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翔出土春秋秦官铜构—
金杠

杨 鸿 勋

1 9 7, 年以来
,

在陕西省凤翔县春秋秦都

雍城遗址先后出土 64 件别致的铜器① 。

这样

的铜器
,

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现⑧ ,

颇引起

一些同志的注意
。

这批器物对于中国建筑史

的研究
,

是一分相当有价值的材料
。

这里
,

初

步地谈谈它们的名实问题以及由此所想到的

一些问题
。

进一步的论证
,

还有待更深人的

工作
。

64 件器物都是青铜铸造
,

其中除两三件

为毛坯外
,

其余都是曾经打磨加工并使用过

的
。

大件的形制
,

大体上可分为内转角①
、

外

转角④
、

尽端 (单向齿饰 )⑧ 和 中段 (双 向齿

饰 )甲四个类型 ; 另外还有少数小型转角⑦和

梯形截面的构件⑧ 。

根据器物的一些情况
,

试作如下判断
:

1
.

大件器物多为铜版与框架所构成的箍

套状
,

截面大部分为正方形
,

几件稍小的为长

方形 ;另有一类是四面铜版构成的箍套
,

截面

呈梯形
。

据发 现第一
、

二批器物的当地社员

反映
,

出土时部分内含朽木
,

据此可以断定这

些器物是套在木杆件上使用的 (图一 )
。

2
.

大件内空一般为 1 60 毫米见方
,

这约

即内插木杆件的截面尺寸
。

这样的木件大于

车乘
、

家具之类的用料
,

应是建筑构件
,

则器

物是建筑木构件上的附件
。

3
.

大型铜件所附着的木构件截面
,

小于

一般殿堂的主要承重构件 ; 又鉴于器物多数

仅有一
、

二面铜版并施纹饰
,

其余为粗糙的框

架
,

即此件安装后仅一
、

二面露明
,

其余各面

为暗藏 (为其他建筑部件所遮挡 )
。

据此可以

图一 金红安装在木杆件上构造示意

第 2 期



图二 金杠可能安装的位置示意

判断
,

它们可能是加固版筑墙所用的壁柱
、

壁 使用的
。

现在还缺乏进一步讨论的材料
。

带之类的附件
。

4
.

从铜件的主要类型来看
,

恰与 壁柱
、

一

壁带等木构件上可能安装的部位相适合 (图 金钉见于 汉 代 文献
。 《汉书

·

外戚传》

二 )
。 “

孝成赵皇后
”
条记载: “

… …而弟绝幸
,

为昭

从以上几点来看
,

这些铜件约即汉代所 仪
。

居昭阳舍
,

其… …壁带往往为黄金红
,

函

谓的
“
红

” ⑧ ,

或日
“

金红
” 。

大型的用途
,

当属 兰田璧
,

明珠
、

翠羽饰之
,

… …
’ ,

《三辅黄图》描

统治阶级宫殿壁柱
、

壁 带之类上面所加的饰 写未央宫则是
: “

黄金 为壁 带
,

间以和氏珍

件
。

小型转角一类
,

内径 4 0一 50 毫米见方
,

玉
,

风至
,

其声玲珑然也
。

” 汉书》颜注说 : “

壁

应是门窗构件
。

梯形截面一类为四面铜版所 带
,

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
。

于壁带之中
,

往

构成的箍套
,

具有衔接木杆件的构 造功能
。

往以金为红
,

若车钉之形也
。

其钉中著玉璧
、

据说出土时内含类似
“
薄绢

” 的垫层
,

如观察 明珠
、

翠羽耳犷 由此可知
,

《三辅黄图》 所记

无误
,

则目的在于插承紧密
。

此类构件两面
“
黄金为壁带

” ,

约即 《汉书》 所说的
“
壁带往

纹饰
,

即安装后仅可看到两面
。

非露明面上 往为黄金红
” ,

也就是在壁带上 (实际未必只

的小孔
,

为固定木杆件的钉孔 ;纹饰面上和对 在
“

壁带之中
” 。

言壁带饰金红
,

也不一定只

应素面上的大圆孔
,
似供垂直相掩的另一构 限于壁带上

。
即使晚期手法精练

、

材料节约
、

件安装或锚固栓钉所用
,

大栓钉帽当富有装 只在壁带当中作重点装饰
,

早期并不一定是

饰性或附加其他饰物
。

梯形截面 (两纹饰面 这样的
p
)配置金属饰件 ;在这类金属件上

,

并

夹角为直角 ; 大纹饰面与最窄素面夹角亦为 附有其他装饰品
。

班固《西都赋》对长安宫殿

直角) 两窄面各为 60 和 80 毫米
。

因此内插 也有
“

金红衔璧
,

是为列钱
”
的描写

。

可见两

杆件与其说是杨木
,

勿宁说是板材
,

可知不是 汉奢华的宫殿流行用金红作为壁带装饰
,

最

主要荷重的构件
,

或为门窗口之类的边框上 尊贵者为黄铜
、

甚至可能是馏金的所谓
“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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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
” 。

至于金钉本身的形制
,

文献并无描述
。

建筑上所谓的金钉
,

究竟形制如何 ;在壁

带上是怎样安装的 ? 搞清这个问题
,

首先需

要说明一下什么是壁带
。

版筑承重墙施壁柱
、

壁带加固
,

是一种古

老的做法
。

西安
、

洛阳等地考古发掘的秦汉

殿堂遗址
,

尚有壁柱痕迹可寻
。

在汉墓摹仿

木构的石壁上和南北朝石窟寺壁画上
,

还可

看出壁带的梗概
。

当时大型殿堂是采用土木

混合结构解决屋盖
、

楼层的荷载问题的
。

即除

用木柱支承外
,

并多用版筑承重墙或墩
、

台
。

版筑承重部件耐压而不耐弯剪
,

所以用木构

加固
,

即在其两侧 (如为台
,

则是一侧 )加木框

架以拢之
。

框架的竖向杆件称为壁柱 (古文称
“

搏
”

) ;联系各壁柱的横向杆件
,

即谓之壁带
。

壁柱
、

壁带皆显露于壁面
,

一般与壁面平
。

壁

柱截面为方形 ;壁带截为方或长方形
,

尺寸与

壁柱等或略减
。

宫室内外壁面都有显露的木

构
,

则金钉在室内外都有可能使用
。

室内壁

木构配置
“

金具
” ,

在 日本保持中国唐宋遗风

的古建筑中仍有实例
,

可作为推测金红处理

方式的参考L 。

从 《三辅黄图》描写钉上饰物
“
风至

,

其声玲珑然也
”
的情况看

,

或者室外壁

面也是设金红的@
。

关于钉的形式
,

按唐人颜师古
“

若车钉之

形也
” 的说法

,

虽然只说它好 象是车钉的样

子
,

但却提供了追究的线索
。 《说文》 释

“
杠

”

字为
“
车毅中 (

`

中
’

一作
`

口
’

)铁也
”

; 《释名
·

释车》说
: “
钉

,

空也
,

其中空也
。 ”

容纳车轴的

车钉
,

即外方内圆的轴承
,

形式同方形或长方

形截面的壁带上所加的红 自然不同
。 《广 雅

·

释器》说
: “
凡铁之中空而受柄者

,

谓之钉
” :

古代关西呼簇为红
,

即取其箭头中空可受箭

杆之义 (《方言》 )
。

由此可知
,

建筑上称为
“
钉

”

的金属件
,

应是中空可穿木构件的形式
,

仅有

这一点象车钉而已
。

汉代金钉是什么样子姑

且不论
,

若从金属件
“
凡空中可受者

,

皆日钉
”

( 《说文》 段注 ) 来讲
,

早期钉型的青铜车饰确

有和凤翔出土的铜构相似的形式
。

早期建筑

木构的处理意匠与造车相通
,

土的尽端型 (可视为基

本型 ) 与同期钉型车构

作一比较
。

这里引春秋

楚国车构为例 (图三 )@
,

对照之下
,

一目了然两

者是相类似的
。

所不同

不妨以凤翔出

者
,

一是
: 用于车的

,

因

所附杆件截面圆滑
,

故 图三 河南信阳楚墓出

随之呈圆筒状 ; 用于建 土青铜红型车构

筑的
,

则因壁带
、

壁柱而呈方或长方截面的筒

状
。

再
: 用于车者

,

作完整的箍套并附有鼻

环
、

辖孔 ;用于建筑者
,

嵌人壁中方面略作框

架
,

仅露明之一
、

二面纹饰
,

上面也有构造孔
。

更早的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车衡铜饰 (图

四 ) 0
,

其形制与凤翔出土的尽端型就更为相

象了
。

此类杠型车饰的配置方式
,

可以证明

建筑上的金红也应是齿饰相向
、

成对安装的
。

两者不仅形制相似
,

装饰意 匠 更 是相同的
c

此类红型饰物所采取的齿饰
,

最早见于殷商

铜器
,

如鼎足的
“

蝉纹
” 和进一步用于其他器

身的所谓
“
蕉叶纹

” 的处理
,

就是这种手法
。

金杠齿饰和鼎足
“

蝉纹
”

之间
,

在发展上应有

一定的因缘
。

从
“
钉

”

这一名称可知
,

初期壁带之类所

用的杠
,

当与上述钉型车饰相同
,

也应是周围

铜版的一个完整的箍套 (当然纹饰还应仅施

诸露明的看面 )
。

进一步改革
,

为节省铜料才

将嵌人壁中部分略作框架
。

再发展
,

更节省

工料遂作片状
。
凤翔出土的中段 型 片 状一

件⑧
,

正代表着这一发展阶段的情况
。

东汉以

后
, “

金红
”

这一名称似乎不再采用
。

魏
、

晋
、

南

北朝诗文
,

描写宫殿多称
“
列钱

” ,

而未见称
“

金红
”
的

。

例如曹魏何晏 《景福殿赋》 有
“ 皎

皎白简 (间 )
,

离离列钱
”

之句
,

《文选》注作
“
列

噢噢肇霸霸
图四 竣县辛村西周墓出土扛型车衡铜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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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

金红也
。 ”
魏晋以来

,

多以 “
青琐列钱

” 指

窗
,

可能是因为窗格采用了这种图案
。

汉画

象砖
、

石上有菱形和圆璧形相间的图案
,

似乎

是对壁面披编织绳索悬挂玉璧的描写
。

这种

装饰或即
“

青琐列钱
” 的原型

,

后人把它同金

包上面列钱式的玉璧装饰混淆了 ; 进而更同

窗饰混淆了
。

建筑上纯装饰性的钉
,

应循实用美术的

一般发展规律
,

是实用钉的蜕变
。

作为建筑

结构构造上的社到作为建筑装饰上的钗
,

这

中间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

如

果从西汉装饰性扛上溯求源
,

它由实用而转

化为装饰的历史转折点
,

应不在距西汉初仅

十余年的有秦一代
,

至迟要在东周时期
。

凤

翔出土的这批铜器
,

恰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

题
。

现在我们可以说
,

凤翔出土的这 64 件所

谓
“

铜质建筑构件
” ,

正是金钗由实用到装饰

转变阶段的标本
。

凤翔这批铜器的出土
,

不仅对我们研究

金钉形制及其发展情况提供了实物材料
,

同

时对探讨木结构节点构造的发展也有很大帮

助
。

凤翔出土实物证明
,

春秋秦国宫室施金

钗
,

而且已出现纯装饰性的片状包
。

同期东

方各国想亦大率如此
,

有的发 展 或 早于秦
。

继殷商宫室采用铜质 (
“

质
”
同“
领

”
或

“

硕
” ,

为

柱与础间的垫块
,

实际上为柱础的一部分 )之

后
,

至东周时期
,

建筑用铜有极大的发展
。

先

秦文献屡见东周列国宫廷建筑采用铜件的记

载
。

东周建筑铜件
,

考古发掘不断有所发现
。

1 9 3 0 年燕下都遗址出土有铜构 124 件
,

发掘

报告称
: “

多属残缺
,

其形制
、

用途都不可考气

1 9 5 8 年陕西临渔 戏河水库附近 曾 出土战国
“

铜门相
” ; 1 9 6 2 年陕西咸阳长陵车站出土烧

毁的建筑铜件残骸 芍 咸阳博物馆藏有咸阳出

土的大型铜铰链 ; 南京博物院亦藏有战国铜

斗拱
。

据此
,

东周宫廷建筑广泛使用铜件
,

已

可证实
。

目前考古发掘尚未发现东方各国的

金钉
,

但燕下都遗址的柱迹附近所发现的熔

毁不辨形制的
“
条获

、

块状铜块
”
当中

,

决不止

铜质一类
,

其中可能杂有金钗残骸
。

从秦国

已有相当发展的金钉来看
,

大概可以认为
,

东

方列国宫室同样普遍地采用金红装饰
,

不独

地偏西睡的秦国如是
。

在建筑史上
,

春秋秦红的发现
,

为我们关

于木构交接自早期扎结到晚期健全禅 卯之

间
,

曾存在使用金属件加固阶段的设想提供

了依据
。

目前所见金钗的前身
,

显然是四面

铜版的具有构造功能的箍套
。

这种金属件究

竟出现于何时
,

现在还难确定
,

但无疑同木构

交接节点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原始社

会晚期
,

社会上最重要的公共建筑
,

其木构架

多杆节点大约还是扎结构造
。

黄河流域发现

仰韶文化时期的骨凿
,

约可证明已创造了简

易禅卯 ; 长江流域原始社会晚期干兰建筑遗

存的木构
,

提供了直交禅卯的实物证据
。

估计

进人奴隶制社会之初
,

即使奴隶主宫殿木构
,

可能还没有彻底废除扎结
。

待青铜冶炼
、

铸造

技术和产量发展到一定阶段
,

才发明用铜件

代替扎结以解决复杂节点的构造问题
。

安阳

小屯殷墟发现铜质
,

是一个重要线索
。

据报

告称
,

铜质面上有朽木残迹
,

经 10 余厘米 ;结

合铜质分布的位置来看
,

它应是擎檐柱的质
。

铜质的材料及其球面泛水
,

证明它是显露于

土阶上
、

仿佛后世的明础
。

大砾石柱础上置青

铜质
,

显然出于观瞻的要求
。

此时既已用青

铜处理柱础
,

或距应用铜 件 处理构架不远
。

从小屯东南发现的较大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

以及出土铜器的工艺水平来看
,

此时已具备

了生产节点铜构的技术条件
。

不过目前尚未

发现此类铜构遗存
。

大概可以断定
,

木构采

用铜件的构造方法
,

其发明不会早于这一时

期
。

其开始使用或迟至用瓦以后
。

因瓦屋面

荷载远大于茅茨
,

屋面的这一变革必要相应

地提高构架的刚度
。
这就是说

,

木构正式采

用铜件加固
,

可能自西周开始
。

这和春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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钗已开始蜕变为饰件 的 发展 情况 是相符合

的
。

如果屋架节点曾用铜构
,

则其形式可据

车盖铜构有所设想
。

河南信阳春秋楚墓出土

的
“
四阿

”

车盖
,

主要由两件所谓
“

五支形车

饰
” (此物并非饰件

,

应称 为 构 件 ) 连接 (图

五 )⑥
。

当然远大于车盖杆件的梁架
,

其金属

件形式与此不尽相同
,

但采用箍套衔接的构

造方式 当是共通的
。

被锦 (原设于梁柱之类的构件上 ) 和玉饰 (原

设于椽头
、

壁面等处 ) 的影响外
,

还明显地可

以看出金红的源流
。
例如敦煌莫高窟北宋初

所建窟廊柱
、

壁带 (杨木 )
、

门框等处的彩画
,

即采取金钗的装饰意匠 (图六 )
。
晚期彩画上

色彩浓重
、

花饰突出的部位
,

多设在构件交

接处
,

诸如清式所谓的
“

箍头
” 、 “
藻头

” 的处

理
。

最有趣的是
“

藻头
”
的外轮廓

,

历来都保

持着金扛齿饰的意味 (图七 )
。

图五 河南信阳楚墓 出土四阿车盖脊端节点铜构

从出土实物来看
,

壁柱
、

壁带之类所施金

钉

— 金属箍套
,

即使后期因木构禅卯健全

而蜕化为装饰品 (如 尽端型和中段型基本上

已无构造上的意义 )
,

但其配置部位主要仍在

木构交接处
。

这便可证明
,

金属件的使用始

于节点的加固
。

初期金属件的使用既不是从

装饰出发
,

则不限于一般视野之内
,

由于禅卯

的发展使一般金属件略去之后
,

观瞻所及的

一部分
,

则转化为装饰而被保存下来
。

酬酬酬酬酬酬酬酬酬 缝缝缝缝濒继戮戮`̀ 砂口卜~~~~

」」厕厕

四

凤翔出土的金红
,

为我们关于彩画装饰

意匠的渊源之一为金属饰件的假说
,

提供了

有力的依据
。

汉魏金红
、

列钱的进一步发展
,

随着宫廷

建筑中版筑承重墙的废除 (约在北宋以后 )而

消失
。

然而金社的装饰意匠
,

作为古典建筑

装饰的一个原则
,

却被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
。

考察晚期官殿
、

寺院等高级建筑
,

在木构装饰

处理上
,

可以明显地看到早期金钉的痕迹
。

从历史上的建筑遗构来看
,

木构件的装

饰大体可归纳为三大类
,

即
,

金饰
、

彩饰和雕

饰
。

在彩饰方面
,

后世的彩画除保持有早期

图六 敦煌莫高窟北宋初窟廊木构上脱胎

于金红的彩画

豁豁豁
lll瞰躁粼藻夔夔夔
工工工工现现议

、

耀葫麟水
J

文姊衷岛 ,瑰晒食沈
`

.

;娥爵场心心

浏浏浏浏]]]现现卿 }}}
,

戴戴胆胆皿 lll恻恻恻恻恻恻

图七 清和 玺彩画

至于金饰
,

与钗有关的
,

国内现存实物多

在小木作
。
北京明清故宫门窗隔扇上的看叶

— 晚期用铜叶甚至简化为沥粉贴金描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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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图八 )
,

在凤翔出土的器物中即发现 了

它的祖型
。

其构造功能及装饰意匠与壁带红

全同
,

甚至可以把它视为钗的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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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解放前曾有出土
,
原件已散失国外

,
照片见 日

本出版《 欧美冤储 支那古铜精华
》
第六册

。

⑧ 出土号
“

73 凤 2” 一类
。

④ 出土号 “ 7 3 凤 l ”
、 “ 7斗凤 6

, ,

一类
。

⑥ 出土号
“ 7 3 凤 2 ,

, ,

一类
。

④ 出土号
“ 7 3 凤 2 9

, , 、 “ 7 3 凤 3 6
, ,

一类
。

⑦ 出土号 “ 7 4 凤 9
, , 、 “ 7 4 凤 1 5

, ,

一类
。

⑧ 出土号
“

73 凤 4” 一类
。

。 唐人颜师古云 : “ 红音工
,
流俗读 之 为江

(缸 )
,

非也
, , 。

南北朝以后
, “
红

, ,

已成为灯的

别名
。

如谢庄
《
宋孝武宣贵妃谏

, : “
庭树惊

兮
,

中帷响 ;金红暖兮
,

玉座寒 ,’; 谢眺诗 : “
但

愿置蹲酒
,
兰红当夜明 ,’; 夏侯湛有

《
金扛灯

赋
》
等

。

@ 日本金刚三昧院多宝塔内部木构
、

西本愿寺
“
鸿之间

”
及二条城

“
二之丸

”
大广间等都有源

子金红的
“
金具 ,’o

@ 前稽空敞的
“
堂

”
内

,
也可受到风吹

,

不过这里

讲的是昭阳宫舍
, “
风至

,
其声玲珑然也

” ,

似

乎是外壁面的情况
,

而且所著玉璧
、

明珠
、

翠

图八 北京故宫太和殿隔扇看叶

① 风翔县文化馆
、

陕西省文管会 : `
凤翔先秦宫

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
, , `
考古

》
本期 12 1

页
。

羽之属应有悬挂的
,

如沂南汉墓石刻表现的

悬璧
、

悬磐的情况
。

`
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

》
图版六九

, “
车

软
” 〔“ 软

”
为

“
红

”
的俗字 )

。

该报告称此物为
“
车缸

” ,

未审何据
。

`

浚县辛村
》
图版叁肆

。

出土号
“ 7斗凤 3 7

, , 。

`
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

》
图版七五

、

七

/ \ o

。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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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 咔

月

之 , . 碱 , . ` , . 招 , 心司 , . ` , . 减 , . 嘴 , . `护 . 嘴 , . 嘴》 .
`
卜 . .

》
. ` , . ` , .

`
, . 喊护 . 昭沪 .

心
. . ` , . ` 卜门 `

, . ` 卜 .
`

, . 心加 . 裙 , . 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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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符合
。

另外
,

这次出土的算筹是骨筹
,

并

说明在汉代已有算袋
,

这是文献记载中所没

有的
。

第三
,

这次算筹的出土
,

是在群众与考古

工作者相结合的情况下发现的
。

这对开门办

科学史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

科学史工

作者必须到社会去
,

到群众中去
,

与有关实

际工作相结合
,

才能使科学史研究健康地发

展
。

我们相信
,

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
,

除

算筹以外
,

其他如珠算
、

佚散算书等
,

必将陆

续出现
。

执笔者 卢连成 时协中 梅荣照

释

该墓距地表深 6
、

, 米
,
长约 3

.

8
、

宽约 2
.

, 米
。

墓道在东边
,

宽 三
.

8米
,
未发掘

。

墓中除算筹外
,

出土有铜器七件
,

其中有铃

三件
,
高 5

、

肩宽 飞
.

5
、

口径 ,
.

2 厘米
,

有舌
,

铃面饰斜方格纹
。

镜一件
,

已残
,
径 7

.

3 厘

米
,
三弦钮

,

四乳钉
,

背铭
“
常乐未央

,

长毋相

忘
”
八字

。

铜环二件
,

大环径 2
.

,
、

孔径 2 厘

米 ;小环径 2
.

1
、

孔径 1
.

” 厘米
。

带钩一件
,

水鸭形
,
长 2

.

9
、

高 1
.

7 厘米
。

出土的陶器均
为素面灰陶

,
共四件

,

其中有大口 罐一件
,

高
1示 8 厘米

。

带盖罐一件
,
下为无颈罐

,
上盖

以陶碗
。

单耳罐一件
,

器耳是方形泥条作成
。

还有一件颈已残破的小磁
。
此外

,
还出土一

件大理石环
,
环径 2

.

,
、

孔径 1
.

15 厘米
。

《

洛阳烧沟汉墓
》 。

《
旧唐书

》
卷五

、

七
、

八
、

四五 ;’ 新唐书
》
卷二

。

《
汉书

·

食货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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