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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古称海、岱，又称齐鲁
之邦，在这片土地上有孔子创立
的儒家音乐思想学说，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音乐文化体系，遗留了
非常丰富的音乐文物，笔者拟通
过挖掘东昌府区博物馆馆藏4件
宋铜钮钟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
进一步阐释齐鲁音乐文化的动
人风采。

东昌府区博物馆现藏4件宋
铜钮钟（图 1），宋代，铜质，除一
件铣部有小块旧缺外，保存基本
完整，弧舞，舞部置环形钮，最大
的 3件舞部中央有一小圆孔，器
身横断面作椭圆形，于口作月牙
形内凹，铣棱微弧，表面锈蚀，钟
身应有纹饰及分区，现已模糊，
难以辨认。钟内腔有不明显螺旋
纹，较为平整，未有音梁及调音
痕迹。通高分别是 37厘米、36厘
米、35.5厘米、19.5厘米，舞修分
别是13厘米、13厘米、12.5厘米、
6.5厘米，铣间分别是14厘米、14
厘米、13.5 厘米、8 厘米。笔者梳
理了国内相关器物，现拟从形
制、纹饰、用途等方面对其进行
探究。

经过梳理发现，同东昌府区
博物馆铜钟形制相似的音乐文
物在全国也比较少见，简单整理
如下。四川博物院藏剑阁窖藏出
土的南宋铜钟（图 2左），桥型环
纽，舞部弧曲，两铣自舞面两端
起渐扩，至铣角处略收，铣角锋
锐，于口上弧，钲部阳线框分隔
铭文“大吉羊”，鼓部有纹饰，通
高 18厘米，口径 12-5.8厘米。河
北博物院藏 2件汉铜钟及 1件宋
金“响声流转”钟（图3），2件汉铜
钟数据不详。“响声流转”钟系青
铜合范一次铸成，舞部留有清晰
铸缝，通体呈墨绿色，有光泽，弧
形舞面，上置有半圆环形钮，合
瓦形腔体，两铣弧曲外突，铣角
内敛、下垂，于口弧曲上收，有内
唇，腔面以宽阳线界隔，钲中有
铭文，一面为“响声流转”，另一
面为“遍满十方”，两面其余纹饰
一致，铭文两侧有童子戏班等纹
饰，鼓部双狮纹，无音梁及调音
痕迹，通高 36.5 厘米，舞修 13.7
厘米，铣间 19.4 厘米。1979 年陕
西省汉阴县蒲溪乡出土了4件青
铜编钟（图4），分大小两种，均为
合瓦形，拱形环钮，月牙形口，大
者通高 32厘米，舞修 15.5厘米，
铣间 19厘米，小者通高 20厘米，
舞修 8 厘米，铣间 12 厘米。大钟
钲部正反面均用梯形格栏分为
四格，分别楷书“响声流转”“遍
满十方”，钲部两侧上下部满菊
花纹，中部蹲坐戏耍的童子，鼓
部为奔腾跳越，张口翅尾争斗的
双犬或双狮；小钟形状、纹饰同
大钟基本相同，钲部两侧为流云
纹，鼓部素面，钲部一面楷书铭
文“师子吼声”，另一面楷书“大”
字。专家根据同时出土的宋砖、

“政和通宝”、瓦片及钟的纹饰图
案，推断 4件编钟为北宋晚期遗
物。宝鸡市建筑工地出土的 5件
铜编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其
中一件编钟钲部楷书“遍满十
方”四字，通高 31至 36厘米。《梦
郼草堂吉金图》中记录有一件形
制相似器物，未有具体说明，其
钲部铭文应是“响声流转”四字，
纹饰同河北博物院“响声流转”
钟基本一致。

另外，经过梳理发现一些铜铃的形制及分区和本铜钟多有
类似之处。上海博物馆藏南北朝檐铃（图 2右），锈蚀，通高 25.1
厘米，舞修8.4厘米，铣间11.4厘米，铣长21.5厘米。衡阳市博物
馆藏战国环钮铜铃，保存基本完整，舌已不存，铜质，表面褐色，
腔面纹饰漫漶，通高24.5厘米，舞修7.5厘米，铣间12.6厘米，铣
长21厘米，正鼓厚0.6厘米，侧鼓厚0.4厘米。华亭市博物馆藏明

“大吉利”铜塔铃（图 2中），塔铃顶圆形钮，口两尖角，正面上部
减地阳文三楷书“大吉利”，下部饰云纹，背面饰花纹，通高18厘
米，口径 7厘米。还有青岛市博物馆藏大吉利铃，伊宁县阿热斯
坦乡沃依曼巴托海村征集的“大吉利大合罗”扁铜铃，内蒙古博
物院藏汉“大吉”铜铃，秦安县博物馆藏汉代“宜牛羊”铜铃，凤
翔县博物馆藏汉长乐富贵铃等。这部分铜铃都有阳纹框边，通
高基本在15厘米以内，且大多为合瓦形腔体，半圆形钮，于口微
弧曲上收，舞和铣长度相差不大，舞部中心有一圆孔通腹腔以
悬吊铃舌，多半铃舌已失，整体较为瘦长。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
一号窖藏出土的铜钟，完整器，环形钮，折肩，斜直臂，钟口内
凹，通高 23.4厘米，口径 11厘米，肩宽 8.5厘米，钟身为合范，两
面各有一略下凹的长方形框，一面铭文“凤翔楼钱鑫”，另一面
字迹已磨灭，不易辨认。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辽代风铃，临
沂市博物馆藏清空里慈声铜钟等，通高在15至39厘米之间。其
形制除于口构造不同，铜铃腔体近菱形外，整体形制同本铜钟
相类，且有专家认为，铜镈、钮钟等很有可能是受中原商文化中
铜铃的影响，所以本文把此类铜钟、铜铃一并做了整理。

周公制定了礼乐制度，伴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礼乐制度逐
渐开始瓦解，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周公制定的礼乐
制度已经被破坏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两汉时期，周王朝制定
的礼乐制度彻底瓦解，先秦编钟的壮丽奢侈与繁华也荡然无
存，青铜编钟的制作，如一钟双音，音梁构造、调音磋磨等技

术也遗失殆尽。汉代以后，政权
更迭，历朝历代当政者追求周
礼，试图恢复礼乐制度，同时铸
造了大量的编钟。到了宋代，特
别是宋徽宗朝以后，复古之风
更甚，徽宗时期专门设置了掌
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造
了 有 名 的“ 大 晟 编 钟 ”（图 5
中），同时制作仿古青铜器赏赐
文武百官作为家庙礼器。这种
复古风潮也蔓延到了民间，在
经济利益驱动下，民间开始大
肆私铸青铜器。所以，宋朝以
降，仿古青铜礼器大规模出现，
这点从宋代以后铜钟的铭文和
形制方面都有所体现。

首先是铭文在仿制前朝的
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
新，使之具有了当时的特色和新
意，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不同时代
人们的设计意识和“崇古追新”
的审美情怀。如“大吉羊”“大吉
利”“大合罗”等沿袭了汉代的吉
语文化，也是当时人们生活幸
福，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表达方
式。铭文“凤翔楼钱鑫”的铜钟进
一步折射出当时物阜民丰，不管
是庙堂还是民间，人们在精神层
面有了更高的需求和寄托。“响
声流转”“遍满十方”“空里慈声”
等词语在佛教、道教的理念与内
涵中都有所体现，道教斋醮仪式
包含很多赞颂词章和祭祀音乐，
用乐时也会使用打击乐器。如，
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
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往，性
非生灭——佛教《楞严经》。尔
时，救苦天尊，遍满十方界，常以
威神力，救拔诸众生——道教

《太上救苦经》。在佛教与道教
中，十方都指东方、南方、西方、
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
西北方、上方、下方，用来象征
整个宇宙。万有现象的生灭相
续，循环不止，称为“流转”，在
佛教中又有轮回之意。“师子
吼”，在《维摩诘所说经》中有云

“演法无畏，犹师子吼，其所讲
说，乃如雷震。”在佛教中，佛陀
常被称为“人中师子”。《大智度
论》记载：“又如师子，四足兽中
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
是，于九十六种道中一切降伏无
畏故，名人师子。”在《大方广佛
华严经》卷五十七中记载了菩萨
十种师子吼。《契经》中说：“供

‘ 铃 铎 ’于 塔 庙 ，世 世 得 好 音
声。”在一些堂塔的相轮和檐
端，也悬有铃铎，如前文中上海
博物馆藏檐铃及华亭市博物馆
藏铜塔铃等。同时，在定州博物
馆藏北宋錾花银鎏金佛像舍利
塔上可以看到塔檐上所悬挂的
檐铃，类钟形。

形制方面，仿古青铜礼器钟
基本为兽钮阔腔平口有枚式，直
至清代仍在延续。关于这点，最
直接的证据就是现在留存的府
学、县学、文庙等编钟，在陪葬的
明器中亦有体现。如浠水县博物
馆藏宋代浠水龙钮圆钟，四川博
物院藏宋代兽头钮钟，常熟博物
馆藏元代完颜璹编镈 3件，上海
博物馆藏元大德九年杭州儒学中
吕钟（图 5左）、元至治三年嘉定
儒学钟，湖南博物院藏元至元五
年至元己卯钟，上杭县博物馆藏
明上杭孔庙编钟 6件，莆田市博

物馆藏明隆庆六年兴化府文庙编钟5件、莆田文庙编钟6件、饕餮
纹钟，涪陵市文物管理所藏明涪陵文庙编钟9件，三台县文物管
理所藏明三台文庙编钟10件，还有泉州市博物馆藏清雍正四年、
雍正六年、雍正八年、道光十年的晋江文庙钮钟，泉州府学文庙编
钟，荆州博物馆藏清江陵文庙编钟12件、绵竹文庙编钟10件，常
熟博物馆藏清光绪元年常熟县学编钟16件等等，其中常熟县学
编钟、江陵文庙编钟等经专家测试仅用作县学、文庙礼社，非为实
用乐器。现留存的宋代以来的府学、县学、文庙等所用编钟数量丰
富，形制多是直筒型、圆球形等，横截面基本都呈圆形，大小相等，
铭文包含律名、捐造人、监造人、建造人、用途、造制时间等，同东
昌府区博物馆所藏铜钟形制、纹饰等皆有不同。

值得提出的是山东遗留下的青岛市博物馆藏宋代钮钟明
器2件，山东博物馆藏清乾隆东昌编钟2件（图5右）。2件宋代钮
钟明器同大晟钟形制相似，是宋徽宗诏命新乐在山东地区的体
现。2件东昌编钟两面分别楷书铭文“圣庙乐器”“乾隆辛酉年东
昌府同知潘珑监制”，也是聊城礼乐文化的实物见证。东昌府区
博物馆馆藏的4件铜钟发现位置在聊城古城区原通用机械厂西
邻，明清时期其附近有东昌府同知衙门、朱氏老府故址等，至于
宋代时其上为何建筑因史料缺乏，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依据其
形制、同类器物铭文及发现地点推测 4件铜钟的用途应同佛教
有非常大的关联。

历史的长河流淌不息，聊城东昌府区古城自宋代以来，经
历了宋金、金元、红巾军、靖难之役等多场战役，虽然历经兵毁
与重建，但是作为礼乐器的 4件铜钟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
得以保留，成为齐鲁音乐文化及区域软实力的一部分，作为一
种润物无声的表达，它会在潜意识里影响着我们以礼立身，以
乐治心，不断谱写精神文明建设新篇章。［本文系2024年度山
东省聊城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聊城古城区文物旅游发展路径
研究”（ZXKT2024183）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7年7月至2018年
9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义马市文物保护
管理所，对位于义马市区
南部、石河西岸的上石河墓地
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
发掘。通过对发掘清理的墓葬形
制和出土器物进行研究，发掘者
认为义马上石河墓地“是一处
保存完整、排列有序、规划严
谨的春秋早期墓群，是继三门
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重
要的虢国邦族墓地。”但关于墓地的族属，他们认为“是
虢国东逃的贵族、家眷以及护卫随从的墓地”（三门峡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义马上石河春秋墓》,科学出版社，
2024年1月）。笔者认为此结论有待商榷。

从考古学特征看，
上石河墓地的确是一处虢人族墓

上石河墓地位于河南省义马市区南部原上石河村
中，北临 310国道，南接新安古城遗址，西边是开祥化工
有限公司。2017年，义马市文物钻探队对此地进行考古
钻探时发现了该墓地。目前已初步探明该墓地现存范围
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
之后，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
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春秋时期墓葬 107 座、马坑 9
座，出土各类遗物3549件。墓葬有大中小之分，面积15平
方米以上的只有两座，多数为中小型墓葬，均为长方形竖
穴土坑墓，墓壁上下垂直，墓底四周设熟土二层台。葬具
为重棺单椁、单棺单椁或单棺、单椁，重棺单椁的 14座。
大多数墓葬为南北向，墓主多仰身直肢，头北足南，身份
稍高的棺内铺有朱砂。这与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埋葬习俗
基本相同。

随葬器物以青铜礼器为主，出土有铜鼎、铜簋、铜盨、
铜方壶、铜盘、铜匜、铜盉等礼器，还有铜戈、铜矛、铜盾
锡、铜镞等兵器，铜辖、铜衔、铜镳、铜带扣、铜铃等车马
器，以及玉璧、玉璜、玉玦、玉串饰等玉石器，器物种类与
器物形制均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器物相似。

部分出土器物上装饰有纹饰，如青铜礼器上的窃曲
纹、重环纹、垂鳞纹、瓦垄纹等，玉器上的尖尾龙纹、缠尾
双龙纹、凤鸟纹等，也与虢国墓地出土器物带上的纹样基
本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上石河墓地M93出土了一件带铭文
的铜鼎，其上铭文表明该墓地与虢国有关。M93是上石
河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面积达 17平方米，葬具为重
棺单椁，外棺的四角各放置一件铜翣。随葬有青铜、玉、
石、骨等器物 1334件（颗），其中青铜礼器 13件，含鼎 4、
簋4、方壶2、盉1、盘1，其中一件铜鼎内铸刻有“虢季氏子
虎父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16字铭文，意即虢季氏之子
虎父作铜鼎，希望子子孙孙永远享用。“虢”为国名，“虎
父”为器主，应是虢国“虢季氏”的儿子。发掘者根据墓葬
形制、铜礼器组合以及铜翣数量，断定该墓主身份应为大
夫级贵族。这一推论也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此外，上石河墓地因一条Y字形古河道而分为三个
区：南区墓葬规模比较大，分布稀疏，墓葬多为南北向，是
较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区；北区墓葬相对较小，分布比较密
集，墓葬也多为南北向；东北区多为小型墓葬，墓向以东
北向为主。同时期墓葬不存在打破或叠压关系，表明该墓
地具有一定的规划性，且有较为严格的埋葬制度。

综上，无论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还是从随葬器物
的造型、纹饰、铭文等考古学特征来看，上石河墓地都应
是一处虢人的族葬墓地。

上石河墓地是虢国卿大夫的氏族墓地

关于虢季氏虎父一族缘何埋葬在义马上石河，发掘
者认为，公元前655年虢国被晋国灭亡后，虢公丑带领部
分贵族东逃京师，周王把义马这处京畿之地与虢国的交

接地分给虢人作避难栖息地，故上石河墓地很可能是虢
国东逃贵族等人死后的墓地所在。笔者认为，该墓地可能
是一处虢国卿大夫的氏族墓地。理由有二：

一是根据文献记载和遗迹推断。虢国被晋国灭亡后，
虢国国君虢公丑带领部分家眷、亲信等向东逃亡，到周王
室寻求庇护。《左传》僖公五年曰：“八月甲午晋侯围上
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史
记·晋世家》亦云：“（晋献公二十二年）其冬，晋灭虢，虢公
丑奔周。”说明灭国后的部分虢人跟随国君虢公丑投奔了
周王室，但周王如何安置他们史书上没有明说。

三国魏时期，魏文帝曹丕组织儒生桓范、王象等编撰
的类书《皇览》中记载：“虢公冢在河内温县郭东，济水南
大冢是也。”“温城南有虢公台，基趾尚存。”说明在今河南
温县一带有虢公冢、虢公台。宋人裴骃在《史记·晋世家》
集解中引《皇览》说：“虢公冢在河内温县郭东，济水南大
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台。”也就是说，公元前655年虢国
被灭后，虢公丑带领一部分贵族出奔东周王城洛阳，周王
看在虢国这么多年勤王有功的份上，在苏国（今焦作温
县）给了虢公丑一块土地，让其在那里颐养天年。由于苏
国与虢国是政治联姻关系，苏国国君收留了虢国国君，虢
公丑最后在苏国终老，埋在了当地。

这样的推断也能从现存的遗迹上得到印证。目前，焦
作孟州西虢镇确有虢公冢、虢公台等遗迹，温县城西北的
黄庄乡有东虢村和西虢村。这就说明了东逃的虢国贵族
并没有被安置在义马这块京畿与虢国的交接地带，所以
也就不会埋在那里。

二是结合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分析。众所周知，西
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周王把全国的土地分封给同姓宗族、
异姓功臣和上古帝王的后裔，得到封地的人称为“诸侯”，
对周王要尽到服从命令、镇守疆土、交纳贡赋、随从作战、
朝觐述职等义务，各诸侯的封地称之为“国”。诸侯在自己
的国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要辅助国君进行
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与服役的义务，卿大夫的封地称
之为“家”。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这样层层分
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春秋初期，晋昭侯分封其叔父
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后来曲沃发展壮大代替
大宗成为诸侯。最为著名的就是晋国的六卿，随着卿大夫
实力不断增强，最后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

由此看来，虢国东迁到陕地以后，也在自己的疆域
范围内对卿大夫进行了分封。义马地处崤函古道，在春
秋时期处于虢国与周王室王畿范围之间，属虢国范围
之内。虢国国君将虢季氏子虎父一族分封在那里，让他
们在那里生产生活，护卫边界。上石河墓地内的一百多
座墓葬排列有序，保存完好，布局清晰，相互之间没有
打破关系，说明该墓地有着严格的埋葬制度，是有“墓
大夫”专人负责管理的邦墓。这进一步说明了此处墓地
是经过规划的墓地，不是虢国被灭后周王临时安置的
虢人的最后埋葬地。

综上所述，上石河墓地是继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之后又一处较大规模的虢人埋葬地。参照西周时期的分
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结合墓地的考古学特征，笔者认为
上石河墓地可能是虢国分封到义马一带的卿大夫的氏族
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不仅填补崤函古道上春秋时
期中小型贵族墓地的空白，也为研究周代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尤其是丧葬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江苏省如皋市档案馆收藏的一级
文物“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据
查证，是迄今为止在国家文物局备案印
章登记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上县一级
党组织最早的印章，弥足珍贵，极具革
命历史文物价值。该印于 2022 年入选
江苏省第二批可移动革命文物。

此枚印章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
一，上圆下方匀称得体，刀工遒劲。制成
于1927年。印上部直径3.7厘米，高0.15
厘米，印下部边长3.9厘米，高1.9厘米，
质地为水藻花青田石，色泽包浆晶莹，
略显淡黄白色，微透起冻，材质上佳，古朴敦厚。印面镌刻
白文篆书“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十二个火红的阳
文小篆字，单刀浅刻遒劲，镌刻流畅，章法规整，笔画细劲
犀利，匀称得体的宽边款。

第二，出土时间地点详细，来源清晰。1965年秋，在
原如皋县民政科招待所翻建房屋时被偶然发现，施工人
员在清理下水道时发现了一处砖砌圆拱，拱内放有一平
边铁锅，其釜冠上放有一双绣花布鞋，铁锅内有一副脚
镣、一把刺刀和百余发子弹，刺刀和子弹下方埋藏着这枚
印章。在土地革命时期，招待所原为国民党的看守所，曾
经关押过我党的许多革命志士。

第三，历史文献记载清楚，时代明确。如皋市委党史办
原主任李实秋在1929年1月16日的上海《申报》中发现了
这枚印章的线索。1929年1月17日南通《通通日报》也有记
载。该枚印章是时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徐芳德被捕时从其
护兵杨成萱身上搜出来的，当时还搜出“中国工农红军总
司令部江北总指挥印”。徐芳德，1901年出生于如皋江安镇
六角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月，徐芳德等人
潜回江安整编游击队时，在卢港被国民党县警察中队包
围，腿部中弹被俘，遭刑讯逼供、叛徒劝降无果。同月 27

日，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从这枚印章的
出现，再到被国民党缴获，最后又回到了
人民的手中，可以看出当时如皋革命斗
争的残酷性。

这枚印章历经近百年的岁月淘洗，
仍完好地保存至今,它的背后有一段传
奇的经历。1927 年 7 月，经中共江苏省
委批准，中共如皋县委正式成立，成为
江苏最早成立的县级地方党组织之一。
至1933年，这短短6年，中共如皋县委8
位书记中，有 7 位光荣牺牲，平均年龄
仅 25岁。这枚印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时

期中共早期地方基层组织成长和发展的风云历程，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人忠于信仰、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见证了
革命者前仆后继、坚如磐石的意志，它似一把火炬，一直
照耀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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