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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长 清仙 人 台 墓地 出 土 青铜 器 以 铅锡 青铜 为 主要材 质 类 别 。 春秋早 期 至 中 期 之初

，
仙 人 台 Ｍ３ 、 Ｍ２ 及

Ｍ６ 青铜 器 的 铅料 与 同 期 中 原 、 汉 淮 地 区 一 致
；
中 期 中段

，
仙 人 台 Ｍ４ 青铜 器 开 始 应 用 来 自 长 江 中 游 的 新 的 铅

料
，
仍 与 中 原 各地基本 同 步 。 仙 人 台 春秋诸 墓 见证 了 春秋青铜 器 的 第

一 次铅料 演 替过程
， 并 可 确 定新 铅料 的

广 泛 应 用 始 于仙 人 台 Ｍ４ 阶段
，
对研 究 先 秦金属 流 通模 式 及 东 周 青铜 器 断 代 具 有 重要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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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人台墓地位于山东省济？市长清区 ： 擊＃ｆ山地

西部 、 古济水流域 。 墓地 自 １ ９ ７５ 年发现以来 ， 共发掘

清理 ６ 座墓葬气 眺我台 駄ｉ 出 有
“

攀
”

铭爾葷 ， 任梢

宏据此＿断 仙 人合 当 为華国贵鐵慕地
？

。 仙 人含 Ｍ ６

等级较高 ， 或＿ 国 国君＿
；

Ｍ４ 与之并穴 ， 可能为

Ｍ６ 的 夫 Ｊ＾？
。

他人合出 土 的青铜繼數量丰富 ，ＭＥＴ春鞔早 中

期青霸舞馬格 ＿ｌｔ变与 Ｅ域特色 的形成过程 其 合

金 ！４＿衰＿＿也具有重醫聚究价值 。 ２００ ６ ２００？

年 ， 北＾ｆ技大学受 山东大学齊托 ， 对 仙 人合墓地 出

土青儒｜善进行了成分拿１秀蚀 的相 关分析？
， 初步＿聽

仙 人合各■青铜器 的材 菌以铅锷青＿ 为 主 ， 兼有 少

本研究得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２０ １ ９Ｙ ＦＣ １ ５ ２０２０５

） 、 山 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 目
（
２ １ ＲＷＺＤ０５

）
资助 。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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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宇ｆｆｆｆ
５铜 。 为进

一

步了解仙 合墓地青獨顯錯料资

＿珅 历时性变化 ，

２ 〇 ｉ ９ ４〇２〇 年 ， ■會选取 ｉ３ 件青

＿样 品 ，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較科技嘗古实验

室完成铅 同 位＊仕 直潤定 。

一 分析条件及结果

青铜器样 品 由 北京科技大爭料技史与文牝遗 产

研究ｆｅｆｉ播龟鏡联 用癒谱＿傷成分數据 ？
， 列 于表

＿

。 铅 同 位素样品以王＊加热溶解 后 ， 以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ｆｉ枝考古实验室 Ｐ
ｊｗｆｉ

ｇｙＳＲＢＣ 型 电感纖

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 （
ＩＣＰ

－

ＡＥＳ
） 测定溶液铅 含

量 。獬齡 至 Ｐｂ
２ ＋

腐度低于 ０ ． ５ｍ
ｇ
／ ｌ

。 向黑中加Ａ

Ｏ ． Ｓｍ
ｆ
ｄ 的 １站 ＜５ ４ 溶液作为 内标

？
。 铅 同 位素 ０５＿＿

定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 间学院造山管 与地壳＿俗讀

育部重点 实验室 的 Ｖ ＣＳ Ａｘ ｉｏｍ 型 多蠻受双＿＊警 离

子质谱仪（Ｍｆｒ
－

 ＩＣＰ 

－

ＭＳ ） 上完成 ， 列于表二 ^

表
一 长清仙人台墓地 出 土青铜器元素含量

（
质量分数 ／％

ｙ

？

器物号 器物名 取样部位 Ｃｎ Ｆｅ

Ｍ２ ：２ 鼎 足部 １ ， ３

Ｍ３ ： ｌ 鼎 底范缝 ６ ５ ． ３ １ ５ ． ２

Ｍ４ ： ｌ ｌ 壶 盖残片 ８ １４ １ １ ． １

Ｍ４ ： １ ２ 鼎 腹部 ８０ ． ８ ８ ． ６ Ｗ ． ５

Ｍ５ ： ７ ５ 舟 盖残片 钆 ６ ｎ ． ８ ０ ． ３

Ｍ６ ：３ 鼎 底范缝 ７５ ． ８ １ ４ ． ４ ， Ｓ ０ ． １ ０ ． ３

Ｍ６ ： ５ 鼎 腹残片 ５ ５ ． ６ ３３ ． ３ ０ ． ８ ２ ，
０

Ｍ６ ：７ 鼎 足底补铸 ＿ ８ ． ！ ０ ． ３ ？

Ｍ６ ： ２９ 叢 口 沿 １ ５ ． ５ ５ － ？ ０ ． ７

Ｍ６ ： ３ １ 壶 底边缘 ８３ ． ８ １ ２ ． ４ ０ ． ７

Ｍ６ ： ４４ 小 甬钟 残片 － 烈 ？．７

Ｍ６ ： １ ８ 盘 庳部 ６７ ． ０ １ ４ ． １ １ ７ ． ４ １ ．４

表二 长清仙人台墓地 出土青铜器铅 同位素 比值

分析编号 器物号 器物名
＾
Ｐｂ ／

＾
Ｐｂ

２０８

ｐｂ ／
２０６

ｐｂ
２０６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２０７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２０８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１ ９０２２８ Ｍ３ ： ｌ ／ ！

＇鼎 ０ ． ８６４２ ２ ． １ ２３ １ １ ８ ． ００２ １ ５ ． ５ ５ ８ ３ ８ ． ２ １ ８

１ ９０２２６ Ｍ ｌ ： ３７ 甲泡 ０ ． ８６ ５７ ２ ． １ ２７３ １ ７ ． ９９３ １ ５ ． ５７ ８ ３ ８ ． ２７７

１ ９０２２７ Ｍ２ ： ２ 鼎 ０ ． ８６４９ ２ ． １ ２９８ １ ７ ． ９ ８８ １ ５ ． ５ ５ ８ ３ ８ ． ３０９

１ ９０２３２ Ｍ６ ： ３ 鼎 ０ ． ８６ ５４ ２ ． １ ２ １９ １ ８ ． ０３９ １ ５ ．６ １ ０ ３ ８ ． ２７８

１ ９０２３３ Ｍ６ ： ５ 附耳大鼎 ０ ． ８６ ５ ８ ２ ． １ ２０８ １ ７ ． ９９３ １ ５ ． ５７９ ３ ８ ． １ ６ １

１ ９０２３４ Ｍ６ ： ７ 立耳大鼎 ０ ． ８６ ５４ ２ ． １ ２４０ １ ８ ． ０００ １ ５ ． ５７７ ３ ８ ． ２３３

１ ９０２３ ５ Ｍ６ ： ２９ 圆壶 ０ ． ８６８３ ２ ． １ ３ ３０ １ ７ ． ９ １ ２ １ ５ ． ５ ５ ３ ３ ８ ． ２０３

１ ９０２３６ Ｍ６ ： ３ １ 施 ０ ． ８６ １ ９ ２ ． １ ２０７ １ ８ ． ０６ １ １ ５ ． ５６ ８ ３ ８ ． ２９７

１ ９０２３７ Ｍ６ ： ４ １ 甬钟 ０ ． ８６ ５２ ２ ． １ ２２０ １ ８ ． ０ １ ３ １ ５ ． ５ ８ ５ ３ ８ ． ２２４

１ ９０２３ ８ Ｍ６ ： １ ８ 盘 ０ ． ８６６ １ ２ ． １ ２ １ １ １ ７ ． ９ ８３ １ ５ ． ５７３ ３ ８ ． １ ４４

１ ９０２２９ Ｍ４ ： ｌ ｌ 圆壶 ０ ． ８４６０ ２ ．０９７９ １ ８ ． ６０８ １ ５ ．７４３ ３９ ． ０４０

１ ９０２３０ Ｍ４ ： １ ２ 立耳鼎 ０ ． ８ ５４７ ２ ． １ ０９５ １ ８ ． ２ ５９ １ ５ ．６０６ ３ ８ ． ５ １ ９

１ ９０２３ １ Ｍ ５ ： ７ ５ 舟 ０ ． ８６２２ ２ ． １ １ １３ １ ８ ． ０ ５４ １ ５ ． ５６７ ３ ８ ． １ ２２

为 便于讨论 ， 本本将铅 同 位寒ｔｂ霞常 ，见Ｅ 间 分 ；ｔ

三类 ， 以
＊
＾６严Ｐｂ 记 ， 可将 ０ ． § ６０

￣

０ ．灯 ５ 间记作 Ａ 类

区 间
，
０Ｊ４６

￣
＜ｅＪ＿ 的 记作 Ｂ 类 ，

０ ．鲂 ５
￣０ ．＿３ 间 记作

Ｃ 类 。 若以
３

对
２

．图 ， 则 Ａ 类区 间

居 中 。

二 仙人台墓地青铜器铅资源 的

历时变化

１ ． 仙人合诸墓 的年代

仙人合墓地 的年找跨度￥突长 ， 各墓隨葬器物ｆｔ年

代特 怔清晰 ， 是海 岱地Ｅ 重要 的 春秋Ｗ＿？性墓

地 。 仙爲台墓地六國爾 墓 中 ， 居于东 南 的 Ｍ３ ： 年

■早 ， 其軟是并穴 合葬寒 Ｍ １ 

－

Ｍ ２ 麗Ｍ６
－

Ｍ４
， 西北

侧 ＿
＊

Ｍ ５ 与補Ｊ述五座墓葬 晚 。

仙人合 Ｍ３
＿铜鼎饰重 ｆｆＪｔ及垂鞞 此类纹

饰组 合 不见于西 茼＿器 ， 类 似 的 立耳鼎如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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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仙人 台 出 土春秋早 中 期青铜器 图 二 仙人台 出 土春秋 中 期 青铜器

铅同位素 比值及相关 比较 铅同位素 比值及相 关 比较

时代 地点 器物号 器物名
２〇６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２〇７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２〇８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数据来源

邹城栖驾峪 ９６６ 雷 １ ８ ． ０２９ １ ５ ． ６ １ ６ ３ ８ ．３３ ４

邹城栖驾峪 ９７２ 平盖鼎 １ ７ ． ９６ ５ １ ５ ． ６ ５ ５ ３ ８ ．４ ５ １ 本文

春秋早期 邹城栖驾峪 ９０３ 射南簠 １ ８ ． ０３ ６ １ ５ ． ６ １ ９ ３ ８ ．３４ １

枣庄东江 Ｍ２ ： ｌ ２ 鲁酉子簠 １ ８ ． ０ １ ９ １ ５ ． ５７７ ３ ８ ．３０９

枣庄东江 Ｍ３ ： ｌ ３ 邾公子簠 １ ８ ． ０２０ １ ５ ． ５ ８６ ３ ８ ．３３ ６

滕州薛故城 Ｍ ｌ ３９ ： ２８ Ｉ形舟 １ ８ ． ０６２ １ ５ ． ５７９ ３ ８ ．３０７ 张吉

滕州薛故城 Ｍ ｌ ３９ ： ３４ 盘 １ ８ ． ０９ ８ １ ５ ． ５７ １ ３ ８ ．３６７ ２０２ １

滕州薛故城 Ｍ ｌ ４７ ： ５ 平底敦 １ ８ ． １ ８６ １ ５ ． ５ ８８ ３ ８ ．３７２

曲阜林前 Ｍ７ ｌ ３ ： ｌ ２ 齐公子Ｉ １ ８ ． ０８７ １ ５ ． ５ ８ ５ ３ ８ ．３３ ２

春秋中期
沂水纪王崮 Ｍ ｌ ： ５ ２ 华孟子鼎 １ ８ ． １２ １ １ ５ ． ５ ８３ ３ ８ ．３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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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村 ＭＳ０２ 鼎 ， 陈小三详细论看冥年化为 春秋早期偏

早？
。 仙人合 Ｍ２ 出 土附耳折沿鼎 ＾腐部亦饰垂縛纹 ；

Ｍ ｌ ． 觀散出 的 立耳鼎 ；

，＆＿：爾＿高 ， 足尖外撇＾形制均稍

晚于 Ｍ ３
． 鼎 。 故 Ｍ ｌ 至 ，Ｍ３ 三墓均 为 春雜早期 。 仙 人

合 Ｍ ６
，
朱 凤麟金为春薇早期修晚至 中期初？

；
仙 人合

Ｍ４
，＆ 剑锋定養 ｜

“

进Ａ春秋 中期甚＿＿阶貧％鲁

甚为 妥 当 。 可见 Ｍ６ 与 ＪＭ４ 虽 然是并穴 的 夫妇墓 ， 但

随葬瘌鐵ｆｔ年代？有一定间 隔 。 （Ｈｉ人合鉍５ 的年代 ，

学界一廳食ｆｔ 春秋 中 期偏＿威春糧 期偷早 。 冯峰

系统分析了 仙 人台 ＭＳ 前 后器群 的组 合 与形 舖＿化

特 怔
， ｆｔ扭 ＭＳ瘍＿壶 为平底 ， 当 早于具 圈足 的 公子

土折壶 ， 后者 的年代下限翁公元前 ５ ３ ９ 年？
。

以上 简要讨驚了 合各餐器墓 的年代特怔 ， 仙

人台六＿器墓 自 公元前 ８ 世纪 中 叶至 公元前 ６ 世

親前半叶 ， 时代藉度近两个世纪 。

２ ■ 仙人 合诸囊的铅鸾顏特怔

仙人 合墓地青＃１釣材质以铅锡青響为主 ， 铅 同

位素比 值主粟＾旨示铅料的 信息 。 慕地 中较早 的墓葬 ，

如春秋早期 的 Ｍ３
．

、
Ｍ １ 、

Ｍ２
， 及春＿ 中 期之初電 ，Ｍ６

，

铅 同 位素比 值 为 六 类
４
春秋 中 期翁睡阶段 的 Ｍ４

， 比

值则Ｉｒ Ｂ类 。 年代最晚 ０ｔ Ｍ ５ ， 本次＆修测
一

件編舟 ，

比 值为 ！￡轟 ］Ｋ  ：＆ 类 。 仙人合震通奮擬器 的铅料存在

由 Ａ 到 Ｂ 的＿愈 ， １＾ 的节点介 与 ＪＨ４ ．乏间 。

春秋早期睿ｆｇｌｌ 的铅 同 位素比 值＿集 中 ， 春秋

中期 即腾１１ ）秀散《Ｍ４ 测翻的两伴 》 类 比 值器物中 ，

編 ： １ １ 圆 壶距 八 ＿：
比值 区 ＿麗鐘 ，

Ｍ４ ： Ｉ ２ 立 耳禀＿

距 Ａ 类区 间＿截 ；８

三 海岱地 区春秋早 中期铅资源 的变迁

春鞔早聽 中 原敌鱗隹各地青铜擧 的 铅 同 位素比

表三 海岱地 区春秋早 中期青铜器铅 同位素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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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美 国赛克勒博物馆藏部分春秋早 中期青铜器

值高度
一

威 。 三门峡虢 国墓地？
、 曲 沃晋侯墓地 、詹１日

宣＿１蠢？ 国墓地等 出 土青铜韉 ， 均以 Ａ 类 为 主
？

。 在

河 南荥阳官庄遺址
，
发现了春秋早期锌锯＿嬸渣及

钽块 ，
其铅 同 位素比 ■均为 表蠢

？
。 海岱地Ｅ 目 前最

早 的 春秋青铜器 即 是 仙Ａ 合 Ｍ３ 立 耳鼎
，

》
Ｐｂ ／

？
Ｐｂ

为 Ｏ ．Ｓ６４ ｄ 在泗愈輸域 ， 年代穆騰Ｍ ｌ 枣庄东江 Ｍ２ 、 Ｍ３

及邹域栖驾 磨器 ， 比 值布为 Ａ 类 （表 三 ） 。

春敢早 中期之际至 中期之初 ， 海访地Ｅ青爾器开

始遂渐偏离前
一

阶緣 的 比 值范 围 。 １人 台
＊

Ｍ＆３ １ 方

壶 的 卿ｂ 为 １ ８６％：｜｜＃｜＿时＿稍晚 罐ｐｆ 卜＿^

裏胸阜雜翁 ］Ｖｆ７ ｌ３ 祈出爾＿ ，

２ 。 ７

！％声眺 集 中

于 ｉｌ ８６Ｏ
￣

０ ． ｇ６ａ 之 间 ？
 ，
已 丨｜离 春秋 早 期最 常见 ＿

０細娘航 丨 比值范 围 。 在这
一

阶段 ， 江汉地区开始 出

＿ 飪 类■料 ， 釦随州枣橄棘 Ｍ侧＿ 公求鼎 及 甬钟 ，

２ 。

馳／
？
麻 分别 为 ０ ． ８４４ 及 ０ ． ８４６

：

，
变化棧■■搋Ｒ更

为 明显
？

。

春薇中 期 ， 中 原及汉淮 、海＃各地青铜器普遍刺

用 》类鶄
，
出现铅资源 的更替 。 Ｂ 类比 值 的青铜器在

江汉地区麗于姻羊黄邊獻 Ｍ３５ 、 襄阳沈岗 ：Ｍ ＫＲ２ ：１

桐柏钟 ？鼓堂？
， 在豫中 ｉｆｔＥ见于新郑兴弘花晴 Ｍ １ ２ １

；！ 
Ｍ４２ 等墓

？
， 在晋南地眞见于隰县瓦窑坡Ｍ３０續》

。

与仙人台 ］ｖｗ 大载词期 的沂水纪王ｇ ｊ
ｖｎ

，
比繼餘为

分散 ｊｔ中华孟子鼎 、江 伯之孙１贯耳壶等有铭器 的

比 值与 仙 人 合 Ｍ＆ｉｓａ： 、 浴缶 、平盖鼎 、华盖铺等成列

爾棄蕭与 仙 人合 Ｍ４ 相近 ｉ 图
一

）

《
，
显＿尊级器靜

来源 的复杂性 。 春秋 中＿晚ｉｒ
：霞 ，海 岱地ｅ典型器

□枣庄徐■ 
Ｍ ｌ铅同 位焉比 值完全处于 Ｂ 类ｅ 间

内 ， 其 中 的宋公闺器与钵汉地区 有铭逢 、 曾铜器 ６ｆ￡ｂ

值相 同 （ 图二 产 。

春输中＿＿之际 ， 仙入台 Ｍ Ｓ青鎌舟 的Ｓ ：料Ｗ乎

又回■舂歡早期 的比憧亀Ｍ内 ， 与 Ｍ ３ＶＭ６ 傭＿敎为

接涯 《 他人 ＃ ＞１ ５篇雜ｆｔ品仅有
一

件 ， 尚菴以判断

盛＿铅资源 的愈＿ 怔 ， 仍有 Ｉｔ更多檢擁工作 ， 但根

据 昌 ％都北墓地曹铜器 的相 关研究 ， 春教晚期齐地确

有较高比■ 的 Ａ ■铅与新出现 的 Ｃ 类铅并行使 用气

？仙人会墓地青掃器 的 ；極 吉權可以初步总 会Ｓ

海 ？地Ｅ 春秋早 中？青概器铅资藤的演替规 津 。 相

关认识亦可 由 传世 、 Ｉ織青領器＿｜＾得到印证 。 美

国寿哀勒博物馆＿部分青铜器可■来 自 春秋早 中 期

的 淮沂泗地区 ， 齐麗＜ Ｔ ．Ｃｈ ａ ｓｅ
 ）进行了成 分及铅 同 位

素研究＿ 表 四 ） 。

魏克勒龜 ４０Ｖ ■ 鬲 束颈＿ 肩泰裆 ；
Ｊ

｜ＭＫ 图 三 ：

１ ）
，
形制类 似安丘部 山 贾孟及 １

丨＆奸 中 洽沟 鬲 ？
， 其锒

料为 Ａ 类 ， 可以据此了傭莒地趨隹泗下游地Ｅ 春秋

早期青铜器 的语變
＇

凝特怔 。 薛侯盘＜ 
１ ９９Ｖ ． 图 三 ：

２
） ，

比 值亦 为 Ａ类 。 年 代痛＿于此 的器物
３
则如 仙入 合墓

進一样 发生了Ｓ料＿ Ａ 向 Ｂ 的变化 ＆ 嘉子孟赢缶

＜
２４Ｖ ， 图 三 ：

３
）
比值介于 Ｂ

、Ａ 类■！］ ， 与纪王 崮贯耳

壶等衝器相近 。 徽＿文兽面纹立 耳大鼎 （
２ ３ １Ｖ ， 图

四 ） ， 郎剑锋指出其与肝韋刘家 店子 Ｍ ｌ 飼 类器＿十

分相 似 ， 应 当 具有类 踩的时代及地域背Ｗ
５

。 此馨材

质 为铅锡青铜 、 比 值与 仙 人合 Ｍ１ １ ２ 立耳鼎非常變

近 （ 图 五 ） 。

上述三类辑蜜顴中
，

Ａ 类 比 值对应 的 第料可藤＃

自 鄂东 南翼＿西北地区
？

， 远＿ 

Ａ 的 Ｂ 类 比厲所对应

的铅料可觀漆 自 湖 南 南部 ， 尋＿ 
Ａ 的 Ｂ 类 ｔｔｉ愼对应

的 ？料可龜来 自 皖江庐罐讀区 。 湖 南 南部論雜丰富

的锡矿资滅 ， 张吉认 ：为 此Ｅ滅出 产 的 铅可能是
一

类

表 四 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部分春秋前期江淮沂泗风格青铜器铅 同位素 比值

器物号 器物名 铅含量 ／％
＾
Ｐｂ ／

＾
Ｐｂ

２〇７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２〇８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比值类型

砸 交龙纹鬲 １ ７ ． ９ ８２ １ ５ ． ５ ８０ ３ ８ ． ２９３ Ａ

１ ９９Ｖ 薛侯媵叔妊襄盘 １ ３ ． ５ １ ８ ． ０９３ １ ５ ． ６０ ５ ３ ８ ． ３４ ８ Ａ

３Ｗ 嘉子孟赢蕾 １ ８ ． １ ７ ５ １ ５ ． ６２０ ３ ８ ． ４３ ３ Ｂ Ａ 之间

２２ １Ｖ 散螭纹大鼎 １ ８ ． ２４８ １ ５ ． ５９ ５ ３ ８ ．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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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赛克勒藏大鼎

（

１ ９９Ｖ
）

图五 仙 人 台墓地青铜器铅同位素 比值

及相关 比较

与 宇寒相伴 的 、 质坶ｆ交好 的 金 ， 其在春秋 中 期

霉鐘￡行与＿ 国 的 兴起有密资联系 ， 在春秋 中＿期之

际 的消退也与 楚 国勢力＿退存在关联 。 皖江地Ｈ

偏密源丰富 ， 伴 随鲁铜陵 、 庐江＃地編业 嫌开发 ， 皖

江型链对龜与之相伴 向此流通 。 在春秋早 中 期 的＿

北地Ｅ ， 青擬器与 皖江沿线及鐘 ｛ｆｉ：＿部都ＩＩ有较多

共性 ， 形成了玄ｆｔ互动 的连贯福宣 。 ■補＿１出 ：刘

家 店子等海 岱地区 春秋 中 期重要器＿中 ， ＿篇＿

文化因 素气 据安犧极阳杨市来龙 岗等春秋器爵的 研

究 ， 相 关青ＩＩ器 的 铅料与 仙 人合 Ｍ４ 蒸 ＆嘉子缶等器

相近 ？
Ｖ也与 處ｆ工泥河 、

，

：ｆｔ山 等地现代矿 山 地 质纖 ：据

一

致气

在春秋早 、 中 期 ， 江淮地ｅ 是长江中ｎ＿料商

北转
＇

输怕孔 ；蓴＆其 中 也伴厅夢种辑 、锡 资源 ， 故而 传

世曾 伯參簠有
“

寓霉淮擊 金道锡行
”

的 内容？
。 而在

ｉｉｃ 中 期之初 ， 伴随齐 国霸业 的盛极而衰和鐘的 不

断兴起 ，
大 国 在准水靡《 的矛盾也每于尖锐 。 备元前

？ §
＃聲Ｘ虞 ， 前 ６４ ５ 年雜脾．于娄林，Ｈ

６４３ 年齐 、

徐 为报娄林之．役 ． 讨伐叙附于楚 的褰氏 。 也就在 公元

前 ６４３ 年 ，聲稼癌義 ，
齐 国 大乱 ， 數年 成 公餘 ， ，人 楚

朝见 ，楚成王
“

賜之金
”

， 并葡ｆｅ 不可 用 于铸通兵器 。

在此过程 中 ， 长江 中 游出 产 的贵重金属物
？

料是＿经

略中 原 、拉拢与邦 的重要手段 ８
． 海岱織Ｅ意生于春ｆｔ

中 期偷早阶農勸 金麗资源更替 ， 可能即与 上述 历史

背景有关 。

四 总结

偉爵仙 人 合墓地多摩解器墓 ， 为了酵海 岱地ｍ春

軟封期青铜器？源特 怔提 供了难得鶬 ｔｆ料 。 春秋

早期至 中 期之＿ ， 仙人＃ 
Ｍ ３

、Ｍ ２ 及 Ｍ ６ 青＿■ 的 徵

料与 同 期 中 原 、汉乘媸Ｅ
—

＿ 。 春秋 中 期偏＿阶段 ，

姐｜人 合 Ｍ４
＿

？

顧开始与 中 原 、汉淮各地 同 步应 用新

的 来 自奪＿地区 的纖料 ｇ
春秋 中 ８１期之 仙人合

Ｍ ５ 青猶囊 的 铅料可能叉 回 复 为 春秋早期 的 类型 ， 可

能重新利 用 产 自鄠杂爾的鐵料^

在春秋 中 期之初 ， 莾 国结束霸业 ， 长江 中 游 的 铅

靈 随謹匡［ｆｔ治＆为？ 北上与东进 ， 迅建进入

中 原与猶＿各地 ， 但随着春ｆｔ 中 期 雙 国 的衰落 此

＿＃及料韵 丨£ 夏又＿ ？崔縮 回 南方 。 仙 人合春稍 ：蕾嘗

Ｍ正了春秋青铜器 的 筹
一

次 铅資藤■替截程 ， 并且

可以 日月腦＿ 南类铅縣广泛应 用 的歡 间 节点处于仙 人

台 Ｍ６ 与 Ｍ４ 之间 ， 对研究先秦金属罐籠模處聚东 周

青铜爾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

① 大学考古 系 ： 《 山东长清县仙 人 合 ＪＳ
ｆ
ｔ墓地 》 ，

《考 古 第 ９ 期
； ｂ ． 山东大学 历 史 文化学 院＿古 系 ：

《长清仙人 合 五号墓发掘 简报
：ｈ ＿魏 年第 Ｉ 期 。

￥ ）任穩宏ｒｆ 山东长清县仙 入合 周代墓地减應幾醒初

探
｜ ， 《考古 》 ｉ？ｉ 年第 ？ 期 。

③ 山东大学历 史 文化学 古与＿馆学 系 ： 《 山＿

＿
＊

＆！青 丨ｔｏ 合 周代墓地 鉍４ 发掘 简报 》 ， 《 ：＿ 》 ３〇 ｌｆ ｜ｊ第 ４

④两墓部分襲 ．１鑛斜见 山东大学＿古学 系 、 山东大学

博物ＯＴ ；ｓ ｜
山东大学文物精藤鍾 图集 中 日 ？ 本 〉 鲁

书社 ，
：

２００２年
； 方辉主 舞 古神導 》 ，

青 岛趙版社 ，

２０ １６

年 。

⑤赵凤？ 、 李 秀辉 ： 《 山东仙 人 合郝 国青铜 ＩＩＰ初步研

究 》 ，
西北大学 文博学 院等 编 ｜＊物 保护和科技考 古 》 ，

第

８

８

８

３



３



３



２０２２ ． ０５

６ １
？

６ ５ 页
，
三秦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⑥赵凤燕 ： 《仙人台郝 国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分析与

研究 》 ，
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２００７ 年 。

⑦崔剑锋 、吴小红 ： 《铅同位素考古研究 ： 以 中 国云南和

越南出土青铜器为例 》 ， 第 ５７ 页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年 。

⑧部分器物号在整理后 有变动 ，
如 Ｍ２ 鼎器物号原记

作 Ｍ２ ： ２２
，

Ｍ５ 舟器物号原记作 Ｍ５ ： ３０
，
已根据简报核对调

整 。

⑨陈小三 ： 《韩城梁带村墓地三题 》 ， 《 中 国 国家博物馆

馆刊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３ 期 。

⑩朱凤織 ： 《 中 国青铜器综论 》 ， 第 １ ６７７
？

１ ６７９ 页
，
上海

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冯峰 ： 《鲍子鼎与鲍子铸 》 ， 《 中 国 国家博物馆馆刊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７ 期 。

？魏强兵 、 王鑫光 、李秀辉等 ： 《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青

铜器 的材 质 与矿料来源分析 》 ， 《有色 金属 （ 冶炼部分 ）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１ 期 。

？张吉 、崔本信 、陈建立 ： 《南阳夏饱铺墓地出 土青铜器

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 》 ， 《华夏考古 》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

？？张吉 、 郜向平 、 丁思聪等 ： 《河南荥阳官庄遗址铸铜

技术与金属资源变迁初步研究 》 ， 《南方文物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 。

？？？张吉 、 孙波 、 郝导华等 ：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出土

部分青铜器的时代及科学分析研究 》 ， 《 中 国 国家博物馆馆

刊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０ 期 。

？张吉 ： 《东周青铜器的资源与技术 以汉淮地区为

中心 》 ，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２０ 年 。

？张吉 、陈建立 、徐磊 ： 《河南省桐柏县文物管理所藏商

周青铜器的检测分析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３ 期 。

？南普恒 ： 《春秋时期晋国青铜器制作技术研究 》 ，
北京

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７ 年 。

＠郝导华 、 张吉 、 杜晓军等 ： 《山东 昌乐都北墓地出土东

周青铜器的分析研究 》 ， 《中 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６

期 。

？ Ｃｈａｓ ｅＷ ．Ｔ ．

，ｅ ｔ ．ａｌ ．

，Ｌｅａｄ ｉｓ ｏ ｔｏｐ
ｅｒａｔ ｉｏ ｓ

， ｉｎＥａｓ ｔｅ ｒｎ

Ｚｈｏｕｒｉ ｔｕａ ｌｂ ｒｏｎｚｅ 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 ｒｔｈｕｒＭ ．Ｓａｃｋ ｌｅ ｒｃｏ ｌ ｌｅｃ ｔ ｉｏｎｓ
，

Ｊ
ｅｎｎ

ｙ
Ｆ ．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ｂ
ｙ

ｔｈｅＡｒ ｔｈｕｒＭ ．Ｓａｃｋｌｅｒ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 ｓｏ ｃ ｉａ ｔｉｏｎｗｉ ｔｈ ｔｈｅＡｒ ｔｈｕｒＭ ．Ｓ ａｃｋｌｅｒＧａｌ ｌｅ ｒ
ｙ ，Ｓｍｉ 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ｉｏｎ
， （

１ ９９ ５
）
４８９ ４９２ ．

？ ａ ． 安丘县博物馆 ： 《山东安丘发现两件青铜器 》 ， 《文

物 》 １ 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

ｂ ． 临沂市博物馆 ： 《 山东临沂 中洽沟发

现三座周墓 》 ， 《考古 》 １ ９８７ 年第 ８ 期 。

？？郎剑锋 ： 《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铜器三题 》 ，

《江汉考古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

＠李延祥 、逄硕 、程军等 ： 《湖北 阳新炼铅遗址群调查与

初步研究 》 ， 《江汉考古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２ 期 。

？张吉 、 王丹 、贾汉清 ： 《钟祥黄土坡墓地出 土春秋青铜

器 的检测分析及相关 问题研究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３

期 。

？ ａ ．安徽大学历史 系 、 枞 阳县文物管理所 编 ： 《枞 阳 商

周青铜器 》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年
；

ｂ ．Ｗａｎ
ｇ
Ｙａｎ

ｊ
ｉｅ

，ｅ ｔ

ａｌ ．

，Ｐ ｒｏｖｅｎａｎｃ ｅｏｆＺｈｏｕＤ
ｙ
ｎａｓ ｔ

ｙｂ ｒｏｎｚｅｖｅ ｓ ｓｅ ｌｓｕｎｅａｒ 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Ｚｏｎ
ｇｙ

ａｎ
ｇＣｏｕｎ ｔ

ｙ ，Ａｎｈｕ ｉＰ ｒｏｖｉｎｃ 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ｔ 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
ｙ

ｌｅ ａｄ ｉ ｓｏ ｔｏ
ｐ
ｅ ｓａｎｄ ｔ ｒａ ｃ ｅｅｌｅｍｅｎ ｔ ｓ

，Ｈｅ ｒｉ ｔａｇｅＳｃ ｉｅ ｎｃ ｅ
， （

２０２ １
）

９ ： ９７ ．

⑩ ａ ．葛宁洁 、李平 、黄宪安 ： 《安徽庐江岳 山银铅锌矿的

成矿物质来源及物理化学条件探讨 》 ， 《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报 》 １ ９８９ 年第 ３ 期
；

ｂ ． 张舒 、 吴明安 、 赵文广等 ： 《安徽庐

江泥河铁矿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成因 的制约 》 ， 《岩石

学报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５ 期 。

＠屈万里 ： 《曾伯黍簠考释 》 ， 第 ３ ３ １
？

３４９ 页
， 《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 》第 ３３ 本 ，

１ ９６２ 年 。

（
责任编辑 ：

谢 绮
）

生

业

与

社

会

－

１ ６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