米〔９〕（图版肆，２）。长兴８号剑（太湖００７），棱脊。通长３０．２、茎长７．７厘米（图版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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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２１４、２２１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 沙 市 博 物 馆、长 沙 市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长 沙 楚 墓》，１７３页，文 物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年。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４４号墓发掘报告》，《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４期。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吉林吉安县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６期。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照片由繁昌博物馆提供。

Ｃ型Ⅰ式至Ｃ型Ⅲ式除长兴６号剑外，茎部皆非圆茎，长兴６号剑的圆茎可能是直接吸收了Ｂ型剑的圆 茎 特 征。另

外长兴６号剑的格面弧凹，此特征不见于已知的其他任何吴越系Ｃ型剑，似有北方系青铜短剑的影响。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阳县文教局：《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９期。

烟台市博物馆、海阳市博物馆：《海阳嘴子前》，２２页，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照片由海阳市博物馆提供。



图一五　吴越系Ｃ型铜剑

１－３．Ⅱ式（高淳下大路剑、铜陵Ａ７８剑、长兴１０号剑）　４－７．Ⅲ式（灌云剑１、灌云剑２、高淳废品站收购

剑、上党凌塘水库工地剑）　８．Ⅳ式（长兴２９号剑）

　

３）。安徽繁昌００５１剑，窄长条状脊。残长２６．８、茎长８厘米〔１〕。浙江海盐通元镇东厨舍遗

址采集铜剑，残长２４．４厘米〔２〕（图一三，７）。江苏高淳下大路剑，平脊。通长３０、茎长６．７厘

米〔３〕（图一五，１）。安徽铜陵Ａ７８剑，通长２９、茎长７．２厘米〔４〕（图一五，２）。长兴１０号剑

（长港０４５），平脊。通长３１．５、茎长６．６厘米（图一五，３）。

Ⅲ式　１３件。格截面为菱形。茎截面多为扁菱形，近首处圆柱形，剑首形制在喇叭形首

与环形首之间〔５〕。山东 沂 水 信 家 庄 出 土 铜 剑，残 长２９．４、茎 残 长７．４厘 米〔６〕（图 版 肆，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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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照片由繁昌博物馆提供。

该剑相关资料由海盐县博物馆提供。

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５），１９８１年。照片采自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

步研究》，《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照片承铜陵市博物馆惠允拍摄。

吴越系Ｂ、Ｃ型铜剑的剑首形状有一定相似性，或统称为“圆首”或“喇叭形首”，或分别称为“喇叭形首”、“圆盘形首”；

Ｃ型剑的剑首也有被称为“环形首”。典型Ｃ型剑的剑首首面微凹近平，中空部分较大，形似玉环或玉瑗，本文将典型

Ｃ型剑的剑首称为“环形首”，以区别于Ａ型、Ｂ型剑中常见的喇叭形首。典型喇叭形首的首面下凹较深，中空部分较

小（一般用玉石类饰物填塞），有的无中空。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出土商代铜器》，《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８期。照片由沂水县博物馆提供。照片明显可见

茎后部由扁变圆。有学者曾据同出器物将该 剑 年 代 定 为 商 代（沈 融：《商 式 短 剑 刍 议》，《上 海 博 物 馆 集 刊》第 九 期，

２００２年）。实际上该剑与沂水信家庄其他器物不是同时同坑出土。



安徽六安思古潭乡春秋墓出土铜剑，长３２．２厘米〔１〕（图版肆，５）。长兴２５号剑（长港０７８），

通长４２．５、茎长７．３厘米（图版肆，６）。浙江湖州埭溪出土铜剑，通长３３．６厘米〔２〕（图版肆，

７）。山东篷莱辛旺集 Ｍ７出土铜剑，茎扁圆实心，中脊凸起呈半圆形。通长３２．５、茎长１０厘

米〔３〕。江苏灌云伊山镇 出 土 铜 剑 二 件，窄 长 条 状 脊。一 件 通 长３１、柄 长８．５厘 米（图 一 五，

４）。一件残长２６、柄长９．３厘米〔４〕（图一五，５）。河南新郑唐户春秋墓 Ｍ２５出土铜剑，扁茎，

锋尖残。残长３３厘米〔５〕。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收购站拣选铜剑，一件通长３６．２厘米〔６〕

（图版肆，８），一件通长３６．６、剑身长２７．９厘米〔７〕（图一五，６）。镇江博物馆藏上党凌塘水库

工地出土铜剑，残长２９．９、剑身长２１．５厘米〔８〕（图一五，７）。河南光山黄季佗父墓出土铜剑，

扁茎，外包木把，窄长条状脊。通长４１．８、茎长１０厘米〔９〕（图一四，２）。江苏吴县郭巷乡新开

河出土铜剑，通长４０、茎长９．３厘米〔１０〕（图一四，３）。

Ⅳ式　１０件。格截面为菱形。茎部近首端略粗。环形首。剑身中后部近等宽，前部总体

宽度与中后部相差不大。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出土吴太子诸樊剑，窄长条状脊。

通长３６．４、锋刃长２７．９厘米〔１１〕（图版肆，９）。吴王姑发剑，通长４５．２、身长３６．２厘米〔１２〕。河

南淮阳征集越王剑，通长５７．９厘 米〔１３〕。长 兴２９号 剑（长 港０３４），通 长５０．７、茎 长８．９厘 米

（图一五，８）。离君柏墓Ｍ１∶４９剑，窄长条状脊。通长４７、身长３８．５厘米〔１４〕（图版肆，１０）。

吴王夫差剑，通长４８．８、茎长９．２厘米〔１５〕（图一四，４）。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剑，通长４８．６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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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博物馆：《皖西博物馆文物撷珍》，５９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照片由皖西博物馆提供。

相关资料由湖州市博物馆提供。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管组：《山东蓬莱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３），１９８０年。

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县出土战国青铜器》，《东南 文 化》１９８９年 第Ｚ１期。照 片 由 灌 云 县 博 物 馆 提 供。原 简 报 照

片中灌云剑１较为完整，而灌云县博物馆提供的灌云剑１的照片中茎大部残，首缺，本文所用尺寸仍依原简报。

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郑州大 学 历 史 系 考 古 专 业：《河 南 省 新 郑 县 唐 户 两 周 墓 葬 发 掘 简 报》，《文 物 资 料 丛

刊》（２），１９７８年。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九，《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一，《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该剑“茎……两侧留有合范铸痕，……近茎处两侧

各有一条６厘米长的纤细棱线。”结合线图和照片，其“合范铸痕”应为退化的扉耳残痕，其“近茎处两侧各有一条６厘

米长的纤细棱线”应即退化的条带状凸脊。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４期。图片采自安徽博物院：《安

徽文明史陈列》（上），１５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晋华：《山西榆社出土一件吴王发剑》，《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李全立：《河南周口市出土两周铜器初识》，图二：５－８，《华夏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３期。据曹锦炎研究，此剑应为越王不光

剑，参见曹锦炎：《越王嗣旨不光剑铭文考》，《文物》１９９５年第８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离君柏墓》，１２１页、图版九八：２，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Ｃ１Ｍ３３５２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米〔１〕（图一四，５）。山东新泰周家庄 Ｍ５９∶９剑，通长４５．６厘米〔２〕（图一四，６）。洛阳中州路

Ｍ２７１９∶８６剑，通 长４９．１厘 米〔３〕（图 一 四，７）。湖 北 江 陵 九 店 东 周 墓 Ｍ４３８∶１剑，通 长

６６．５、茎长９．４厘米〔４〕（图一四，８）。

３．各式特征　Ｃ型Ⅰ式剑最明显的特征是格截面为枣核形，朝茎处外弧。Ｃ型Ⅱ式的格

截面由枣核形向菱形演变。格部朝茎处外弧这一特征退化或消失。剑身中后部大致等宽，最

宽处一般在尾部。新出现了窄长条状脊、平脊等特征。Ｃ型Ⅲ式的格截面已演变为菱形。扁

菱形茎。剑首由喇叭形首向环形首演变，格、茎、首更接近Ｃ型Ⅳ式。Ｃ型Ⅳ式剑的典型特征

是，一字薄格，截面呈菱形，圆茎中空或半空，近首端略粗，环形首，剑身形制接近于Ｂ型Ⅸ式。

Ｃ型剑的演变规律可总结为，薄格截面由枣核形向菱形演变，朝茎处外弧这一特征渐退化

至消失（图一六）。薄格剑茎部前扁后圆（包括“扁茎，近首处圆形”），其后前扁部分演变成扁菱

形。再后演变成圆茎中空或半空，近首端略粗。剑首从喇叭形首向环形首演变。Ｃ型Ⅰ式、Ｃ

型Ⅱ式剑为喇叭形首，Ｃ型Ⅲ式 剑 介 于 喇 叭 形 首 与 环 形 首 之 间，Ｃ型Ⅳ式 剑 为 环 形 首（图 一

七）。剑身从最宽处约在中部演变为中后部近等宽，前部渐加宽，略窄于中后部。刃棱从无到

有。剑脊形态多样，有退化的条带状凸脊、棱脊、窄长条状脊、平脊，退化的条带状凸脊见于Ｃ

型Ⅰ式剑，窄长条状脊、平脊最早见于Ｃ型Ⅱ式剑。

关于Ｃ型剑与Ａ型、Ｂ型剑的关系，学者有颇多猜测，但无足够的材料证实。从上文分析

来看，Ｃ型剑应是由Ａ型剑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剑型。

４．Ｃ型剑年代　参照Ａ型剑的发展演变序列，Ｃ型剑各式的年代就不难推定了。Ｃ型Ⅰ

式剑与Ａ型Ⅵ式的长兴７号剑、Ａ型Ⅵ式吴县消夏湾剑形制相类，则Ｃ型Ⅰ式剑的年代与Ａ

型Ⅵ式剑相当，约在春秋早期。Ｃ型Ⅱ式剑与Ａ型Ⅶ式的薄格剑相近，则Ｃ型Ⅱ式剑的年代

当与Ａ型Ⅶ式剑相当，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早。Ｃ型Ⅲ式剑距Ｃ型Ⅳ式剑（春秋晚期及战国剑）

形制最近，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晚。Ｃ型Ⅳ式剑属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

５．相关问题讨论　Ｃ型 剑 中 还 有 一 类 薄 格 有 双 箍 的 特 殊 剑 型，当 是 融 合 了Ｂ型 剑 的 特

征。目前发现的此类剑中时代最早的为安徽马鞍山五担岗遗址出土剑（图版肆，１１），长３４．４

厘米，年代约在春秋中期偏晚〔５〕。其余十多件年代皆不早于春秋晚期〔６〕。部分有铭王、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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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５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３５５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９９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２２１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马鞍山市博物馆：《马鞍山文物聚珍》，４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此剑格截面为菱 形，两 箍 间 距 和 箍 与 箍 首 的 间 距

大致相等，环状小凸箍（非高凸、扁薄状），窄长条状脊，剑身前部不见束腰，微有刃棱，其形制符合Ｃ型剑和Ｂ型剑的

特点。

部分为岭南地区出土的短剑（通长３０厘 米 以 下，见 李 龙 章：《岭 南 地 区 出 土 青 铜 器 研 究》，１４６页，文 物 出 版 社，２００６
年，文中为Ｂ型短剑。



图一六　吴越系铜剑格演变图

１、２．Ａ型Ⅵ式（长兴７号剑）　２．Ａ型Ⅶ式（海阳郭城镇剑）　３．Ｃ型Ⅰ式（长兴６号剑）　４－６．Ｃ型Ⅱ式（繁

昌００５１、长兴８号剑、长兴１０号剑）　７．Ｃ型Ⅲ式（长兴２５号剑）　８．Ｃ型Ⅳ式（长兴２９号剑）

　

图一七　吴越系Ｃ型铜剑首演变图

１．Ⅰ式（长兴６号剑）　２、３．Ⅱ式（高淳下大路剑、长兴８号剑）　４－６．Ⅲ式（六安剑、长兴２５号剑、湖州埭溪

剑）　７、８．Ⅳ式（长兴２９号剑、淮阳征集越王剑）

　

也采用了这一形制，如曾侯昃剑〔１〕和苏州博物馆新入藏的吴王余 剑〔２〕（图版肆，１２）。薄格

有三箍的剑仅见一件，长沙仰天湖第２５号木椁墓出土剑，通常２５厘米〔３〕。此类剑的剑首大

多为喇叭形首，少数为环形首。

综上可知，吴越系Ｃ型剑是由Ａ型剑演变而来。目前发现最早的Ｃ型剑属春秋早期，正

是Ａ型剑转向衰落的时期。事实上，Ｃ型Ⅰ式剑就是由Ａ型Ⅵ式剑演变而来的，其演变过程

为，薄格剑扉耳退化。茎部从规整的前扁后圆退化至后圆部分缩短，再至扁菱形（近首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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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炎：《曾侯昃剑小考》，《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此条材料承苏州博物馆程义

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程义、张军政：《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 剑初探》，《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仰天湖第２５号木椁墓》，《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形），最后发展到圆空茎或半空茎。格截面由枣核形渐变为菱形。剑首从喇叭形首逐渐向环形

首演变。剑身、脊部则吸收借鉴了同时期Ｂ型剑的某些特点（棱脊），还出现了窄长条状脊、平

脊。至春秋晚期，Ｃ型剑发展成熟，典型特征为，一字薄格，截面呈菱形，茎部圆茎中空或半空，

近首端略粗，环形首，剑身形制同于Ｂ型Ⅸ式剑。

（四）吴越系铜剑发展谱系概述

吴越系铜剑分三型，Ａ型为扉耳剑，Ｂ型为厚格剑，Ｃ型为薄格剑。Ａ、Ｂ两型剑大约出现

于商末，两型剑并存发展。Ａ型剑在西周晚期以后开始衰退，各典型特征呈退化之势。约春秋

早期，从Ａ型剑中发展出Ｃ型剑。春秋早期以后，Ａ型剑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带有厚格或薄

格等Ｂ型、Ｃ型剑的因素，更显衰落。大约在春秋晚期后段，Ａ型剑消亡。而Ｂ型剑在春秋时

呈现较强的发展势头，各地发现也相对较多，其剑身形制、棱脊等也为新出现的Ｃ型剑 所 借

鉴。春秋中期以后，Ｂ型、Ｃ型剑剑身形制趋同，格、茎、首等发展成熟。至春秋晚期，Ｂ、Ｃ两型

剑最终定型。

二　渊源及传播

关于Ａ型铜剑的渊源，孙华指出，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旁出土的正塘山

图一八　吴越系铜

剑的祖型

１．正塘山剑（１９７６

ＱＳＷ采∶２）　２．新

干商墓ＸＤＭ∶９７矛

剑应是扉耳剑的祖型〔１〕（图一八，１）。郑 小 炉 认 为，吴 越 地 区 的 柱 茎 无 格

剑（吴越系Ａ型剑）是由江西新干商墓ＸＤＭ∶９７矛这种双附耳式短 矛

发展而来〔２〕（图一八，２）。我们认为，最早的吴越系 Ａ型剑可能是以正塘

山剑为基础，再吸收 了 新 干 商 墓ＸＤＭ∶９７矛〔３〕的 双 附 耳 形 制 发 展 形 成

的。吴城遗址还出土一件石质匕首范（１９９３ＺＷ（Ｈ）Ｔ７③∶１）〔４〕，据 其 型

腔，匕首形制大致与湖州市博物馆藏Ｂ型Ⅰ式剑相似。换句话说，吴越系Ｂ

型铜剑的祖型也源于吴城文化。

据本文统计（表一、表二），有明确出土地 的 商 末 至 西 周 中 期 吴 越 系 铜

剑共十二件，其中十一件发现于浙江，仅有一件（年代为西周 中 期）发 现 于

苏南，这种现象表明吴越系铜剑起源的核心地区很可能在今浙江地区。皖

南、闽北也出现了西周晚期吴越系铜剑，特别是闽北地区相对较多。苏南、

皖南发现剑的数量已与浙江大致相当。在非吴越地 区 发 现 的 春 秋 中 期 以

前的吴越系铜剑仅有福建闽侯一件、福建 武 平 一 件，两 地 与 闽 北 相 邻。苏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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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古越阁藏先秦兵器札记三则》，《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１９９６年。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１９６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９３页；彩版二三，４，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１９７３－２００２年考古发掘报告》，１４６、１４７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图一九　山西侯马出土剑范和剑模

１．ＸＸⅡＴ６６７Ｈ５２６∶１　２．ⅡＴ９０Ｈ４２０∶１　３．ⅡＴ２５Ｈ２７∶１　４．白店 Ｈ１５∶１０８　５．白店 Ｈ１５∶１６１

　

北、皖西、山东半岛、河南、湖北〔１〕、湖南都发现了春秋中期的吴越系Ａ型、Ｂ型、Ｃ型铜剑，这

种现象表明吴越系铜剑开始向周边传播。此时“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２〕。吴国登上了春

秋的政治舞台，吴越系铜剑开始传播到了邻近的楚、群舒、晋及山东诸古国。

春秋晚期，吴越系Ｂ、Ｃ型铜剑进一步向外传播。有学者统计，河南、湖北的春秋晚期楚墓

中至少出土十三件吴越系铜剑〔３〕，仅山东新泰周家庄春秋晚期墓就出土十二件〔４〕，山西、湖

北、河南、山东等非吴越地区出土多件属吴越系Ｂ型、Ｃ型剑的吴王室有铭剑及越王句践剑。

目前非吴越地区发现的春秋晚期吴越系铜剑相当部分可能是从吴越直接输入。吴越系铜剑因

其质量精良得到各国的喜爱，甚至部分地区开始自行铸造。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所出铸造吴越

系铜剑的陶范（图一九，１、２），表明晋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铸造吴越系铜剑〔５〕。到战国

时期，Ｂ型、Ｃ型铜剑大量出现〔６〕，成为当时各国主要剑型之一。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吴越系

铜剑以楚地（湖北、湖南等地）和山东地区出土最多，如湖北江陵九店战国楚墓出土一百七十八

件〔７〕，江陵雨台山战国楚墓出土一百五十七件〔８〕，长沙楚墓出土三百零七件〔９〕，山东潍坊地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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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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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据《江陵雨台山楚墓》附表二《第一 期 楚 墓 登 记 表》，Ｍ１２９出 土 一 件Ｂ型Ⅰ式 铜 剑（即Ｃ型

剑），第一期楚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期。报告中无线图及照片。
《史记·吴太伯世家》。

高至喜：《春秋晚期楚墓出土铜剑探源》，《东南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 马 铸 铜 遗 址》，９４页，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二 件 陶 范 标 本 为ⅩⅩⅠⅠＴ６６７Ｈ５２６∶１、Ⅱ
Ｔ９０Ｈ４２０∶１，所出灰坑被分在遗址的中期Ⅳ段，遗址的中期约当公元前５３０至前４５０年前后。另据《侯马铸铜遗址》

表一〇《ⅩⅩⅠⅠ号遗址陶范统计表》，ⅩⅩⅠⅠ号遗址的早期出有二十四块剑范，形制不详。早 期 的 年 代 约 当 公 元

前６００至前５３０年。

从各地墓葬出土情况看，Ｂ型剑数量总体多于Ｃ型剑。就两型剑的相互地位看，大致平等。据周亚统计，三十一件吴

国王室有铭铜剑中Ｂ型剑十一件、Ｃ型剑十二件（见氏著：《春秋时期吴王室有铭青铜剑概述》，《上 海 博 物 馆 集 刊》第

十二期，２０１２年）。越王剑Ｂ型、Ｃ型剑皆有。各地出有多件吴越系铜剑的战国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常见Ｂ型、Ｃ型剑

同时出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２１４－２２２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另有七件明器剑和十一件未辨型式

者未统计在内。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７６－７８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１６９－１７５页，文物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另有１６９件因残破不明型式。



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发现三百余件Ｂ型剑〔１〕，这一情况当与楚、齐和吴、越多次交战、

交流最为频繁有 关。此 时 各 国 流 行 的Ｂ、Ｃ两 型 铜 剑 大 多 是 模 仿 吴 越 地 区 铸 造 的，河 南 舞

阳〔２〕、山西侯马〔３〕都出土有战国时期铸造吴越系铜剑的陶范或陶模（图一九，３、４、５）。

　　表一 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出土情况统计表（吴越地区）
出土地点

类
型

年
代

吴越地区

浙江 江苏南部 安徽南部 福建北部

商
末
至
西
周
中
期

Ａ型
６件。瓯海３件、台州１件（Ａ
型Ⅱ式）；黄 岩１件（Ａ 型Ⅲ
式）；长兴１件（Ａ型Ⅳ式）

１件。丹阳（Ａ型Ⅳ式）

Ｂ型

５件。湖州１件（Ｂ型Ⅰ式）；
长兴、余 杭 各 １ 件 （Ｂ 型 Ⅱ
式）；绍兴１件（Ｂ型Ⅲ式）；长

兴１件（Ｂ型Ⅳ式）

西
周
晚
期

Ａ型
２件。长 兴、瑞 安 各１件（Ａ
型Ⅴ式） １件。金坛（Ａ型Ⅴ式）

Ｂ型
２件。长兴、玉环各１件（Ｂ型

Ⅴ式）

２件。屯溪 Ｍ３

至 少２件。崇 安１
件（Ａ型Ⅴ式）

春
秋
早
期

Ａ型 ２件。长兴（Ａ型Ⅵ式） １件。吴县（Ａ型Ⅵ式）

Ｂ型
７件。长兴６件、德清１件（Ｂ
型Ⅵ式）

３件。苏州１件（Ｂ型Ⅵ式）、
吴县和高淳各１件（特殊） １件。屯溪（Ｂ型Ⅵ式）

Ｃ型 １件。长兴（Ｃ型Ⅰ式） １件。丹徒（Ｃ型Ⅰ式） １件。繁昌（Ｃ型Ⅰ式）

春
秋
中
期

Ａ型
３件。义 乌、绍 兴、余 杭 各１
件（Ａ型Ⅷ式）

８件。高 淳２件，丹 徒、句 容、
溧水、丹阳、江宁各１件（Ａ型

Ⅶ式）；吴县１件（Ａ型Ⅷ式）
１件。当涂（Ａ型Ⅶ式） １件。政 和（Ａ型Ⅷ

式）

Ｂ型

１３件。丽 水、鄞 县、长 兴、嘉

兴、嵊州 各１件（Ｂ型Ⅶ式）；
慈溪２件、长 兴５件、海 宁１
件（Ｂ型Ⅷ式）

８件。高 淳２件，溧 阳、吴 县

各１件（Ｂ型Ⅶ式）；吴 江、句

容、高淳、武进各１件（Ｂ型Ⅷ
式）

８件。屯溪、郎 溪 各１件（Ｂ
型Ⅶ式）；屯 溪、繁 昌 各 １
件，铜 陵３件（Ｂ型Ⅷ式）；
铜陵１件（特殊）

１件。建 阳（Ｂ型Ⅷ
式）

Ｃ型
５件。长兴２件、海 盐１件（Ｃ
型Ⅱ式）；长兴、湖州各１件（Ｃ
型Ⅲ式）

５件。高淳１件（Ｃ型Ⅱ式）；
高淳２件、丹 徒１件、吴 县１
件（Ｃ型Ⅲ式）

３件。繁昌、铜陵各１件（Ｃ
型Ⅱ式）；马 鞍 山１件（特

殊）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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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征集的部分青铜兵器》，《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朱帜、振甫：《河南舞阳出土的周、汉兵器》，《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９４页，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侯 马 白 店 铸 铜 遗 址》，１３４页，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２
年。



　　表二 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出土情况统计表（非吴越地区）

出土地点

类
型

年 代

非吴越地区

福建其他地区
（除闽北）

江苏北部 安徽西部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商末至西周

中期

Ａ型

Ｂ型

西周晚期
Ａ型

１ 件。 闽 侯
（Ａ型Ⅴ式）

Ｂ型

春秋早期
Ｂ型

１ 件。 武 平
（特殊）

Ｃ型

春秋中期

Ａ
１ 件。 海 阳
（Ａ型Ⅶ式）

Ｂ型

３件。武 平１
件 （Ｂ 型 Ⅶ
式）；大 田、武

平 各１件（Ｂ
型Ⅷ式）

１ 件。 郧 县
（Ｂ型Ⅷ式） ２件。衡南

春秋中期 Ｃ型
２ 件。 灌 云
（Ｃ型Ⅲ式）

１ 件。 六 安
（Ｃ型Ⅲ式）

３件。海 阳１
件 （Ｃ 型 Ⅱ
式）；蓬 莱、沂

水 各１件（Ｃ
型Ⅲ式）

２件。新 郑、
光 山 各 １件
（Ｃ型Ⅲ式）

　　说明：１．两表统计对象为本文收集的有明确出土地的剑例（按：废品收购站收购或拣选视为当地出土）。２．年代跨越两
个时段的剑例，计入较早时段。

　　战国时期吴越系铜剑传播的范围更广，如岭南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吴越系铜剑〔１〕，巴蜀地

区也有少量出土〔２〕。另外，朝鲜半岛也有发现〔３〕。

随着性能更为优良的铁剑的出现和发展，到了汉代，沿袭东周式扁茎铜剑的扁茎铁剑取代

了包括吴越系Ｂ、Ｃ型铜剑在内的所有铜剑，成为最普遍的一种剑型〔４〕。至此，曾经辉煌一时

的吴越系铜剑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　相关问题研究

（一）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的实用性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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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章先生对岭南地区青铜剑资料有详尽的收集，见氏著：《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６期；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墓》，《文

物》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陈黎清：《四川峨眉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工匠的两次东渡》，《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西汉墓葬中还有少量吴越系Ｂ、Ｃ型铜剑出土。



图二〇　吴越系Ｂ型剑与成熟吴越系剑的剑茎长度对比

１－７．长兴２９、３２、１４、２３、１２、９、１８号剑

　

目前发现的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相对较少〔１〕。吴越地区墓葬所出十余件，年代多在

春秋中期以前。非吴越地区发现的早期吴越系铜剑多出土于墓葬，共有九件，年代都在春秋中

期。这些出土早期吴越系铜剑的墓葬等级较高（表三）〔２〕。这一时期铜剑的长度多在４２厘米

以下，多有纹饰，西周时期尤甚。特别是剑茎，Ａ型剑在西周中期以前茎上扉耳夸张，有强烈的

装饰意味，Ｂ型剑的剑茎在春秋晚期以前长度则多在７厘米以下，明显较短〔３〕，手握不便，而

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的剑茎长度一般在８－９厘米〔４〕，比较适合成年男性握持（图二〇）。由

此看来，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可能是作为一种礼器使用〔５〕，是身份与地位的标志。江

苏丹阳神河头遗址１２号坑出土吴越系Ａ型剑，出土时斜插于坑内，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是一处

祭祀遗址，各灰坑“当是在祭祀活动过程中留下的物质遗存”〔６〕。丹阳神河头剑的出土场景应

是吴越系早期铜剑侧重礼仪性的生动说明。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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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集到的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加上未发表的福建管九村土墩墓群所出铜剑，总计约一百件，其中商末及

西周的吴越系铜剑约二十件。

春秋晚期以前中原、关中等周文化之地出土铜剑数量很少，都出自贵族大墓，同吴越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

各地出土的吴越系铜剑的剑茎长度多不详。笔者精确测量了浙江省长兴县博物馆所藏的吴越系铜剑茎部长度，以Ｂ
型剑为例，春秋晚期以前的Ｂ型剑共十五件（具体 数 据 见 上 文Ｂ型 各 式 剑 所 举 例），茎 部 最 长７．５厘 米，最 短５．１厘

米，其中７－７．５厘米的有三件，６－７厘米的有六件，５－６厘米的有六件。按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

文中长兴县博物馆所藏的这批剑的“柄长”数据大多包含了剑首，这批剑的茎长以笔者最新测量为准。其他地方的春

秋晚期以前的Ｂ型剑中，有明确茎长数据或可推算茎长的，也多在７厘米以下。吴越系Ａ型剑的茎长总体上较春秋

晚期以前的Ｂ型剑茎要长，可能与茎上有扉耳有关。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Ｃ型剑的茎长总体上同于Ａ型剑，但也

有部分茎长为６－７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有典型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吴越系铜剑五件，茎部长８．１－９．２厘米。吴王、越王剑，剑茎长８－９
厘米。此外，《江陵九店东周墓》中表十八《铜剑尺寸登记表》，实用的Ａ、Ｂ型铜剑（即吴越系Ｂ、Ｃ型剑）共一百七十九

件，除一件无尺寸外，茎长大多在８－９厘米，短于８厘米的仅八件，其中一件７．２厘米，三件７．６厘米，三件７．８厘米，

一件残长７厘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２１６－２２０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徐坚：《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南京博物院、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表三 出土吴越系铜剑的春秋晚期以前墓葬简表

墓葬名称 墓葬形制 出土器物

杨府山土墩墓 Ｍ１ 平地掩埋。
共８３件（组）。铜器 主 要 有 鼎１、簋１、铙１、剑３、戈３、矛

４９，玉石器主要有玉镯５、玉玦４。

小人尖土墩墓 Ｍ１ 山顶平整而后铺垫再掩埋。
共７８件（含 采 集 品）：铜 器 主 要 有 尊１、剑１、戈４、殳 端１
对、矛３，玉器有凸棱环４、玦形饰１，原始瓷有豆４５、罐３、
簋１，夹砂陶鼎１。

瑞安岱石山 Ｍ５ 石棚墓（遭严重破坏）。
残存７件。铜器有剑１、锸１，另有原始瓷 豆１、硬 陶 豆１、
硬纹硬陶罐２、夹砂陶釜１。

丹徒大笆斗 Ｍ１ 竖穴深坑，营筑复杂。
共２８件。铜器有剑１、凿１，原始瓷有豆５、碗１５、罐３、尊

２、盏１。备注：两原始瓷尊器形尤其高大。

管九村洋山Ｄ３Ｍ１ 浅墓坑，长４．６，宽２．７，深０．１米。
共８件。铜器有剑１、矛１、镞３、刮刀１，另有原始瓷盂１、
陶罐１。

屯溪 Ｍ３ 平地掩埋。
共２２９件。铜器５４、原始瓷８９、印 纹 硬 陶１３、陶 器１６、玉

石器５７。

屯溪 Ｍ４ 平地掩埋。墓残。 共７０件。铜器１３、原始瓷５５、陶器１、砺石１。

屯溪 Ｍ７ 平地掩埋。墓残。 共２０件。铜器１０、原始瓷８、印纹硬陶１、砺石１。

屯溪 Ｍ８ 墓底长１０．３，宽７．４米
共２０件。铜剑１、原始瓷１５、印纹硬陶 尊１、石 范１、砺 石

２。

郎溪土墩墓 Ｍ４ 不详。 不详。

海阳嘴子前 Ｍ１
墓坑长６．５，宽５．１，深３．９５米。重 椁 单

棺。

铜器４２件，主要有鼎１、簋２、盆１、壶１、１、车 马 器１６、
剑１、戈３、矛１、编钟７、削１，另有陶器、玉、石、木器若干，
木质车一辆。

篷莱辛旺集 Ｍ７ 土坑竖穴墓，重椁单棺。
铜器主要有提链盒１、剑１、带钩１、环６、车马器若干，玉器

主要有玉璜１、玉玦２、玉佩１０、玉环２，还有滑石剑２０余、
滑石轮４、串珠数百。

光山黄季佗父墓
墓坑长５．５，宽５．３米。单棺单椁，另有陪

葬箱。

主棺出有玉器１１，陶珠４；陪葬箱出土共计１８１件，主要有

铜剑１、铜戈１、箭（均含箭杆）２８、金属弹簧形器１１０、玉器

２。

新郑唐户春秋墓 Ｍ２５
墓坑 长３．９，宽３．６，高５．６米。一 棺 一

椁。
铜剑１，骨贝１９０。

郧县乔家院 Ｍ４ 方形墓坑，墓口边长５．３５米。

随葬器物３０余件，铜器主要有鼎２、缶２、簠２、盏１、盘１、
 １、剑１、戈２、戟１、矛２、镞２３，玉器主要有玉 １、握２、
 ４、璜１、玦２，其他主要有玉柄铁剑１、鱼牙串饰１、石环

２。殉一人。

衡南春秋墓 墓坑长约５．７，宽１．５，深１．６米。
铜器主要有鼎１７、盉１、簋１、钲１、戈２、矛１、剑２，其他若

干。

海阳郭城镇墓（疑似） 不详。 铜器有鼎１、钲１、簋１、戈１、剑１，泥质灰陶罐１。

六安思古潭春秋墓 不详。 不详。

这一认识更有助于理解其演变发展。从商末至西周时期，吴越系Ａ、Ｂ型剑数量很少，长

度一般在３８厘米以下，形制、纹饰装饰性强，铸造精美，应为少数高级贵族使用，这一时期应是

吴越系铜剑作为礼器使用的鼎盛阶段。Ａ型Ⅰ式至Ａ型Ⅳ式剑的剑首发展经历了微有首、无

首、有首的过程，从微有首至无首看似是一种倒退，Ａ型Ⅱ式、Ａ型Ⅲ式的茎部明显较Ａ型Ⅰ

式的茎部（含首）实用性差，这都能从铜剑的礼仪性上得到合理的解释。由于其茎部不便手握，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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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剑茎凸箍纹饰

１、２．长兴１号剑　３、４．长兴２号剑　５．长兴４号剑　６．长兴３号剑　７．长兴１４号剑　８．长兴１２号剑　９．德

清剑　１０．长兴１３号剑　１１．长兴１６号剑　１２．长兴２３号剑　１３．长兴９号剑　１４．长兴１７号剑

　

也可能会插入短柄〔１〕。Ａ型Ⅳ式剑的演进表明，此时Ａ型剑在设计上又重新考虑了手握的

实用性。从Ａ型剑中演变出了Ｃ型剑，这一发展趋势应是吴越系铜剑 开 始 转 向 实 用 化 的 表

现。已发现的春秋早期以来的Ｂ型剑的数量明显增多，说明使用人群扩大，使用者已不局限

于某些社会阶层。从出土数量和形制来看，春秋早、中期的吴越系铜剑以礼仪性为主，但铜剑

形制的实用性在增强。频仍的战争推动了铜剑的实用化。到春秋晚期，吴越系铜剑的身、格、

茎、首等发展出了符合实战需要的形制，最终形成Ｂ型、Ｃ型铜剑。

（二）凸箍纹饰和形制

春秋以前吴越系Ａ型剑和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Ｂ型剑的茎上凸箍多有纹饰。由于凸箍

一般较小，相关报道的图片或线图大多不能清晰完整地呈现凸箍上的纹饰，因而很少引起研究

者的注意。笔者收集到数件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 Ａ型、Ｂ型剑的凸箍细部照片，大致可窥凸

箍纹饰的发展。

长兴１号剑，凸箍上一面为三复线的Ｃ形纹，一面为双目纹（图二一，１、２）。长兴２号剑，

两凸箍上饰兽面纹（图二一，３、４）。两箍上兽面纹相同，但方向相反，近格的箍上兽面纹朝向被

刺者，近首的箍上兽面纹背向被刺者。每箍两面纹饰略有差别。长兴４号、３号剑，凸箍上各

饰兽面纹（图二一，５、６）。长兴１４号剑、１２号剑、１３号剑、９号剑〔２〕、德清剑，两凸箍上的纹饰

方向相反。每个凸箍饰Ｃ形纹（图二一，７、８、９、１０、１３），由两个Ｃ形纹（开口朝下）组成一个单

元，两面共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内侧的两个Ｃ形纹弯卷末端较细，单元外侧的两个Ｃ形纹弯

卷末端较粗。其整体构图与长兴２号和３号剑的凸箍纹饰构图基本一致，但图案简化，应是简

化的兽面纹〔３〕。长兴２０号剑及镇江博物馆收藏的两剑也有类似的凸箍纹饰〔４〕。长兴１６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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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Ａ型Ⅱ式、Ａ型Ⅲ式剑的茎部后端銎口形制分析，即使插入短柄也不牢固，因此不具实战的实用性，仅可作礼仪性

使用。有学者认为此类短剑无首是早期的铍，欠妥。

长兴９号剑凸箍上Ｃ形纹的方向与其他剑相反，具体形态也有一定区别。

此Ｃ形纹与二里岗文化至西周早期盛行的兽面纹表现角部的Ｃ形纹饰相似，不过与后者两侧弯卷的粗细正相反。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七、图二十，《东方博物》第４９辑，２０１３年。



图二二　剑茎凸箍纹饰

１．吴王夫差剑（苏州博物馆藏）　２．越王者

旨於赐剑（浙江省博物馆藏）

　

号、２３号、１７号剑凸箍上无纹饰（图二一，１１、１２、１４），且

凸箍铸造粗疏。长兴县博物馆另有六件春秋晚期以前Ｂ

型剑的凸箍上无纹饰。从这些剑的凸箍纹饰看，兽面纹

或简化的兽面纹应是其主流。总体上凸箍纹饰甚至凸箍

本身都有简化或退化的趋势。

春秋 晚 期 及 战 国 时 期 的Ｂ型 剑 凸 箍 上 绝 大 多 数 无

纹饰，少数有纹饰的一般为凹弦纹、细密夔纹两类〔１〕，与

春秋晚期以前差异较大。有铭的王、侯剑上常见此类纹

饰，凸箍有凹弦纹的有两件吴王光剑〔２〕、两件吴王夫差

剑〔３〕（图二二，１）、越王者旨於赐剑〔４〕等。凸箍有细密夔纹的有三件越王者旨於赐剑〔５〕（图

二二，２）、越王丌北古剑〔６〕、两件越王州句剑〔７〕、曾侯昃剑〔８〕、徐王义楚元子剑〔９〕。其他凸

箍上有这两类纹饰的剑，一般格、首上也有精细的纹饰，显示出较高的规格，如荆门左冢楚墓

Ｍ１Ｎ∶２８剑〔１０〕、长沙沙湖桥Ａ·Ｍ３５剑〔１１〕、江陵雨台山楚墓 Ｍ４７５∶１剑〔１２〕、河南固始白狮

子地一号墓Ⅰ式剑〔１３〕、山东新泰周家庄 Ｍ２∶２４剑〔１４〕等。因此我们认为凸箍上有凹弦纹、细

密夔纹这两类纹饰的剑规格较高。箍上有无纹饰可以成为判断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铜剑规格

的重要标志。

Ｂ型剑凸箍形制在春秋晚期以后有较大变化，凸箍一般较春秋晚期以前高凸而扁薄，这可

—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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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弦纹或称凸弦纹，下凹部位一般嵌有绿松石类饰物。细密夔纹或称勾连云纹，其纹饰线条 细 密 而 曲 折 较 难 准 确 辨

认具体纹饰种类，故暂称细密夔纹，有的嵌绿松石类饰物。目前凸箍上的凹弦纹见于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细密夔纹

在春秋中期已出现，如安徽郎溪土墩墓 Ｍ４出土铜剑。

马道阔：《安徽庐江发现吴王光剑》，《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２期；戴 遵 德：《原 平 峙 峪 出 土 的 东 周 铜 器》，《文 物》１９７２年 第４
期。

胡新立：《山东邹县发现一件吴王夫差剑》，《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８期；济宁市文物局编：《济宁文物珍品》，８１页，文物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６１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江陵县文物局：《江陵官坪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梁晓艳：《越王者旨於剑》，《东方博物》第３２辑，２００９年；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７３
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璀璨寿春———寿县文化遗产精粹》，３３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黄光新：《安庆王家山战国墓出土越王丌北古剑等器物》，《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８期。

南京博物院：《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６９－７２页，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荆 门 市 博 物 馆：《荆 门 市 子 陵

岗古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曹锦炎：《曾侯昃剑小考》，《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此剑为薄格剑，但有凸箍。

沈湘芳：《襄阳出土徐王义楚元子剑》，《江汉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襄荆高速公路考古队：《荆门左冢楚墓》，彩版一八，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李正光、彭青野：《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４期。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７７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化局：《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图二三　玉皇庙文化短剑

１．玉皇庙墓地ＹＹＭ１４８∶２剑

２．玉皇庙墓地ＹＹＭ３２∶２剑

　

能与其帮助固定缠缑的实用性有关。凸箍的这一特征也可成为判

断铜剑大致年代的重要标志。

（三）对玉皇庙文化的影响

玉皇庙文化是冀北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其

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富有特色，其中一型短剑的剑首为“横向凹筒

状剑首”，扁茎，剑格为“菱形台式剑格”，剑身起脊〔１〕（图二三，１）。

“横向凹筒状剑首”类似吴越系Ｃ型剑的环形首，“菱形台式剑格”

类似吴越系Ｃ型剑的典型薄格。与吴越系Ｃ型剑各式比较，其茎

部似Ｃ型Ⅱ式、Ｃ型Ⅲ式，格、首更近于Ｃ型Ⅲ式。总体上与春秋

中期的吴越系Ｃ型剑（Ｃ型Ⅱ式、Ｃ型Ⅲ式）较为相似。另有一型

无格短剑的剑首也是“横向凹筒状剑首”〔２〕（图二三，２）。玉皇庙

文化的这类短剑应是受到吴越系Ｃ型剑的影响。据分析，春秋中

期吴越系Ｃ型剑的首、格有其明确的演变轨迹，而玉皇庙文化同类

剑的剑首、剑格不见明确的发展渊源。玉皇庙文化的年代，学术界

认识并不一致〔３〕，一般认为其上限在春秋中期〔４〕。而玉皇庙 文

化类似吴越系Ｃ型剑的短剑的年代，朱凤瀚将其定为春秋中期和

春秋中期偏晚〔５〕。洪猛认为这两型短剑所属墓葬最早“主要为春秋晚期早段，上限或至春秋

中晚期之际”〔６〕。这样看来，吴越系Ｃ型剑影响玉皇庙文化同类短剑，在年代上没有问题。

关于吴越系Ｃ型铜剑对玉皇庙文化青铜短剑的影响，学者少有论及，仅提到山戎文化（即

玉皇庙文化）青铜短剑（指类似吴越系Ｃ型剑的型式）吸收了燕和中原铜剑的因素，而且是通

过掳掠、馈赠、交换等手段获得，属原物易主使用，不存在仿制或重新加工处理问题〔７〕。查有

“横向凹筒状剑首”和“菱形台式剑格”的玉皇庙文化短剑，其长度均在３０厘米以下，与玉皇庙

文化其他各型式短剑大致相当，而已发现的春秋中期吴越系Ｃ型剑（Ｃ型Ⅱ式、Ｃ型Ⅲ式）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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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型短剑即《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中的Ⅱ型Ⅱ式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９２０－９２４页，文物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学者将其划分为玉皇庙墓地短剑的Ｅ型（滕铭予、张亮：《玉皇庙墓地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第１３辑，２０１３年）。

此型短剑即《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中的Ⅱ型Ⅰ式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９２０页，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学者将其划分为玉皇庙墓地短剑的Ｅ型（滕铭予、张亮：《玉皇庙墓地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研究》，《边疆

考古研究》第１３辑，２０１３年）。此型短剑的“横向凹筒状剑首”的首面与吴越系Ｃ型剑的环形首有一定区别。

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１１－１４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杨建华：《再论玉皇庙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２辑，２００３年；滕铭予、张亮：《玉皇庙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２１２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２９－６０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度一般都在３０厘米以上，春秋中期以后的吴越系Ｃ型剑更是大多在４０厘米以上。因此可以

认定，玉皇庙文化短剑是吸收借鉴了春秋中期吴越系Ｃ型剑而铸造的具有自身特点（主要指

长度）的一型短剑。此型短剑形制几无变化，最晚在辽宁凌源五道河子战国中晚期墓中还出土

四件〔１〕。而吴越系Ｃ型剑在春秋晚期和战国一般为圆空茎或圆茎半空，长度明显更长，与玉

皇庙文化的类似短剑区别明显。值得一提的是，五道河子战国墓还出土两件一字形薄格剑，圆

茎半空，缺首，残长分别为４５、４２厘米，其形制正是典型的吴越系Ｃ型剑。显然，五道河子战

国墓中出土的这两型铜剑代表了两种文化因素，即玉皇庙文化因素和燕、中原文化因素。

（四）其他问题

１．剑的长度　从商末至战国时期，吴越系铜剑长度不断增加，但并不是年代越后就一定

越长。战国时期相当部分吴越系铜剑长达６０厘米以上，有的达７０厘米以上，但同时３０－４０

厘米长的仍占一定比例〔２〕。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Ａ型、Ｂ型、Ｃ型铜剑在同一时段的长度大

致相当。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吴越系Ｂ型剑的长度总体上要长于Ｃ型剑；Ｂ型剑的长度以

４５－６５厘米最为常见，Ｃ型剑的长度以４０－５５厘米最为常见。４０厘米以下的，Ｃ型剑要明显

多于Ｂ型剑；６５厘米以上的，Ｂ型剑明显多于Ｃ型剑。另外，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特别是战

国时期，吴越系Ｂ型剑的厚格总体上较春秋晚期以前的厚格相对较薄〔３〕。这可能与春秋中

期以后大多数剑皆为素面，对格的装饰空间要求减弱有关。

２．合金成分变化　据学者研究，一般西周时期青铜剑的含锡量相对较低，因而硬度较低，

韧性相对较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实战的需要，铜剑合金中锡的比例增加，提

高了硬度，而韧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长兴１号、２号、３０号、３２号剑，各有不同程度的弯折

或断裂（图二四），各剑的弯折或断裂形态，反映了不同时期吴越系铜剑合金成分的变化。

早期铜剑长兴１号、２号剑，韧性明显较好，能经受较大幅度的弯折，特别是长兴２号剑，

其断裂前弯折幅度之大令人惊叹。这说明两剑含锡量相对较低。而晚期铜剑如长兴３０号剑

的几处断裂基本皆可紧密拼合，韧性明显较差，含锡量应相对较高。吴越系铜剑中的复合剑是

兼顾硬度和韧性的完美典范，长兴３２号剑的断裂形态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复合剑不同合金成分

两部分的韧性差别。该剑曾受到强烈的外力作用而致多处断裂〔４〕，其中脊一段约３厘米完全

断裂（应是受力最集中的部位），呈弯折状态，断口不平整；另有三处中脊两侧有裂缝，而中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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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目前多数学者未将凌源五

道河子战国墓归入玉皇庙文化之列。

例如湖北江陵九店东周楚墓，完整器中有四件３３－４０厘米的Ａ型剑（即吴越系Ｃ型剑）、六件３５－４０厘米的Ｂ型剑

（即吴越系Ｂ型剑）出土于战国中晚期楚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已有学者注意到后期吴越系Ｂ型剑的剑格 要 薄 于 早 期 剑，并 将 其 单 独 划 为 一 型。参 见 朱 华 东：《皖 南 周 代 青 铜 剑 初

论》，《东方博物》第２５辑，２００７年。

长兴３２号剑于１９７２年出土于浙江长兴夹浦乡附近的太湖水域。该剑多处断裂而又大部分保存下来，应是当时村民

将剑卖给废品收购站时，因长剑携带不变，折断而后出卖所致。



图二四　吴越系铜剑断裂或弯折形态

１．长兴１号剑　２．长兴２号剑　３．长兴３０号剑

４．长兴３２号剑

　

损。

３．平脊及窄长条状脊　上文所列二十五件Ｂ

型Ⅷ式共中平脊剑有十一件，五件Ａ型Ⅷ式剑中

有四件平脊剑。这一统计显 示，约 在 春 秋 中 期 偏

晚前后，吴越系平脊剑曾流行一时，平脊剑在当时

占了较大比例。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吴越系平脊

剑虽总体上比例小、数量少，但 分 布 的 地 域 扩 大，

各地时有零星发现，扁茎剑（非吴越系铜剑）中 也

出现了平脊剑。可见，平脊这 一 特 点 鲜 明 的 脊 部

形态在铜剑发展历史上曾有一定影响。

平脊的渊源 何 在？据 目 前 的 发 现，春 秋 晚 期

以前的扁茎剑（非吴越 系 铜 剑）不 见 平 脊〔１〕。春

秋晚期以前的北方系短剑中也基本不见平脊〔２〕。

从吴越系铜剑看，相对最接近平脊特 征 的 是 吴 越

系Ａ型剑 的 条 带 状 凸 脊。最 早 的 平 脊 出 现 在Ｃ

型Ⅱ式（春秋中期偏早）和Ｂ型Ⅶ式（春秋中期偏

早）。而Ｃ型剑 是 由 Ａ型 剑 演 变 而 来，Ｃ型Ⅰ式

剑就有退化的条带状凸脊。如果说平脊是由退化的条带状凸脊演变而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的。不过这二者的形制特征还是有一定差别，是否存在演变关系目前还难下定论。平脊的渊

源有待进一步探索。

春秋中晚期的吴越系Ｃ型剑中还可见一种独特的窄长条状脊，其形态一般是略凸起的中

脊上有三条棱线，中间的棱线稍高，形制有别于常见的棱脊（中脊仅一条棱线）、柱脊或平脊。

窄长条状脊最早见于Ｃ型Ⅱ式，如海阳嘴子前 Ｍ１∶８４剑，Ｃ型Ⅲ式较多见，如灌云剑１、灌云

剑２、沂水剑、长兴２５号剑、黄季佗父墓剑。Ｃ型Ⅳ式剑春秋晚期尚可见到，如吴太子诸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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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仪征破山口出土有一件人面纹扁茎铜短剑（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周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认识》，图一〇，《中国考古

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肖梦龙在《吴国青铜兵器研究》中将其划入平脊的Ｂ型剑，所附线图

也是平脊。但邹文中此剑的线图未见平脊的特征。最近出版的扬州市文物局所编的《韫玉凝晖———扬州地区博物馆

藏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中有此剑的清晰彩照，明确描述“脊稍有隆起”，则此剑不属平脊剑。其他类似的

人面纹扁茎铜短剑也无平脊（参见陈亮：《先秦人面纹扁茎短剑试论》，《东南文化》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春秋晚期以前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出土较多，其脊部一般为棱脊或圆柱脊。仅有两件平脊剑，一 为 翁 牛 特 旗 大 泡 子 墓

所出的Ⅰ式剑（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２期），二为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７５ＺＪ∶７剑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 黑 石 沟：夏 家 店 上 层 文 化 遗 址 发 掘 报 告》，３９５页，科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两剑皆属夏家店上层文化。翁牛特 旗 大 泡 子 墓Ⅰ式 剑 为 銎 柄 式 短 剑，同 型 短 剑 一 般 为 圆 柱 脊。我

们认为该剑的微凸平脊应是圆柱脊的一种偶然变形。小黑石沟７５ＺＪ∶７剑的凸出的平脊布满纹饰，这在北方地区的

青铜短剑中极少见到。而类似的特征却是西周时期吴越系Ａ型剑的典型特征（即条带状凸脊上布满纹饰），因此我们

认为小黑石沟７５ＺＪ∶７剑的这一特征不排除是受到南方吴越系Ａ型剑的影响。



钟离君柏墓 Ｍ１∶４９剑、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剑，到战国时期基本不见。Ｂ型剑中基本不见窄

长条状脊。此类脊似Ａ型剑的已退化条带状凸脊经横向压缩、纵向伸长而成，如此说成立，则

窄长条状脊是Ｃ型剑所遗留的又一Ａ型剑残痕。

四　结　　语

本文全面收集了吴越系铜剑资料，将吴越系铜剑分为Ａ、Ｂ、Ｃ三型，按其发展演变分若干

式，基本建立了吴越系铜剑的发展演变序列，并以科学发掘出土铜剑年代为支点，推定各式的

年代。根据本文的研究，约在春秋中期，吴越系铜剑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到战国时期成为最

为流行的剑型之一。本研究证实了“东周式铜剑”中厚格有箍有首剑和薄格空茎有首剑源于吴

越地区这一观点，进一步提出吴越系Ｃ型剑是由Ａ型剑演变而来，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

剑侧重于礼仪性，玉皇庙文化短剑受到春秋中期吴越系Ｃ型剑影响等观点。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对吴越系铜剑绝对年代，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前年代的推定，是建立在对瓯海杨府山土墩墓

和瑞安岱石山 Ｍ５年代认定的基础上。吴越地区土墩墓或青铜器的断代，目前还存在较大的

分歧，本文所选定的这两个年代支点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这意味着吴越系铜剑的绝对年代还

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另外，本文对屯溪土墩墓群出土的五件铜剑特别是 Ｍ３所出的两剑作

了详细分析，推定屯溪 Ｍ３两剑、Ｍ８剑、Ｍ４剑、Ｍ７剑的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

秋早期、春秋中期偏早、春秋中期偏晚。这是从类型学角度得出的认识。

　　附记：本文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海阳市博物馆张真、高京平，沂水县博物馆尹纪亮，灌云县博物馆陈

龙山，苏州博物馆程义，南京博物院谷建祥、陈刚，镇江博物馆王玲，铜陵市博物馆刘宝林，郎溪县博物馆

吴云，繁昌县博物馆汪发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湖州市博物馆潘林荣，绍兴柯桥区博物馆周

燕儿，嵊州市文管处尹志红，海宁市博物馆姚飞悦，台州路桥区博物馆陈虹，海盐县博物馆江龙昌等先生

友人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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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吴越系铜剑

12. 溧水柘塘剑10. 长兴 7 号剑 11. 吴县消夏湾剑

1. 古越阁藏剑

7. 长兴 3 号剑

2. 杨府山剑

（M1 ∶ 21）

8. 金坛拣选剑

3. 杨府山剑

（M1 ∶ 22）

9. 长兴 5 号剑

4. 小人尖剑 5. 长兴 4 号剑 6. 丹阳石臼湖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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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贰

吴越系铜剑

3. 余杭径山剑 4. 湖州市博物

馆藏剑

5. 长兴 1 号剑 6. 余杭瓶窑剑

7. 绍兴漓渚剑 8. 长兴 2 号剑 9. 长兴 14 号剑 10. 长兴 22 号剑 11. 长兴 13 号剑 12. 德清剑

2. 神河头剑

（K12 ∶ 1）

1. 海阳郭城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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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叁

吴越系铜剑

1. 郎溪剑（M4） 2. 嵊州三聚潭剑 3. 丽水剑 4. 吴江菀坪剑 5. 苏州洞庭剑 6. 长兴 17 号剑

7. 长兴 9 号剑 8. 句容赤山湖剑 9. 淹城剑 10. 吴王夫差剑 11. 越王州句剑 12. 少虡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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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肆

吴越系铜剑

8. 镇江博物馆

藏剑

1. 长兴 6 号剑 2. 海阳嘴子前剑

（M1 ∶ 84）

3. 长兴 8 号剑 4. 沂水剑 5. 六安剑 6. 长兴 25 号剑

7. 湖州埭溪剑 9. 诸樊剑 10. 锺离君柏剑

（M1 ∶ 49）

11. 马鞍山五担

岗剑

12. 吴王余眜剑

拼考古学报2016.04.indd   24 16-10-24   下午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