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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曾國青銅器瑣談
張懋鎔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本文根據近年流散的曾侯寶青銅器，並結合以往出土的曾侯

青銅器，梳理出兩周時期曾侯青銅器的發展脈絡。其意義在於：第

一，春秋早期的曾國青銅器組合形式承襲西周晚期特點，與中原青

銅器還是很接近的；第二，可以認為從春秋早期到春秋晚期曾國國

都還在隨州；第三，種種證據有助於說明曾國是隨州地區最大的諸

侯國，曾國就是文獻記載的那個隨國。本文同時介紹新發現的曾仲

方座簋以及葉家山曾國墓地 46 號墓出土的兩件尖刺乳釘紋盆式

簋，這兩種非常特別的銅簋出現在曾國墓地，說明在西周早期隨州

地區與寶雞地區交流頻繁，曾國與西周王朝關係密切。

關鍵詞：	曾國 曾侯 青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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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侯寶銅器

最近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商周》）

著錄有幾件曾侯寶銅器，十分重要。1 先介紹如下：

 1、曾侯寶鼎（《商周》02219‒02220，圖 1）

通高 30 釐米、口徑 36.5 釐米、兩耳間距 40.8 釐米。口微斂，

寬平沿，一對附耳高出器口許多，鼓腹，圜底，下置三蹄足，內面

裸露範土。器腹上有一周箍棱，箍棱上飾竊曲紋，下飾垂鱗紋。內

側壁鑄銘文 22 字（圖 2）：「隹（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寶擇其

吉金，自乍（作）阩（升）鼑（鼎），永用之。」

 2、曾侯寶簋（《商周》04975‒04976，圖 3）

通高 20.3 釐米、口徑 20.2 釐米、腹深 10.3 釐米。斂口，鼓

腹，圈足外撇，一對獸首耳，獸耳外端上翹，蓋面隆起，上有圈形

捉手。蓋沿飾重環紋，口沿飾竊曲紋，蓋面和腹部飾瓦楞紋，圈足

飾夔龍紋。蓋內鑄銘文 22 字（圖 4）：「隹（唯）王五月吉日庚申，

曾侯寶擇其吉金，自乍（作）飤簋，永用之。」

3、曾侯寶圓壺（《商周》12390，圖 5）

通高 54 釐米、口徑 18 .6 釐米。侈口，束頸，鼓腹，圈足外

撇，頸部有一對獸首銜環耳，蓋冠作蓮瓣形，蓋頂未封。蓋沿飾 S

形夔龍紋，頸部飾環帶紋，上腹飾蟠螭紋，圈足飾垂鱗紋。蓋榫鑄

銘文 22 字（圖 6）：「隹（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寶擇其吉金，

自乍（作）尊壺，永用之。」

據《商周》介紹：「傳同坑出土數十件青銅器，目前見到 18 件，

鼎 6、簋 5，簠 2、方壺 2、圓壺 1，盤 1、匜 1，除器名外，銘文

基本相同。」則曾侯寶至少應擁有 7 鼎 6 簋，與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1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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