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饕餮纹大圆鼎 后母戊鼎妇好圆鼎

高133厘米、口径116厘米，
重875公斤。

高86厘米、口径61厘米，
重50多公斤。

高29.5厘米、口径25厘米，
重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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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
治县马厂沟村一名农民在耕地里挖出一
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
件事震惊了考古界。随后，考古人员在朝
阳地区又发现了多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
了大量青铜器。

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
朝阳地区发现窖藏青铜器的重要时期。青
铜器窖藏种类有鼎、盂、壶、盘、尊等，大部
分器形表现出西周初期青铜器的特征，少
部分是商代末期的青铜器。出土的青铜器
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
平，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告诉记
者，1977年，在朝阳地区马厂沟以北的大凌
河西岸小波汰沟，同一地点出土了两个窖
藏青铜器坑，共出土青铜器12件。其中一
件饕餮纹大圆鼎不仅高大，而且时代早。
它通高 86厘米，重 50多公斤，大立耳内有
槽沟，深腹下垂，上腹有花纹带，铸平雕兽

面纹，即饕餮纹。无论器物形制还是花纹，
都具有商代早期特点，是商代青铜器。这
是已知辽西地区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中最
大、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遗憾的是，圆
鼎上没有铭文。

朝阳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以起源早、中
原风格浓厚，又兼有地方特色而成为中国
北方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窖藏青铜
器的出土，表明商朝在北方有强大的势力，
其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今天的东北。

辽西地区为什么会发现这么多窖藏
的商周时期青铜器？郭大顺认为，辽西有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度发展的基
础，特别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不仅是“与夏
为伍”的强大方国，而且已掌握铸造青铜器
的技能。随后，这里又发现了魏营子文化
遗址，进一步证实，这一地区文化未出现断
裂，有连续性。另外，辽西还不断发现商到
西周早期的墓地，有的墓葬有商周青铜器
随葬。所以，在商到周初这段时期，辽西与
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辽西发现多个青铜器窖藏坑

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
征，“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
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
期、鼎力相助，等等。

我国最有名的商代鼎有3尊：后母戊鼎、
饕餮纹大圆鼎、妇好圆鼎。这3尊鼎知名度都
很高，是商代铜器中的重量级文物。饕餮纹大
圆鼎铸造时间距今约3200年，比铸造时间距
今约3000年的后母戊鼎、妇好圆鼎都要早。
后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市武官村，而妇好圆
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这里是商朝
后期的都城遗址。而出土于辽宁朝阳喀左的
饕餮纹大圆鼎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
不在商王朝帝京地出现的大铜鼎。

从重量上看，后母戊鼎通高133厘米、
口径 116 厘米，器重 875 公斤，是现存商代
青铜器中最重的。饕餮纹大圆鼎高 86 厘
米、口径61厘米，重50多公斤，也是国内出
土的较大商代圆鼎。妇好圆鼎通高29.5厘
米，口径25厘米，重7公斤。

从铭文上看，后母戊鼎的腹内壁铸有铭

文“后母戊”字样，故以此命名。此鼎因大而
精美的外形，被誉为“青铜器之冠”，也是我
国目前已出土的最著名的四足方鼎。而妇
好圆鼎的口沿下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饕
餮纹大圆鼎则没有铭文。

从工艺上看，后母戊鼎、饕餮纹大圆
鼎、妇好圆鼎3尊鼎的纹饰风格与铸造工艺
水平相当，工艺精巧，都是鼎中精品。

从名气上看，后母戊鼎比饕餮纹大圆
鼎、妇好圆鼎名气要大得多。最初，郭沫若
根据铭文命名为“司母戊”。后来随着研究
的深入，此鼎更名为“后母戊”，即商王为母
亲戊作的祭器。另外，后母戊鼎传奇的流传
经历，也为其增添神秘色彩，让人津津乐
道。相传最初为挖掘锯掉一耳，后遭日军抢
夺，又被迫使用调包计骗过日本侵略者。解
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准备将其掳往台湾，因
太过沉重而放弃。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人
民政府从南京调往北京。如今，后母戊鼎是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名副其
实的“国之重器”。

我国著名的三大商代名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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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大圆鼎铸造时间比后母戊鼎更早

1977年，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
治县出土了一件商代早期大鼎——饕餮纹
大圆鼎。这是国内出土商周圆鼎中较大的
一尊，铸造时间距今约 3200 年，比河南殷
墟出土的后母戊鼎、妇好圆鼎还要早。大
圆鼎上虽然没有铭文，但铸有饕餮纹，代表
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为研究辽
西地区商周时期历史打开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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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经常可以
看到我们平时熟知的动物纹。这些纹饰涉
及的动物可分为三类：其一为现实生活中真
实存在的动物和昆虫，如犀牛、象、熊、蝉等；
其二为现实中虽不存在，但古代文献中有记
载的神话动物，如饕餮、肥遗、龙、虬等；其三
为动物纹的变形，如目纹、鳞纹、重环纹、蟠
螭纹等。在诸多的动物纹中，最显赫也最为
特殊的首推饕餮纹。

饕餮，传说中一种特别贪吃的怪兽。《山
海经·北次二经》中介绍其特点是：“其形状
如羊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齿人手。”饕餮就
是这样一个贪吃不知餍足的形象。

饕餮纹，为一种图案化的兽面，也称兽
面纹，最早见于距今50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盛行于商代至西
周早期。饕餮纹一般以动物的面目形象出
现，具有虫、鱼、鸟、虎等动物的特征，由目
纹、鼻纹、眉纹、耳纹、口纹、角纹几个部分组
成，面目夸张，结构鲜明。人们正是利用这
些特征突出了醒目、教化的目的。

饕餮纹饰作为鼎的固有纹饰，一直与
鼎相伴。夏、商、周之后，鼎作为食器退出
了生活舞台，但它作为礼器与祭器代代传
承，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规范更是成了中华
民族的文化传承之一。后来，又衍生了一

个成语叫“钟鸣鼎食”，用来形容那些贵族
诗礼之家。饕餮则成为戒贪形象的代言
人。之所以古人选择将饕餮纹铸造在鼎上，
其实，是为了教化后人：不可贪食过甚。

饕餮纹大圆鼎上的饕餮纹，结构严谨，
制作精巧，境界神秘，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
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
案的最高水平。

专家研究发现，饕餮纹表现在鼎上的最
原始形式，只是一对圆泡状乳钉，以表示兽
面的双目，后来逐渐增添鼻、角、口、耳、眉，
成为器官齐备的兽面。眼目是它的主体，应
当源自史前的眼睛崇拜。从目前出土的文
物看，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了标准的兽面
纹，也有了兽面纹的简化形式眼目纹。

有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饕餮纹并
不仅仅是一种兽面纹，饕餮当为天神或太
阳神之属，饕餮纹中对眼睛的强调，正是其
作为太阳神被崇拜的表现形式。

青铜器承载着我国古代灿烂的文明，
是寻找古代文明的重要途径。青铜器上面
铸的纹饰是古代文化及审美的一种表达方
式，是古代真实生活的写照。在古代，饕餮
纹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其
不仅有着庄重的祭祀功能，而且还是统治
阶级威严的象征。

铸饕餮纹是为了教化后人

有考古专家告诉记者，这几批窖藏青
铜器虽然以西周早期为主，但有不少是介
于商末周初之间的，有的可以明确断代为
商代晚期，而小波汰沟出土的饕餮纹大圆
鼎的铸造时间更早。

资料显示，在马厂沟出土大量青铜器后，
中国文字学家唐兰、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中
国古文字学家陈梦家3位专家就注意到，青铜
器具有浓厚的商代文化特征。

郭大顺回忆说，唐兰几次与自己通
信。他认为，这些青铜器的出土，证实辽西
喀左一带是商代分封的同姓诸侯国孤竹
国，这是从实物角度来印证文献记载的孤
竹国。而陈梦家把燕地（今北京地区）出土
的有商族族徽的西周青铜器与马厂沟出土
的青铜器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青铜器都
属于一个类型，都是殷商遗民的器物。

“这 3 位专家的解读十分有助于解决
为什么辽西窖藏青铜器中总包含着浓厚的
商文化因素。”郭大顺说，有一种可能就是，
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
燕国国君。辽西当时属于燕国的领地，燕
侯把部分青铜器赏赐给住在这里的殷商遗

民，殷商遗民因祭祀而埋藏。
郭大顺告诉记者，考古发现，在商代晩

期到西周初期，辽西有一支独立的文化类
型——魏营子文化，其中心分布区在大小
凌河流域。研究发现，魏营子族群与这些
青铜重器共存，可能是这些器物的使用者。

对这些青铜器，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
秉琦有更深入的思考，他把它们与早于它
们 2000 多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联系起
来进行考察。苏秉琦提出，在辽西地区可
能会存在与窖藏青铜器同一时期的、具有
特殊意义的建筑物或建筑群遗迹。“这里的
坛、庙、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
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
远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间，生活在大凌
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
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

‘郊’‘燎’‘禘’等祭祀活动？这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把距今 3000 年前的商周窖藏青
铜器与距今 5000 年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
址相联系，为辽西地区窖藏商周青铜器的
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有可能是燕侯赏赐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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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构成简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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