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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国墓中出土的铜鼎形制
相近的，还有 2002 年在叶县许岗
许公宁墓中出土的升鼎。

叶县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楚国
除了不断在此修筑长城外，还把不
少贵族封在此地，因此留下了不少
楚国贵族墓。

2002年3月，考古专家在叶县
发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出土的
器物有束腰升鼎、编钟，墓中兵器有

“许公宁之车”戈。经专家认定，此
墓主人是许国十五世国君许公宁。

5月30日，记者在平顶山博物
馆和叶县县衙博物馆均看到了这
种升鼎。此鼎的主要特征是束腰
鼎腹，鼎身以垂鳞纹和纤密的蟠虺
纹构成韵律感极强的主体纹饰，有
着楚国升鼎典雅的束腰鼎腹和飞
翼般的鼎耳，6个回首、塌腰的龙形
兽伏于鼎口。

“此鼎器形硕大，纹饰精美，体
现了当时许国在楚文化影响下高
超的铸铜技术和装饰技艺，与‘楚
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说法暗
合。”娄金山说，“楚王好细腰”的典
故出自《墨子·兼爱》，讲述了楚灵
王喜欢腰身纤细的人，楚国的士大
夫们为了将自己养成细腰，每天只
吃一顿饭；每天起床整装，先要屏
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扶着墙壁
站起来。楚灵王还特别喜欢细腰女
子，其大兴土木所建的“天下第一台”
章华台，因宫女常在里面轻歌曼舞，
又称“细腰宫”。

楚国的“细腰”鼎为何会出现
在许国国君的墓中呢？娄金山说，
鼎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本来只是储
存和烹煮食物的容器，却常被作为
礼器使用。当时的许国已被楚国
控制，这件重器应该是楚国所赠。

凤凰咏叹·垂鳞纹升鼎

□本报记者 吕占伟/文
禹舸/图

从备受轻视的南方蛮
夷到意气风发的春秋霸主，
楚国就像它的图腾——凤凰
一样不断进取，浴火重生。
但盛极而衰，这只凤凰最终
走向沉寂，消逝在战国末期
的硝烟里。

楚国八百年的历史，也
是楚文化形成、发展、怒放的
历史。兼容并蓄、浪漫诙谐
的楚文化深刻影响了后来的
汉文化，楚风显著的青铜铸
造工艺、屈原宋玉的浪漫华
章、百折不挠的楚人精神，就
如同凤凰涅槃一样，在地下
得以重生，在现实得以延续。

两千多年过去了，楚文
化烙刻在古应国的印记，随
着一座座墓地的发掘和一件
件文物的出土，逐渐清晰。

“文物虽不能开口说话，但凝
聚了很多故事，见证了时代
的兴衰。”5 月 30 日，平顶山
博物馆研究馆员娄金山说。

凤凰起舞·应国
墓中铜器

楚庄王时代，楚国称
霸中原，吸收中原文明长
处的同时，以楚鼎、楚歌、
楚舞、楚冠、楚服为表征的

“楚风”也在中原诸侯国风
靡开来。楚国的青铜器铸
造技术，在春秋战国达到
了当时世界的顶峰。

5月29日上午，在平顶
山博物馆“楚汉风云”展
厅，一件出土于应国古墓
的铜鼎器身轻薄，足细高，
看起来与中原地区古朴重
拙的铜鼎风格差异较大。

“这是一件春秋战国时期
越国的铜鼎。它的发现，
说明当时江浙一带的吴越
文化已经传播到中原地
区，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
的一个见证。”市文物局考
古工作者、副研究馆员孙
清远说。

另一件细高足铜盏也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此铜
盏同样出土于应国墓地，
通体饰蟠螭纹，矮细蹄状
足。“与楚文化区内的铜盏
形制迥然不同，这是一件
春秋晚期晋国的铜盏。它
的发现，揭示出当时流行
于北方地区的文化已渗透
到楚国统治下的中原地
区，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又
一见证。”娄金山说。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姬姓应国自周成王时被分
封立国于山西，后为拱卫
周王室、抵御南方诸族入
侵而迁至沙汝河一带，其
中心区域在今平顶山一
带。进入春秋时期，周王
朝逐渐衰落，应国南边的
楚国日渐强大，走向了图
霸中原的道路。公元前
680年前后，应国被楚国所
灭，沦为楚国的附庸。

许公宁墓中除了升鼎，还有
编钟。“编钟始于商周，是当时贵
族祭祀祖先和款宴宾客使用的乐
器，所谓‘钟鸣鼎食’，说明了它的
重要意义。”娄金山说。

5月30日上午，在叶县县衙
博物馆，67 岁的楚文化研究专
家、叶县文化局原局长李元芝指
着一套气势宏大的编钟和一组表
情夸张的人偶向游客解说：“这就
是许公宁编钟，37个钟磬依据音
律高低，从小到大依次排列；这12
个跽坐铜人，形制相同，诙谐拙
朴，应是用来悬挂编磬的。”

曾担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

的王子初教授认定这套编钟的铸
造时间应在公元前700年以前，
是目前国内出土编钟中时间最
早、保存最完整、音质最好的一
套；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不同的
音，一反古代‘宫、商、角、徵、羽’
的五音规范，包含了7种音阶，因
此弥足珍贵。

“一座墓葬中同时出现了中原
风格浓郁的编钟和楚文化风格浓
郁的垂鳞纹升鼎，这说明叶县当时
处于南北文化结合部。”李元芝说。

编钟和升鼎为何会出现在许
国国君的墓中？李元芝解释，许
国是西周时期的姜姓诸侯国，最

早建都于河南许昌一带，公元前
576年，许国国君许公宁为了使
国家免遭北方强敌晋国、郑国的
进犯，在楚王授意之下南迁。

“许国迁都到叶以后把它带
了过来。如果许国不是楚国的属
国，楚国是不会赠送钟鼎之类青
铜器的，因为害怕受赠方将其回
炉炼成兵器，壮大军事实力。”

当天上午，在叶县县衙编钟
演奏厅，许公宁编钟同比例复制
品演奏正在进行。身着楚风服饰
的女子手持各种敲击乐器协奏，
钟鸣声清脆入耳，回响不绝，将听
者带入雅致的春秋礼乐时代。

凤凰鸣唱·许公宁编钟

叶县县衙博物馆展厅陈列柜
内一件造型精美的铜器——透空
蟠虺纹铜饰件同样引人注目，其
大小仿若孩童脖颈里佩戴的长命
锁，但器物内腔是空心，构造复
杂，有多种纹样对称组成，是先秦
工匠运用“失蜡法”精密铸造工艺
制成的贵族饰物。

李元芝说，“失蜡法”也称
“熔模法”，是青铜等金属器物的
精密铸造方法。即用蜂蜡做成铸
件的模型，再用其他耐火材料填
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
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
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熔液，
便铸成器物。“用‘失蜡法’铸造的

器物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这个饰件出土于许公宁墓，

铸造年代在公元前 547 年或稍
后，证明了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
了‘失蜡法’这种先进铸造工艺，
修正了‘中国青铜时代没有失蜡
法铸造的器例’的错误认知。”李
元芝说。

凤凰印记·惊艳的“失蜡法”

许公宁编钟（复制品）

蟠虺纹铜饰件

跽坐铜人

垂麟纹升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