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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 文 对辽 宁 本 溪 等 地 区 出 土 东 周 青 铜 器进行 了 成 分及铅 同 位 素 比值分析 。 在公元 前 六 至 前 四 世 纪 ，

本 溪 梁 家 Ｍ ｌ 多 钮镜等 器 物 与 沈 阳 郑 家 洼 子 Ｍ６ ５ １ ２ 出 土 青 铜 器 均 为 铅 锡 青铜 及铅锡 砷 青 铜 材 质
，

铅 同 位 素

比值指 示 这 些 青铜 物 料 与 春秋早 期 的 辽 西 山 地 存在 关联 。
公元 前 三 世 纪

，
刘 家哨 和 上 堡 出 土 青铜 器 均 为 铅

锡 青铜 ，
使 用 的 两 类 铅料分 别 与 燕及 三晋 青铜 器 对应 。 自 商 周 至 战 国 早 期

，
辽 西 山 地 一 直是金属 资 源 的 缓 冲

地
，
汇 聚 中 原 和 大 井提供 的 不 同 类 青 铜 物 料 ， 并在 特 定 时段影 响 辽 东 及 朝 鲜 半 岛 。 战 国 中 晚 期 以 后

，
金属 物

料 的 流 通枢 纽逐 漸 东 移
，
促进 了 辽 东 山 地 的 社会发展

， 并 推 动 以 中 原 为 中 心 的 世 界 体 系 向 东 北 亚 地 区 扩 张 。

关键词 ：
周 代

；
辽 东 山 地

；
本 溪

；
青 铜 物 料 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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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一

千纪 后半纪 ， 辽东地区為 中原 的交潇露

渐密切 着燕 国 的东鮮ｆ
ｎ秦汉 的统

一

进程 ， 铸铁工

具 、 青铜货币 、 漆器等来 自 中 原与泰地 时物品 出现于

辽河 在下辽 平原以东 、
四平及这？又虜的长

白 山地 南段哀 ：越伸的千 山 山地 ， 中 也开始 出现

Ｉ复齊 的青 ｆ同潘
；
部分还有齡器 、 明 刀与青铜短 剑 同

出 。 辽东 山地在延续本地文化传统 的 同 时 ， 也在与外

界 的交流 中加快了社会复杂化进程 。

对縣国至汉初 ：辽寒 山地 的各类金属器物 ， 以 往考

古研究者多侧重分析其形制及文化来源 ． 针对顧

本文得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

中华文明起源进程 中 的生业 、资源与技术研 究 课题编号 ２０ ２０Ｙ ＦＣ １ ５２ １ ６０６
）
资助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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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ＡＮ Ｐ Ａ Ｎ Ｇ  Ｓ Ｖ １

ＥＮ

葡探讨 客限于铸铁
１

 ， 而针对资■及流通的分析研究

贝 ｔ

ｌ義对匮乏 。 縣 国学者吴江原推测辽宁輕仁地Ｅ 的

铜 、鐵资源可能在 当 地 ＆Ｓ 前 四至前三世纪
“

君长社

邊ｆ 的形成过程 中 发捧了作 用 ？
。 对小规模語铜业而

言 ， 自 主冶炼铜 、靨物鱗并配制 合驾对技术和资爾襲

求严苛
， 利 用 青铜物料重溶 后铸遒新讓则相对容

易 。 辽东 山地 目 前 尚 未发现明 先秦时期 冶铜邋

址
，

应 当斑齋考虑贸 易 等交流途径获取音铜物
■

料柄

＿性 。

战 国 中 晚期至 辽东 山地 的青铜器可＆＃ 本

地式激中原 燕式两类 。 本地式繼＿包括短剑 、 矛等

兵器 ， 斧 、凿等工具及耳环 、領泡等 大部分沿袭

巍象洼子类型 、
尹家村二期文化风格＞ 

少数遙
？

物如本

溪朴堡 Ｍ ｌ

＿角 式 剑可能受松花江流域影 。 中

原一ｂ器驗中 ， 有 的具有＿德的燕 国 文化 ｉｍｉ口

明 刀 、 襄平布 、

一

刀 圈？等燕 国 ？币 ；
有 的 产 自 三晋

或秦 ．簏过辽西陆路或渤 点？路进 ＼辽东 ，
主Ｍ包括

三晋 及秦题ｉｓ兵 各类三晋 布 币 及少量滅轉崩确

ｆｔ 中原青 品 。

上述两类青铜器在风格上判然有别 ， 在材＿萬算

扉＿ 怔上 的為 同 也 值 得 ， 军 人比 两类器物运 ｝资源

是否存在共性 ？ 辽东本墙风務 的 器物是否能够对应

辽东地区 的错ｓｒ资滅 ？ 在辱蕩的 １｜＿ 中
， 麫文佑敦；

三

晋文 化背景 的 青 ｆ８器 在 资源 与技 术 上 是否 能＿分

響２ ？上 问顯鄯值＿鎮；義研究 。 为综合研究辽东地区

青镅
［器 的 制作ｇ 北京大学考古交傳学院与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隱 、 本翼市博物ｔ官 合作 ， 对部分？
■

青铜ＩＩ取样作成分及铅 同 位靠 ｔｆｅｇ分析
？

， 结果里表
一泉表 三 。 为探讨更早？

＇

段辽东 与辽西及 中 原之 间

的联系 ， 研寃崩 队也与＿ｆ ｌ 市藤输馆 、 沈 阳市文物
？

考

古研愈詹 合作 ：

，
逸轉葫芦岛 （？西 〗Ａ金塘 、 邰集屯ＯＴ

■

九沟 、 沈阳雜家洼子等＊出 土分摔品共 同 分Ｍ ，

作为参ｆ
ｔ

， 结果见泰 二 、 表 三 。

本次分析 的样品主要集 中 于两个时藏 。 第
一

阶緣
｜

；！ ； 公元前六至前 四世纪 ，＿本溪梁家ｍ ｉ 双钮镇及槐
■

阳郑家洼午
＝

Ｍ妨 １ ２ 的年 囊幾为春秋晚期至通 国初

年 ？
；
本溪新立屯 ．及观音 阁采集衡斧应 为石

＾

露墓隨＿

遗物 ．年代与聚家 ＿ 当讓稍＿？ 。 邰集屯 田 九沟青

＿＿剑墓约 为战 国早 中期 ？
。 第二阶威选 公元前三世

纪 ， 其 中 本溪富楼Ｍｉ？哨墓为战 国 期 ？
；
上堡 财 １ 随

葬铁凿及燕式＿＿ ，
约 ： 末汉初見 本＿大象翻

１
：

９＿年发现 的 布 币 寄■ 、 张其＃农场上 ＳＩ身村 １？ ９

■

年发现 的燕明 万麗
一

刀 圜馨窖藏 的年代Ｓ ］ 为战 国苯
■

年？
。

生
＿

、公元前三世纪辽东 山地及相 关文化 区

青铜器的合金材质及铅资源类别^

本次分析的本溪刘家哨 １ ９７ ８Ｍ 及上堡 Ｍ ｌ 青铜４

表一 本溪市博物馆藏部分青铜器成分分析结果

实验室编
出土地

器物号 ／馆

藏号
器物名 取样部位 〇 Ｓ Ｆ ｅ Ｃｕ Ｓｎ Ｐｂ Ａｓ Ａ

ｇ
Ｓ ｉ

１ １ ７００ １ 小市观音阁 方銎斧 銎 口 ０ ． ７ ０ ． １ ０ ． １ ８９ ． ０ ８ ． ５ １ ． ７

１ １ ７００ ２ 卧龙新立屯小松沟 １ ９３８
－

５３ 方銎斧 銎 口 ０ ． ７ ８３ ． ２ ９ ． ４ １ ． ７ ５ ． ０

１ １ ７００３
－

１

小市上堡

１ ９９５

Ｍ ｌ ： ３ 曲刃短剑
柄残处 ０ ． ７ ０ ． １ ８ １ ． ８ １ ３ ． ８ ３ ． ２ ０ ． ４

１ １ ７００３
－

２ 筒断处报寿 ０ ． ７ ０ ． １ ８０ ． ９ １ ６ ． ２ １ ． ７ ０ ． ５

１ １ ７００ ４ Ｍ ｌ ： ４ 折刃短剑 柄铸缝 ２ ． ２ ０ ． １ ８２ ． ７ １ ０ ． ５ ４ ． ２ ０ ． ２

１ １ ７００ ５

富楼刘家哨

１ ９７８

３９ ６ 残短剑 刃断处 ０ ． ６ ０ ． ５ ８７ ． ０ ９ ． ２ １ ． ３ ０ ． ３ １ ． ２

１ １ ７００ ６ ３９ ７ 曲刃短剑 刃断处 ０ ． ７ ０ ． １ ８４ ． ８ １ ２ ． ３ １ ． ７ ０ ． ５

１ １ ７００ ７ ３９ ５ 兽形饰 铸缝 ０ ． ７ ０ ． １ ０ ． １ ８６ ． ３ １ １ ． ３ １ ． １ ０ ． ４

１ １ ７００ ８

溪湖区 张其寨农场

上翻身村

１ ９９９

弧背明刀 残处 ０ ． ７ ０ ． ９ ８４ ． ５ ３ ． ４ １ ０ ． ５ ０ ． １

１ １ ７００ ９ 弧折背明刀 残处 ０ ． ５ ０ ． ４ ３ ． １ ７７ ． ５ ４ ． ５ １ １ ． １ ２ ． ９

１ １ ７０ １ ０ 方折背明刀 残处 １ ． ０ １ ． ４ ３ ． ２ ７４ ． ０ ４ ． ３ １ ５ ． ４ ０ ． ４ ０ ． ３

１ １ ７０ １ １

一

刀圜钱 残处 １ ． １ ０ ． ３ ７８ ． ７ ２ ． ４ １ ６ ． ７ ０ ． ７

１ １ ７０ １ ３
一

刀圜钱 残处 １ ． １ ０ ． ２ ８ １ ． ３ ２ ． ８ １ ３ ． ４ ０ ． ９ ０ ． ４

１ １ ７０ １ ４

明山区 大浓湖山顶

１ ９８０

襄平布 首残处 １ ． ３ ７９ ． ３ １ ． ６ １ ６ ． ９ ０ ． ８ ０ ． ２

１ １ ７０ １ ５ 襄平布 足残处 ０ ． ９ ０ ． １ ８４ ． ６ １ ． １ １ ２ ． ２ ０ ． ８ ０ ． ４

１ ：１ ７０ １ ６ 布币 足残处 １ ． ４ ０ ． ４ ７６ ． ０ ３ ． ０ １ ８ ． １ １ ． ０ ０ ． ３

表二 锦州市博物馆藏部分青铜器成分分析结果

实验室编号 出土地
器物号 ／

馆藏号
器物名 取样部位 〇 Ｓ Ｆ ｅ Ｃｕ Ｓｎ Ｐｂ Ｓ ｉ Ｐ

１ ２５００ １ ２６ ９０ 育 顶部镑蚀 ３ ． １ ０ ． ７ ０ ． １ ６２ ． ０ １ ４ ． ６ １ ９ ． ３ ０ ． ３

１ ２５００ ２ 葫芦岛 （锦西 ）
２６９４

－

２ 方形镂孔饰 镂孔铸缝 ０ ． ７ ０ ． ２ ７ １ ． ９ １ ９ ． ６ ７ ． ３ ０ ． ３

１ ２５００ ３
乌金塘

２６９６
－

５ 菱形双孔饰件 角残处 ＊ ７ ０ ． ２ ０ ． １ ８３ ． ６ １ ２ ． ５ ３ ． ０

１ ２５００ ４ ２６ ９８ 短剑枕状器 内铸缝 ０ ． １ ０ ． ４ ７ １ ． ９ ２４ ． ８ ２ ． ２

－

１ ９９
－



务 褒 ５ １
２０２２ ． ０ ５

表三 辽宁地区 出土部分东周青铜器铅同位素 比值

区域 出土地 分析编号
器物号 ／

馆藏号
器物名 合金材质类别

２〇７

ｐｂ ／

２ ０ ６

ｐｂ
２ ｃ ｅ

ｐｂ ／

２ 〇 ６

ｐｂ
２ｔｅ

ｐｂ ／

２Ｗ
ｐｂ

２ 〇７

ｐｂ ／

２Ｗ
ｐｂ

＾
Ｐｂ ／

＾
Ｐｂ

比值类

型

数据来

源

本溪小市观音

阁
２ １ ０ １ ６４ 方銎斧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２８ ２ ． １ ３ ５ １ １ ８ ． １ ８５ １ ５ ． ６９０ ３８ ． ８２６ Ａ

本溪卧龙新立

屯
２ １ ０ １ ６５ １ ９３８

－

５３ 方銎斧 铅年專砷青铜 ０ ． ８ ６４８ ２ ． １ ２ ５８ １ ８ ． ０２２ １ ５ ． ５８６ ３８ ． ３ １ ４ Ａ

本溪明山梁家 ２ １ ０ １ ６６ Ｍ ｌ 双钮镜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５８４ ２ ． １ １ ６９ １ ８ ． １ ７ １ １ ５ ． ５９８ ３８ ． ４６７ Ｂ

本溪小市上堡
２ １ ０ １ ６７ Ｍ ｌ ： ３ 曲刃剑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９９４ ２ ． １ ８ ２３ １ ７ ． １ １ ６ １ ５ ． ３９４ ３７ ． ３５３ Ｈ

辽东山

２ １ ０ １ ６８ Ｍ ｌ ： ４ 折刃剑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８７５ ２ ． １ ７ ０３ １ ７ ． ４０８ １ ５ ． ４４９ ３７ ． ７７９ ｃ
２

本溪富楼刘家

哨

２ １ ０ １ ７０ ３９６ 折刃剑 铅锡青铜 ０ ． ９ ２５３ ２ ． ２３ ００ １ ６ ． ５８６ １ ５ ． ３４７ ３６ ． ９８７ Ｈ

本文

地区
２ １ ０ １ ７ １ ３９７ 弧刃剑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２ １ ２ ． １ ４ ６６ １ ７ ． ８０５ １ ５ ． ５２９ ３８ ． ２２ １ ａ

－ｃ ２

２ １ ０ １ ７２ ３９５ 兽形饰 锡青铜 ０ ． ８ ７５ １ ２ ． １ ５ １ ７ １ ７ ． ７６３ １ ５ ． ５４３ ３８ ． ２２０ Ｃ
２

本溪张其寨农 ２ １ ０ １ ７３ 弧背明刀 铅锡青铜 ０ ． ９ １ ００ ２ ． ２０ ７９ １ ６ ． ８２９ １ ５ ． ３ １ ４ ３７ ． １ ５７ Ｈ

场 ２ １ ０ １ ７４ 方折明刀 铅锡铁青铜 ０ ． ９ ０６４ ２ ． ２０ ２５ １ ６ ． ８９ １ １ ５ ． ３ １ ０ ３７ ． ２０ １ Ｈ

２ １ ０ １ ７５ 襄平布 铅 （锡 ）青铜 ０ ． ９ ２７８ ２ ． ２２ ９０ １ ６ ． ４５７ １ ５ ． ２７０ ３６ ． ６８３ Ｈ

２ １ ０ １ ７６ 残襄平布 铅 （锡 ）青铜 ０ ． ９ ４５ １ ２ ． ２５ ７８ １ ６ ． ０６６ １ ５ ． １ ８３ ３６ ． ２７２ Ｈ

本溪张其寨上 ２ １ ０ １ ７７
一

刀圜钱 铅锡青铜 ０ ． ９ ２７０ ２ ． ２２ ６ １ １ ６ ． ４６ １ １ ５ ． ２５９ ３６ ． ６４３ Ｈ

翻身 ２ １ ０ １ ７８
一

刀圜钱 铅锡青铜 ０ ． ９ ２４４ ２ ． ２２ ２７ １ ６ ． ５２４ １ ５ ． ２７６ ３６ ． ７２８ Ｈ

２ １ ０ １ ５５ Ｍ ６５ １ ： １ ７ 刀囊饰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６０ ２ ． １ ３ ０４ １ ８ ． ００３ １ ５ ． ５９２ ３８ ． ３５５ Ａ

２ １ ０ １ ５６ Ｍ ６５２ ： ７ 淘索状游环 铅年蘇申青铜 ０ ． ８ ６５４ ２ ． １ ２ ７６ １ ８ ． ０ １ ８ １ ５ ． ５９３ ３８ ． ３３４ Ａ

２ １ ０ １ ５７ Ｍ ６５２ ： １ ７ 镂孔方形饰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 １ ６ ２ ． １ ２ ３９ １ ８ ． ０９６ １ ５ ． ５９ １ ３８ ． ４３４ Ａ

下辽河 ２ １ ０ １ ５８ Ｍ６ ５２ ： １ １ ５ 圖形饰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５０６ ２ ． ０９ ０３ １ ８ ． ２９３ １ ５ ． ５６０ ３８ ． ２３８ Ｂ
，

平原沈 沈阳郑家洼子 ２ １ ０ １ ５９ Ｍ ６５２ ： １ １ ８
－

１ 圖形饰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５３ ２ ． １ ２ ８７ １ ８ ． ０３８ １ ５ ． ６０９ ３８ ． ３９８ Ａ 刘函

阳地区 ２ １ ０ １ ６０ Ｍ ６５ １ ２ 三翼镞 铅冬尋砷青铜 ０ ． ８ ６８ １ ２ ． １ ３ ３ １ １ ７ ． ９５７ １ ５ ． ５８８ ３８ ． ３０６ Ａ

２ １ ０ １ ６ １ Ｍ ６５ １ ２ 残片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５７５ ２ ． １ １ ４６ １ ８ ． ２０７ １ ５ ． ６ １ ２ ３８ ． ５００ Ｂ

２ １ ０ １ ６２ Ｍ ６５ １ ２ ： １ １ ９
－

ｌ 圖形饰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５７ ２ ． １ ２ ９８ １ ８ ． ０３３ １ ５ ． ６ １ １ ３８ ． ４０８ Ａ

２ １ ０ １ ６３ ６５ 郑采 ： １ ３ 剑柄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８５８ ２ ． １ ７ ４８ １ ７ ． ５９９ １ ５ ． ５９０ ３８ ． ２７５ ｃ
２

葫芦岛 （锦西 ）

２ １ ０ １ ３８ ２ ６９０ 育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５６ ２ ． １ ２ ８９ １ ８ ． ００８ １ ５ ． ５８９ ３８ ． ３３８ Ａ

辽西走 ２ １ ０ １ ３９ ２６９４
－

２ 扁形饰件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５９ ２ ． １ ２ ９９ １ ８ ． ００ １ １ ５ ． ５８７ ３８ ． ３４０ Ａ

廊葫芦 ２ １ ０ １ ４０ ２ ６９８ 曲刃剑枕状器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５ １ ２ ． １ ２ ８９ １ ８ ． ０２４ １ ５ ． ５９２ ３８ ． ３７０ Ａ 本文

岛地区 葫芦岛 （锦西 ）
２ １ ０ １ ４２ ２７４２

－

１ 鸟形饰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３０ ２ ． １ ４ ７４ １ ７ ． ８７３ １ ５ ． ６０２ ３８ ． ３８０ ａ
－ｃ ２

邰集屯田九沟 ２ １ ０ １ ４３ ２ ７４６ 马络饰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９７ ２ ． １ ５ ８６ １ ７ ． ７ １ ０ １ ５ ． ５８０ ３８ ． ２２８ ｃ
２

ＺＹ－２ １ ４５ １ １ ９７ 曲刃剑 铅年專砷青铜 ０ ． ８ ５７０ ２ ． １ １ ０９ １ ８ ． ２０７ １ ５ ． ６０４ ３８ ． ４３４ Ｂ
，

辽西山

地朝阳

地区

ＺＹ－２ １ ４６ １ １ ９ １ 曲刃剑 锡青铜 ０ ． ８ ８２６ ２ ． １ ５ ５３ １ ７ ． ５８５ １ ５ ． ５２ １ ３７ ． ９０ １ Ｃ
〇

朝阳博物馆藏
ＺＹ－２ １ ４７ １ １ ９８ 曲刃剑 铅冬翻申青铜 ０ ． ８ ６ １ ６ ２ ． １ １ ４８ １ ８ ． ０２５ １ ５ ． ５３ １ ３８ ． １ ２０ Ａ－Ｂ

李瑞亮
ＺＹ－２ １ ６２ 无号 曲刃剑 （铅砷 ）锡青铜 ０ ． ８ ８８９ ２ ． １ ７ ３２ １ ７ ． ３５７ １ ５ ． ４２９ ３７ ． ７２０ ｃ ２

ＺＹ－２ １ ６３ 无号 曲刃剑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４６ ２ ． １ ２ ３６ １ ７ ． ９８０ １ ５ ． ５４６ ３８ ． １ ８３ Ａ

ＺＹ－２ １ ６４ 无号 曲刃剑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５２ ２ ． １ ２ ３６ １ ７ ． ９６７ １ ５ ． ５４５ ３８ ． １ ５５ Ａ

ＺＹ－２ １ ３６ Ｍ ４５ ： ４０ ｆｆｉ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０５ ２ ． １ ４ ００ １ ７ ． ９３４ １ ５ ． ６ １ ２ ３８ ． ３７９ ａ－ｃ
２

ＺＹ－２ １ ３８ Ｍ ４５ ： ２ １ 盖豆 锡青铜 ０ ． ８ ７８４ ２ ． １ ６ ３３ １ ７ ． ６９５ １ ５ ． ５４４ ３８ ． ２８０ ｃ
２ 李瑞亮

ＺＹ－２ １ ４ １ Ｍ ４５ ： １ ０ 鼎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７５ ２ ． １ ５ １ ４ １ ７ ． ７ １ ９ １ ５ ． ５４８ ３８ ． １ ２０ ｃ
２

１ ９ １ １ １ ２ Ｍ ｌ ｌ ： ｌ 盖豆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８３ ２ ． １ ５ ５３ １ ７ ． ６３８ １ ５ ． ５０３ ３８ ． ０ １ ４ ｃ
２

辽西山

地建昌

地区

１ ９ １ １ １ ３ Ｍ ｌ ｌ ： ２ Ｍ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３６ ２ ． １ ３ ０９ １ ８ ． ０９ １ １ ５ ． ６２４ ３８ ． ５５０ Ａ

建Ｈ东大杖子
１ ９ １ １ １ ４ Ｍ ｌ ｌ ： ４ 鼎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５４ ２ ． １ ５ ０３ １ ７ ． ７８２ １ ５ ． ５６６ ３８ ． ２３７ ｃ ２

１ ９ １ １ １ ５ Ｍ ｌ ｌ ： ５ 壶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９００ ２ ． １ ７ １ ９ １ ７ ． ４４３ １ ５ ． ５２４ ３７ ． ８８４ Ｃ
ｏ

１ ９ １ １ １ ７ Ｍ ｌ ｌ ： ６ 连体提梁壶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８９４ ２ ． １ ６ ６ １ １ ７ ． ４３９ １ ５ ． ５ １ １ ３７ ． ７７５ Ｃ
ｏ 柏艺萌

２ １ ０ １ ４９ Ｍ ｌ  １ ： ２５ 戈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５４ ２ ． １ ５ ６７ １ ７ ． ８４３ １ ５ ． ６２０ ３８ ． ４８３ Ｃ
２

１ ９ １ １ ３ １ Ｍ ｌ ｌ ： ２７ 金柄曲刃剑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８５２ ２ ． １ ７ ８７ １ ７ ． ６３２ １ ５ ． ６０５ ３８ ． ４ １ ０ Ｃ
２

２ １ ０ １ ５０ Ｍ ｌ ｌ ： ３０ 削刀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７２５ ２ ． １ ４ ９６ １ ７ ． ８９６ １ ５ ． ６ １ ５ ３８ ． ４７０ Ｃ
ｏ

１ ９ １ １ １ ９ Ｍ ｌ ｌ ： ３３ 镞 铅锡青铜 ０ ． ８ ６ １ ０ ２ ． １ ２ ３３ １ ８ ． １ ３２ １ ５ ． ６ １ ２ ３８ ． ５０ １ Ａ

？鑛 品共有 ５ 件 。 刘象哨 的两件短 为 简报所述 Ｉ Ｉ

武 ，＿中 ３％ 号 鐵 ［
外 表 呈灰褐 色 ， ＿ 为 三段 ， 节 间 形

赛 （ 图
一

） ．
挪 号鳅 Ｉ

＇ 表 呈绿 Ｓ
， 幾身

＇

酿 ， 曲 刃

仍Ｉ纖显 。 上堡 ■蠻＃短剑 中 ，
Ｍ ｌ  ： ３剑刃 已较窄 ， 外

ｇ宽
，
略有獻 曲 ，

Ｍ １  ： ４ 剑刃 中 后部＿折 ， 是縁晚 的

形制 。

由表
一

知 ， 战国鳴＿ 的 四件誊铜短剑材质以铅锡

青颯为主 ， 铅 易含量均辕豪中 ；
＊善含量在 ■ 以下 。

刘家哨棒品 的 铅含量在 寥 ， 相对＿低
＿
其 中

３簡 号残短剑还含有 １ ．３Ｋ的繼 （ 图 二 ） 。 上懿 Ｍ ｌ 两件



２０２ ２ ． ０ ５ 糸 方 物
Ｎ ＡＮ Ｐ Ａ Ｎ Ｇ  Ｓ Ｖ １

ＥＮ

图 本溪刘家 哨 出 土短剑
（
馆藏号 ３ ９６

）部分残段

图二 本溪刘家哨 ３９６ 号剑显微金相组织

铅锡青铜
（
２００ｘ

）

图 三 本溪大浓湖方折明 刀 显微金相组织

铅锡青铜
（
２００ ｘ

）

短剑 的 铅含量在 ３ＳＭＫ间
， 萁碟 Ｍ １  ： ３ 短剑猜有＿

断处霄含量＾ ， 与基体材质有＊差异 ， 应是经过费

铸处理 ６

上述青铜器 的 铅料并 不统
一

， 指示商类 不 同 的锚

资源 。 为 便于讨论 ， 笔者将铝 同 位素比值按 ？
Ｅ％／

＊
Ｐｂ

鐘ｆ直分＃ 五 个 区 间 ：
６，热 ．前５ 记 ｆ

［

ＳＡ
＿具８ ４ ０

－

分 ． ８？记 作Ｂ ＿ｌ  ，
０ ． ８７ ５

－

０ ，８９０记 作Ｃ＿  ， 〇 ？ ８９０以 上

记作 Ｈ 类 ， ０ ． ８ ４０ 以下记像 Ｓ ｌ 类
；
撤三类属普通铅 ， 后

＿＿通常 异常铅 。 釗家哨 ３％ 号剑及上ｆｅＭＵ

曲 刃 顯■
Ｈ比值 ，

Ｍ ｌ  ： ４ 折刃 剑为 ￡ 类！＊桓 ：£

刘家墻 ３９７ 号魏激兽形饰位于 Ａ－

Ｃ 类 卜Ｌ值令 界赴

可见刘＿ 哨与 上堡 随葬 的 复数件短剑 ， 并非 遽＿

作 ， 而是利 用 不 同 的 金ｇ翁雜 ｐ 这些短Ｍ风格梅稱 ，

但铅料 ：不 同 ， 踏示擁类铅资竭在辽东 山地 使 用 时淨

无清晰蠢礙^

两类铅料 中 ， Ｈ 类鶴与燕食化存在密切关联， 可

纖产 自 －辽地区 。 ＾耀曾对着ｒ響出 土舊明 刀識

行了铅＿徽素 比 值分析 ＜可以揭＃总黏燕 刀 便 用 铅

料的 历时规律 。金文 中 卜 Ｉ Ｉ Ｉ刀均为鉞背
，
年代較

早 ，

ｆ
ｔ 用 的第资源包 含 Ｌ 三类

；

ＩＶ 式 刀 微有弧

折
， 低ｔ普通铅与异常麟 用

；

Ｖ 式 ；％弧折 ，
Ｖ Ｉ 式 为

方紙 四伴雜品均为 Ｈ 类 。可见燕明观敌 国 中期并

用 多种链斜 ， 到战 国晚期逐渐稳定使 用 Ｈ＿错料。 本

次分析 的寧 寨出 土 ６Ｈ件明 刀
， 分＿ 为弧折及方

折背 ， 以 ＩＣＰ  ＡＥ Ｓ 测定样品 铅 含 量分别 为 ３９％
Ｉ

４＆％ 。 两件样 品均 ｆｔ用 Ｈ 类铅 ，
与燕下鄯情形相 同 。

＿調 ：刃 的铅含饞献高
彳
憾期明 刃當有 姆％甚至 ５■以

上 的铅 含量 ， （ 图 三 ）而锡 含量 则猶 低 ， 部分明 刀 甚至

是铅毒＿或纯铅 质地
？

。 ＿ 刀 的大量铸ｆ？＿燕 国＿

域 内 ＿ 有 锒ｒ 的 开缓 ， Ｊｆｅ类 错料 的 产源 大敷在燕

山 辽西地区 ， 晋冀交界 的恒 山东 ＿饞 、辽西建農 地

区均是潜在 ６＋地？
。

顧 国末期受 中 原三晋及秦 的影响 ， 铸行过耸肩方

足布 币 ＆水連方孔＿钱》 多见于辽西及辽歲。 辽东 山

地如本溪大叛湖 、 庄河桂云花等多批 货 币 窖藏 ． 皆以

襄平布 、

一

ＳＰ钱 为主 ？
。 本次取样 的 布 币寒 自 大浓

＿窖＿ ， 

一

件方足布首部残缺 ， 微耸 肩 ， 表面灰濛ｆｔ ，

右面文可见
“

襄
”

＃ 的
“

丝
”

旁 ， 另
一

件 ：盡足＊＿緣一

足 ，謦 肩 ， 表面布 ，
左面文可见

“

坪
”

字 的
“

厂
”

形笔画 ， 故推断均是襄乎布 。 本次＿定 的本溪出

土燕布 币 襄顧钱 ，皆 为 高铅 的 ■锡青铜 ． 与晚期方折

背 曰ｉｆ刀接近 ；
链 同 位素比 值均 ＊Ｈ 类 ， 也 同 于燕明 刀

而 不 同 于三晋之方焉布 。 值爾注 ；？是 ， 这 几件样 品

的
２ °７

Ｐｔ＃卿ｆｃ均在 ０ ． ９２ 以上 ， 其 中馨足 的 襄平 布 （ 实

藝塗鼸号 ＩＪ ？０：
１ ５

＞
的

２ Ｅ

％／
＊
ｐｂ 更蠡达 ０ ． ９４ 以上 ， 已

与燕下都出 土 刀 币 存在
一

定 差异 ， 而落在辽西建 昌

八家子 矿 的 比 值糧围 内 （ 图 四
） ，
不＿＿其与辽

西山她存在資廳关联 。 在建 昌 铅矿附近 的喀喇＃大

西沟门 、 平泉寧 等地 ， 先 后 愛義了铸造战 国 末期
一

７？爾钱及 半两 质钱范？
， 在承 ？

寿王坟也发现了战 国 至西汉 的费铜羅址
？

。 这些

线素指示右北平郡及辽西郡是燕秦Ｓ 时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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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辽东 山地青铜器

铅同位素 比值及相关 比较

开发利 用 的重要地＿ 。 在 目 前发现 的燕 国钱 币 中 ， 布

币 及圜钱主ｇ于燕 国东部？
， 其 中 辽西 山地 出 土种

类最 为 丰富齐全
，

表 明辽＿簾是燕东迁 后 镑 币 的

书 ｆｅ若考虑总量 ，＿ 布 的截量Ｘ■夢于坪

益 昌 馨其儒各＿ 布 ， 故 ｆｆ？辽阳＿辽＿东＿

投放驗３１ 币 £ 为 大宗 ， 反 映辽东地Ｅ ６ＩＪ｝ 币 需求靈

为旺虛０
。 由 上可知 ， 铜 、 铅 （ 主要是 Ｈ ｉｌ 比 值 的辽西

铅 ） 与钢铁
一

样 ， 是燕辽她Ｅ 重要轉 Ｅ域性金 属 食

源 ， 高铅青１１ １＊癀 币 的形式 促进了辽东地Ｅ 商 品流

通 ， ＃挣 用 慶影＿像旖更多研究关注 。

中 原三晋 的货 币 及其他类别 的青铜器 ， Ｍ用铅资

源主要 为 Ｃ 粪 ， 与 战 国末期 的馨地明显 不 从燕 国

故地直至辽东 山地置朝鮮半岛北部 ，

三晋货 币 尤其

是各类為足亦 及赵尖足布 往 往与燕 币 共 同 流通 。 在

辽东李岛菊＃鄭沿海直至长 白 山＿ ， 參拿ＩＩ现赵 国

题铭兵器 ， 雜辽宁 庄河出 土 四年春平＿ 、 吉林集安

出 土七年 阳安君剑 、 长 白 出 土廿年蔺相如戈等 鐵

俊杰认１ 公元前 ２４ １ 年 后赵 国东境 已 广至＿ ，靡末

汉初存在赵人淳海至辽东 后 再 向鸭绿江 中 ＿戀維 的

可能气 辽宁 ｜￡赋、辽阳 、＿ ？

？
凤城６普兰店 离朝鮮平

壤等＿ｉ则 出 土滅战 国求■至 秦统一驗繼戀、 秦等 国

纖顧铭兵薄气 三晋及秦鑲 的铅 同 位素比 值主要集 中

于 ｃ
２ ＿Ｅ域 ， ｊ＞救为 Ａ

＊ 类 ％ 马渊久夫分析 的赵 国尖

思顯 、西 周 圜钱及金 正纖分析 的腾 国桥形布 ， 均以 ｃ
２

类比 值 为主气 Ｃ ３ 类 的 铅资滅建ｆｃ±辽西陆路以及勸海

海路两神路 Ｓ进 人焚东 ， 是 Ｈ 类铅以外另
一

类重荽

的 金 属物料？
。

除三晋
＇

货币 及兵器
ｉｓ外 ， 辽东出土 的＿分赛件器

物也可撻断 为 中 原酱 周地Ｅ 产品
；
加双兽面多棱长轉

形带钩 （ 图 五 ） ，
王仁湘 指 出 此 Ｉｆｔ番钩 ｆ

：
ｖ ｉｂ 式 ） 主要

＂

厲于战 国轉期 的三霄及 周都地区
”

气 在燕辽地区 则

沿燕长域沿线分布 （ 表 四 ｈ 最远可达勸靜半岛北部气

用 于中 原式 ｆｔ錢饰 ， 是燕赵 居民流陡ｉｒ东及朝鮮

半岛 的实证 。 类 似通过人群注移选距离输 人辽东 的？

品还包括充作窍塞 的长条八椟柱开｜翳１ 图 六 ） 等 ，
．＿抚

顺莲花堡及铁岭邱合遗羅：
均 出 土过碧绿色總續八棱

ｆｔ＃ ， 类似 的实物见于河虐条郑郑韩故域中 行 Ｉｔ址战

国末期遗存？
。 此类铅玻璃ｔ爽鑛爾｜４砂 ） 质八棱柱主

要见于 中 原地Ｅ ， 且 ｇ释与材质类别更＊丰富麥样 ，

在辽东则均ｆｔ于燕文Ｉｔｅ鐵趾 中 ， 应与＃原人群＿ｌｉ纒

６｜麵有关 。

ｍ上醫析了辽东 山地 公元 前三世纪青铜器 的 资

＿形 ， 在 中 原 莲文化入＿进据和流
？

■ 的过程 中 ，

铸铜 、铸铁及翁ｆｔ 等手工业被赫 ｌｉ＿ｉｒ东 ， 这
一ｔｔ程

伴随着大量金 属讀 的 ｉｆ讀 。 与之相 应 ， 西丰永淳 、 抚

顺河夹＿ 、 新宾 龙 头山 、 本溪上 堡 、桓仁大甸子等 战

ａ娜郸周窑 ３ 围场东合子 ４ 梨树二

图五 兽面多棱长牌形带钩

１ 朝＿渭泥＿洞

？

以
２０８

外严
》
吒 对

３＾ （３严６

昨 作图 时
，

经验参考线 丨

（ ） ： 户 １ ． ６ １ ６ ２ ） （＋〇 ． ７２８ ８ 附近 区域记作 〇 类 比值
，

直线下方记作 １ 类
，

直线上方记作

２ 类
，
中原战国青铜器大多为 Ｃ ２ 或 Ａ ２ 类 比值

，

大井冶金遗物主要为 Ｂ
，
类 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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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辽宁铁岭邱合

图六 玻璃八棱柱形器

２ 河南新郑 ｉｆ 行

表四 战国晚期兽面饰多棱带钩 出 土实例

文化区 出土地 单位 类型 出土地 单位 类型

晋周

河南洛阳烧沟 Ｍ６５ １ Ａ 河南郑州二里岗 Ｍ １ ４ Ａ

河南郑州洼刘 Ａ 河南禹州新峰 Ｍ４３６ 首残

河南新乡鲁堡 Ｍ４９ Ｂ 河南汤阴五里岗 Ｍ １ ９０ Ａ

河北邯郸周窑 Ｌ３Ｍ １ Ａ 河北元氏南白楼 Ｍ２６ Ｂ

北京延庆西梁塊 Ｍ２６ Ａ 首残 河北怀来甘子堡＠
Ａ

河北张家口 白庙 Ｍ２ ５ Ａ 河北围场东台子 Ｍ １ ６ Ａ

内蒙古敖汉四道湾 Ａ 吉林梨树二龙湖？
Ｔ０５ １ ８③ 首残

辽宁鲅鱼圈天瑞？
Ｂ

Ａ
： 双兽面

；

Ｂ
：单兽面

秦 咸阳塔儿坡 Ｍ４２ １ ６ ３ Ｂ

盡汉初 的 墓地表明 ， 辽东 山地各支保有 自 身＿＿及

文化傳寒霉 擁＾活騰 ， 并与燕汉文化据点穿插

分布
？

。 韩 国学者李盛 周指出 、 本阶段辽东 山地聚朝

＿牟岛北部徽繼人 以 中 原为 中 心的 ｔｆｔ葬体莲之 中 ，

ｆ

但限于 自 身 ６＆致治 、 经济面貌 ， 尚 不具备受＃
＇

中 原式

的 制铁技术体 系 ， 而更多地表现 为对外来物品 的

用气 在各稗金属 中 ， 青铜可以重熔铸遄顯器 ，从而 Ｂ｜

具有＿翁 的 使 用功龜＾ 也具有原料ｆＨ直 ， 用 于各本＿

讀鮮的铸铜业 。 本
＇

裏刘家哨捷上ｆｅｌｌ群中 ， 通过燕文

化获取 的来 自 燕辽 的 Ｈ 鸯沿及通域多途 ｇ来 自 中 原

的 ｃ 类 ｆＳ得以并行 在铅＿与 合金技术 层面

与燕文化音凝器完全一囊 ， 而这
一

共性是文 化层面

攀
＊

？職觀到 的 。

辽东地区并 不畺袭元前三龍紀青铜 ：職脅藏筛 的

终点 ， 在这
一

时期 ， 毗邻麵徽松Ｈ江流域及朝鮮半

岛北部都受到了金属濟人 的显著影响 。 本溪朴堡 的触

ｆｔＫ剑与辽北吉长地区 关 系 密切 ， 本溪 、 宽駕等地麗

见叶脉纹铜矛也见于集安五道沟门霉雑气 反 长

白 山地的石棺墓 、 大石盖墓及阶梯式积石墓等族群存

在软为密切的文化联系 。 吉林挣甸西荒山屯 Ｍ ｌ 是西

Ｈ 山文化族期等致較高 的 墓葬 ， 出土 曲 刃 短■及触 角

式短剑
，
吉林省冶 金 研貪斯测由ｔｏ 刃 剑身 激摄镱青

＿
，
曲 刃 剑柄

１
鑛

＿

角式剑及双钮徂纹镜为沿质气 西荒

山 屯鸯＿ 含铅 的材质特 怔魂是受到 南 邻地Ｅ 的 影

与西 团 山亥化以纪竭和 丨纖青爾为主 的青爾繼差

异明显
？

。

公元箭三世纪前 后 ， 朝鲜半岛青铜鐵秦为铅锡青

铜《 ，资资源 则存在南北 差异 。 半馬西 ：

（
ｆｅ隅 的 鸭绿江 、

清 川江 ＩＩ域在燕 国 ：末期 为辽东郡属地 ，
已迸入早期

铁讓８＃代 ， 黹与辽东 山地 的 类姻遗存 合称为
°

细竹

里一靈花堡类＃
’

。 虽暂綠青铜器铅 同 位素比 值 的《

道数据 ， 仍可根据燕明 分 布情况 ，推测此Ｅ域 的

ｊ＆资源面貌与辽霖 山地相 似 ， 即兼 用 Ｈ 类铅及 Ｃ 类

鑛》 Ｂ 类铅分亦 的 南界
＞
目 前 已 知可至朝鮮半岛 中 南

部＿ｉ江流 ｉＰｖｔＪｉ ？ 清北道清原 （ 今＿丨
｜ 市 ）愈皮面

出土 的细零剑 ，
轉ｋ／

ａ＊

ｉ％ 本ＱＡ １ １ ， 考 Ｈ 类比值
？

。

祠期及稱餘阶段 ，朝鲜半岛 中 南部青铺器 的 铅科

来源翁为 复杂 ，其 中 Ｃ 类铅公认来 目 中 国北方 ， 部分

Ｌ 类异常铅衷 ６ 类普通铅 则可能拿自 朝＿半禽 西 南

部 。
Ｃ

：类：

比 值 的青＿包括论山定止里 、益山龙提里

等地 出±细 开Ｉｆ Ｕ

？
。

２ ［ ７

Ｐ
ｔ？／卿‘在 《 ，７Ｓ

￣

０ ． §３ 间 的１＾ １１

比 值青菌？包培 崖及大 田 炭坊洞细形剑 ？
，

李康承推断此类铅＿在庆尚靠道地Ｅ
？

。 此外完州

上林垣 出 土多件
“

中 国 ｓＴ種茎双箍爾：

《材爾激蒙領 ，

赤 属 藥似 比 值 ？
。 大 田 炭坊洞铜矛较为特气 ，

？
ｐｂ／

气％  ！氏至 〇 ． 锒
，

已紙ｆｔ麵珍半秦高＿擧贄成國 铅矿

的范 围 ， 而笋见于默墟青囑器 中 ， 李刚认为 与需要考

虑纖＊铅料来 自 中 国 的可維性
？

。

与 中 原战汉时期擔緣流行 的 〇类 铅翻比 ， Ｈ、 Ｌ

两类异常
＝

铅 的 分布 Ｅ域相对集中 ，
前＃多见于燕辽 ，

后者多见于朝鲜半岛 中 南部 。 究其原因 ，
Ｃ 类铅 的潇

动伴随■含
？

■的 优 质青德＿．料的敏人 ， 此＿物料重

器 后 即有较好 的觀械性能 ， 而其他两类錯仅作

＿＆料 ， 其贵重程度 不萆以单独作为涵距离贸 易 标

的 ， 而更多地行 用 于，地附近 ， 从而体繼＿显 的地＿

性 。 在 公元齒三ｆｔｆｉ 的背景下 ， 由 燕文ｆｆｃ重心东移而

引 人东北她区 南？敦朝鲜 岛西北曝 的 Ｈ 类铅成为

＿竹里
一

莲花堡类型富ｆｉｒ色 的 金 属资藤类别 。 西

汉 中 晚期 ，＿胶 、 辽 间海路交 往 的 日 益繁柴 ， 中 原

及青參地区 ＿＿输等物 品大釐輸 人朝錄半岛 北 部 ，



＾２０２ ２
． ０ ５

推动 ｅ ＿铅在謝鲜半岛进
一

步ｆｆｍ 乐浪土城出 土

青播器 中绝大多数為 Ｃ 翁铅 ， 仅 １

、

规为 Ｈ 夏 ：
Ｌ 类 ？

；

朝録半岛 ：＃部 的青铜 中 Ｃ ＩＩ铅比 例上升 ， 并与 本

讀 ｔ 类铅共 同 影德至 日 本九州等地
？

。

二
、公元前三世纪 以前辽东及辽西地区

青铜器 的合金材质及铅资源类别

在 公元前 四 世纪 后 半叶辽沈地区 出现截貪他塞

壽以前 ，

一般认为 ， 中 化圏对东北地Ｅ 的 影响 仅

限于辽西地Ｅ 。 目 前东北地Ｅ 南部发＾｜

＇

拍 商 ＿青＿

礼春器 ， 也焉出土于医巫闾 山 以西 。 但若以金羼笼Ｍ

为视 角
３寸農观蠢华北 、 辽趙Ｍ辽东 各 个播滅 Ｊ ｉ

Ｊ

驾 见 中 原来＿霉猶＃｜濟＿最＿明显 广 于 中原文

化因 襄鑛 。 为论述青顆物料赞顏类别 ：？ 广

域共性 ， 须对 中 原和辽灰及其 间 主養袁化区 的青铜
？鎏逯行历时性观餐及综合比较 。

１ ． 中 原段燕 、齐地Ｅ 的铅资＿埘序观

中 顧雜Ｅ 自 晚商至战 国 ， 先 后 的六 个时爾 ；中 有五

类错资源 得到 ：疒ｇ利 用 （ 表 五 ＩＰ殷遽 二三期窗放

射成 因 的 Ｌ 类锫
，
殷４ 四 期至 西 周 早 中 期 的 Ｃ

。 奠

铅 ， 两 周之际至春秋早期 的 Ａ＿， 春秋 中繼的 Ｂ
。

＿舜 ， 春秋晚期至战 国早期 的 Ｑ ： 类费、 战 国早 中期

以 后 的 。 在 周 代 的 ？文 化及开文 化地区 ， 目

前观Ｉ则到 的 铅靈顧驗变序列 ， 在战 国 中 期 以ｆｌ均与

中 原基本 ：＃ 同 ， 并且各阶段韵演＿节点也基本 同 步 ，

１８釋Ｉ青晰地表 明两地域是以 中 原Ｉ中心 的 金＿流纖
＇

网德 中 的
一

在邊 国 中擔期 ， 燕 、齐皆利 类铅

铸逢货 币 ， 与 中 原 不 同 ， 构酸＿１每地Ｅ 的独立 资源

圈 ３

：奠ＩＳ山地玉皇庙文化青锔器 的错资藤 ， 在春秋 中

＿＿至＆ 国 早期 与 中 原及燕文化地Ｅ始终 闬持较高

的
一

致性 ， 仍然属于上述广域金靖雜通 网络 的 内 部 。

玉皇庙墓地 自 春秋 中期起 ， 高等级Ｓ葬中爾＿有 中

原 、汉淮 ：！燕式青餐參鐵 ， 自 导 嘎格Ｗ拒 刘 、
：泡饰等器

＃也与 中 原地ｅ—样＆铅锡青铜为主要銳质类别 ，兼

有 少量＿青铜 ， 而罕览 ３＃＿ 。 住文勋分析了玉皇庙

Ｍｌ
、
Ｍ １ ８ 春秋 中 期青 ｆＩ容器 的 铅 同 位素 比值均为 Ｂ

类 ， 北 ＩＳ Ｍ２２
、
Ｍ２ ３ 等春秋 中 期墓 的截：、

：齒 ４ ＿等铜

器亦为 Ｂ 类
；
南区 Ｍ １ ５６ 等春秋她期青纖庞Ｍ １ ７ ４

等春战之际青铜爵獨多 为 Ａ 、 Ｃ 类比 值
？

。 战 国 中晚期

燕 山一德：为燕文化区 ， 俄 国職細 的譲庆西粱挑ＭＭ

燕式？钩与 同期燕 国傷塞一榉＿ Ｂ鐘盈气

表五 公元前
一

千纪东北地区南部及周邻地区铅资源序列

中原地区 海岱北部 冀北平原及山地 辽西山地

下辽河平原

辽东山地

辽东半岛

朝鲜半岛

西周早期 ｃ
Ｄ 曲村 （陈庄 Ｍ １ ７

）

Ｃ
ｏ

琉璃河 Ｍ ｌ  １ ９ ３

Ｃ
Ｄ 朝阳铜鼎

Ｂ
， 昊家洼子

西周中期
Ｂ 〇＋Ａ

曲村
（
陈庄 Ｍ３５

｝

Ｃ ｏ

北崴 ｃ
０

（ 南部 ）
飞来洞西周晚期至

春秋早期
Ａ 虢国

Ａ

（要庄 ）

？

仙人台 Ｍ ３
Ａ

（

＋Ｂ〇

乌金塘

（胡头沟 ）

？

（ 岗上 ｝

＠

春秋中期 兴弘
Ｂ

〇

仙人台 Ｍ ４

Ｂ
〇

玉皇庙 Ｍ２

春秋晚期 Ｃ ０ 瓦察坡
Ｃ

〇

Ａ＋Ｃ

玉皇庙 Ｍ ｌ ５６

Ｃ
〇

Ａ
（

＋Ｂ
， ｝

（ 南部 ）积良洞 Ｍ ４

（ 南部 ）禾长洞 Ｍ ２６都北 Ｍ３４
Ｃ

〇Ａ＋Ｂ
ｉ

朝阳朝阳

铜剑铜剑

Ａ＋Ｂ
，

战国早期
ｃ

２
＋ｃ

〇

分水岭

都北 Ｍ６０

赛克勒燕器 郑家洼子 Ｍ６５ １ ２

梁家 Ｍ ｌ

Ｃ
２ 
＋Ｃ

〇

相家庄 Ｍ ６

齐之大刀

ｃ ２
＋ｃ 〇

东大杖子燕器

ｃ
２
＋ｃ

０

东大杖子铜剑

邰集屯田九沟
战国中期

ｃ
２

二
晋

布币

ｃ
２

长安

汉镜

（
Ｃ 〇

＋ Ｃ ２
）

（
关Ｐ 

６５Ｍ ２
）

（梁家 Ｍ ２
）

Ｇ
０

（ 南部 ）
文化洞

Ｃ
２
＋Ｈ

等

燕下者Ｐ弧背明刀

Ｈ

燕下都方折明刀

（
Ｈ＋Ｃ

）

Ｈ＋Ｃ 刘家哨

Ｈ 燕襄平布

Ｈ 燕圜钱

西北部 （
Ｈ＋Ｃ

）

南部

Ｌ＋ Ｂ

本地 Ｃ
２ 外来

细形剑及

多钮镜等

战国晚期

至汉初

Ｈ 齐大刀 、圜钱

Ｃ
２ 石佛堂

西汉早中期
ｃ

２
＋ｂ

临淄汉镜

西北部

ｃ
２

乐浪土城

注 类大井型比值数据及较高比例古砷青铜的阶段 ． 字体加粗处理 ；
括号中地点为典型青铜器群 ；

括号中字母为根据考古背景对相应时段资源类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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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辽西地区晚商西周青铜器铅同位素 比值及

相关 比较

包括铜环 、 圆形 ｔ￥ ５
方寧物等器 类 ， 李雜驾介绍其材

质经橡 均为領實铜
？

。 较此稍晚 ， 辽廣、 吉长及爾鮮

半岛等 參德扭戰了短锋肥 刃 的 早期潘态 曲 刃 剑？
， 目

前经俭测 的辽宁Ｉｆｆ民北歲劍 为想锡青铜＃
， 韩 国 大 田

１来洞 剑则为＃青＿ ， 比值均＃ 

Ｃ
ｂ 类 （ 图 七 ， 指示

了与 中 原地Ｅ 的 宽 ．＿关腾及辍早 的年代意味 。

３董 周 ｉｔｆ也区春秋至織国初年 的金属资

＿合金棱永

东北地Ｅ 南部再次集 中 出现 中 原风格青铜容器 ，

是西 周末 ：年至春秋早期 。 中城／ ｊ

、黑石沟 、 南山根導德

夏家 店上层文化高等＆墓葬 中 ， 中 原有铭青铜容＿

与东北 系 、 北方 系 及本地风樁青铜器 同 出 ， 展现与 广

域多爽化的忽Ｕ联系
＂

努鲁尔虎 山 以东 ６Ｓ楱河＿型

遗存 中 ， 青痛器面貌与 同 期夏家 店上层青铜器相 似
？

但高＊Ｓ墓葬中 不见＿见 中 原因 素 。 在±化以外 ，

合金材质義資＿类别 也 反矂了辽西山地青铜＿的 多

元性 。 何堂 ：＿ 、杨菊先 后对朝阳 、議平 、 宁域及更北的

處什克藤＿等地青铜藩迸行了成分Ｍｆ
？

， 南部以 含

青镯为 主 ， 中 北部 含铅青铜＃１
＿比柄显著降 低 ， 仅

占 不足半歎Ｊ學铜及红铜器 显较高 ， 这
一

分野体

现 南北各 自 与 中 原及大＃的隱求资滅关联 。 平尾 良

光曾 分析 曰 本东京 国 立博物馆所醺 ９ 件夏家 店 上层

文化风袼＿器 ？
， 锫料均属 Ａ 类 ， 与 同 期春秋早期 中

原臂 、 郑等 国青铜器高度
一

致？
； 摄纖分析 的克什

處 月ｍ关歲李ｍ ｉ 青铜器 ， 为夏家 店上层文化早期 ，

萁 中率分青麵器 ＃ 
Ｂ

，
类比 值 ， 指示金轉物轉乘 自 大

井多金臀矿
？

。

在辽西山池春秋早期前 后 的青窗器群＿  ＞锦西乌

金塘具有 多元 ６ＫＭ素和相对 ｉｎ意 的地理位

置 ， 是认识资癲转怔萬濟动方＿｜〗关＿ 。 乌金壤所出

铜 胄 多藤于夏家 店上层文化 南部地域 ，
三盾镂孔方

形铃与 龜１０ 剑 则 与辽奋地Ｅ＃在关联 ，
还意？有 中

原风格 的 圭首＿ ：戈？
。 本次分析了乌金塘 Ｍ ３ 出土 的

四 件青铜器 ， 材质 皆 零费锡賴 （ 表 二 ）
，哲料１ 为 Ａ

并且比猶狻此接近 （ 表 三 ） 。 擢此＿灘西 的朝阳

２ ．东北地Ｅ誇顧駐商至西 周前期鶬金属资馨 ；蔌合

金驗木面義

ｉ西龜区在 公元前二千 纟Ｍ ， 与爱跑＿及西 ＿

早期燕 国鲁在颊繁雜囊湯 年 的器物裙 同 位素比

值与殷璩相队 较晚的 则与 似 。 李瑞亮囊讀ｆ

朝Ｗ亩博雜指 藏ｆｔ 末 周 初 风德锔 鼎１镝Ｓ ， 

２ °７

Ｐｂ ／

２ Ｃ

嘗細 愚 ｆｔｊａ迦馬身龜及 ｅ
０ 类

？
 ５
乎尾 良光

测定 日 本＿博古馆＿侯 旨 鼎 ， 铅枓 ：为 ｃ。 类气 金

正騰率先指 出 与燕侯 旨壤 类 的 铅料在商末 周初得

到 广泛乘１用
？

。 龜璃河 Ｍ ｉ ｌ猶 出 土燕侯＿應＿＠
，

张 ：利洁分析 同 墓 的戈 、 ｜包
－

等蓦 ， 铅枓主要 Ｓ （＾类？
。

辽宁喀左雷霉蘇 出 土 的 燕 侯盂 、 伯 矩■ 、 圉翁等器 ｔ

＿与Ｉ京房 山纖纏Ｉ

１

可燕 国 墓地參在直接关联％虽 ｆｉｔ

乏相論＃７则 ， 但Ｉｔ测应与琉璃河 同 类器物具有一讀

的 资源特怔 。

在魏营子 喜？沟阶段 ， 辽西地 Ｓ■ 、 锡冶 金 生

产遂爾ＩＩ荣 ， 并據象至夏家 店上层 文化时＿ 。 李延＃

涛 牛特大营子遗址豪金遗＿傳 研究 表明 ， 靡商时

期林西大井多聋属ｆ 已 得到开发 ， 部 分遗址 内 冶炼

共生ｆ后能Ｓ多直擦得到铜得砷青 ， 相 关技术謹续

至复家 店上层文化阶Ｋ？
。 董＿军 １籮调查研究了大

井及 ，

周边夏家 店上层 文视矿冶繼ｆｉｔ＃齋析这些遗

址 出土矿石及燦這 的 铅周 位素 比 值 ，除周家地 、 上窑

等乎ａ歷址 外 黄山 、 塔市敷包 、 西水 泉 等 大部分

ｌｉｉ
１ ■

源 均来 自 大并＿矿遗址 ， 资源特怔十分清晰？
。

自 晚商 辽西地萬窗部 的老■河緣大驄河■

域就成 为 中 原 与 辽 西北 部 金 属物抖交汇 的 流通枢

纽 。 大井地区 出产 的 资賺和ｆｅ料包括锡石 、粗銅、壽

铜及５＿青＿等多十类别 ， ＿＿＿古翁牛特旗头牌

子曾 发现铜容器窖Ｓ ，
其 中戡墟前期 叹格瓰铜？ 内

就盛满锡矿石 。 中 原地Ｅ １ 人 的物料主要是贵重 的

礼容ＩＩ 及相伴随 嫌青铜物＃４ ，
萁 中 嫌青 ｆｉｆｅ 往 含有

铅而与大并＿出 的 金＿资增＿ 

Ｅ分 。

聰商至西 周时期 ，
北方 系青铜文化较Ｓ强势 ， 其

青猶器具有较：广 ？＿布范 围 ， ？独１ 的 冶 金 Ｅ
？

。

部分学者德灣 液燕 山 山 ； 相关遗存称为
“

抄道

抱类型
” ？

， 銎斧 、兽首 刀 等青铜器 在下辽河平 原 、 辽

东山瑜薇辽东半岛也有发现气 王永 乐对爾铆出土环

首 刀 及翁餐魏行了嵙学分析 ， 前者 为银锡青锔 ， ＿蠢

为镙青银， 比 值均 为 高爾射性成 因 的 ＬＵ 腾商时

期 中 原地Ｅ相 同气＊ 李瑞亮分析了朝阳吴家洼出土ｇ

戈 ， 材质 为红撫 ， 铅 同 Ｓ倉比繼驚 Ｊ Ｂ
，
类 ， 落 人大井 冶

金靖物 的 比值范＿？
。 ｉ述检灣数据 反ｆｔ ， 北方 系

青獨器 皭使 用 人馨在
｜叠揭物料词１Ｆ辽河及Ｋ东各文

化Ｅ 的 齋雜＆程 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 用 。

奴东 山龜 目 前最早 的青铜器 出顧于马城子文 化

阶段， 相 当 于腾商至西 周时期 。 本溪擊家堡 Ａ領 ４ 座

墓葬出 土镡摹 ， 其 中 ＡＭ ｌ ｌ
、
Ｍ２４

、
ＭＳＱ選 中 期 ，

Ｍ２６

为Ｓ兔期 ，年代大＿相 当 于晚商至西騸初 。 ＆ ＃？！饰品

． ０

． ８

－ ６

．４

－ ２

０

３９

３ａ

３ａ ．

３０

３ａ

Ｍ

Ｑ
ｄ

３
ｇ

＾
Ｃ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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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本溪观音阁铜斧显微金相组织

铅锡青铜
（
２００ｘ

）

十二合营子等年代相 当 、 形制组 合 的青悔器群 ^

？Ｗｚ具有类 似 的材薦 ＆资藤特怔 。

夏家店上层文化衰退 后 的釭西 ， 兔化面詹较 为 闬

守 ， 与 中 原间 的器黎及资爾安流
一

度停滞 。 在春秋 中

晚期 的七老图山两 ＿ ， 呈现ｇ 不 同 的 资靡 图爲》 玉

皇庙文化雜续与 中 原 ？＿密切交赣
，
疲够霞識并 使

用 中 原式青 器 、 与 中 原各地 同 步应 用 先 后流行

６｜為 及 Ｃｓ 类铅资源 辽西山地如宁爾孙家霉Ｍ７；＆ １

等器群 Ｉ？本延续前
一

阶段 的器类及组 合 ， 但曲 刃

剑形制明显 ？ 。 李 ；１＿对親阳愈爾物 ：馆鑛部分曲

刃 剑进行了检测 ， 焉中 春秋中晚期者 ；％错 倉铜 ，

比值处于 Ａ Ｂ 鸟之间 ，高 ＆砷量 的铜料指示大凌河

謙＿仍与大井＿地存在囊織 。 在医巫 闾 山 以翁 ， 本

阶段郑家洼子＿龜餐起 级 墓葬 中 随葬大遞會

铜＿ ，
指孝鐵主龍够 使 用 配这些贵重物料 ， 以体

＿社会权力 。 部＆餅究＿出 ， 郑家洼子类型可能

是 自 辽西山地迁出ｆｌ 

“

遗物集面— 从京屌 层面看

１５家洼子 Ｍ６ ５ ｉ２ 等春 ？Ｍ年至战 国 早期高等级墓葬

出 土 的青铜鐵 ， 均 为 铅潘Ｌ及 Ｉ＆纖家 ）青頓覉 错料类

藝取 Ａ 类 为 主
，＋别介于 Ａ －

Ｂ 雜之 间 ， 从器形 及蟹

減逢識１上都 ｆ呆持了与 春秋早期辽西地Ｅ音稱韉 的 明

显共性 ， 也 印 了郑家洼子类型在文化层面ｔ＃守

猜貌
？

。 在辽西山地 的东端 ， 阜新胡头沟
＇

Ｍ ５
、＊＿

＿類 ：Ｍ３０§ 等器審：顏 魯十二 台营子与郑家挂子所

出青铜器在时空上Ｍｉ起来？
， 相 关科技分析ｆｔ窺将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支實铜舞剑文化之 间 的 关联与

互动ｅ

东 山地
， 春輸處期至战 国 早期 的 本議讓家

Ｍ ｌ 等器群也具有类 似義處 。 本次分析了＿Ｍ １ 多

钮镱 、现音阁濟新立屯石棺墓出土铜斧 ， 前两者 为 铅

锡青铜 （ 图 八 ） ， １斤立
＇

屯靜为 高砷條铅 的 铬德 ．砷青１１

（ 图 九 ） ， 合金 类别 的特 怔与郑家洼子基本相 似 。 麵象

Ｍ ｌ

ｉ

＿ 铅麗振素 比 值介于 Ａ
、
Ｂ 类之间 ， 两件铜斧

则均卷 Ａ 类 。 春秋早期■ 自 中 原 的 含铅铜

料及来 自 大井 的 含
－紳铜料

，
进入辽說山地 后 少教仍

图九 本溪新立屯铜斧显微金相组织

铅锡砷青铜
（
未侵蚀

；

２００ｘ
）

保留器寧以作 为 威权 象 怔物＾ 寬多 的 则被作 为贵

重物料贮藏 ＃ 若＿铸成新器藜ｉ会 丨＿新 的器形特 怔

而 不審保有 原始面貌 。 ｆｔ些物料和器物在春秋娩期

速人下辽河平原 后 ， 又 由权 力 中心 到辽东 山地

各 个生 产 力较为 低下 的 小型社会 ， ＿以工具或短

剑 的形态葬 人石棺墓 。 复杂漫长 的＿＿，４±程可能
＇

伴

随誊＿料表靈形＾板 复龕 ．

－ｆｃ， 但铅 同 位麄比值并

不受上述＿过程 ６ｆ影响 ， 从而能够提 时段 的

擊 ！察 角麾 。

春秋 中晚期至慰＿初年 ， 朝鲜半岛青铺翳仿较少

见 ，铜劍等 合金材质 及？资源与魟东逾Ｍ基本
一

致 。

洪钟 郁ｆｅ道 了 全 罗 南道东 南ｆｔ 出 土 早 期青铜器 的

ＸＲ Ｆ 分析绪＃ ，
其中＃锡神青铜Ｈ错領實铜为 主要

材质类别 ， 丽 川平 吕 洞 Ｍ２ｉ石墓出土铜剑 为铯＿實

＿
Ｂ
积 良 洞上积 Ｍ４ 靈逢含少蠆＜＆ 的锡＿青偏

》
， 后

者与 本溪小松沟铜斧成分較接近 。 金奎虎分析了上

杩Ｍ４篇承长１Ｍ２６ 出 土 的
“

饗琶形 輒剑 ， 驗菌 位

蠢比 值均 为 １类
，
落 人雜家洼子及乌金塘出土铜器

的 比 值危 围％ 由 上述發＃可见 ， 朝鲜半岛早期 曲 刃

短茎青铜剑 的 合蠢材质反ｊ＆料类别 与 同 期辽东地Ｅ

存在密切关灘 、 而与 后读 出现 的细形铜剑有较大羞

异 ， 有助于认识率岛ｌｉ区加 工和值用铜剑 的文４ｆｉ＿

＿
？

。

４ ．东北地Ｅ 南部战 国早 中期 的铅资＿化

自 春秋末年起 ， 辽西地区重新开始出现 中原及＿

文化青鍵Ｈ ， 指示了新 的青铜物＃４流动 。 喀左南洞沟

是其 中 年代较早 的 实爾＊ ＿葬 的 圈足舟是典型 的燕

文化器物 ，其他如车軎 、 马？也扉梟親ＳＩＩ型 的 中 原

式青截器 ？
。 战 国早 中 期 ３

以喀左 、＾ 为 中心 的辽西

山＃＆参支 使 用 青相短＿ 的 人群Ｊ □五道河子 、 三

官甸＆寒大杖子等 ， 葬潜及 陶器 反 映 的文化性质有

驗差异 ， 但都与 玉 及燕文ｆｔ：乃至 中原地区 存在

交流 。

—Ｉ美战 国 之际ｍ降 ，＿地区 的铜业衰败 ， 羅人

辽西 的青铜物钭幵始以单 电 的 铅锡青铜 ：及锡青铺愚

２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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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辽西各地 的婵铜器基本消失？ 李丽辉分析了林西

井沟子墓地 １ ６ 件費儀薇 的 铅 同 位素比值 ， 仅 １ 件砷

補为 大井型 氏 ＿比值？
ｊＳ＃ １ ５ 件 中 ， 来 自 Ｍ １２ 、

Ｍ １ ３ ＪＶ１２ ５ 等年代较早墓葬的样 品比值为 Ｃ
。 类 ， 来 自

寒葬 的样品 比值 ，■
Ｃ

２ 类
？

。 中原地

ＥＣ
２ 类错豫代 ＆ 类铅 的 时 间 节点 ，

以分水岭墓地

Ｍ １ ４ 及 Ｍ ＩＸ为 界 ， 不早于战 国 早期早 放而井沟

子西Ｅ 墓地青觸器 的费資源 已 与 中 原
一

致
，
并且可

像 由 中 原地区鑛 演普＿侓 ， 确定墓地 的 年代可

６￡晚至备宠前五世纪末甚至前 四 世纪初 ， 与马艳 的

断代认识较 为接遊？
。

公元前 四世纪前半叶 ， 建 昌东大杖子墓地 的 多 座

＾＿ 中
＞来 自 中 原及燕地 的 礼容器与 本地 的 曲 刃 剑

同 出 。 东大杖子 Ｍ ｌ  １ 及 Ｍ４ ５
？ 出 鄭分青键礼容ｆｅｌ ，

萬 ｆｔ 两类比值
？

。 而东大杖子 ｍ ｉ ｉ 曲刃 剑

１李＿發析 ｆ■阳市＿馆藏部ｔ短剑等Ｅ西本

地风格青铜器 ， 比 值均 为 ｃ
２ ＿

？
。 本次检测 的邰集屯

田 九沟 出 土爾雜 ；

及鄭家洼子墓地＃＿靖 ；

ｔｂ僮亦

为 Ｃ
２＃彳 表 三 ） 。 韩 国大 田愈你洞 出土 的细形剑为 Ｃ

。

类铅 ， 分析馨李康承认为矿漏在 中 国 北方
？

。 以上 表

明迟至战 国 中 期 ， 伴随燕文我１及北＊ 系音稱韉 时七

羅 ． 东北＿部地区 的资竣爾序列重新与 中 原并轨 。 经

由 辽西 的 资蹓爾络 不断延 伸
，
促进 ：

金属＿料 向更外

嶸流动 ， ＿动下辽河及ｍ东各地域 的 生 产 ｉＪ发 展与

社会复杂化迸程 ５
从而 为 下一阶魅義食化进 东

？定基础 。

三
、 总结

青铜作 为造于儘＾输料
，
具育敍强 的流动性，

一

旦逄入社会开始＿通 ， 匣可以具有攀长＿生 ＞＿
期 。 獐过 合遺鮮郵测手段研究青铜物料 ：流动可 Ｐ機

供丰富 的 信息 ， 英 国学着马克 ＊涯Ｉ立 德近年 倡 导 的牛

津体系 便重点关注了这
一

问题？
。 在各类為ｄ中 ，數

据积 累難为 充分 、 理论探＿为成熟 的方法包描ｆ
ｉ

ｊ

用青锔器 的 成分分析碑定 ＆金材质 ，利 用 铅 同 位素

比 值数据进行聚类纖定金 麗类别 。 但金虞物科并 不

＿与 金 属器物完全参］製 ， 金 属锭块 往 往与 金 属器共

屏 参与巍顏 ， 并且器物本奢義破 后 ■具有物料 的
＇

潜

在属性 ， 故而基于器物敗格 的 文 化 因 素分ｉｆ等经典

方法 同 样潘＿爱挥重要作 用 。 基于从 中 原到通就的

广域出ｆｔ ，
Ｍ格按时代梳理各文化ｅ 的 错 资源序列

，

本文初步揭示了 中 原与东北地Ｅ 南部青ｆＩＢｆ代晚期

密切＿物料联系 。

ｌｒ东 山地在青繼时代 的社会生产力 水平相对梭

低 ， 社会层级相对简单ｋｆｆ前 尚 班早至先秦 ６｜墙

铜
：遺址 ，

与 冶 金活动有关 的遗存主１是各类工具和

義器 的石＿锋范
，

表 明．金虞救科转化为 实 用器物

ａ铸范类道具更受重视 。 这样 的铸ｉｉ业面貌 ， 与郑家

洼子 、 乘家 出 土青铜■所见 的成熟稳定 的 高 合金配

比并 不相称 溥过 备金 成分及铅 同 位素比 值 的综 合

比綬
；，
可 龜愈以？ 中原 辽西 辽东存在

參次规震化 的青铜物料流动 ， 并且＿＿｜多与 中 原术

器＿的 发现
？

应 。 辽西山地在这
一

交流 中 居于枢

绒弛位 ，

一

方面掙集于区 位 ， 顧ＩＩ相对近便地获歡 中

原 的贵重青铜器 ， 另
一

方面也通过大井及 周边 的 ／§

金遗址获得粗铜和 ；＾
＇

赠青铜 。 由 于金＿资藤的流转

度 丨圣较为漫长 ． 当 青银
［器 出理在下辽河平原与辽东

山違的墓葬 中 时 ， 其物料可 ｔｌＥ 开采并激藤数 个世

纪 ， 但以钻 同 位素比 值＿灣 类别參终 不变 ，从

而能 够观 测 到 辽东地 Ｅ 较 中 原 辽 西
一

线的 滞 后

性 。

中 原金属资源 向东北南部 的流勘
，
促进了 广域资

＿ ：两魯的攀成与延 伸 。 在公元前 四 世纪辽东 已 与辽

西
一

样ｖ使 用 中 原与＿化綠行的 ｅ 类势欒源 ； 在 公

元前三世纪 ， 又 同 步 使 用 Ｈ
＇

囊铅资濾 ＾ 辽东金麓物料

滞 后于 中原 的现象曾经长期存在 ， 至此时基本消 失 。

資扉层面 的稳定关联有助于辽东各地形成对资
＇

源 供

给 的 ｆ衣鏡 ， 是燕Ｒ文 化强势扩张 的重要因 素 。 此外外

来金属 的 涌 人 ｊｐ快了辽东 山通 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

手工业类别增繁 ， 出＿分化
，

这些鸯化都有助于 中 原

手工业体 系 向本地域迅速變繼 从而稳定了统
一

帝

国在辽东 的郡县繼统治 。

金 属物 Ｓ动鞋和功能姓导致 ＿ 围 往

往大于文化传播范围 。 在＿时代 ， 辽西地Ｅ具有独

立 的袁化脉络 ． 但也长期 位于以 中原为 中 的 广域

金 属＿廣之 中
，
并承担资源 向＆北萁他地Ｅ扩散

时鏡冲地功能 。 伴随辽翕地Ｅ 的经营和海上交通 的

发展
， ，秦至汉＿ 

． 金属觀将韵缓＃地外夢蒙 ！辽东 ，

至西汉 中 隱期 ， 这
一

橐伸圏種祥半岛北部
？

。

如 同辽西与辽东 间 曾经长期 存在 的 资源关联 ， 以襄

平和 乐浪 为流通枢纽 的 金属丨＿指１进了长 白 山地和

蘭轉半導 南部 的社会变革 ， ３４＃氧晋时期东北亚地

Ｅ 的新 ｔ衾局埋下伏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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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山 五台 山地区铅矿的文献报道比值与出土明刀

相合较好 ， 并能与唐 、 辽以来冶铅遗物对应 。 相关地质文献

集中于山 西灵丘 、 繁峙及河北涞源等地 。 另 中 国科学院 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周文丽研究员在山 西浑源 、 应县等地采集

的坩埚冶铅渣 ，
铅同位素比值与部分明刀重合较好 ，

惠允

笔者介绍此认识 。 参见张会琼 ： 《山西支家地浅成低温热液

型银铅锌矿床成矿作用研究 》 ， 中 国地质大学 （ 北京 ）博士

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４ 年 。 建 昌地区的比值范围较宽 ， 能够与北票

喇嘛洞墓地出土十六国时期铅器的比值对应
，
表明古代进

行过 开发利用 ， 并且与燕东迁后 的整体历史背景较为相

合 。 参见李瑞亮 ： 《北票喇嘛洞 出土铅器的化学成分及矿源

研究 》 ，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６ 期 。

？王嗣洲 、 孙德源 、赵华 ： 《辽宁庄河市近年出 土的战国

货币 》 ， 《文物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６ 期 。

？ ａ ．郑瑞峰 ： 《喀喇沁旗发现战国铅母范 》 ， 《中 国钱币 》

１ 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

ｂ ． 张 秀夫 ： 《河北平泉 的汉半两铅母范 》 ，

《中 国钱币 》 １ 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

？ ａ ． 王峰 ： 《河北 兴隆县发现战国金矿遗址 》 ， 《考古 》

１ ９９ ５ 年第 ７ 期
；

ｂ ． 罗平 ： 《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

查 》 ， 《考古通讯 》 １ ９ ５ ７ 年第 １ 期
；

ｃ ．李延祥 、杨巍 、 王峰 ： 《河

北承德寿王坟古铜矿冶遗址考察 》 ， 《有色金属 》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

？林城濉 ： 《战 国时期燕 国境 内 钱 币 流通情况研究 》 ，

《中 国钱币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亓民帅指出战国货币面文 中 的地名应理解为货币 的

初次投放地 ， 而非铸行地 ，
是 目 前较为合理的认识 。 参见亓

民帅 ： 《东 周 时期金属铸 币 面 文 中 地名 的性质 》 ， 《 中 国 钱

币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

？ ａ ．旅顺博物馆报导组 ： 《旅大地区发现赵国铜剑 》 ， 《考

古 》 １ ９７３ 年第 ６ 期
；

ｂ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 ： 《吉林集安发现赵

国青铜短剑 》 ， 《考古 》 １ ９８２ 年第 ６ 期
；

ｃ ． 长 白朝鲜族 自治县

文物管理所 ： 《吉林省长 白朝鲜族 自治县发现蔺相如铜戈 》 ，

《文物 》 １ ９９ ８ 年第 ５ 期 。 此外吉林柳河向 阳发现的
“

左得工
”

“

右得工
”

铭铁铤铜號 ， 多被认为是赵国兵器 。

？赵俊杰 、马健 、金旭东 ： 《吉林长 白县干沟子墓地的文

化性质与相关问题 》 ， 《考古 》 ２０ １６ 年第 ５ 期 。

？值得注意的是 ，
辽阳东京陵 、 凤城鸡冠 山及平壤石岩

里出土铜戈及抚顺刘尔屯收集铜矛均为秦上郡题铭器 。 参

见 ａ ．徐家 国 、刘兵 ： 《辽宁抚顺市发现战国青铜兵器 》 ， 《考

古 》 １ ９％ 年 第 ３ 期
；

ｂ ． 李 智裕 ： 《辽 阳博物馆藏秦 国 有铭

矛 》 ， 《考古与文物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

ｃ ． 许玉林 、 王连春 ： 《辽

宁宽甸县发现秦石 邑戈 》 ， 《考古 与文物 》 １ 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

ｄ ．

许明纲 、 于临祥 ： 《辽宁新金县后 元 台发现铜器 》 ， 《考古 》

１ ９８０ 年第 ５ 期 士 ［
日

］
梅原末治 、藤 田亮策 ： 《朝鲜古文化综

鉴 （ 第
一

卷 ） 》 ， 养德社 ，

１ ９４７ 年 ，
图版第

一

二
。

？ ａ ．

［
日

］ 马渊久夫 、平尾 良光 、佐藤晴治等 ： 《古代東 ７

銅貨乃鉛 同位体比 》 ， 《考古学 ｈ 自 然科学 》 ，

１ ５
（
１ ９８２

）

２３ ３９
；ｂ ？金正耀 、 ［美 ］

Ｗ ．Ｔ ．Ｃｈａ ｓｅ
、 ［
日

］马渊久夫等 ： 《战国

古币 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兼说 同时期广东岭南之铅 》 ，

《文物 》 １ ９９３ 年第 ８ 期 。

＠战国 中晚期齐国青铜器的铅资源较为复杂 ，
大致上

战国 中期 为 Ｃ 类
， 晚期为 Ｈ 类 。 礼容器 中临淄相家庄 Ｍ６

鬲鼎比值为 Ｕ 与 Ａ 交界处
，
张家庄 勇士区鼎比值为 Ｌ 类

；

货币 中齐之大刀 、 即墨之大刀为 匕 类
， 齐大刀及謚刀園钱

为 Ｈ 类 。
Ｈ 类铅进入山东北部可能与燕齐间的战争有关 。

？王仁湘 ： 《带钩概论 》 ， 《考古学报 》 １ ９８ ５ 年第 ３ 期 。

？实例如平安北道 （今慈江道 ） 渭源龙渊洞遗址 ，
此类

带钩发现于 １ ９２７ 年 ，
与大量燕明刀及铁器共 出 。

？ ａ ． 王增新 ： 《辽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 》 ， 《考

古 》 １ ９６４ 年第 ６ 期
；

ｂ ．铁岭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 《辽宁铁岭市

邱台遗址试掘简报 》 ， 《考古 》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 《新郑郑 国祭祀遗址

下 》 ，
大象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彩版六〇 。

？甘子堡 １ ９８０ 年出 土铜器是从村民处收缴
，
简报作者

指出部分器物的墓葬归属可能有误
，
如此件带钩即为战国

晚期器 ，
不应归入春秋中晚期墓葬 Ｍ ｌ

。 参见贺勇 、刘建中 ：

《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 》 ， 《文物春秋 》 １ 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 ： 《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古城址发掘报告 》 ， 《边疆考古

研究 第 １ ２ 辑 》 ，
第 １ １ ０

？

１ １ １ 页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鲅鱼圈天瑞水泥厂 Ｍ２３ 为 西汉 中期墓 ， 表明此类战

末铜器在辽东能够延续使用至西汉中期 。 辽东地区西汉窖

藏中也常见明刀 、 燕園钱与半两甚至五铢共出 ， 指示战末

流入辽东 的金属物料总量较大 。 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 《辽宁营 口鲅鱼圈汉代 贝壳墓 》 ， 《考古学报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１

期 。

？ ａ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铁岭市博物馆 、 西丰县文

物管理所 ： 《辽宁 西丰县永淳遗址及墓地的发掘 》 ， 《考古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ｂ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抚顺市博物馆 ：

《抚顺河夹心墓地发掘简报 》 ， 《辽 宁省博物馆馆刊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３ ３４

？

３４ １ 页
；

ｃ ． 肖 景全 ： 《新宾旺清门镇龙头 山石盖

墓 》 ，
辽 宁省 文 物考 古研究 所 编 ： 《辽 宁考 古 文 集 ２ 》 ， 第

１ ４２
？

１ ６４ 页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ｄ ．梁志龙 、 王俊辉 ： 《辽宁

－

２０８
－



２０２２ ． ０５

桓仁出 土青铜遗物墓葬及相关 问题 》 ， 《博物馆研究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 ［韩 ］李盛周著 、 岳洪彬译 、 金正烈校 ： 《青铜器时代东

亚西亚 世界体系和韩半岛 的 文化变动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 。

＠ ａ ．许玉林 、 王连春 ： 《丹东地区出 土的青铜短剑 》 ， 《考

古 》 １ ９８４ 年第 ８ 期
；

ｂ ．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 ： 《集安发现青铜

短剑墓 》 ， 《考古 》 １ ９ ８ １ 年第 ５ 期 。

？此类铅质器物在长 白 山地及延伸地带较为 罕见 ，

一

种可能是样品锈蚀严重 ， 测定的区域为铅锈 ， 器物本身是

高铅青铜
，
另
一

种可能是以铅制作明器 。 随葬复数件小型

陶明器的葬俗在战末汉初 的 吉林中 部多 支 文化 中都有体

现 。 参见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市博物馆 ： 《吉林桦甸西

荒山 屯青铜短剑墓 》 ， 东北考古与历史 编辑委员会编 ： 《东

北考古与历史 丛刊 》 ，
第 １ ５０ 页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８２ 年 。

？贾莹 ： 《吉林猴石 山遗址出土铜器地域性特征的初步

研究 》 ， 《北方文物 》 １ ９％ 年第 ３ 期 。

？数据主要参考韩国学者李健茂 《韩国青铜器的制作

技术 》 （
１ ９９２

） ， 转 引 自成璟瑭 ： 《朝鲜半 岛 青铜 武器 》 ， 第

１ １ ８
？

１ １ ９ 页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 １ ９ 年 。 另见 ［韩 ］
金贞培 ：

《韩国青铜遗物的金属学分析 》 ， 《韩国 史研究 》 ，

１ ９％ 年第

９期
； Ｊ

ａｎ
ｇ Ｓ ｉｋＰ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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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 ｉｅ ｎｃ ｅ ．３４
（
２００７

）
１ ９９ １ ２００２ ．

＠ ）朝鲜半岛晚期青铜文化较早 的高等级遗存集中发现

于锦江流域 ，
如槐亭洞 、南城里 、东西里等石椁墓 。 包括生

铁器及 Ｈ 类铅料等多种金属资源物料在此汇聚 ，
也可作为

其区域性中心的旁证 。

＠此剑具有低锡高铅的材质特征 ，
与同期其他细形剑有

明 显 差 别 。 参 见 ￥ 呀軎 、 甘 苟 钟 、 ＋吾异 ： 《苷 甘弁

勻 刊 苟 吾召 司 碎辞登匀
－

噶 £电 午会 砷 甸 吾 召 》
，

湖西考古学会
，
第 ６ 

？

７ 合辑
，

２００２ 年 。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 崔炷即指出益山龙提里细形剑的

铅料来 自 中 国北方地区而非朝鲜半岛南部 。 参见旮每 钟 、

窄 嘹軎 ， 《芒钍 司 弁 句 砷 嚿 罟 召 詞 匀 芒王４ 珥

？

吾孕
１ £ 仝叫 》

，
忠 南大博物馆

，

１ ９９９ 年
； Ｊ

ｕＣｈｏｉ
，ｅ ｔａ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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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９２

）
２ ： １ ９ １   １ ９７ ．

苟 珅 、 毛 普普 、 叫 登 苟 ： 《芒公 人
１ 祖 号 司 Ｍ

普Ｓ■弁 与 ．Ｓ 笔 罟 碎哿岳斗》
， 《韩国上古史学报 》 ，

２００３ 年总第 ３９ 号 。

⑩？？李康承 、姜坰 台 、 郑光龙 ：

《 邙 迓 發勻 叫 吾斟
？

吾 钍 １｝

？

罟 叫 叫吾弁 与 奢互 笔 罟 ７
１ 司 ３爸王勺 碎

甘罟爿 钽仝 叫 》
， 韩国考古美术研究所 ： 《考古学志 第 １ ２

辑 》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１ １ ９

？

１ ３ １ 页 。

？ ［
日

］平尾 良光 ： 《古代東 青銅乃流通 》 ， 第 ６ ５
？

６６ 页
，鹤山堂 ，

２００ １ 年 。

？李刚认为此类高放射性成 因铅资源与庆尚道第
一

莲

花铅矿尚 有差别 ，
而与 中 国商代青铜器更为

一

致 。 目 前战

国 中晚期此类铅的发现多位于山东地区 ，
如滕州大韩 、 临

淄张家庄等地
，
故而此问题仍未为定论 。 参见 ：

ａ ．李刚 ： 《朝

鲜半岛及 日 本细形青铜武器的原料产地 》 ， 《文物保护与考

古科学 》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

ｂ ．代全龙 、 张 吉 、刘延常等 ： 《 山 东

滕州大韩东 周墓地第
一

次发掘出 土青铜器 的科学分析研

究 》 ， 《南方文物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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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９

）
２ ： ２３５ ２ ５２ ．

？ ［
曰

］斋藤努 、藤尾慎
一

郎等编 ： 《東 地域 （
二 扫

叶 冬青銅器文化〇移入 ｈ 変容扫 ｊ：  ｒ／流通 仁 関 石 多角 的

比較研究 》 ，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书 》 ，

２００６ 年 。

？ ａ ．

［
日

］马渊久夫 、平尾 良光 ： 《福岡 県出 土青銅器Ｏ鉛

同位体比 》 ， 《考古学杂志 》 １ ９９０ 年第 ４ 期
；

ｂ ．

［
日

］
平尾 良光 ：

《古代東 青銅乃流通 》 ， 第 ６ ５
？

７ １ 页
， 鹤 山堂 ，

２〇〇 １

年 。

？表中相关研究参见 ａ ．金正耀 ： 《天马 曲村遗址西周

墓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 ，
北京大学考古学 系商

周组 、 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著 ： 《天马 曲村 １ ９ ８０ １ ９ ８９

第三册 》 ， 第 １ １ 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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