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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检测
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

张 吉 1   崔本信 2   陈建立 1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 100871；2.…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 南阳市… 47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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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阳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材质以铅锡青铜为主。墓地早期墓葬常见低锡含量的青铜容器，个别器物为铅

青铜；亦出有不具实用功能、制作粗陋的明器。晚期墓葬不随葬低锡容器，亦不见明器。夏饷铺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

比值高度一致，反映春秋早期各地金属资源层面的广泛同性；明器、低锡容器的流行与弃用是春秋初年南阳盆地文化及

技术变迁的缩影，展现了西周之际周文化与汉淮本地文化因素的消长过程。

Keywords：Nanyang；Xiaxiangpu Cemetery；Bronze；Composition Analysis

Abstract：The bronzes unearthed from Xiaxiangpu cemetery in Nanyang were mainly cast by leaded bronze. There were many 

impractical and roughly made vessels as well as bronzes with low tin content in early burials, while these bronzes disappeared in 

late burials. The lead isotope ratios of bronzes are concentrated in a narrow interval, indicating the widespread consistency of lead 

in the 8th century B.C. .The bronzes in Xiaxiangpu cemetery reflected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the Nanyang Basin 

during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revealed the growth of local cultural factors in Han-Huai region.

夏饷铺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北郊。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施工中发现青铜器等周代

文物，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进行了抢

救性清理，2012年至2013年在此持续进行考

古发掘，出土大量青铜器［1］。夏饷铺M19、

M16、M1等墓葬的考古资料已发表［2］；近期

M5、M6的考古资料也已公布［3］。

夏饷铺墓地大中型墓葬集中分布，共有

四组，墓向皆南北向，自早至晚由东向西排

列。东侧三组均为夫妇并穴合葬墓，其中M6

出土“鄂侯”铭钮钟，M19出土“鄂侯”圆

壶，M5和M20出土“鄂姜”铭铜器，推测这

三组墓或皆为鄂侯夫妇墓。西侧M1规模较

大，出土五件“鄂侯作夫人”列鼎及簋，推

测墓主为鄂侯夫人。

伴随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修复与整

理工作，罗武干、牟笛等学者进行了取样及

初步科技分析。牟笛对夏饷铺部分青铜器的

显微金相组织进行分析，指出薄片饰为锻制

成型［4］；其后又对8件青铜器进行了成分及

铅同位素比值分析［5］。罗武干对夏饷铺青铜

器的泥芯样品进行了物相及主微量元素含量

分析，并结合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指出

铜器的铸造在本地完成，但金属原料来自外

地，表明鄂国贵族有独立的铸铜能力［6］。以

上研究填补了南阳地区春秋早期青铜器科技

研究的空白，测定结果质量良好，唯数据缺

乏对应的器物号甚至器类信息，分析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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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补铸样品不与青铜器基体共同进行合金

配比的讨论。

样品的O含量能够反映锈蚀程度，高于

2%时表明锈蚀影响已很严重。壶（M16∶3）

的O含量高达5.5%，仅能定性判断其为锡青

铜。盘（M97∶8）的O含量为2.7%，Sn、Pb

测值均低于1%，可定性判断其为红铜材质。

1.2… 铅同位素比值分析

将待测样品以王水溶解，使用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的Prodigy SPEC型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ICP-AES）

分析溶液Pb2+浓度。将溶液稀释至低于0.5mg/

L，向其中加入5ml 0.5mg/L的 Tl2SO4溶液作

为内标［7］。铅同位素比值测定在北京大学地

球与空间学院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的VG Axiom型多接受双聚焦等离子质

谱仪（MC-ICP-MS）上完成，结果列于表2。
207Pb/206Pb及208Pb/206Pb比值误差小于0.05%，
206Pb/204Pb比值小于0.1%。结果见表3。

铅同位素比值结果可根据207Pb/206Pb大致

数量也较少。

201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南阳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夏饷铺墓地出土青

铜器进行了较为系统、详尽的取样分析，提

取了包括95件青铜器的106件样品，其中容器

55件，乐钟3件，有“鄂侯”“鄂姜”“鄂伯”等

铭文的鄂国青铜器共11件，其他铭文的7件。

这些器物来自不同等级、时代的墓葬，具有

较好的代表性。

1… 实验分析及数据分类方法

1.1… 主量元素成分分析

使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

验室Hitachi TM3030超景深电子显微镜观察样

品形貌。尽量选取无锈或少锈蚀区域，以联

用能谱仪测定成分。样品采集时间为90秒，

结果见表1。

利用对Cu归一化的统计量Sn'对锡含量测

值进行分类，… … … … … … …。

Sn'低于7%称为低锡，高于17%称为高

表1 河南南阳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合金成分分析结果（质量分数%）
实验室编号 器物号 器物名 取样部位 O S Fe Cu Sn Pb

473001 M1∶1 鼎 足铸缝 1.0 0.3 0.6 84.5 11.9 1.7

473002-1
M1∶2 鼎

底补铸 0.2 0.1 77.9 19.0 2.8

473002-2 底铸缝 0.4 0.2 0.6 86.8 9.7 2.3

473003-1
M1∶3 鼎

耳内毛刺 0.4 0.2 0.5 84.6 10.4 3.9

473003-2 足铸缝 0.9 0.3 0.8 83.1 10.9 4.0

473004-1
M1∶5 鼎

足残处 0.3 0.1 83.6 13.4 2.6

473004-2 底披缝 0.4 0.2 0.5 85.0 10.7 3.2

473005 M1∶7 鼎 足毛刺 1.0 0.5 81.9 8.8 7.8

473006 M1∶10 鬲 裆部毛刺 0.7 0.8 0.9 81.8 12.5 3.3

473007 M1∶11 方壶 腹残片 0.4 0.4 0.3 83.2 14.6 1.1

473008 M1∶13 簋 盖毛刺 0.3 0.5 0.2 83.7 14.2 1.1

473012 M1∶26 簠 残片 0.2 0.4 81.9 16.3 1.2

473013-2 M1∶28 匜 腹残片 0.5 0.4 0.2 84.1 11.5 3.3

473015 M1∶29 残鼎 残片 0.3 0.4 1.1 83.7 12.3 2.2

473014 M1∶38 簋耳 毛刺 0.4 0.3 0.4 79.3 16.3 3.3

473018 M2∶3 簋 底圈足 1.0 0.6 0.2 80.7 13.5 4.0

473019-1
M3∶1 簋

支脚 1.1 0.8 92.4 5.7

473019-2 圈足 1.8 1.1 82.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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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编号 器物号 器物名 取样部位 O S Fe Cu Sn Pb

473020 M3∶2 簋 圈足 1.0 0.4 90.5 8.1

473021 M3∶3 鼎 底铸缝 0.5 0.6 0.4 95.7 2.3 0.5

473022 M3∶4 盘 耳残处 1.1 0.6 90.6 7.7

473023 M3∶5 匜 足残处 1.1 0.2 94.0 0.3 4.4

473028 M5∶2 带鋬鬲 鋬残处 0.8 0.1 87.5 10.4 1.2

473030 M5∶5 鼎 足根 0.8 0.2 0.8 92.9 4.1 1.2

473032 M5∶10 盉 底近足处 0.4 0.4 0.1 83.2 12.4 3.5

473034 M5∶16 簋 圈足 0.4 0.3 0.1 83.0 13.6 2.6

473038 M6∶7 觯 口内毛刺 0.5 0.6 87.0 5.3 6.6

473040 M6∶31 尊 底圈足 0.6 0.6 0.1 79.7 16.1 2.9

473041 M6∶33 方彝
底毛刺 0.5 0.7 80.1 13.9 4.8

底残处 0.7 0.5 84.4 11.8 2.6

473044 M6∶70 鼎 底铸缝 0.4 0.8 0.1 88.9 6.2 3.6

473045-1
M6∶71 簋

近口沿处 0.5 0.2 82.9 1.5 4.9

473045-2 盖毛刺 0.8 0.1 94.8 1.9 2.4

473065 M16∶1 盘 腹残处 0.7 0.4 0.2 83.6 13.2 1.9

473103 M16∶2 匜 足毛刺 0.7 0.6 0.2 78.5 13.6 6.4

473104 M16∶3 圆壶 圈足残处 5.5 0.6 0.8 77.3 13.9 1.9

473105
M16∶4 圆壶

耳铸疣 1.0 0.4 0.2 79.0 14.2 5.2

473066 底圈足 0.4 0.6 0.4 83.3 10.5 4.8

473068 M16∶13 鼎 足铸缝 1.0 0.9 0.7 82.7 10.0 4.7

473069 M16∶14 鼎 足残处 0.7 0.6 1.1 82.3 13.3 2.0

473106-1
M16∶15 簋

盖铸缝 1.5 0.4 0.3 80.8 12.8 4.2

473106-2 口沿残处 0.8 0.7 0.6 83.4 10.5 4.0

473108-1
M16∶18 簋

圈足浇口 0.9 0.8 0.7 82.3 10.3 5.0

473108-2 耳毛刺 0.7 0.6 0.8 80.8 11.6 5.5

473071 M16∶19 鬲 足根残处 0.4 0.9 0.6 87.7 8.0 2.4

473072 M16∶20 鬲 底毛刺 0.6 0.6 0.5 83.3 9.2 5.8

473109 M16∶21 鬲 底铸缝 0.5 0.4 83.5 12.1 3.5

473110 M16∶22 鬲 底铸缝 0.9 0.9 0.5 78.9 9.3 9.5

473077 M19∶1 簋 支脚 0.6 0.5 0.2 83.2 12.7 2.8

473078 M19∶2 簋 耳内残处 0.6 0.4 0.2 77.6 16.2 5.0

473079 M19∶3 簋 腹部 0.9 0.5 0.2 82.3 12.4 3.7

473080 M19∶9 簋 底圈足 0.5 0.4 0.1 82.0 14.6 2.4

473081 M20∶1 盉 足部 0.6 0.3 80.0 11.8 7.3

473082 M20∶2 簋 底面 1.0 0.8 0.3 77.6 6.6 13.7

473083 M20∶7 附耳鼎 足残处 0.6 0.7 0.7 83.9 4.6 9.5

473084-2 M20∶9 簠 残片 0.4 0.5 0.2 84.1 11.2 3.6

473085 M20∶11 立耳鼎 足部 0.5 0.6 82.4 7.3 9.2

473086-1
M20∶12 簋

盖口沿 1.2 0.4 84.4 5.0 9.0

473086-2 底圈足 0.8 0.8 0.2 77.0 8.6 12.6

473087 M97∶1 簋 圈足 0.8 0.9 83.9 1.8 12.6

473088 M97∶2 盘 近口沿处 2.7 0.4 95.9 0.8 0.2

473089 M97∶3 盉 足部 0.7 0.3 86.2 5.2 7.6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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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注：O含量测值高于2.0%的样品，锈蚀较严重。

实验室编号 器物号 器物名 取样部位 O S Fe Cu Sn Pb

473090 M100∶1 簋 耳残处 1.0 0.9 0.1 66.9 12.6 18.5

473091-1
M100∶2 鼎

足断处 0.5 0.5 75.7 12.5 10.8

473091-2 腹残处 1.4 0.6 77.2 12.0 8.8

473092 M100∶10 盘 口沿浇口 0.5 0.4 0.1 83.3 8.9 6.8

473093-1
M1 薄铜片

残片1 0.4 89.2 10.1 0.3

473093-2 残片2 0.3 87.6 11.8 0.3

473024 M3∶6 车軎 残处 1.5 0.6 96.4 0.7 0.8

473025 M3∶8 马衔 残段 7.8 0.4 91.2 0.6

473026 M3∶9 马衔 残段 0.5 0.5 97.8 0.6 0.6

473027 M3∶12 马镳 环残处 0.3 0.5 0.3 95.6 3.3

473033 M5∶14 铃首削 刃部 0.7 0.2 74.7 16.9 7.5

473035 M5∶34 铃 残处 0.7 0.9 71.8 8.6 18.0

473036 M5∶36 兽首削 刃部锈蚀 0.7 0.4 0.1 80.0 11.3 7.5

473094-1
M5 薄铜片

残片1 0.8 0.3 0.3 82.3 14.6 1.7

473094-2 残片2 1.0 0.3 0.1 83.4 12.8 2.4

473039 M6∶14 小铃 铣部 0.4 0.3 0.2 85.5 8.0 5.6

473043 M6∶39 小铃 铣部 0.6 0.5 0.2 80.9 8.8 9.0

473101 M6∶66 铃钟 内铸缝 0.9 0.5 0.2 87.5 6.9 4.0

473046 M6∶149 铃钟 残处 0.5 0.4 0.3 84.4 11.7 2.7

473102 M6∶150 铃钟 铸缝 1.2 0.2 0.3 82.0 14.9 1.4

473048 M6 薄铜片 残片 0.8 0.1 0.1 85.9 10.5 2.6

473050-1
M6 钖

残片1 0.6 0.2 0.1 87.5 10.7 0.9

473050-2 残片2 0.8 0.3 0.1 86.2 12.1 0.5

473051-1
M6 鋂

残片1 0.8 0.3 0.2 81.9 15.7 1.1

473051-2 残片2 0.8 0.7 0.9 80.7 15.2 1.7

473053 M7∶48 车辖 残处 0.5 0.5 1.2 83.9 12.7 1.2

473054 M7∶52 马衔 残段 0.9 0.3 0.2 78.6 18.3 1.7

473055 M7∶92 斧 銎孔 0.6 0.2 0.2 83.3 13.9 1.8

473056 M7∶97 车軎 残处 0.5 0.3 0.3 79.6 17.0 2.3

473057 M7∶99 小铃 残处 0.9 0.5 1.3 82.3 13.3 1.7

473058 M7∶133 銮铃 柄残处 0.4 0.2 79.5 19.8 0.1

473059 M7∶134 銮铃 方銎残处 0.8 0.1 0.2 81.0 17.9

473060 M7∶135 銮铃 柄部 0.7 0.1 80.8 17.9 0.5

473061-1 M7 镞 翼部 0.9 0.3 0.3 79.3 16.8 2.4

473061-2 M7 镞 翼部 0.6 0.5 1.1 78.9 17.2 1.7

473062 M7 圆形扣 残处 0.9 0.4 0.3 77.1 19.1 2.2

473063-1
M7 铜鱼

残片1 0.6 0.4 1.1 78.9 17.2 1.8

473063-2 残片2 0.4 0.6 0.3 83.4 13.8 1.5

473064 M7 鋂 残处 1.0 0.5 0.3 80.5 14.2 3.5

473067 M16∶6 翣 下端 0.7 0.6 0.2 81.3 15.9 1.3

473073 M16∶24 翣 山形边缘 0.7 0.7 0.2 81.3 14.2 2.9

473074 M16 铜鱼 残片 0.8 0.8 0.1 82.2 11.5 4.6

473076 M16 小铃 铣部 0.9 0.5 0.1 83.0 11.7 3.8

473095-1 M16 薄铜片 残片 0.4 0.2 0.2 83.5 13.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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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区间，0.860~0.875称为A类区间，

0.840~0.860称为B类，0.875~0.890称为C类。

2… 夏饷铺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

2.1… 基本规律

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材质以铅锡青

铜为主，个别为锡青铜、铅青铜甚至红铜。

合金成分与器类、制作水平、时代、墓葬等

级等一系列因素均有关系。

夏饷铺M6出土一组铃钟（钮钟）［8］，

3件样品锡含量为6.9~14.9%，波动范围较

大，与同时代的“楚公逆”钟等甬钟情形相

似［9］。成编的钟成分标准化程度低，处于锡

含量逐步上升的过程之中。

夏饷铺墓地青铜容器与其他器类的材质

存在明显差异。容器共检测55件，平均Sn'为
10.3%；Sn'低于7%的低锡器物共14件，占比

25%；高于17%的只有1件，占本次分析容器

整体的2%。容器以外的各类器物共检测40

件，Sn'高于17%的有10件，占25%；仅4件

为低锡器物，均出自M3，为一组车马器“明

器”。若除去此4件器物，其余36件器物平均

Sn'为14.6%，显著高于容器。

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容器较常见低锡材

质，兵器及锻制片饰完全不见低锡材质，车

马器及乐器等则介于两者之间。兵器与锻制

片饰等器类，需要保证锡的加入量、控制

铅的加入量以保证加工或使用时具备合适

的机械性能，实测锡含量多在10%以上，

较为科学合理。容器与部分车马器，对机

械性能要求不高，在合金配比上变动余地较

大，实测锡含量波动也较大，其中低锡器

物比例较高，并且容易发现大多制作较为粗

陋，故而需要进一步比较青铜容器合金配比

与制作水平的关系。

 …2.2… “明器”的材质

两周之际，中原地区墓葬流行随葬明器

化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及南阳夏饷铺鄂

国墓地是目前所见地理位置较偏南的两处实

例。张昌平认为“两周之际前后诸侯国高等

级墓葬青铜器按照制作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生活实用器，铸造较精；二是类似

于实用器，但铸造略粗糙，往往未见使用痕

迹；三是仅具器形的所谓明器，铸造更加粗

糙” ［10］。本文所指的“明器”对应上述第三类

器物。三类器物之间往往没有清晰的形态界

限，须针对具体材料讨论；第三类器物中还

包括刻意设计成无法使用的器物，如器盖与

器身合铸而不做器底的簋、管流实心且无底

的盉。

夏饷铺墓葬随葬明器的现象较为突出，

此类青铜器的锡含量波动很大，并且常常较

低。表2中列举了M6、M5及M20这三座墓葬

出土15件青铜容器的相关信息。其中制作水

平正常的有5件，Sn '均值为11.6%；其他10

件器物制作大多粗疏或十分粗劣，Sn'均值为

7.4%。可见制作水平较好的青铜容器，锡含

量往往较为适中，而制作较差的青铜容器，

锡含量通常偏低。然而外观窳陋的明器与低

锡的合金配比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关联，如

夏饷铺M5的2件明器的锡含量均在12%以上。

综上所述，制作水平较粗糙的青铜容器，合

金锡含量常常低下；但并非制作越粗劣，锡

含量就越低。以目前的数据看，“明器”未

必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减省用料及制作的青铜

器，特定的简陋外观可能是用以表达“示不

可用”等特定的礼制含义［11］。

夏饷铺墓地随葬特鼎或两鼎的小型墓，

皆出有成组明器，为探讨两周之际至春秋早

期明器的材质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成

组明器通常锡含量相近，色调相近，从而呈

现统一的外观，并常是与金黄不同的“素

色”。夏饷铺M3出土青铜容器材质各异，

若以2%合金元素含量作为判别合金类别的阈



40 考古文物研究

值，则M3的2件簋、盘、匜为铅青铜，鼎为

锡青铜，容器以外的车軎及2件马衔甚至为红

铜；但若以合金材质反映的呈色视之，则M3

经检测的所有随葬器物锡含量均低于5%，应

当都是铜红色。（图1左）低锡青铜器及红铜

器在铸造性能方面没有任何优越之处，春秋

初年红铜质器物或许与当时流行的明器观念

有关，质朴的色调与简素的纹饰相表里［12］。

夏饷铺小墓出土明器常与实用器拼凑成

容器组合。实用器的材质未必是低锡的，制

作明器时可能选择特定的合金配比，以求与

实用器的外观呈色相近，以保证构成一组色

调和谐的丧葬器物。表4中列举了M3与M100

两座墓容器的相关信息，鼎（M3∶3）、

鼎（M100∶2）皆饰有清晰的重环纹纹饰，

很可能为实用器。M3鼎的Sn'为2.2%，其余

簋、盘、匜等明器亦低锡；M100之鼎的Sn'

为13.5%，其余明器则均锡含量适中。两座墓

葬明器的材质差异明显，很可能是由于各自

随葬的实用器材质不同，影响了后续制作明

器时合金配比的选择。这一现象有助于探讨

 河南南阳夏饷铺墓地M6、M5及M20随葬青铜容器的制作情况与成分

器物号 器物名 Sn’/% Pb/% 是否为明器 制作粗疏程度

M5∶2 鄂姜带鋬鬲 10.6 1.2 否 正常

M5∶5 柱足鼎 4.2 1.2 否 较粗疏

M5∶10 盉 13.0 3.5 是 十分粗疏

M5∶16 簋 14.1 2.6 是 十分粗疏

M6∶7 觯 5.7 6.6 否，古式器类 较粗疏

M6∶31 尊 16.8 2.9 否，古式器类 正常

M6∶33 方彝 12.3 2.6 否，古式器类 正常

M6∶70 鼎 6.5 3.6 否 正常

M6∶71 簋 1.8 4.9 是 十分粗疏

M20∶1 盉 12.9 7.3 是 较粗疏

M20∶2 簋 7.8 13.7 是 较粗疏

M20∶7 附耳鼎 5.2 9.5 否 较粗疏

M20∶9 鄂姜簠 11.8 3.6 否 正常

M20∶11 立耳鼎 8.1 9.2 否 较粗疏

M20∶12 簋盖 5.6 9.0 否 较粗疏

M20∶12 簋器 10.0 12.6 否 较粗疏

表2

丧葬用器的设计、制作方式及组合、使用过

程，值得深入研究。

……2.3… 随时代的变化节点

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受时代影响

明显。较早的墓葬时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初

年，大多随葬明器，低锡容器也较多。较晚

的墓葬时代为春秋早期，已不随葬明器，亦

不见低锡容器。

在夏饷铺四组高等级墓葬中，年代最早

的是M6、M5组，为两周之际至春秋初年。

M6出土的立耳球腹弦纹鼎，颈部微束、腹底

较平、三足内聚，是春秋早期常见的器形，与

部分西周晚期器物，如岐山董家村窖藏所出善

夫伯辛父鼎较为接近［13］。M6出土的环形镂

图1 夏饷铺M3鼎（左）及M100鼎（右）
基于成分的外观呈色效果渲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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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带饰，与梁带村M502同类器物相似，陈小

三指出后者时当属春秋早期偏早，这类器物在

此阶段十分常见［14］。M6出土一组铃钟，器

钮呈高弧形，钟体瘦长，类似河南三门峡虢国

M2009及山东海阳所见同类器物［15］。

夏饷铺墓地中最晚的大墓是M1，时代

为春秋早期晚段［16］。M1簠斜边下有直壁，

簠盖的长边有双卡口，形态明显晚于无直壁

的簠。M1出土5件列鼎，鼎体宽扁，接近光

山黄君孟夫妇墓所出铜鼎，但纹饰仍为窃曲

纹，年代应稍早于后者；不成列的立耳鼎，

鼎足细高，形态也较晚。M1附耳盘腹饰波带

纹化的交龙纹，这类纹饰在春秋早期晚段至

中期早段多以高浮雕状装饰于壶类。

夏饷铺M7、M16与M19、M20组墓的年代

介于M6与M1组之间，器物均具有较为典型的

春秋早期风格。其中M20年代稍早，整体风格

与M6、M5组器较为接近，M20之鄂姜簠，矩

足下与口沿间为斜面，无直壁部分，是较早

的形态［17］。M20仍以盉与盘相配，至M19、

M16等墓已不见盉，水器均为盘、匜组合。

M19之鼎腹饰垂鳞纹、簋耳略向上耸出等特征

普遍晚于M6组墓。立耳鼎（M16∶12）腹部

已装饰较为粗疏的窃曲纹，同墓的圆壶也相

对矮胖，应又晚于M19组墓。故而易知夏饷铺

自M6、M19、M7至M1，四组墓自早至晚由西

向东有序排列。

夏饷铺大中型墓随葬铜器的合金配比

随时代逐渐变化，容器的平均锡含量不断升

高。（图2）低锡容器在第一组墓（M6-M5）

中比例高达44%，至第二组墓（M19-M20）

下降为30%，至第三组（M7-M16）及第四组

（M1）已完全不见，变化的节点正是第二组

墓（M19-M20）。在后两组墓中，即使是铜

鱼、铜翣这些明确的丧葬器物，锡含量都较

高；夏饷铺M7出土的铜鱼、M16的铜翣，含

Sn均在13%以上。故而春秋早期早段以后，

低锡青铜容器与明器大致同时消失。夏饷铺

M3、M100等出土容器的小型墓位于墓地最东

部，空间位置及时代均与第一组墓相近。随

葬明器及低锡铜器比例较高，可能与这些墓

葬时代偏早有关。

夏饷铺M3及M100青铜容器材质与外观的关系

器物号 器物名 Sn’/% Pb/% 明器化程度 外观呈色

M3∶3 鼎 2.3 0.5 非明器

铜红

M3∶1 簋 0 5.7 明器

M3∶2 簋 0 8.1 明器

M3∶4 盘 0 7.7 明器

M3∶5 匜 0.3 4.4 明器

M100∶2 鼎 13.5 8.8 非明器

橙黄至黄白M100∶1 簋 15.8 18.5 明器

M100∶10 盘 9.7 6.8 明器

表4…

图2… 南阳夏饷铺墓地青铜容器锡含量箱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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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者为多，而区别于前后足龙首皆同向或后

足不饰龙首的周边地区。

两周之际至春秋初年，汉水以东的曾国

青铜器及淮水上游养国、黄国青铜器，少见

成组低锡容器，亦不随葬明器［19］。南阳夏饷

铺集中出土成组的明器，与洛阳润阳广场、

平顶山滍阳等墓地情形相似［20］，是目前分布

最南的实例。反观南阳以东、以南的曾及淮

夷诸国，虽然青铜器风格深受周文化影响，

却似乎并未接受明器的丧葬观念，合金配比

与器物组合同南襄盆地及以北地区仍有一定

差异。

3 夏饷铺墓地出土金属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3.1 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高度一致，207Pb/206Pb集中在0.864~0.867，各

等级、各时段、各文化因素的器类均未观测

到显著差异。

夏饷铺出土有铭鄂国青铜器的铅同位素

比值均相似。牟笛所测的M19壶（即墓中成

对的“鄂侯作孟姬”壶之一）［21］、本文新测

的M16“鄂伯原”鼎、M5“鄂姜”簠及M1“鄂

侯作夫人”鼎等，结果均十分相近，是春秋

早期常见的A类比值，说明鄂国不同贵族作器

均利用同样的铅料资源。

夏饷铺年代最早的M6与最晚的M1，比

值都属于A类，表明鄂国应用的铅料在两周

之际至春秋早期没有发生变化。M5所出的

铃首削，有北方系青铜器特征，比值也是A

类［22］。本次另测的M3的2件低锡青铜容器，

其中鼎为锡青铜，簋为铅青铜，但铅同位素

比值基本相同，表明中小型墓出土的这类低

锡容器，在铅料上没有特殊之处。…

3.2… 锡器的铅同位素比值

夏饷铺M6的锻制铜片上有银白色金属

质穿扣，经取样及SEM-EDS分析知为近纯锡

夏饷铺第二组墓发生的从器物材质到类

型的一系列变化，应与周文化及汉淮本地文

化因素的消长有关。两周之际高等级周文化

墓葬随葬礼器以成列的鼎簋为核心，常伴有

制作粗糙“明器”及尊、方彝、爵、觯等具

有古意的酒器组合。在夏饷铺墓地中，器物

形态较早的M6、M5、M20均随葬明器，M6

还随葬尊、觯和方彝，整体文化面貌与西

周晚期关中、洛阳等地非常相似。而自M19

起，汉淮本地的文化因素逐渐增加。首先

是弃用“示不能用”的明器而随葬较为“仿

真”的行器，后者在汉水以北及淮水上游相

当多见［18］；其次是出现了折肩鬲、四足匜

（图3）等新的器形器类。淮河上游淮夷诸国

普遍随葬折肩鬲及足部饰相对龙纹的四足匜。

（图4）可见夏饷铺墓地随着时代变晚，在文

化上逐渐体现出受到东南邻近地区的影响。

春秋早中期淮水上游地区的四足匜，足

部多加饰吐舌龙纹，并且尤以前后足龙首相

图3… 南阳夏饷铺铜匜（M16）

图4… 信阳杨河番昶伯者君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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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样品经打磨去表面锈层后露出白亮金

属基体，以ICP-AES分析，含Sn…98.3%，含

Pb…0.5%，可知铅为金属锡中固有，而非墓葬

环境污染。锡中的微量铅，一种可能是来自

冶炼锡时引入的共生杂质，则指示锡料来源

于南方；另一种可能是纯金属熔炼制器时引

入，则反映两周之际铸铜作坊所用金属原料

的广泛共性。

M6锡穿扣的208Pb/206Pb为2.116，207Pb/206Pb

为0.859。锡器样品并不在夏饷铺墓地青铜器

样品的分布范围内，也与西周时期山西等地

出土的锡器比值不同［23］，（图5）湖北江陵

纪南城陈家台战国锡锭［24］、中原及南方地区

两周之际部分青铜器，如晋侯墓地M64多件青

铜器及日本泉屋博古馆藏…“楚公家”钟的比

值皆与此样品近同［25］，可供参考。

4 总结

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材质以铅锡青铜为

主。对机械性能要求较高的器类，锡含量始

终较高；对机械性能没有显著需求的容器，

则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异。低锡青铜容器在两

周之际较常见，其后逐渐消失，带动器群的

平均锡含量不断升高。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

值十分集中，从各角度均观测不到系统差

异，体现了公元前8世纪鄂国所用铅料的高度

共性。

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科技分析数据

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研究层次。经典的类型学

方法可以从铭文、形制、器类组合等不同角

度观察器群，科技分析数据也是如此。春秋

早期，以中原与汉水流域为中心，各地青铜

器铅同位素比值高度一致，反映金属资源层

面的广泛同性，南阳夏饷铺正处于南方铜、

锡原料向北转输的重要孔道，是广域金属流

通网络中的一环。合金材质则发生了低锡铜

器由盛而衰的变化，通过低锡青铜器尤其是

低锡明器分布区域的进退，可以看出南阳地

区与北侧的中原及东南侧的汉淮之间地区在

合金技术及丧葬观念上的亲疏变化。

夏饷铺所出两周之际青铜器的合金技

术面貌，与中原各地相当接近，体现西周晚

期文化的强烈影响，或许与宣王时期姜姓申

国的封入有关。进入春秋早期，汉淮之间地

区常见的折肩鬲、四足匜等器物逐渐出现在

夏饷铺墓地，明器组合消失，低锡含量的容

器不再出现，表明鄂国青铜器同汉淮间地区

的联系不断加深。夏饷铺出土青铜器所见技

术与文化的变迁，是春秋初年南土各国的缩

影，连续而细致地展现了典型周文化青铜风

格开始异变的清晰过程，也对认识汉水流域

曾、楚等国礼制特征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图5… 南阳夏饷铺墓地金属器样品铅同位素比值及相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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