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2007年中國大陸出土樂器調査選輯

周 麗　玲

　　1990－2007年，中國大陸各地相雛出土大量古代樂器，鳥音樂文化史、音樂考古學乃至文化史的

深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豊富的材料。本人僅就其間一些重要的襲掘成果加以選輯整理如下：

　　1990

　　1990年4－11月，山東溜博市臨溜匿治河店二號戦國墓出土編鍾34件、石磐24塊。

　　青銅編鍾34件，分鉦鍾、鋪鍾、甫鍾三種。鍾鵠均較薄，非實用器。

　　鋪鍾8件，分両型一

　　A型4件：其形鵠較大，複式釦。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爲一組編鍾。鍾髄近楕圓形合瓦

式，銑邊有稜。舞鵠上窄下略寛，下口齊平。頂正中釦庭鳥素帯界格，両側飾愛形幡嶋紋。複式釦

呈隻菱龍相封峙，口含尾肚，中間方形。鉦中間爲素面，雨側各有界格内有凸起的圓枚三組9枚和

蒙帯雨條。蒙帯上飾愛形幡嶋紋，圓枚有團、身蜻紋構成。正鼓上近鉦虜飾飾愛形幡嫡紋。

　　B型4件：其形髄較小，環形釦。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爲一組編縛。鍾禮爲楕圓形合瓦

式，銑邊無稜。鍾髄上窄下略寛。舞頂無飾，中間飾環鉦，鉦部飾幡旭紋。

　　甫鍾16件：根握甫部制法的不同看，雁爲両組編鍾，毎組8件。鍾的形制、紋飾相同。毎組均大

小相次。甫呈圓角方柱状，上細下粗，衡平。甫下有旋，環甫呈凸起的籠帯状，旋上有斡。鍾鵠鳥

合瓦式，舞頂正中有雨，至銑邊各有一素帯界格，雨側飾幡嫡紋。銑邊有稜，鉦部爲素面，両側各

有乳釘状枚三組9枚，蒙帯雨條。枚腰略内牧，枚身無紋。蒙帯均飾幡嫡紋。正鼓近鉦盧飾寛帯愛形

幡　嶋紋，通高52．6厘米。

　　紐鍾10件：其形骨豊較小，由干惇室内経火焚焼及場陥的大石塊石匝塵多己愛形，無法複原。鍾髄

均扁，鳥合瓦状，銑邊有稜，舞平，上有環釦。鉦部飾幡魑紋。因惇室被盗，紐鍾敷量不明，所出

10件紐鍾基本大小相次，雁鳥成組編鍾。

　　石磐24塊：根握出土情況可知鳥3組編磐，毎組8塊。有2組因落入殉坑内有残損，男一組出土時

畳放梱紮在一起。石磐均爲石友石質，形制基本相同，大小厚薄各異。毎組石磐均大小相次。

　　1992

　　雲南江川縣李家山古墓群襲現銅編鍾6件、鼓1件。

　　編鍾6件。形状相同，大小不一。扁圓筒状，上圓封閉，半圓環鉦，下端平口，飾“S”形紋。高

40．4－50．2、口寛16．8－20．4厘米。

　　騎士桶鼓1件，鼓面周沿有摺邊，胴部上膨，胴腰庭有四縄紋半環状扁耳。鼓面上立三騎馬武士

和牛一頭。駿馬高大，鞍轡齊備，長髪長尾，昂首奔馳。武士戴高盗大耳環，隻肩各披一塊帯毛革

甲，著虎皮長衣，下綴流蘇状飾東腰帯，侃長剣，面向鼓外，似在巡視。銅鼓是漬人祭祖時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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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告知神霊、召喚民衆之禮器，鼓上的人物彼可能是被祭之神。騎馬武士，頂盗貫耳，身著戎装，

面梢向鼓外，馳騎巡遷，顯然是漠人的戦神或保護i神。高462、鼓面39．7厘米。

　　1992年3－5月，湖北黄州楚墓出土漆鳳鳥懸鼓、木鼓槌、木麸、木麸柱鉦。

　　漆鳳鳥懸鼓1件，全器由隻鳳鳥、二方座和一鼓組成。蔓鳥背向砧立，両尾相連，昂首曲頸，長

啄，隻足各立干一方木座上。木鼓圓扁，縁外凸，懸干両鳥之間。鼓邊可見固定鼓皮的竹釘，出土

時鼓皮無存。鳥頭的頸下部、足的上下部皆撃成長方形凸樺分別與鳥身和方座套合。鳥的隻眼和隻

翅皆凸起。翅上刻平行線紋。方形木座上馨留凸起的讐脚，毎只脚四趾，以三前一後的形式排列。

毎趾的關節及趾甲都刻出，形象逼真。通髄楳黒漆。鼓邊朱檜三角雷紋。鼓径56、高93厘米。

　　木鼓槌1件，長圓柱形，頭細尾粗，細的一端連一亜腰短槌頭。未泉漆。長45．2、槌柄径2厘米。

　　木麸1件，整木離成。中空，麸面弧，隠向内凹。麸面近首端有一條小木條制成的首嶽，嵌入麸

面的凹槽内。出土時首嶽無存，僅存凹槽。首嶽外端排列著23個弦孔。麸尾排列三條尾嶽，其中，

内外尾嶽居前，中尾嶽居後。尾嶽的構造與首嶽同。在内外尾嶽各有8個弦孔，中尾嶽有7個弦孔。

尾嶽外分立4個菱形麸柱，柱爲凸樺與麸面套合。麸首尾的側中部的下方皆捲整有半圓形的凹訣，當

爲首嶽和尾嶽的通孔。麸首尾皆髭黒漆。長92、寛43．6、高13．2厘米。

　　木麸柱釦4件，凹形，中有一圓穿。高3．4、es6．2厘米。

　　1992年5－6月，湖南長沙馬益順巷一號楚墓出土虎座鳳鳥架鼓等。

　　虎座鳳鳥架鼓1件，離刻而成。鼓架鳥両只連尾鳳鳥立干両只虎背上。鳳揚首伸頸，長啄雲冠，

冠内有一長鎖釘，釘宜径06、長5．6厘米，與額頂相連。頸下端一方樺與身⑳合。鳳身修長，展翅，

巻尾，短足。翼根庭用二鎖釘固定干髄側。鳳身底部有二方孔，嵌套足樺。足上粗下細，中部束腰

並有一凸籏。足高9厘米。鳳身髭黒漆，用朱、黄雨色在不同的部位檜羽紋、鱗紋、巻雲紋、圓鮎

紋。両尾相連庭有一方孔，邊長1．6、深2．1厘米，上描一方柱，高6．9厘米，其上端樺長1、寛1、高

1．2厘米，以嵌套扁鼓。鼓爲圓形，鼓面腐朽無存。木鼓枢戴面呈八稜形，両側存有蒙皮竹釘，釘径

0．4、長2厘米，釘距22－4厘米不等。一面雨排竹釘，毎排60個，上下交錯；男一面僅一排，竹釘61

個，平行排列。鼓夕卜径57、腔高7厘米。両虎各用整木離制，作鋸伏状，圓目，口微啓，垂露紅舌，

尾部上揚，背有三樺眼，以套接鳳足、虎尾。虎通禮黒髭漆，用朱黄二漆檜眼、舌、耳、須、虎斑、

背脊。整件虎座鳳鳥架鼓長161、fi44．4、通高115厘米，鳳身長70、髄寛444、高93．4厘米，虎身長

47．2、酷寛24、高30厘米。

　　二十六弦麸1件，長方形，由面板、摘板及底板構成，内部成空腔各部位間均用細圓形竹釘

固定，其中，側面上端使用5個小⑳釘，下端用3個小釧釘。麸面板呈弧形，由三塊木板分両層粘合

而成。上層面板近麸尾嶽庭由両塊板上下邊搭樺排合；下層面板與尾端艦板爲一整木離成。麸首端

横嵌一條嶽山，尾端分立四個渦紋那形麸柄，分嵌三段嶽山。在麸尾横艦板下面中部馨有一長方形

凹槽，以容納四歯形的過弦板。過弦板爲猫木離成，断面呈四歯形。首尾嶽之間張26弦，麸弦被尾

嶽分三組，即外九弦、中八弦和内九弦。弦眼位干麸首、尾嶽山夕卜側，孔径0．2－0．3厘米，各弦眼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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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鳥O．6－O．8厘米。弦系干首嶽外側，経首嶽、麸面板，至尾嶽入弦眼，在底板分四東経過弦板，縛

丁弦柄，麸長89、上寛40．4、下寛41．2中高7、邊高5．4厘米，過弦板長9、寛2、高1．4厘米，柄寛3．6、

高6．4厘米。

　　竿1件，用一個萌盧制成。現存門、竿管。門腹圓而空，其上横列雨排封穿的圓孔，毎排6個，

大小相次，共24孔。孔径08－1．5厘米。門、管之間有軍猫一孔，孔径12厘米。門尾牧成管状，爲

吹口。竿管用竹管制成，存九管，残長1．25－14厘米。底端平齊，邊縁斜修，穿透竿門。底端之上

辟有長方形箕孔，箕孔長2－3、寛0．8－1厘米，箕片己不存。竿門口径3．2、門そ至11．7、壁厚0．3厘米，

通高18．8厘米。

　　横笛1件，残。竹制。中空管状，雨端粗細不一。粗端爲吹端，己残，外径1．8、内径1．3厘米；

細端完整，外径1厘米。竹節封底開一孔，孔径04厘米，疑爲音孔。管身近細端開有5個指孔，孔径

0．3、間距1．3－15厘米。整器残長15厘米。

　　1993

　　江蘇郵州市九女壊三號壊出土編鍾19件、石編磐13件。

　　編鍾19件，其中甫鍾4件、鋪鍾6件、釦鍾9件。

　　南鍾的形制、紋飾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遁減。甫呈八稜柱状，内存紅色陶土範芯。甫上端梢細，

下部漸粗，斡、旋具備。銑稜略顯弧度，銑角部微内敏。鼓部較闊，干口弧曲梢大。雨面、衡部飾

細密的羽翅式獣鵠巻曲紋，其細部填飾巻雲紋、柿紋及三角紋；舞面紋飾與鼓部相同，十分精致。

各甫鍾干口内均有調音挫磨痕迩，且四側鼓部内面均有修長的音梁。長15．5－21、寛3．7－4厘米。

　　鋪鍾形制、紋飾基本一致，大小相次組成一組。上爲届形複釦，由両封大龍及雨封小龍糾結而

成。平舞，平干口，銑稜宜。紋飾華麗精致，與同出甫鍾一致。陽線枢隔出枚匿，枚呈螺旋形，蒙

間飾細密的羽翅式獣鵠巻曲紋，細部填雲紋、柿紋、三角紋等。編鋪干口内鋳有内唇，唇呈帯状，

唇上有調音時留下的挫磨痕迩。

　　釦鍾形制、紋飾基本一致，大小相次組成一組。鍾鵠厚實，聲音宏亮，表面鋪蝕較輕，銅胎較

好。長方形釦，銑稜齊宜，干口弧曲較大。釦爲素面，舞、蒙間均爲菱龍紋；鼓部飾交龍紋，雨両

相封，龍身以雷紋鳥底，十分精致。鉦部及雨銑均有銘文。九鍾銘文大鵠相同，僅行款略有差異。

　　編磐13件，青友色石茨岩磨制而成。形制相彷，大小不一。曲尺形，有据孔，磐酷修長，鼓部

較狭長，股部較寛、較短，鼓與股大致呈股二鼓三的比例。

　　鼓槌頭1件，一楕圓形石球，中間讃有圓孔，以供装柄，高3．7、孔径2厘米。

　　1993年3－6月，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出土銅鏡3件。

　　3件銅鏡形制相同，大小不一，雁鳥一套。口部微凹，横載面呈闊葉状，雨側自上而下斜牧，角

微尖，毎側傾斜約13度。器底正中置一管状短柄，與内腔相通，柄末端有一道加厚的箱，管状柄内

残存朽木。器身飾有細凸稜組成的方椎紋。

　　1993年11月一1994年5月，河北那台市葛家荘10號墓出土銅樂器6件（組）（包括甫鍾、鉦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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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鈴）和石磐1組。

　　編鋪1件。只残存鉦部，爲帯角、帯翼的飛虎形。虎身、尾部飾魚鱗状紋。残長1＆9、寛14厘米。

　　釦鍾2件，合瓦形。橋形扁鉦較長、薄，表面平整。舞部楕圓形，飾幡嶋紋；鉦部有長方形枢五

層，中間雨層爲蒙部，飾幡蟷紋；乳釘状枚，毎組3個，共36個，枚頂部飾以首面形紋飾，但較模

糊；鼓部寛，素面；曲干，銑間素面。通高23．4厘米。

　　冥器釦鍾1組（8件），大小不一，含鉛量較高。均爲合瓦形，素面。最大的一件通高108厘米；

最小的一件通高5．4厘米。

　　用鉦鍾1件，鉦長13．4厘米。

　　1995

　　1995年春，江蘇郵州市九女敷二號壊出土編鍾8件、石編磐12件、編鏡6件。

　　編鋪6件，形制相彷，長方形環鉦，上飾愛形龍紋，舞、隊、蒙部均飾幡嶋紋，鉦部及左右鼓有

銘文，四側鼓内壁有微微隆起的不明顯音梁，随部内側和雨銑角有磋痕，枚的分布占腔髄高的二分

之一，両銑間爲平口。

　　編鍾8件，形制相彷，長方形環鉦，上飾愛形龍紋舞、随、蒙部均飾幡璃紋，鉦部及左右鼓素

面，枚的分布占腔髄高的二分之一，弧口，四側鼓内壁有微微隆起的不明顯音梁，随部内側和両銑

角有磋痕。

　　編磐12件，均爲青茨石磨制而成形制爲曲尺形，有侶孔，鼓内及股内呈弧形。

　　1995年3－4月，湖北荊州紀城一、二號楚墓出土木麸1件、麸柱9件。

　　木麸1件，長方盒髄，中空，面板呈弧形操起。有25根弦，己朽。首嶽1條，其外側有25個弦眼；

尾嶽3條，除中尾嶽有4根栓弦的方形柄。首、尾措板均有一個過弦槽，尾部的過弦槽上還有4個歯状

壕。底板雨端各有一個楕圓形孔，即首越和尾越。尾部浮離首面紋和雲紋，首、尾、措板及柄均榛

黒漆。通長107、首寛43、高13、板厚1．2－2．4厘米。

　　琴柱9件，木質，形制相同，大小不一。等腰三角形，上薄下厚，頂端有一承弦槽。高2．3－2．8、

寛3．9－5．2、厚0．2－1．5厘米。

　　1995年3－5月，山東長清縣仙人台周代墓出土雨鍾11件、鉦鍾9件、編磐10件。

　　甫鍾11件，形制相同，大小有別。鍾爲合瓦形，上窄下寛，銑間爲弧形；甫呈柱形，上細下粗，

有旋，呈長方釦形，無環；舞部平坦，飾幡旭紋；鉦部有枚3層，毎層6枚，整鍾共36枚；蒙部飾幡

魑紋，正鼓也飾幡魑紋；並有両個乳釘，構成一幅愛髄警誓紋。鍾的内部邊縁盧，多虚留有弧形凹

槽，雁即所謂調音槽。男外，這套編鍾大小排列有序，最高者達66厘米，最底者僅爲22．5厘米。11

件鍾之間只有一鮎不同，即有的枚爲平頂，有的則鳥尖頂，平頂者5件，尖頂者6件。鍾壁較厚，撃

之聲音渾厚。

　　鉦鍾1套9件。形制相同，出土時從大到小排成一排。鍾鵠合瓦形，上窄下寛，両側梢向外鼓

銑間弧度較大；鉦部有枚3層，毎層8枚，整鍾共計24枚。蒙部飾霜曲紋，正鼓部有一個或両個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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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圓圏紋，一個的位干正鼓部；両個的其中之一位干正鼓部，男一個位干側鼓部。最高者24、最綾

者13．6厘米。鍾壁較薄，撃之清脆悦耳。

　　鍾架飾件2件，出土干甫鍾附近。均呈牛頭鳳尾状，頭頸鳥圓離，尾部較薄，楼空。牛頭高昂，

鳳尾散開，極富動感。

　　石編磐共10件，質地鳥石茨岩，呈茨色。形制相似，器形從大到小依次遁減。最長者64、最短

者33．5厘米。磐据勾小，鼓下邊及股下邊較低平，鼓博、股博較窄。素面，磨光。尖角庭有磨制的

調音痕迩。

　　1995年3－6月，山東長清仙人台五號墓出土編鍾9件、編磐14件。

　　編鍾9件。合瓦形，上下寛，銑間弧形。索形釦，舞部飾雲紋。鉦部有長方形枢五層，中間爾

層爲蒙部，飾雲紋。乳釘形枚，毎組3個，共36個。銑間素面。正鼓部飾梯形紋，正中心有一圓圏。

鍾内壁有弧形調音槽。経初歩測試，音律齊全，音質清脆悦耳。最高1件通高24．6、銑間14．1、銑長

20．4厘米；最倭1件通高13、銑間8、銑長11厘米。

　　1995年10月，湖北随州出土銅鋪1件、石磐1件。

　　銅鋪1件。基本完整，其中一面有裂縫，部分脊飾及紐端略残，通髄緑繍。長環紐，中有小孔與

腔相通，合瓦形腔鵠，舞平、干平，銑稜斜宜。腔雨面紋飾相同，整1彊爵一首面紋，鼻部突出爲扉

稜，首面周縁填以雲雷紋，上、下飾以目紋帯。紐及舞部素面無紋飾。鋪髄雨側銑稜上飾有封稲勾

形扉稜，稜上端各有一高冠臥式鳳鳥，鳥鵠飾羽紋。通高29、紐高62、舞修10、舞廣7．9、銑間17、

鼓間13．6厘米，重3．4公斤。

　　石磐1件，石友岩質，己断成両塊。素面，系天然石片修整而成周沿粗槌，通髄未経琢磨具

有一定的原始性。長條形，厚薄較均句，底平宜，背略呈据句。股、鼓分明，大致成股二鼓三之比。

据句虞有一封鑛的据孔。通長64．5、股寛12．8、鼓寛8、厚2厘米。

　　1995年12月，安徽青陽縣龍闇春秋墓襲現銅鋒1件。

　　合瓦形，平頂，凹口，修銑，方形短甫，甫中空，納一完整木柄。柄載面方形，粗端套入鋒髄

内，其外近甫頂部有一孔納有木鎖，固定木柄。柄粗端作“∩”形k口，k口相封虚有両個錆孔，用

以按軸承舌，軸舌無存。鋒南四周上邊飾陶紋，下邊飾極細的三角雷紋地，毎面各有一組勾連雷紋，

午部飾三角雷紋。通長27．6、鋒高8．6、寛7．6厘米。

　　1996

　　1996年6－9月，湖南玩陵虎渓山一號漢墓出土陶磐12件和漆木琴、碁、鼓槌等。

　　磐12件，作曲尺形，角上有一穿孔。分雨套，毎套由大到小6件。其中一套刻有編號，分別鳥

“一”至“六”。雁鳥明器。

　　1996年7－10月，内蒙古喀剛沁旗大山前遺趾稜現石磐。

　　完整器僅1件。友色，主要部分皆経過磨制，長邊的雨側留有較多的打制痕迩。長37．5、寛17．8、

厚4．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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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9月，1998年10月，河南新鄭市鄭韓故城鄭國祭杷遺趾共出土編鍾206件。鋪鍾4件。形

制相同，大小錯遁，鳥編鋪。讐龍首凸字形釦，龍首軍角張巨口。平舞，合瓦鵠，微平干，鉦両側

各有螺形枚3排。釦身飾2周陰線紋，舞左右各施減地幡旭紋，紋飾没有邊椎。枚、蒙、鉦各部分用

寛粗的陰線枢相分隔。蒙飾饗形簡髄旭紋，鉦部素面，正鼓部飾封稲愛形龍紋。蒙與正鼓部紋飾均

爲粗鵠滅地。鉦與舞鋳接。鋳接痕明顯，鉦下部龍口與龍角虚爽有範土。舞鳥隻範合鋳，合範縫明

顯，舞中央有一芯撹孔。多敷鍾的第一排枚的左右各有一個芯撹孔，個別鍾有1個不透芯撹孔。干口

内沿凸起呈三角形，上有4－9個深淺大小不一的調音槽，最大的寛4、深1厘米，達干鍾壁，最小的

僅梢有微凹。干口上澆冒口明顯，均残存有毛荏，並多未経打磨。鍾口内壁有4條微凸起的音脊，在

内壁側鼓部両雨相封，長寛約占中長的四分之一。最大的鍾通高30．5、銑寛18．9、中長24．5厘米，重

4．8公斤；最小的通高27、銑寛20．4、中長17．2厘米，重3．6公斤。壁厚均在0．6厘米左右。

　　釦鍾20件。形制相同，大小錯遁，鳥2套，毎套10件，大小両雨相封。釦鳥長梯形，頂端薄窄，

下部厚寛。平舞，合瓦鵠，修銑，微凹干口。鉦両側各有3排螺形枚，毎排3枚。蒙、鉦、枚均有陰

線椎相間隔，装飾花紋均用陰線紋。蒙飾雲紋，鼓部有隻線近似“凸”字形枢，内填3－4層三角紋並

間以雲紋。位置與鋪鍾一致，芯撹孔敷量較鋪鍾少，内壁均鋳有微凸起的4道音脊。多敷鉦鍾干口

内鋳有稜形内唇，僅5件小型鍾的内唇不明顯。有的鍾有4－6個調音槽，有的則不見。而且雨組鍾

中大小相封的雨個鍾内壁的音脊多有高低、有無的關系，僅A7與B7號鍾無音脊。　A組鍾最大的通高

26．6、中長20．7、銑間15．4、鼓間9．1厘米，重2．2公斤；最小的通高14．4、中長11．4、銑間5．4、鼓間3．7

厘米，重O．7公斤。B組鍾最大的通高26．1、中長20．6、銑間139、鼓間9．7厘米，重2．16公斤；最小的

通高142、中長10．6、銑間＆1、鼓間44厘米，重O．6公斤。鍾壁一般厚0．5厘米。

　　1996年9月，廣西賀州市馬東村周代墓葬襲現青銅甫鍾1件。

　　長腔封衡有旋有幹闊鼓式。空甫封衡、共鳴箱爲扁凸膿似上下覆瓦結構，枚的地位下延甚長，

共36枚。枚呈凸字形，上小下大。鉦部紋飾不清，i蒙部飾霜曲紋，鼓部素面。通高30．2、南長9．7、

銑長22．8、舞廣9．2、舞修12．6、銑間16．2、枚長1．8、壁厚0．6厘米。重2．7千克。

　　1996年8－9月，新彊紮渡魯克二號墓地出土筆篠i1件。這件笙篠由音箱、琴頸和琴粁三部分組成。

音箱梢有残訣，琴粁残訣嚴重，弦和蒙皮都己訣失。音箱和琴頸由一塊胡楊木離刻而成，残長70厘

米。音箱是一頭窄、一頭寛長方形的梯形刻槽盒，其中連接琴頸的一側較寛，前端窄。音箱残長30、

底寛＆4厘米。音箱底較平，楼刻轡曲的花紋音孔。琴頸側面鳥長方形，至琴頸中部裁面上寛下窄呈

梯形，厚O．4－0．8厘米。音箱和琴頸的表面平齊，底面琴頸略高干音箱，並且浮起一條脊状飾延伸到

音箱尾部。琴頸頭首部位較厚，呈弧邊的稜形，中間開一長方形卯孔，以固定琴粁。琴粁残，僅剰

卯孔内的一段。音箱和琴頸制作的比較精致，稜角明顯，壁面平整。音箱口夕卜壁残留有一貼蒙皮痕

迩，寛約1．5厘米。從保存情況看，蒙皮鷹該是用膠粘附在音箱上的。

　　1996年10－11月，紮渡魯克一號墓地出土笙篠2件。

　　笙篠的弦和蒙皮訣失，其余部分保存完好。笙篠由音箱、琴頸和琴粁三部分組成。音箱和琴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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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塊胡楊整木離刻而成，通長87．6厘米。音箱呈半萌盧形，載面呈弧半圓形，長41．6、口寛6．8－

132、高6．8－4厘米。音箱外壁経打磨光滑，口部残留了蒙皮的痕迩，寛1．2－1．6厘米。蒙皮也是用

膠粘附在音箱上的。音箱腔内壁加工相封粗槌，留有刀的歓痕，深2B－5．2、壁厚O．2－1．3厘米。音

箱底部開有内弧状長方形音孔，長2、最小寛O．4厘米。琴頸側面観呈長方形，長46、寛8厘米。連著

音箱的琴頸尾端偏上部，有一横穿的小圓木棍。長3．6、径（）．35厘米。音箱和琴頸尾端在上部表面一

様平齊，而在底部琴頸略高干音箱，並且梢梢呈脊状突延伸到音箱的底部。琴頸首梢厚，上面刻有

楕圓形的卯眼以固定琴杵，卯眼尚没穿透。琴杵是桂柳木棍，略向音箱方向折曲，長312厘米。琴

粁§豊載面爲楕圓形，長径28、短径16厘米。粁尾嬢嵌在卯眼，並以木模加固，至杵頭較細，載面圓

形，径2厘米。男外，琴粁上有三道明顯的系弦痕迩。

　　男一件笙篠的弦和蒙皮訣失，保存有音箱、琴頸和琴粁。音箱有些愛形，頸有担曲。音箱和琴

頸也是由一塊胡楊木離刻而成，両頭向上麹起，底面略成弧形，通長61．6厘米。音箱首窄尾寛，爲

梯形刻槽盒，長28、底es4．5－92、高3－7厘米。音孔在音箱的底部，呈三角形，音箱口也鳥首窄尾

寛的梯形，長24．5、口寛3．8－7、深2．7－4．6厘米。音箱口外壁遺留有寛1．5－2厘米的蒙皮痕迩，並有

固定蒙皮的小木釘24根。音箱的両側壁各8根，尾部琴頸雨側各2根，頭端4根。木釘大者長3．9、径

O．4；小者長1．3、径0、3厘米。琴頸側面爲長方形，長33、寛6－7、厚1．5－4厘米。頸頭部顯厚，上面

刻有弧角長方形卯眼固定弦杵，卯眼楼空，長2．3、寛14厘米。琴粁爲怪柳木棍，頭圓，長31、径12

厘米。粁尾載面近方形，邊長8厘米，用木模加固。

　　1996年12月，湖南長沙市茅亭子楚墓出土虎座鳳鳥架鼓1套、和木麸1件。

　　虎座鳳鳥架鼓1套，木胎。由1件鼓、2件虎座、1件相連的隻鳳鳥及附件組合而成。出土時各部

分多己散開。

　　鼓，己残。圓形，用整木捲研而成。鼓面己朽，僅存鼓枢，枢戴面呈方括號形，腹中部夕卜鼓，

上下鼓邊均見爾圏錯列的竹釘。鼓椎上下両端蒙皮虜未髭漆中部有朱檜紋飾。鼓面径52、高11厘

米。

　　隻虎相背，各由一塊整木離成。昂首鋸伏，隻耳竪立，両眼鼓凸，蹴牙剛哨，四足作躍起状，

尾反巻揚起。虎背各有蔓方孔以承托隻鳳鳥足。虎座通鵠榛黒漆，表面朱檜平行宜條紋、人字紋及

“3”字紋、圓圏紋、旋渦紋並以黄色小鮎填塞其中。

　　隻鳳鳥相背而連。鳥身由一整木離成，尾羽反巻。長頸與鳥身座有方樺相拓合，昂首，鳥啄張

開（下顎己訣失），鳥冠竪立，隻翅上麹（己散落）。鳥身通髄

　　髭黒漆，器表朱檜平行宜條紋和“3”字形紋，以猪色給波浪紋表示羽毛。鳥翅見4件，其中3件均

残破，男一件基本完整。表面榛黒漆，一端朱檜鱗状紋；男一端飾朱檜平行宜條紋和“3”字形紋，並

以赫色給波浪紋表示羽毛。

　　麸1件，木胎，己残，僅見部分面板和底板，未見麸柄和麸柱。從麸首的情況看，麸面微隆起，

用整木離成，首部髭黒漆。存有弦孔函行，毎行爲25孔，弦孔間的距離不一，最小爲1厘米，最大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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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厘米。残長45．4、寛39．2厘米。

　　1998

　　1998年春，湖北仙桃市長豊村出土青銅甫鍾1件。

　　甫鍾通高29．4、甫長10．4、鵠高19、舞寛13、雨銑間距15．5厘米。重2．5公斤。鍾甫部素面，上面

範痕明顯，並有孔洞。甫下部有旋，較寛，鍾紐接旋與甫下端，紐飾掬索紋。舞部飾封稲的両組粗

線雲紋，鉦部素面，両側各有枚3排，毎排3枚。蒙部飾“S”形細線雲掘，且不甚規整。随部爲一組略

封稲的首紋。干部爲折平口，無内勾。

　　1998年7月，陳西周原出土甫鍾1件。鍾壁厚重，有合範痕，甫中空與鍾腔相通，甫的内範未取

捧，幹較細，其載面呈長方形。鉦間、蒙間和舞部内外有陽線界格；蒙間飾線條流暢的陰紋軍線讐

頭龍紋；舞部、鼓部飾陰線交聲式雷紋，右鼓増飾鳥紋，但鳥哨呈扁圓状，似鴨咀，不類周器（尖

状咀）；旋飾乳釘紋。通高33．4、甫長119、銑間1＆6、鼓間13．9、舞修15．5、舞廣13厘米，重8700克。

鉦間銘文2行共17字。銘文系陰線。

　　1996年8月一1998年4月，漸江紹興印山大墓出土銅倖1件。

　　銅鋒器身保存完好，揺動木舌伍可襲出清脆悦耳的撞撃聲音。鋒髄呈合瓦形，鉦髄短闊，口略

凹弧，頂部有方墾，中空納木柄。木柄載面爲長方形，一端梢粗套入方墨，歪外木柄上有一小圓孔，

内描竹鎖用以固定。鋒腔内有一凹形f口，上有小孔描竹鎖，以承圓柱形木舌。鋒的頂部及方墾之

夕卜側依稀可見若幹文字，文字内容尚待考護。通長23．8厘米，倖高5、寛5．8、厚O．3厘米。

　　1998年9月底一1999年6月，雲南昆明羊甫頭墓地出土萌盧笙、策、鼓等樂器。萌盧笙，上段鳥曲

管，有一吹口，下段爲球状鵠，有5孔，分別括入5管。通長64．8、通高25．6厘米。策，彷竹策，上有

五孔。長4921厘米。鼓，鼓面平，胴部宜径大干面，束腰足部修出，胴腰之間設四耳。鼓面飾芒

紋。鼓面宜径35．8、高26厘米。

　　1998年10月，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銅続1件。鏡雨側銑稜有断痕，基本完好。高環状紐，合瓦

形腔鵠，舞平，干平。雨面鉦部主紋均爲獣面紋，隻眼圓大，以突出的連溝状扉稜爲鼻，角向内翻

巻。四周設12枚，枚上飾渦紋，中間有凸突的圓形乳釘。枚間飾米字形紋。隻圓眼下側飾有両個方

形乳釘。鼓部素面。通高38、紐高7、舞修14．5、舞廣8、銑間18．9、鼓間14．5厘米，重4．65千克。

　　2000

　　1999年一2000年，陳西扶風縣雲塘、齊鎮西周建築基趾出土石磐1件。

　　磐員半成品，大致呈三角形，一邊己取宜，男雨邊尚未加工取宜。在中間部分有一條墨線，似

是原設計的邊線。頂端有一一一’￥t穿鑛孔的雛形，尚未経精加工。長84、寛49、厚3．3厘米。

　　2000年初，湖北荊州市天星観二號墓顎掘編鍾1套、石磐1件、麸5件、小鼓1件、虎座鳥架鼓1

件、編鍾架1件、編磐架1件、笙2件、鼓槌2件。

　　編鍾一套，鉦鍾雨組11件，縛鍾一組10件。

　　釦鍾，髄較扁，如両瓦相合，銑邊有較爲明顯的稜，舞部較平，其上立有一長方形紐。鍾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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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下寛，口沿爲圓弧形。紐部飾勾連雲紋，舞部飾龍形紋鉦身飾陶紋凸稜鉦上部和蒙外、銑内側飾

勾連雲紋。渦状枚36個，枚間飾幾何紋。i豪帯内飾愛形龍紋，鉦下部飾龍形紋。通高26．3、紐高5．2、

舞修長14．2、銑間長15．8厘米。

　　鋪鍾，髄楕圓，略鼓，銑邊有明顯稜上窄下寛，口齊平。舞不較平，上有一由両龍形怪獣組成

的複式紐。舞部飾淺浮離龍紋。身飾陶紋凸稜，鉦上部及蒙外側、銑内側和枚下部飾愛形雲紋。圓

泡形枚36個，枚上飾柿帯紋，枚間飾簡化龍紋。蒙帯飾愛形龍紋。鉦下部飾淺浮離龍紋。通高38．5、

紐高9．8、舞修長23．8、銑間長27．2厘米。

　　虎座鳥架鼓、麸、小鼓、笙等13件。

　　麸5件。分爲大小両種。小麸，23弦。面版略呈弧形，首嶽、尾嶽均髭黒漆，尾嶽尚残存有3枚

木柄，男1枚訣失，木柄頭部呈渦状。雨側板一端爲方形、男一端鳥弧形皆榛黒漆，其上置有塾木和

過弦板個一塊。通長106、寛43、高9．2厘米。

　　大麸，23弦，形制與小碁相同。通長17＆4、寛43、高16厘米。

　　小鼓1件，出土時鼓皮無存。身夕卜壁圓鼓，内壁較平。夕卜壁中部髭有紅漆，上部及下部未髭漆，

可見許多蒙鼓皮的小孔。宜径42、高7．2厘米。

　　男有虎座鳥架鼓1件、編鍾架1件、編馨架1件、鼓槌2件、笙2件。

　　2000年7月一2001年1月，四川成都市商業街船棺、猫木棺墓葬襲掘萌盧芋2件、漆鼓槌2件、漆鼓

1件。

　　萌盧芋2件，未髭漆。芋門及芋哨是用一萌盧整器制成，噛部平整門的前後両側各有雨排圓

形管孔，毎排又各有6個管孔。芋長21．5、門径9．1、哨径25厘米。男夕卜在八號棺中叢現有幾根竹管，

但多己残。竹管均刮去表皮，中通，最長約81，最短約11厘米。在竹管一側距頭端約3厘米虞，均有

一小孔，孔径不詳。這些竹管均爲芋管。

　　漆鼓1件，圓形，腹略外鼓，雨面均蒙皮革（己不存），一邊有両圏竹（木）釘孔，男一邊只有

一圏。有的釘孔内還残留有竹（木）釘。鼓腔中部有一樺眼，内i描一木塞，雁是懸鼓時使用的支紐。

鼓腔内壁中部有一凸稜。其夕卜部雨端蒙鼓皮虜無漆，只有中部黒漆底上檜朱色寛帯紋一周，支紐上

也塗有朱色。高15．2、寛13、宜径11．6厘米。

　　漆木槌2件，整木制成，髭黒漆。可能鳥鼓槌，其撃鼓鮎呈扁圓球形，柄部員圓柱形，均己残

断。

　　2000年8月，湖南益陽出土商代銅鏡1件。

　　銅鏡呈椋褐色，微淀深緑色，甫部破損虞可見紫色。鏡銑間50、鼓間39、銑長46－46．2、中長

41、舞修39．7、舞廣28．6、雨長27．6、甫上径93、甫下そ璽12！7、甫壁厚1．3、鼓厚2．6、銑厚23、通高74

厘米。重90公斤。鉦部長闊，作合瓦形，雨銑側至舞部和甫部有明顯的合範錆縫，但内空平整，無

明顯範痕。南作圓管状，與腔相通。鉦部主紋飾爲浮離粗線條大首面，隻眼鼓突，眼上巻曲的龍，

龍身飾有巻雲紋，鼓部飾讐龍紋組成的警餐紋，銑側、再部等盧飾陰線雲雷紋，雨旋，上飾“C”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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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2002

　　2002年9－12月，湖北柔陽九連敷楚墓出土七個種類90余件樂器。

　　1號墓的西室随葬琴、麸、笙、虎座鳥架鼓；北室主要随葬樂器，包括編鍾、鼓、琴、麸、笙

等。

　　2號墓的北室随葬樂器，包括編鍾、編磐、麸、笙、虎座鳥架鼓、麓等。

　　尤令專家、學者椚興奮的是，這次在笙管中護現了10余枚銅制箕片，這是雄曽侯乙墓之後又一

次襲現笙箕。簑片鵠積非常小，只有一片瓜子那磨大，而這次寛然在笙管裏完好地保存下來，封研

究當時樂器的制作、襲聲等有極爲重要的意義。握湖北省原館長譜維四介紹，當初在曽侯乙墓中襲

現笙黄就引起人椚的關注，這種有箕的樂器當爲後世箕類樂器的先祖。因此笙黄是音樂考古史上重

要護現之一。

　　2003

　　2003年底，漸江長興縣戦國時期大型墓葬的陪葬坑内埋有47件彷青銅器的原始資樂器，其中有

南鍾7件、釦鍾3件，鉾干3件、勾躍9件，磐13件、鈴12件。

　　2003年底，漸江温州西周土敷墓出土1件青銅続。

　　銅続通高47、口径35厘米，重達47斤，保存十分完好，通鵠飾大型勾連雲雷紋，両面鉦部共有

圓枚36個，圓筒形雨，南上有旋，旋部飾有凸起的“C”形紋，舞部無紋飾，南中孔與内腔通。

　　2004

　　2004年3月，漸江省安吉縣基建工地襲現1件銅続。

　　此銅続爲合範澆鋳，器壁留有較多的沙眼，通鵠褐色浸有緑色繍斑。鉦部雨面各有3排枚，毎面

18個，甫與身内腔相通，銑側至舞和甫部各有一條明顯的範痕，但内腔平整。鉦部飾有雲雷紋。通

高32，雨高13、径5．5、銑長22、鉦高19、舞廣11、舞修16、枚高1．2、壁厚0．7厘米。重5．7千克。

　　2004年3月中旬，湖北省巴東縣襲現二千年前的巴人軍樂器一虎釦鉾干。

　　這個虎鉦鉾干爲青銅質地，其頂部有一虎頭，下部鳥壇形，無底，重達14．5公斤。敲撃時，｛乃

能襲出洪亮悦耳的聲音。

　　2005

　　2005年3月上旬，湖北郭州戦國墓出土了精美的漆木鳥架鼓。

　　2003年3月一2005年6月，江蘇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共出土樂器500余件。出土的青盗樂器中有三

足缶、鉾干、丁宵、鉦鋒、句躍、鉦鍵、甫鍾、磐、鈴形器、籏座等，缶、鋒和虞座爲首次護現的

越國樂器和樂器部件。

　　下面以特大型墓葬丘承激爲例倣簡要介紹。

　　丘承敷出土青盗樂器140件，多茨白胎，部分友紅胎。除磐鳥彷石、缶爲瓦器外，其余皆彷青銅

器，既有彷中原系統的甫鍾、鑓鍾和磐，亦有越系統句躍、丁宵、鉾干、振鋒、三足撃缶、懸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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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懸鈴。

　　甫鍾26件，胎色茨白，内外施紬，粕色浸黄。合瓦形鉦，弧干，平舞上有上細下粗的甫，甫

下部有斡懸轟上有蛇形堆塑，甫上下均有讐線刻劃的三角紋，内填鐵印的“s”形紋，舞部飾戯印的

“C”形紋，蒙部以斜線紋相隔，内飾鐵印的“C”形紋，左右蒙部各有9個枚。舞修17．1、舞廣17．1、銑

間26．5、鉦間22．8、甫高11．4、通高41．1厘米。

　　磐16件，胎色灰褐，青黄色粕。上邊爲曲尺状，下邊微弧，股、鼓端部正反雨面均飾戯印的℃”

形紋。鼓修308、鼓博8．4、股修24．5、股博＆4、侶孔1．2、厚1．6厘米，侶句147°。

　　鋪鍾11件，胎色友白，外施黄褐色紬。合瓦形鉦，平干，平舞，虎紐，虎尾下垂，尾尖内勾，

舞部以弧線四分，弧線内飾戯印的“C”形紋，鉦部以斜刻劃紋爲界，左右各有9個由浮離龍身構成的

枚，鼓部刻劃出郭長方形，内填戯印的“C”形紋。紐高2．3、舞修14．2、舞廣14．1、銑間20．9、鉦間19．1、

通高26．3厘米。

　　句躍29件，胎色灰白，外施黄緑色粕。合瓦形鉦，平舞，弧干，描柄爲扁四稜形，有台，台飾

戯印的℃”形紋，鉦部飾鐵印的“C”形紋和刻劃隻線三角紋，舞部以弧線四分，内飾戯印的“C”形紋。

舞修13．3、舞廣132、銑間199、鉦間14．9、柄長11．5、通高40．6厘米。

　　丁宵3件，胎色茨白，外施黄緑色粕，粕多己脱落。合瓦形鉦，平舞，弧干，柄有稜，端部爲圓

環，舞部飾鐵印的“C”形紋，征下部有刻劃三角形紋。舞修5．6、舞廣5．6、銑間122、征間＆9、柄長8

厘米、通高21．6厘米。

　　鉾干10件，色友白，夕卜施黄緑色紬。淺盤半環形紐，鼓肩，宜腹，平丁，紐雨側各有一小

孔，遂部刻劃出郭長方形，内填戯印的“C”形紋，近干一周飾戯印的“C”形紋。盤径16、紐高3．1、干

径14．8、通高39．8厘米。

　　振鋒4件，胎色友白，内外施黄緑色粕，大部分粕己脱落。合瓦形鉦，平干，平舞，橋形紐，紐

上貼塑一蛇，蛇身飾劃線紋，舞部以弧線四分，内飾戯印的℃”形紋，鉦部無蒙無枚，上部飾両周戦

印的℃”形紋間一周刻劃人字形紋，正鼓部刻劃出郭長方形，内填鐵印的“C”形紋。舞修11．8、舞廣

11．8、銑間18、鉦間11．4、紐高2．6、通高20．3厘米。

　　懸鼓座4件，胎色茨白，外施青緑色粕。座身爲覆鉢形，中有管状描孔，座以敷道凸弦紋分隔，

飾鐵印的“C”形紋，下部貼有四個街環的鋪首，上部有六條堆塑的隻頭蛇，雨蛇腹部相交，蛇身飾鱗

紋，轡曲作遊動状，頭向上昂。描孔径191、高＆1、座底径413、通高18．1厘米。

　　三足缶3件，胎色茨白，内外施青緑色粕。深腹盆形，修口，巻沿，腹微波，平底，三楼蹄足，

口下有封稲的獣面形耳，男雨側有封稲的寛扁耳，腹部飾戯印的“S”形紋，並間以弦紋。口径424、

底径202、高27．7厘米。胎色灰白，内外施青黄色粕。深腹盆形，修口，折沿，鼓腹，平底，三綾蹄

足，口下有封稲的獣首状寛耳，耳上飾戯印的“S”形紋，男雨側貼有封稲的蜥蜴，葡旬在肩部至口沿，

蜥蜴口街缶沿，両前肢挙在沿上，口沿和上腹部飾鐵印的“S”形紋。口径40、底そ至1＆8、高24．8厘米。

　　懸鈴34件，胎色茨白，外飾青黄色紬。饅首状，弧頂，弧腹，下口平，中空，頂部有半環形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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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套一小環，鈴身以弦紋間短斜線分隔，弦紋之間飾戯印的℃”形紋。下径9．8、高8．6厘米。

　　2005年8月底，雲南省魏山縣馬鞍山郷駿現青銅器8件。其中編鍾2件。通高28、寛12厘米。形状

相同，大小一様。扁圓筒状，上圓封閉，半圓環鉦，下端平口，共鳴箱爲扁突髄，舞面弧凸，腔上

闊下微牧，雨銑由上至下梢向内傾，鍾的正面、背面、雨側及頂端有散音孔，正面飾讐虎食人紋，

下端1／5庭飾弦紋2道，弦紋下爲巻雲紋。背面飾讐鶴燕鳥紋，下端飾回紋。

　　2006

　　陳西韓城経過近4個月考古勘探襲掘了周代出土大批珍貴文物，其中有5件浮出土面的編鍾。

　　2006年在大墾子山遺趾壼現了大小各類遺迩近700盧，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大型“樂器坑”出土了

保存完好的青銅樂器和石磐。大型“樂器坑”的襲現，爲確認被盗秦公大墓的墓主人、研究早期秦人

的禮樂制度、祭杷制度和銅器鋳造工藝，提供了極爲珍貴的材料。

　　2006年6月成都金沙遺祉四川地匿首次護現了両件形制巨大的3000年前的商代樂器石磐，其中一

件長達1．1米，是目前國内出土的商代石磐中最長最大的一塊，表明金沙時期的祭杷活動中可能己有

較爲完整的禮樂制度，且演奏規模鹿大。

　　漸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在温嶺市大渓鎮塘山村顎現一座距今二千多年的大型戦國墓

葬。2006年11月11日，考古人員又在該古墓邊襲現一個長3米、寛6米的陪葬坑，出土彷青銅器陶制

鉦鍾、鋪鍾、磐、鉾干、鈴等樂器27件。

　　2007

　　2007年4月，泉州市博物館受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委托，又封新暴露的3座墓室進行了清理。

在出土的墓碑中襲現了古代樂器“玩”的印紋。“玩”的襲現爲探討泉州乃至閏南戯曲的産生、襲展提供

了重要的實物依握。

　　此次考古登掘的古樂器“院”印紋墓碑有4種款式，官椚分別在M17號墓、　M19號墓、　M23號墓和

QZM3號墓中襲現。下面分別介紹如下：

　　1．M17號墓，在19號墓的南向左下方，碍上的紋飾有“院”紋等，“玩”紋墓碍的圖案清晰，柄頭有

8横一邊4横，雨横爲一個調弦把，調弦把的左上方有個桂把，圓形音箱和柄上可見4條宜線，代表

4條弦。音箱上有一個“月牙”形的支弦座和上下左右四個封稲的聲孔。該墓碍長34．5厘米，寛17．2厘

米，厚6厘米。

　　2．M19號墓，該墓的“玩”紋墓石專的圖案清晰，琴頭有三短横，表示三條弦的三個調弦把；柄上用

鮎状連接，表示宜柄；柄下一圓環，表示圓形音箱；圓形音箱上有五鮎，上下左右四鮎爲聲孔，近

中心一鮎爲弦的支座。整個“玩”的連接鮎、線均爲陽紋。該墓碍尺寸：長42厘米、寛16．3厘米、厚5

厘米。

　　3．M23號墓，在M17號墓的南面正下方山披上，該墓出土的墓碍上的“院”紋墓碍的線條特別清楚，

柄頭有8横，一邊4横雨横爲一個調弦把，柄的右上方有一個桂把，柄上可見4條弦紋，圓形音箱上

有3個分布在上左右的音孔。該墓碍的尺寸爲：長42厘米，寛20厘米，厚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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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QZM3號墓，在M23號墓的右前方，該墓出土的墓碍上的“玩”紋墓碍的結構線條清楚，柄頭的

3横爲3個調弦把，長頸，頸上有五横爲5個支弦座，圓形音箱己有改進，表現在音箱與頸交接虚爲弧

形，音孔消失，形状己向弦管琵琶的半梨形音箱演化，音箱上有一個“月牙”形的支弦座。該墓碍的

尺寸鳥：長41．5厘米，寛20厘米，下底6．5厘米，上底3．5厘米。

　　南安豊州古墓群的考古襲掘，封泉州地方戯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專家認爲出土的4種“玩”

紋墓碍的年代不晩干南朝，即在公元589年以前。“院”作鳥中國古代的一種掻弦樂器，在晋人南遷時

被一起帯到了豊州，並成爲當時士大夫階層生活中一項重要的娯樂工具。士人喜愛之極，死後也要

把“院”印在墓碍上陪葬。“玩”的出土，印護了晋人南遷帯來了中原先進文化藝術的史實。

　　2007年8月30日，在赤峰博物館第二展廃中，松山匿三座店山城遺趾中出土的一件距今4000多年

的打撃樂器　　　石磐首次展出。這件不規則形状的石馨長42厘米、最寛的地方30厘米、厚度2厘

米，官的展出告訴世人，4000多年前生活在赤峰地厘的夏家店人就己経擁有了自己的禮樂。握参與

三座店遺趾襲掘的赤峰博物館副館長趙國棟介紹，這件石磐打制後又経過了精細的磨制，外表比較

光滑，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磐中工藝更複雑、更具有藝術性的一件精品。

　　這件石磐出土干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評爲“2006年中國考古六大新襲現之一”的三座店山城遺趾，

1．2萬平方米的襲掘面積中只出土了一件石磐。從某種程度上説，上古時期的樂器史，就是一部磐的

暦史。在古史的傳説時代，石磐往往與三皇五帝聯系在一起，地位極其尊貴，這件神奇的樂器奏響

的，往往是一個部落或國度的煩歌；然而，4000多年前生活在三座店的夏家店人並未給後人留下線

索，這件石磐到底属干誰？這神聖的樂器出自卿位能工巧匠？誰有資格使用官？這些至今還是個謎。

　　甲骨文中，“磐”字的鳥法，是一個人砧立，敲撃懸石。可見“磐”字的由來與宕的演奏方式不無聯

系，磐演奏時需懸桂起來，因此上方都有懸孔，三座店遺趾中出土的石磐顯然在當時使用率非常高，

因爲這件石磐原來的懸孔壊了之後，又在下方磨了一個懸孔。石磐的材料是硬度比較大的花闇岩石，

表面顯青茨色，敲打時襲出美妙清脆的聲音，更加神奇的是，以石塊敲撃石磐，以手拍打石磐，這

件石磐不規則的外形四周，毎一個位置敲撃襲出的聲音的音高和音質都不一様。石磐作爲遠古時期

的重要禮器和樂器，官的出現，預示著赤峰先民己経擁有了自己的音樂。如今敲撃石磐，尚能聴到

飽浦、清脆的響聲，4000多年前赤峰先民中的能工巧匠的作品在今天伍能奏響奇妙的樂章，譲人驚

歎。

　　（本文的材料牧集，來源干國内期刊的考古報告，以及新聞報道。在此謹表謝枕1本文的整理，

桂一漏萬，多有鉄失。後績調査整理工作還在進行之中，不全面之慮，敬請方家指正1）

（湖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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