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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義 楚尾
”

的 考古 ＃ 观參 （之一ｙ

□ 唐锦琼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对于江西地区东周时期 的历史状况
，
以往多信从

文献记载 。 《舆地广记 》在
“

江南西路
”

条下称
“

春秋战

国属楚？”

。 《元和郡县图志 》 中载 春秋时为楚之东

境
，
吴之西境 。七国时全为楚地？”

。春秋晚期越灭吴后

顺势 占据了
“

故吴地
”

，
此区域成为越的控制区域 。 到

战 国 中 期
，
据 《史记 ？ 越王勾践世家 》载 ，

楚威王
“

大败

越
，
杀王无疆

，
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

。 综上所述 ，
江

西在东周时期先后是吴 、 越 、楚国 的控制区域
，
是吴楚

交汇之地 ，
因此人们多用

“

吴头楚尾
”

或者
“

楚尾吴头
”

来概括 。 南宋王象之的 《舆地纪胜 》中 有
“

《职方乘序 》 ：

‘

吴头楚尾
’ ”

之语 。 祝穆 的 《方舆胜览 》即称
“

豫章之

地
，
楚尾吴头

”

。

“

吴头楚尾
”

成为概括江西东周时期历

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 。

对于
“

吴头楚尾
”

的具体历史状况
，
已有学者勾勒

出大致 的框架和发展历程 ： 最晚到春秋中 期以后 ，楚

国 的势力 已达赣西北
，
是所谓 的

“

南楚
”

之地
；
春秋晚

期
，
赣江下游地区

一

度全被吴所占领
；
越灭吴以后

，
此

地归越统治 ，
同时楚也收复失地

；
楚灭越后

，
这区域尽

数归楚
；
徐人也曾在此地活动

；
赣南之地原为

“

百越之

地
”

，
到战国 中期以后

，
也全纳入楚的版图？

。 以上仅为

概述
，
有进

一

步深化的可能和必要 。 本文准备在文献

记载的基础上
，
依托历年来的文字 出 土 、考古发现及

研究成果
，略行狗尾续貂之举 。

“

吴头楚尾
”

首先是国家政治疆域的概念 ，
表明江

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被纳入了某个国家的统治秩序

中 。 纵观前人所述 ，
这些国家主要有吴 、越 、楚 、徐等 。

吴国 的统治核心区域在长江下游地区 ？
。 吴国 的

控制区域是否到达江西
，
近人多举文献中 的

“

番
”

、

“

艾
”

两地
，
来证明赣北地区属吴 。

“

番
”

见于 《左传 ？ 定

公六年 》 ，

“

四 月 己丑
，
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

，
获潘子

臣 、小惟子及大夫七人 。 楚国大惕 ，
惧亡 。 子期又以陵

师败于繁扬 。令尹子西喜曰 ：

‘

乃今可为矣 。

’

于是乎迁

郢于郡
，
而改纪其政 ， 以定楚国

”

。 时为公元前 ５ ０４ 年 ，

在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时期 。 此事又见于 《史记 ？ 楚世

家 》 ，

“

楚昭王… ■
＜ ＊十二年

，
吴复伐楚

，
取番 。 楚恐 ，

去

郢
，
北徙都都

”

。 《史记正义 》引 《括地志 》云 ：

“

饶州鄱阳

县 ，春秋时为楚东境 ，
秦为番县 ，属九江郡 ，

汉为鄱阳县

也
”

。 据此有学者认为番即今之鄱阳县 ， 地处鄱阳湖之

东岸 ， 鄱阳县此前 已经属楚 ，鄱 阳湖以西 的大片地区

也是楚国疆域
，
后为吴国 占据？

。 实际上 ，
随着相关铜

器的 不断发现
， 即有学者提出番国在今固始县境内

？
，

固始附近的邸 乡城就是其旧都？
。 也有学者认为在今

安徽临泉附近？
。 不管何说为是 ，

番国均在长江北岸的

江淮地区 ，
与长江南岸的江西无关 。

有关
“

艾
”

的记载见于 《左传 ？哀公二十年 》 ，

“

吴公

子庆忌骤谏吴子 ， 曰 Ｉ

‘

不改 ，
必亡

’

。 弗听 。 出居于艾 ，

遂适楚
”

。 杜预注曰 艾
，
吴邑 。 豫章有艾县

”

。 据 《中

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 ，

“

艾县 ， 春秋吴艾 邑 。 西汉置县 ，

属豫章郡 。 治所在今江西修水县西司前 乡龙岗坪
”？

ｓ

１ ９ ６４ 年
，
在龙岗坪古艾城遗址以西 １ ０ 千米的上杉 乡曾

家山 出土有战国时期銲于和钟 （或为 勾耀 ） 各
一

件？
，

表明此处有东周时期遗存在 。

“

艾
”

位于修水上游 。 由

此向西翻过幕阜山即可到达湘北地区 的汩罗江流域 ，

与 已经 占据此地的楚国发生直接联系 。

江西 出 土有与 吴 国相关 的铭文资料
“

者減

钟
”

。 据 《西清古鉴甲 编 》记载 ，

“

乾隆二十有六年临江

民耕地得古钟十
一

”

。 临江即江西临江府 ，
是今樟树市

等地 。十
一

件铜钟中十件有铭文 ，可分为两组 。铭文开

头均为 ：

“

唯正 月初吉丁亥 ，
工戯王皮 ．齅之子者減

，
择

其吉金
，
自乍遥钟……

”

。 两组器物 的器主均是
“

工獻

王皮 之子者減
”

。 器主
“

者減
”

为吴国某王 （

“

皮 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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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筑卫城及周边遗存分布示意图

之子
，
是吴国王室成员 。但

“

者減
”

究竟是何人 ，
各家还

是莫衷
一

是 。 王国维先生认为
“

皮 齅
”

是
“

颇高
”

，
杨树

达先生认为
“

皮 ．蕪
”

是
“

柯转
”

。 郭沫若先生认为
“

柯转

即此皮 ．熊也 。

… …柯转之子为颇高
，
颇高之子为句

卑 。

… …此者減与颇高为兄弟 ， 约 当春秋初年
”？

。马承

源先生将器物时代定在春秋中期
，
认为吴王皮 熊就是

毕珍 ， 即句卑 ，
者減与句卑下一位吴王去齐兄弟行？

。

李家浩先生则认为皮 ．齅是吴王阖闾
，
者減是文献记载

的吴王阖闾之太子波？
。 董珊先生赞 同唐兰先生的看

法
，
并有所发挥

，

“

假设
‘

皮然
’

即吴王诸樊 ，
则

‘

者减
’

可能是后来的吴王光 （阖庐 ）

” ？
。 不管各家说法如何 ，

时代大致属于春秋中期或晚期 ａ

越国 的统治中 心在钱塘江南岸的绍兴一带
，
发现

有以印 山 大墓 （允常墓 ） 为代表的
一

系列越国高等级

墓葬？
。 根据文献记载 ，

越的控制区域
，

“

封域极嗌 。

… …其西南至于姑蔑 ，
则在今衢州府龙游县 。 然昔人

称余汗为越地
，
淮南王安谓越人欲为变必先 田余汗界

中 。 《通典 》亦未谓之越之余 。 则 自江西广信之饶州皆

越之西界
” ？

。 明清时期饶州府管辖范围包括今景德镇

市 、波阳 、 余干 、 余江 、 万年 、德兴和乐平等地？
， 属赣

东北地区 。 由文献记载看 ， 赣江以东部分是越国 的控

制范围 。

江西地区发现 的越国铭文资料有清代末年 出 土
“

能原馎
”

２ 件
，
分为 甲 、 乙两组器 ９ 其 中 甲器铭 ６０ 字

（ 《殷周金文集成 》第 １ ５ ５
） ，
出 于

“

江西临江县
”

；

乙器

２ ０２ １ ． ０６

铭 ４ ８ 字 （ 《殷周金文集成 》第 １ ５６
）于

“

光绪庚寅 （
１ ８ ９０

年 ）瑞州东郭外锦江中鱼人得之
”？

。 清代江西并无临

江县
，
仅有临江府 ，

下辖清江 （今樟树市 ） 、新淦 （今新

干县 ）和新喻 （今新余市渝水区 ）
三县？

。怀疑此处临江

县 当指临江府 。 瑞州即今江西省高安市 ，
锦江即 由流

经城边 。 这两处地点相距不是很远 ，
为何分隔两地

，
抑

或是原为
一

同出土
，
流散所致 ？原因不得而知 。 两件铜

钟上铭文均为鸟虫篆体
，

且过于残酒 ，
难以读懂

，
以往

称作
“

奇字縛
”

。 对于铭文所渉内容 ， 曹锦炎先生认为
“

反映的是越国和邾国 的
一

次会盟 ， 并将铭辞记录在

案
”

，

“

制作年代可定在公元前 ４ ７３ 年或稍后
”

， 后进
一

步

修正为记载了
“

越国主持的莒 、邾分界会盟的内容
” ？

。

王辉先生认为这两件器物与公元前 ５２ ９ 年越大夫常

寿过参与楚国内乱有关？
。 虽然各家意见不

一

，但这两

件器物当如容庚先生所推定的
“

乃越国器也
”

？
。 由钟

的形制 、纹饰等推断 ，
时代当在春秋晚期

吴国和越国 的这两批文字材料均发现于清江盆

地内 。 清江盆地地处赣江下游的上段 ，
西侧承接袁江

和 肖江等赣江支流 ，
北侧与锦江流域相邻 ，

东侧为抚

河流域 。 清江盆地是江西先秦时期考古工作开展较为

充分的地区
，
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樊城堆文化 、商

代的吴城文化等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即在此命名 ，
有新

干大洋洲墓葬 、 吴城遗址 、牛城遗址等
一

系列重要的

商代和西周时期遗存 。 进入东周时期后 ， 本区域最重

要的考古遗存是筑卫城城址 。 城址东西 ４ １ ０ 、南北 ３ ６０

址

址

葬

城

遗

墓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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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面积达 １ ４ 万平方米 。 城址周边有高耸城墙环绕 ，

现存最高处达 ２ １ 米 。 城址 ２ 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即 已发

现 ？
， 

１ ９ ７０ 年 代先后 进行了两次发掘＇ ２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２

年
，
在城内发掘了

一

处大型建筑基址？
。发掘者推断城

址
“

是建在春秋文化层之上
，
它的上限不会早于春秋 ；

其下限也不会晚于汉代
”？

。此后 又有学者通过对发掘

资料的梳理
，
推断城址的时间年代为战国早中期？

。筑

卫城周 围还分布着大量同时期遗址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年
，

在筑卫城周边约 ３６ 平方千米范围 内复查和新发现古

文化遗址有 ３ ８ 处？
，构成ｔ处等级有差 的聚落群 。 附

近还有 国字 山墓群 、郭峰墓群 、牛头 山墓群等附属性

遗存 。 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西侧
，
相距仅 ３ ００ 米 。

墓群内 已发现五座大中型墓葬 ，
这些墓葬大多呈东西

向 中 字形墓葬 ， 有些周 围有 围沟环绕 ，表明墓主地位

之高隆 ，
时代在战国早 中期 。郭峰墓群？位于筑卫城东

北方向约 ４ 千米处 ，共发现三座墓葬 。 其中郭峰墓 的

封土犹存
， 高约 ５ 米

，
直径 １ ５ 米 。 其中 的郭堆垴墓葬

进行了清理 。 墓葬是
一

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墓
，
残出有

２ 件青铜鼎 、 壶 、鉴 ，
绿松石饰件以及原始瓷碗等 。 根

据出土物推断墓葬的时代在春秋时期 。 牛头山墓群？

位于筑卫城以东 ５ 千米的沔下邹家村后 的牛头山 。 共

发现 ６ 座墓葬
，
先后清理其中 ４ 座 。 根据出土遗物推

断
，
这批墓葬的时代在战国时期 。 在清江盆地内 ，

还零

散出 土
一

些东周铜器 。
１ ９７ ４ 年在樟树临江镇 出 土１

件青铜鉴？
，
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鉴等类似 ，

时代

在春秋晚期 。 １ ９ ５ ５ 年在樟树农校发现了
一

座墓葬 ， 出

土有
一

件窄平沿双环竖耳鼎 ，
属越式鼎

，
时代在战 国

早期？
。

１ ９ ８０ 年也是在樟树农校的
一

座墓葬中 出土
一

把青铜剑
，
时代约在战国时期 ？

 （
图
一

） ｓ

清江盆地发现数量众多的东周时期遗存
， 是江西

境内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 。 盆地内 的筑卫城是迄今为

止江西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城址 ，
应该是

一

处

统治 中心 。 结合在盆地内发现与吴 、越两国相关铜器 ，

筑卫城较有可能与吴 、 越两国有关
，
或是两国在此设

置的边邑 。 考虑到历史上的吴越相继 ，
筑卫城的主人

可能也发生过更替 。

楚国是东周时期 的 南方太国 ，
早先位于江汉地

区
，
逐步 由 北 向南

，
由 西向东开疆拓土 。 由 于 山地阻

隔
，
楚国进入江西主要有两条路线 。

一

条线路是顺长

江而下
，
经鄂州 、黄石进入赣西北 ，

再顺赣江西岸深入

江西腹地 。 这条线路上有铜绿山 、瑞 昌铜岭等重要矿

冶遗址
，
是重要的青铜资源产地 。 铜作为重要的战略

资源 ，
楚人是必须牢牢控制的 。 楚人进入的过程是本

土文化和楚文化此消彼长 ，
楚文化因素逐渐居于主要

地位的过程 。 通过阳新大路铺？和大冶五里界 ？等 的

发现可见本地原有的独特文化 ，
与楚文化差异显著 。

如五里界城址内 出土的本地文化中 陶鬲均为刻槽鬲

足
，
楚文化的鬲足是不刻槽的圆柱形绳纹鬲足？

。在大

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发掘＠表明本地春秋中期以前

主要表现的是当地吴越文化 ，
以后则以楚文化为主

，

共存有本地吴越文化特征 ，
已经属楚境？

。近年来在瑞

昌铜矿遗址发现的春秋中 晚期到战国早期的典型楚

式遗物
，
也体现了楚国对这里的控制？

，

表明楚人势力

进人赣西北 ， 掌控了瑞 昌铜岭等地的铜矿资源 。 瑞 昌

桂林乡发现两件铜鼎？均为越式鼎
，

一

为盘口鼎
，
另
一

为盆形鼎 。 但后者 口沿外侧有
一

道箍附加
，
是楚系箍

口鼎 （鲧鼎 、嬌鼎 ）

？的 因素
，

足根部的兽首也是楚系铜

鼎 中常见的做法 。 安义 曾年发现
一

座春秋中 晚期墓

葬 ， 据报道出土有簠 、簋 、壶 、 盘 、 洗 （ Ｅ ） 等铜器？
， 其

中仅发表方形铜器座和瓦楞纹铜罐？
。 方座形器呈Ｓ

顶型
，
上有立杆 。 立杆饰镂空淘索纹 ，

器身通体饰蟠龙

纹 。 此类器物发现多件 ，
以荆楚地区发现最多？

。 这件

器物应该是楚文化传入的产物 （
图 二 ） 。

另
一

条线路是 由湖南经萍 乡 、 宜春 ，
顺袁江而下

进入赣中腹地 。 在这条线路中 ，
位于湘 中 的长沙是关

键性节点 。 在长沙发掘了大量楚墓 ，
时代最早的属春

秋晚期？
。 因此 ，

楚文化由 此在进入江西的时代 当不早

于春秋晚期 。萍 乡 田 中 古城＠位于湘江支流萍乡河畔
，

正处于 由湖南进入江西的通道上 。 城址平面略呈梯

形 ， 城墙周长约 ７ ７７ 米 ，
面积约 ４ 万平方米 。 城址废

弃于春秋晚期 。 有学者将城址的废弃与春秋晚期楚昭

王南侵百越联系起来气 萍 乡 以南的莲花县桐鼓堆发

现
一

座战国 中 晚期木椁墓？
，
形制 、 出土遗物等有着浓

郁的楚文化因 素 。 两者都反映了楚文化 由 西向东进人

江西的过程 。

楚势力是否进
一

步推进到赣中腹地呢 ？ 近人虽有

图二 安义春秋墓 出 土铜方座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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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简牍中 的地名放在江西？
，
但还是缺少其他资料的

佐证
，
仅供

一

说 。鄂君启节？是关于战国 中期楚国交通

路线的重要资料 ，
记载了以鄂 （今鄂州市 ） 为 中心的陆

路和水路路线 。 其中东路水路是
“

逾江
， 庚彭泽 ，

庚纵

阳
，
入庐江

，
庚爰陵

”

， 即 由今鄂州 出发 ，
越过长江后 ，

直接越过古彭蠡 ， 到达彭泽 （疑今望江 ）和枞阳等地 ，

进入皖西南的群舒地区？
。这条线路直接略过江西 ，

很

可能是 因 为楚在这
一

时期还没有对江西实施有效的

管辖
，
因此未纳入交通线中 。

１ ９ ７６ 年
，
在赣江中游的遂川 出土铜戈和铜矛各 １

件 ， 以及铜 、铁镞等 ， 其中铜戈有铭文 ， 作
“

廿二年临汾

守暉库係 （
？
）
工歇造

” ？
。这件器物据考证或认为是秦王

政二十二年 （公元前 ２ ２ ５ 年 ）所造 ，
也有认为是秦昭王

二十二年 （公元前 ２ ８ ５ 年 ） 制作的 不管何为是
，
均表

明战国晚期到秦代 ，
中原的政治势力 已经深入赣江的

上 中游地区 。 这个过程的先导是建立在楚对江西控制

的基础上的 。 上海博物馆藏有
一

方
“

上赣君之谞鉢
”

？

的楚印
，
表明楚国 已经掌控了赣江上游地区 ， 并设置有

封君 。 何浩先生认为赣江上游地处偏僻 ，
是吴起助楚悼

王变法后才为楚 占有
，
时间很有可能在战国晚期？

。

徐国是东方大国 ，

“

（ 周 ）穆王畏其方炽 ，
乃分东方

诸侯 ，命徐偃王主之 。 偃王处潢池东 ，行仁义 ，
陆地而朝

者三十有六国
”

（ 《后汉书 ？ 东夷列传 》 ） 。 到春秋 中 晚

期
，
徐国 周旋于吴 、楚 、齐等国之间

， 《左传 》等多有记

载
，
不再赘言 。 徐国在鲁昭公三十年被吴所灭？

，
时为

公元前 ５ １ ２ 年
，
吴王阖闾在位期间 。 徐国都城或认为

在今江苏泗洪县南大徐台子？
。 近来有学者提出邳州

的梁王城和鹅鸭城就是春秋中叶至春秋晚期徐国 的

都城遗址？
。徐国的控制区域 当在黄淮东部

，
与江南无

渉 。

江西高安和靖安两地先后发现两批徐国 的铭文

资料 。 光绪十四年 （
１ ８ ８ ８ 年 ）在今高安市西四十五里

的清泉市 的 山下 田 中发现青铜器十二件
，
其 中

“

钟铎

类
”

大小九件
，
觯三件

，
现存的 ４ 件铜器上均有铭文 。

１ ９ ７ ９ 年在靖安水 口 乡 李家出 土了三件徐国铜器 ＠上

有铭文 。 这些铜器的铭文情况可汇总为 表
一

。

由 表一可见
，
这些们资料共涉及两位徐王名号

“

宋 又
”

和
“

义楚
”

。 义楚 当 即文献 中 的
“

仪楚
”

，
事见

《左传 ？ 昭公六年 》 ，

“

徐仪楚聘于楚
， 楚子执之 。 逃

归
”

，
属春秋中后期 Ｑ 董楚平先生将另

一

位徐王
“

宋又
”

也定在鲁昭公时期 ，
为义楚前的

一

位徐王？
。 两人的时

代大致在春秋中晚期 。 其他两人均是徐王下属 的职

官 ６ 赵平安先生将铜钲铭文中 的
“

韹尹
”

的
“

饒
”

字释作
“

醯＇ 认为醯尹是职官名 ，
与醢人相当 ？

。 《周礼 ？ 天

官 》记载 ：

“

醢人掌四豆之实
，
以共王祭享之用

”

。 这件

钲的器主 当时徐国某位掌管此类职权的官员 。 令尹则

是楚国 的最高官职名 。 《论语 ？ 公冶长 》中 ，

“

子张问 ０ ；

‘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
无喜色

；
三已之

，
无愠色 。 旧令

尹之政 ，
必以告新令尹 。 何如 ？

’

子Ｂ
；

‘

忠矣
’ ”

。 邢昜

疏 ：

“

令尹
，
宰也 … … ，

楚臣令尹为长
，
从他国之言

，
或

亦谓之宰
”

。徐国称令尹或是借用楚国官职用法 。这两

件铜器的时代也在春秋中晚期 。

能原缚 的 乙器和高安徐器均发现在锦江流域 。

１ ９ ８ ６ 年 ， 在锦江流域 的高安太阳墟 出 土
一

批铜器？
Ｑ

发掘者认为 出于
一

座平地起封 、 用熟土掩埋器物的无

圹穴土墩墓 。 其中 出土 ５ 件铜器和 ６ 件原始瓷碗 。 ５

件铜器中除 １ 件铜器是铜器 口沿外
，
其余 ４ 件均为铜

鼎 。 铜鼎均是扁平足外撇 的越式鼎 ，

３ 件为敛 口盆形

鼎
，
另 １ 件为盘 口形鼎 。 ３ 件敛 口 盆形鼎 的形制并不

一

致
，

无法构成所谓的列鼎 。 通过形制推断 ，
这些铜器

的时代约在春秋晚期 。 同时出土的几件原始瓷碗的时

代也在春秋晚期 。 这批遗物的 出土地点距出土徐王义

楚觯等铜器的地点仅 ２ 千米
，
应该密切相关 。

２ ００７ 年发掘的靖安李洲坳大墓是近年来江西东

周时期考古 的重要收获？
。 其位于修水的支流北潦河

的下
一

级支流南河河畔 。 这座墓葬在李家徐国铜器群

地点西南 ８ ０ ０ 米处
，
两者应密切相关 。 墓葬为带短墓

道的竖穴土坑墓
，
上有高大封土 。 墓葬形制较为特殊 ，

没有明显的椁室结构 ，
仅在墓室内 密密麻麻放置着 １

具主棺和 ４７ 具陪葬棺 ， 墓内 出土随葬品多放置在棺

表
一 江西 出土徐国铜器情况表

器类 铭文 器主 出 土地

觯 徐王 ５Ｂ又之祭岩 （觯 ） ，
ｉ＃ （觯 ）溉之铸？ 徐王乐又 高安

觯
唯正月初吉丁酉徐王义楚择余吉金 ， 自作祭耑 （觯 ） ，

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 ，

？
徐王义楚 高安

觯 义楚之祭耑 （觯 ）

？ 徐王义楚 髙安

鉴 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作盥盘 徐王义楚 靖安

炉盘、炭铲 应君之孙徐令尹者旨 留择其吉金自作炉盘 徐令尹者留 靖安

钲 唯正月初吉 日在庚
，
徐韹尹者故监自做 １正城……？ 徐韹尹者故监 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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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江西东周 时期遗存分布状况示意图

内 的竹笥内
，
当分属于各陪葬者 。 墓葬内仅出有 ４ 件

铜器
，
包括鼎 ２ 件

，
刮纱刀和铜削各 １ 件 。 两件铜鼎分

出于 Ｇ４ 和 Ｇ １ ２ 中 。 其中 Ｇ４ 随葬的铜鼎位于脚部的

竹笥中
，

Ｇ １ ２ 随葬的铜鼎位于棺外的竹筍中 。 两件铜

鼎的Ｈ足扁平外撇
，
为典型的

“

越式鼎
”

。
Ｇ４ 和 Ｇ １ ２

内还出有原始瓷钵和杯等 ＆ 墓内未出有铭文资料 ，
墓

主情况不详 。 由 出土器物等推断墓葬时代当在春秋中

国 、吴国 、 越国和江西地区 。 因此有学者提出是楚将徐

的子孙遣散到楚境各地？
。 修水和锦江都位于赣江西

岸
，
北侧即是在楚掌控下的沿江铜矿带

，
南侧是清江

盆地
，
未被楚人掌控 。 在这两处安置逃散的徐人 ，

则有

着前哨和挡枪的用意 。

还有
一

个现象值得注意 ， 在高安 、靖安和绍兴 ３ ０６

号墓发现的徐器均是
“

王 ＋臣
”

的组合方式 。 高安发现

晚期 。

春秋晚期
，
徐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是阖闾三年 （公

元前 ５ １ ２ 年 ）被吴所灭 《 此后
“

徐子章 禹断 … … 遂奔

楚 。 楚沈尹戌帅师救徐 ，
弗及

，
遂城夷

，
使徐子处之

”

（ 《左传 ？ 昭公三十年 》 ） 《 夷 ，
又名城父 ，

是楚在淮北的

重镇 ，
故城在今安徽亳县东南约七十里城父集？

。 更多

的是徐人四处逃散
，
徐器在各处散出 ｑ 春秋时期徐器

除了集中在徐州附近
一

些材料外气 其他还包括襄阳

蔡坡战国早期 Ｍ ４ 出土的
“

徐王义楚 ；＾元子
”

剑？
，
镇

江北山顶出土 的
“

甚六
”

鼎 １ 件 、

“

谨邡
”

钟 ７ 件 、

“

谨

部
”

縛 ５ 件 、

“

甚六之妻
”

鼎 １ 件和
“

尸祭
”

盖 １ 件？
，

绍兴塔山公园 出土的
“

自
”

铎？
，
绍兴 ３ ０６ 墓出土 的

“

徐

王元子
”

炉和
“

徐 ｆＳ尹替
”

鼎各 １ 件？
，
分别发现于楚

徐器器主组合是
“

徐王乐 又 ＋徐王义楚 ＋徐鵲尹者故

监
”

。 靖安发现徐器器主组合是
“

徐王义楚 ＋徐令尹者

留
”

；
绍兴 ３ ０６ 号墓内徐器器主组合是

“

徐王元子 ＋徐

珣尹替
”

。 与之发生对照的是徐国腹地的邳州九女墩

Ｍ２ 及 Ｍ ３ 内均只 出有铭徐王子孙铜器 。 这些都反映

了国灭后徐人逃散后的狼狈和局促 ，
只有拼凑用不 同

器主的铜器来维持 自 己的尊严 ^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 ， 在春秋中 晚期 ，
随着吴楚争

霸的展开 ， 多种势力汇聚于此 ，
形成了复杂的历史局

面 ： 楚 由西北方向进入赣西北 ；
吴 、越两国先后在赣中

地区活动 ；徐人逃散以后 ，
被楚人安置针对吴 、越边邑

的前沿地带 。 随着越灭吴 ，
吴楚争霸戛然而止 ，

曾经波

澜微兴 的赣鄱大地重新归于沉寂 ，
直到战国晚期到秦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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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江西地区才又重新纳入人们视野 （

图 三
） 。

注
： 本文配 图 承蒙王 源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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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 ：

《印 山越王陵 》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ｂ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 、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柯桥区文化发展 中心

等 ： 《绍兴越墓 》 ，
文物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６ 年 。

？顾栋高 ： 《春秋大事表 ？ 春秋列国疆域表卷四 》 ，
第 ５ ４７

页
，
中华书局 ，

１ ９ ９３ 年 。

？史为乐主编 ： 《中 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 ，
第 １ ９４８ 页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 《殷周金文集成释

文 ？ 第一卷 》 ，
第 １ １ ９

？

１ ２５ 页
， 香港 中文大学 中 国文化研究所

出版 ，

２００ １ 年 。

？吴畏编著 ： 《赣舆浅图 概说江西八十古县 》 ，
第 ７

页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曹锦炎 ：

ａ ． 《

“

能原
”

铸铭文初探 》 ， 《东方博物 》 （第
一

辑 ）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１ ９９７ 年
；

ｂ ． 《再论
“

能原
”

轉 》 ， 《故宫博

物馆院刊 》 １ ９ ９９ 年第 ３ 期 。

＠王辉 ： 《

“

能原
”

馎臆解 》 ， 《故宫博物馆院刊 》 １ ９９ ９ 年第

４ 期 。

＠容庚
， 《善斋彝器图录》 ，转引 自王人聪 ： 《能原铸铭试

释 》 ， 《故宫博物馆院刊 》 １ ９９ ９ 年第 ３ 期 。

？饶惠元 ： 《江西清江县的古遗址 、 古墓葬》 ， 《文物参考

资料 》 １ ９５５ 年第 ６ 期 。

？ ａ ． 江西省博物馆 、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清江县

博物馆 ： 《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 》 ， 《考古 》 １ ９７６ 年第 ６

期
；

ｂ ．江西省博物馆 、清江县博物馆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

专业 ： 《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第二次发掘 》 ， 《考古 》
１ ９８２ 年第

２ 期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江西樟树市博物馆 ： 《江西

樟树筑卫城遗址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

＠江西省博物馆 、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清江县博

物馆 ： 《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 》 ， 《考古 》 １刃６ 年第 ６ 期 。

＠唐锦琼 、王意乐 、张建仕 ： 《筑卫城城址的时空构架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４ 期 。

？ ａ ．饶惠元 ： 《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 《考古学

报 》 １ ９ ５ ６ 年第 ２ 期
；

ｂ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西樟树市

博物馆 ： 《江西清江盆地区域考古调查简报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 年

度 ）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樟树市博物馆 ： 《江西樟树

国字山墓地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 ， 《文物 》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

？樟树市博物馆 ： 《江西樟树观上春秋墓 》 ， 《南方文物 》

１ 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

？ ａ ．江西省博物馆 、清江县博物馆 ： 《江西清江战国墓清

理简报 》 ， 《考古 》 １ ９７７ 年第 ５ 期
；

ｂ ．陈文华 、程应林 、胡义慈 ：

《清江战国墓发掘简报 》 ， 《文物工作资料 》 １ ９７６ 年第 １ 期 。

＠陈柏泉 ： 《春秋铜鉴 》 ， 《文物工作资料 》 １ ９７ ５ 年第 ３

期 。

？彭适凡 ： 《江西通史 ？ 先秦卷 》 ，
第 ２４０

？

２４ １ 页
， 江西人

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李伯谦主编 ： 《中 国 出土青铜器全集 （
１ ９

） 江西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 第 ８３ 页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

２０ １ ８ 年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 、湖北

省阳新县博物馆 ： 《阳新大路铺 》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大冶五里界
——春秋城址

及周边遗址考古报告 》 ， 科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杰 方 夂 物 ２０２ １ ． ０６
；

＇

 ｖ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大冶五里界
——春秋城址

及周边遗址考古报告 》 ，
第 ２４３ 页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保护管理委员会 ： 《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第
一

次考古主要

收获 》 ， 《江汉考古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陈丽新 、陈树祥 ： 《试论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性

质 》 ， 《江汉考古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⑩崔涛 、刘薇 ： 《江西瑞 昌铜岭铜矿遗址新发现与初步

研究 》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４ 期 。

？何国 良 、冯利华 ： 《瑞 昌市郊出土两件春秋铜鼎 》 ， 《江

西文物 》 １ ９ ９０ 年第 ３ 期 。

？ ａ ．刘彬徽 ： 《楚系青铜器研究 》 ，
第 １ １ ４

？

１ １ ７ 页
，
湖北教

育出版社 ，

１ ９９５ 年
；

ｂ ． 张闻捷 ： 《楚系青铜礼器制度研究 》 ，
第

３３
？

３ ４ 页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

？刘娟 ： 《铲土车掘出 ９ 件青铜器 》 ， 《江南都市报 》 ２００７

年 ５月１ ５日
，

ｈｔｔ
ｐ

ｓ ： ／ ／
ｊ
ｎｄ ｓｂ ．

ｊ
ｘｎｅｗｓ ． ｃｏｍ ． ｃｎ ／ ｓ

ｙ
ｓ ｔｅｍ ／ ２００７ ／ ０５ ／

１ ５ ／ ００２４ ８０６９ １ ．  ｓｈ ｔｎｉ ｌ ．

？李伯谦主编 ： 《中 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
１ ９

） 江西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
第 ８ ０

？

８ １ 页
，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

局
，

２０ １ ８ 年 。

？此类器物分别发现于分别发现于安徽屯溪 Ｍ ３
、 绍兴

Ｍ ３０６ 、淅川下寺 Ｍ ｌ
、 淅川和尚岭 Ｍ ２

、光山黄君孟夫妇墓 、

枣阳郭家庙 Ｍ １ ７ 和长清仙人台 Ｍ ４ 等处 。
２ 处在长江下

游
，

１ 处在齐鲁地区 ，
其余均在楚文化区域 。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市博物

馆等 ： 《长沙楚墓 》 ，
第 ４６５ 页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萍 乡市博物馆 ： 《江西萍 乡 市 田 中古城遗址调查简

报 》 ， 《考古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２ 期 。

？唐际根 、彭安保 ： 《田 中古城背后 的楚与百越 》 ， 《考

古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２ 期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萍 乡市博物馆 、莲花县博物

馆 ： 《江西莲花桐鼓堆东周木椁墓考古发掘简报 》 ， 《东方博

物 》第七十三辑 ，
中 国书店

，

２０ １ ９ 年 。

？战国 中期 的包 山二号墓出土楚简 中有名
“

郐君
”

的楚

国封君 （ 简 １ ８０
） 。 何浩 、刘彬徽认为

“

郐
”

字通
“

锦
”

字 ，
将其

与锦江联系起来 ，
可能在锦水流域的宜春或者万载地区 。

郑威认为
“

都
”

和
“

淦
”

从金声
，
君封邑在淦水流域的可能性

较大 ，
并认为筑卫城即其封邑 。 参见 ａ ．何浩 、刘彬徽 ： 《包山

楚简
“

封君
”

释地 》 ， 《包山楚墓 》 ，
第 ５７７ 页

，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年
；

ｂ ． 郑威 ： 《楚国封君研究 》 ，
第 １ ８ ０

￣

１ ８３ 页
， 湖北教育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 《殷周金文集成 》 １ ２ １ １ ３ 。 铭文释文均采用 中 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 ，
下不

一一

注明 。

？谭其骧 ： 《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 ， 《长水集 （下 ） 》 ，
人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江西省博物馆 、遂川县文化馆 ： 《记江西遂川出土的

几件秦代铜兵器 》 ， 《考古 》 Ｉ ９７８ 年第 １ 期 。

？转引 自徐世权 ： 《秦
“

二十二年臨汾守戈
”

考 》 ， 《简 帛 》

（ 第十
一

辑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

？上海博物馆 ： 《上海博物馆藏印选 》 ，
第 ２ 页

，
上海书

画出版社
，

１ ９７９ 年 。 释文参照李家浩 ： 《楚国官印考释 （
四

则
） 》 ， 《江汉考古 》 １ ９８４ 年第 ２ 期 。

＠何浩 ： 《楚国封君封 邑地望续考 》 ， 《江汉考古 》 １ ９９ １ 年

第 ４ 期 。

？ 《左传 ？ 昭公三十年 》 ：

“

冬十二 月
，
吴子执钟吴子

，
遂

伐徐
，
防山以水之 。 己卯 ，

灭徐 。 徐子章禹断其发 ， 携其夫

人
，
以逆吴子 。 吴子唁而送之 ，

使其迩臣从之
，
遂奔楚 。 楚

沈尹戌帅师救徐
，
弗及 ， 遂城夷 ，

使徐子处之 。

”

？史为乐主编 ：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 ，
第 ２ １ ４５ 页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年 。

＠孔令远 ： 《春秋时期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 ，

《东南文化 》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１ 期 。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 、靖安县文化馆 ： 《江西靖安出土

春秋徐 国铜器 》 ， 《文物 》 １ ９８ ０ 年第 ８ 期 。

＠ 《殷周金文集成 》 ６ ５ ０６ 。

？ 《殷周金文集成》 ６５ １ ３ 。

？ 《殷周金文集成》 ６４６２ 。

？ 《殷周金文集成》 ４２５ 。

？董楚平 ：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 》 ，
第 ２７ １

？

２７３ 页
，
浙江

古籍出版社 ，

１ ９９ ９ 年 。

＠赵平安 ： 《释
“

魯
”

及相关诸字 论两周时期的职官

“

醅
”

》 ，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四辑 ，
中华书局 ，

２００２ 年 。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高安县博物馆 ： 《高安太阳墟春

秋墓 》 ， 《江西历史文物 》 １ ９８ ６ 年第 ２ 期 。

？ ａ ．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

墓葬 》 ， 《考古 》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

ｂ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靖

安县博物馆 ： 《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发掘简报 》 ， 《文物 》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陈怀荃 ： 《春秋楚地浅释 》 ， 《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 （第

—

至第八辑 ） 》 ，

１ ９７９ 年 。

⑩主要出土于邳州九女 二号和三号墓
， 参见 ａ ． 南京

博物院 、徐州市文化局 、邳州市博物馆 ： 《江苏邳州市九女墩

二号墩发掘简报 》 ， 《考古》 １ ９９９ 年第 １ １ 期
；

ｂ ．谷建祥 、魏宜

辉 ： 《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铸铭文考辨 》 ， 《考古 》 １ ９９９ 年第 １ １

期
；

ｃ ． 孔令远 、陈永清 ： 《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 》 ，

《考古 》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

ｄ ．孔令远 ：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

究 》 ， 《考古学报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

？湖北省博物馆 ： 《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 》 ， 《江汉

考古 》 １ 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 ：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

告 》 ， 《东南文化》 １ ９８８ 年第 ３ 、 ４ 期合刊 。

？曹锦炎 ： 《 自铎铭文考释 》 ， 《文物》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绍兴地

区文化局等 ： 《绍兴 ３０６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 ， 《文物 》 １ ９ ８ ４ 年

第 １ 期 。

？彭适凡 ： 《春秋徐国 南疆析疑 》 ， 《江西社会科学》 １ ９８ １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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