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铜盒

摘要：2020年 4～12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垣曲北白鹅墓地抢救发掘了 9座两周之际贵族墓葬，
出土了铜、玉、石、金等文物 500余件套。其中，铜盒 7件，M6出土 5件，M4和 M9各 1件。铜盒均制作
考究，应为墓主生前所用之器，其性质及功用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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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
山西垣曲北白鹅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处两周
之际的高等级贵族墓地，此次共发掘墓葬9
座，出土了铜、玉、石、金等文物500余件套。在
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有一类铜盒，造型小
巧精致，为目前所有同期墓葬中一次性出土
最多者，下面我们就这批铜器作一简要报告。

北白鹅墓地共出土铜盒7件。其中，M6出
土5件，2件为车型盒，3件为长方体盒，M4和
M9各出土长方体盒一件。

车形盒 2件。与铜容器和其他铜盒一同
出自M6棺椁间东北部，其中一件个体较大，
残甚，存大小车轮、车轴、牛头、立人等残件，
待拼接复原。另一件编号为M6∶53（图版一，
1），盒身上大下小，微敞口，方唇，出沿，沿内
一周支托对开门盒盖，沿上四角有明枢，接扁
体盖轴。盖上两门各对立一鸟，尖喙，曲颈，双
翅微张，鸟尾略翘，双足并立于盒上（图版一，
3、5）；盒身两侧各装饰一卧牛，牛头向外（图
版一，4）；盒身四角接以4条回首卷尾四足龙
形兽（图版一，6、7）。盒身下承镂空高圈座，座
上中部靠前处置轴，接两轮，可转动，车轮装
有8根扁辐条，远端圈足上有支托可固定车

身。器盖装饰龙纹，盒身、圈足皆装饰双首单
身龙纹，每面装饰一组，圈足处龙纹采用镂空
装饰，轴头为兽头。和盒体同出的还有一件铜
牛，四足站立，直身，中空，鼻孔内穿环（图版
一，2）。盒身长10.4、宽7.1、通高13.5、牛身长
5.5厘米。

长方体盒 5件。盒身整体造型呈长方体
箱式。

M4∶8，出自棺椁间西北部。盒身略上大下
小，顶部两侧置对开盒盖，口沿内壁前后中部
有卡托，四角有明枢，接圆轴，盖门置桥形钮，
盒身两侧饰牛首衔环，下承四卧虎形扁支足，
虎首朝外（图版二，1）。器盖表面每门装饰两
组单体夔龙纹，盒身外四周装饰回首龙纹，每
面两龙一组，首首相背，间以兽面。出土时，盖
钮内有穿绳，盒内盛满残留物，并有一铜勺
（图版二，2）。铜勺圆舌，扁长柄，两侧出牙，呈
锯齿状，柄端有孔，孔内存绳，柄身上下装饰
连珠纹，勺舌素面。器身一角见有垫片。盒长
11.2、高6.5厘米，勺长8.5厘米（图一）。

M6∶52，出自棺椁间东北部。扁长方盒身，
直口，出沿，顶部两侧置盖，可以对开，盖面装
饰一对双足爬兽状门钮，尖立耳，小眼，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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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6∶53铜车盒身四角爬兽

图版一 M6∶53铜盒

1.M6∶53铜车盒全貌 2.M6∶53铜车盒伴出铜牛

3.M6∶53铜车盒盖立鸟 4.M6∶53铜车盒盒身卧牛

5.M6∶53铜车盒盖立鸟 7.M6∶53铜车盒身四角爬兽

圆睁，凸鼻外翻，扁嘴微张，曲身，卷尾，爬兽
首首相对，器盖关合后沿内中部有卡托承接，
沿上四角有暗枢，内接扁轴，盒身两侧置方附

耳，前后两侧及四角接以6条回首卷尾四足
兽，盒身下承高圈足。器身四周装饰两组龙
纹，圈足龙纹采用镂空装饰，器盖爬兽身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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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铜盒（M4∶8）

图二 铜盒（M6∶52）

云雷纹为地，盖枢装饰兽头。外底有菱
形范线。长10.5、高5.4厘米（图二；图版
三）。

M6∶51，出自棺椁间东北部。盒身
扁长，直口，出沿，有卡托和暗枢，接扁
轴，顶部盒盖对开，右侧盖门上跪伏一
裸人作钮，双手撑地，尖脸朝前，嘴巴
大张呈方形，作惊恐状，盖身四侧装饰
4条回首卷尾四足兽，盒身下承高圈
足。盖门内外装饰两组花冠龙纹，首尾
相接，盒身外壁四周每面各装饰两组
首尾相接的花冠龙纹，圈足一周镂空
装饰垂鳞纹（图版四）。长8.9、高5.7厘
米（图三）。

M9∶10，与铜冥器一同出自棺椁间
东南部。器型同M6∶51，惟人形钮置左
门，四足兽个体略小。盖面饰两组双首
单体夔龙纹，器身龙纹简化为窃曲纹。
底部可见范线（图版五）。长9.2、高5.3
厘米（图四）。

M6 ∶4，残，器型、纹饰基本同M9 ∶
10。长9.2、高6.4厘米。

北白鹅的这批铜盒，虽出土于不
同墓葬，但彼此间有较多共性，时代应
该相近。与之相似器物有山东枣庄小
邾国M3铜盒[1]、山东省博物馆藏莒县长
方铜盒[2]，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2∶
67、M63∶123长方铜盒 [3]，闻喜上郭M49
长方铜盒[4]、M374[5]和M7[6]车形铜盒，甘
肃礼县圆顶山M1车形铜盒[7]等，时代集
中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些铜盒
的铸造工艺较为复杂，为分段铸好各
部位附件，然后焊接在一起，北白鹅墓
地铜盒上各附件之间可见明显焊接痕
迹。

根据墓葬墓位排列、其他出土器物等分
析，M4、M6、M9三座出土铜盒的墓葬皆为女
性墓。出土时，铜盒内未见铭文，也未见可以
明确器物功用属性的实物，关于这些铜盒的
功能与用途，根据以往的研究，主要有“挽车”

说[8]，“玉器首饰盒”说[9]、“首饰化妆品盒”兼具
“弄器”说[10]。我们认为此类铜盒的用途可能不
是单一的。M4铜盒出土时，盒内残留大量带有
颜色的土样，并且在盒内残土中发现一件铜
勺，不见其他物品，铜勺的出现为我们了解铜
盒的功用提供了线索，推测应该是和铜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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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4∶8铜盒全貌 2.M4∶8铜盒伴出铜勺

图版二 M4∶8铜盒

图版三 M6∶52铜盒
3.M6∶52铜盒爬兽盖钮 4.M6∶52铜盒一盖开启状

1.M6∶52铜盒全貌 2.M6∶52铜盒正面

套使用，用来舀取盒内膏状或粉状物品的。M9
铜盒内未见勺，但保留有土样，不见其他物
品。M6出土多件铜盒，有车形盒也同出有长方
盒，数量不等，盒内及周边未见粉状物品及饰
品等，我们推测车形盒和长方体盒在形制上
的差别是因为其盛敛物品不同而特意设计
的。经过初步科技分析，在M4和M9铜盒内发

现有油脂等遗存，据此可证实北白鹅墓地长
方体盒盛放化妆品的可能性较大，车形盒的
功用还有待进一步检测分析。这类铜盒皆制
作考究，应为墓主人生前实用器，不是为陪葬
而专门制作的冥器。此类器物的定名，学者多
有讨论，有称“匮”者，亦有通俗谓之“盒”者。

出土铜盒的三座墓葬中，M6和M4墓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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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铜盒（M6∶51）

图四 铜盒（M9∶10）

积达到了20平方米以上，且随葬大量
青铜容器等，墓葬规格很高；M9墓室
面积虽不足5平方米，但随葬了十余
件青铜器，且墓主人身上佩戴有成组
玉石串饰，随葬了琮、有领璧等具有
礼器性质的玉器，这些随葬器物都说
明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从现有考古
资料来看，战国早期之前此类铜盒主
要出现在高等级的女性墓葬中，性别
倾向性很强烈，“是高级女性贵族彰
显其身份的一种表现”[11]。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为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及耘，参与发掘
的人员有杨永信、张跃红、刘吉庆、周
昊、杨及耘、曹俊。器物照相解宙鹏、
王乐。器物绘图孙先徒。室内修复人
员史春明、原照新、程玉龙等。

执笔：杨及耘 曹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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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6∶51铜盒全貌 2.M6∶51铜盒背面

3.M6∶51铜盒半开启状 4.M6∶51铜盒全开启状

图版四 M6∶51铜盒
5.M6∶51铜盒爬兽侧面 6.M6∶51铜盒爬兽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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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 38页）

1.M9∶10铜盒全貌

图版五 M9∶10铜盒
6.M9∶10铜盒人形钮及爬兽正面5.M9∶10铜盒爬兽侧面

4.M9∶10铜盒底部3.M9∶10铜盒半开启状

2.M9∶10铜盒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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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校对:陈丽新）

Bronze he -food container Unearthed at the Beibai’e Cemetery in Yuanqu County, Shanxi
Province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24)
Abstract: Between April and December, 2020, archaeologists from the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rried out rescue excavation at the Beibai’e cemetery in Yuanqu County, revealing
nine elite tombs dated to the Shang-Zhou transition. More than 500 items (or sets of items), made of
bronze, jade, stone, and gold, were excavated. Of them are seven bronze he-food container, five of
which were collected at M6 while one at M4 and M9, respectively. All bronze he were finely crafted
and supposedly used by the tomb occupants in their lifetime. It remains unknown as to why the bronze
he were produced and to serve what purpose.

Keywords: the Beibai’e cemetery, the Shang-Zhou transition, elite tombs, bronze he-food
container

（上接第 45页）

（责任编辑、 校对:陈丽新）

Excavation Report of M17 at the Wayaopo Cemetery in Xixi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Linfen Museum (Linfen, Shanxi 041004)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24)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and Tourism of Xixian County (Xixian, Shanxi 041300)
Abstract: The Wayaopo cemetery is located in Xixian County that is in northwest of Linfen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and, by its geographic location, close to the southern edge of Lüliang Mountains. In
2005, archaeologists from the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other units carried out
rescue excavation at the Wayaopo cemetery, revealing a total of 17 tombs, among which 11 contain
bronze artifacts. The present paper reports the discoveries made at the tomb M17 which dates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bout 20 items (or sets of item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omb, which were
made of bronze, pottery, jade and stone, lacquer, and bone. The bronze vessels unearthed from tomb
M17 show typical features of the Jin Culture and ar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and northward expansion of the Jin state.

Keywords: Xixian County, M17 at Wayaopo, tombs with bronze vessels,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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