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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刃短劍廣泛出土於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

周邊的內蒙古東南部、河北北部和山東也有發

現，可說是青銅時代東北地區的代表性器類。

不同於中原式劍（圖 1）或北方地帶匕首式短劍

（圖 2）以直刃為特徵，曲刃短劍在刃的中段有

角狀突出，使劍刃呈凹曲，亦稱為「琵琶型劍」。

（圖 3）關於曲刃短劍的起始年代，在學界尚有

爭論。但可以確定是，盛行時間落在西周晚期

到戰國時期（西元前九世紀至西元前三世紀）。

　　由於分布的地域及時間皆相當廣泛，曲刃短

劍具有各種的造型變化。學者靳楓毅、遲雷依

據劍柄的型態將曲刃短劍分為短莖式（見圖3）、

銎柄式（圖 4）、匕首式（圖 5）三種類型。1 

不同於上述以器形進行分類，本文著眼於鑄造

技術，以劍身與劍柄的結合方式來分類，並將

討論範圍擴及曲刃短劍以外的器類。由於東北

地區內部存在鑄造技術的差異，以鑄造技術也

可以看出曲刃短劍的區域差異。本院典藏一件

青銅曲刃劍（圖 6），透過對比考古資料，亦期

找出此器所屬的時空範圍及歷史價值。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一件短劍，曲刃的造型與廣泛存在於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的曲刃短劍近

似。特殊地是劍身與劍把相連一體，在東周時期極為少見。本文以此特徵出發，回到考古材料梳

理曲刃短劍的發展。透過考古材料揭開曲刃短劍的製造技術，並呈現區域間的差異，藉此帶領讀

者認識存在於傳統中原地區之外的精采區域青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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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脈絡

東周東北地區的「鑄合式」曲刃短劍—由院藏曲刃短劍談起

一、院藏曲刃短劍
　　院藏曲刃短劍，通長 44公分，凹凸刃部、

柱狀脊、T型劍柄的特徵與東北地區曲刃短劍一

致。劍身的部分，刃的中段在兩側都有角形的

突出，稱為「節尖」。劍身中央為柱狀脊，有

打磨痕跡，使柱脊前、中、後段呈現不同的變

化。前鋒處的橫切面成菱形，中段柱脊凸起，

形成「脊突」（圖 7-1），橫切面近六角形，後

段為扁圓柱形。劍柄的部分，整體似 T型，帶

連續鏤空三角形裝飾，最上端為中空的枕型劍

把頭。（圖 7-2）劍身與劍柄相連一體，無法分

開，兩者連接處有不規則的青銅包覆在劍莖上，

是 T型劍柄接合時銅液溢出所形成的「溢銅痕

跡」。（圖 7-3）溢銅痕跡顯示劍身與劍把並非

一體成形，而是接合在一起。

　　院藏曲刃短劍的劍身節尖明顯，劍鋒較短，

柱脊的中段有脊突，具典型的早期特徵，廣泛

見於曲刃劍的分布區。2脊突是脊柱打磨而形成

的突起，為鑄後二次加工的痕跡，考古出土多

有類似的例證，如寧城孫家溝石棺墓M7371所

出的曲刃短劍（圖 8），該柱脊也同樣呈現六角

狀。3院藏曲刃短劍柄端的枕型劍把頭，在考古

例子雖罕見青銅質，類似型態的「石質」劍把

頭卻很多，也廣見於分布區。院藏枕型劍把頭

頂部有兩條稜脊，稜脊中間下腰明顯，類似的

石質枕型器多見於春秋時期，如朝陽十二台營

子墓地。4（圖 9）整體來看，院藏曲刃短劍在

劍身與劍把頭的型態，與春秋時期（前 770-前

47）東北各地曲刃短劍相近。

　　相較之下，院藏曲刃短劍的劍身、劍柄與

劍把頭三者相連、無法分離的特徵在考古發現

中例子極少，且僅集中在特定的區域與時間段。

考古出土的例子僅見於內蒙古赤峰寧城小黑石

溝石槨墓 8501號墓（M8501）。5（圖 10）小

二、鑄合式曲刃短劍的特徵：來源與
鑄造技術
　　依學者靳楓毅、遲雷分出的短莖式、銎柄

式、匕首式三種類型，院藏曲刃短劍屬短莖式。

短莖式因為持握端呈短柱，需另接劍柄才能使

用。劍柄以 T型青銅劍柄（圖 11）最普遍，所

以也稱為「T型曲刃短劍」，即裝了劍柄的短莖

式曲刃短劍。但若改以劍身與劍柄的銜接方式

來分類，可分成兩大類：一是柄、身鑄合一體，

無法拆解，本文稱作「鑄合式」；二是柄、身

以綑綁的方式固定，可以拆解，本文稱作「綑

綁式」。（圖 12）銎柄式、匕首式都屬於鑄合

一體的類型，而僅有短莖式同時存在兩種不同

的固定方式。因此針對短莖式曲刃短劍進行討

論，最能展現兩種的差異。（表一）以下將重

點放在討論鑄合式的來源與技術。

圖7-3　 春秋時期　鑄合式曲刃短劍　局部　溢銅痕跡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圖7-1　 春秋時期　鑄合式曲刃短劍　局部　節尖與脊突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7-2　 春秋時期　鑄合式曲刃短劍　局部　劍把頭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表一　綑綁式與鑄合式曲刃短劍的差異
材   質 固定方式 牢固程度 分布範圍 年   代

綑綁式 多種材質並用的

「複合媒材」

以絲線、銅條等

綑綁。

各部位易散開，

特別是劍柄多使

用有機材質，常

腐朽不存。

廣泛出現在中國

東北地區和朝鮮

半島。

先出現，年代可

能 早 至 西 周 中

期。

鑄合式 通體青銅 以青銅接合技術

連接。

多完整保存，各

部 位 不 輕 易 分

開。

目前僅見於夏家

店上層文化區。

後出現，模仿綑

綁式曲刃劍。

圖8　 春秋時期　組合式曲刃短劍 
長43公分　內蒙古寧城孫
家溝石槨墓M7371出土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草原
瑰寶—內蒙古文物考古精
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
社，2000，頁84。

圖10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一
體式曲刃短劍　內蒙古赤
峰小黑石溝M8501出土　 
取自塔拉、孫建華等，
《黃金旺族—內蒙古博
物院大遼文物展》，臺
北：時藝多媒體，2010，
頁14。

圖9　 春秋時期　石質枕形劍把頭　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墓地出土　
取自《考古學報》，1960年1期，頁65，圖3。

黑石溝石槨墓M8501因伴出中原式青銅容器，

具有明確的定年依據，約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

期（約西元前八世紀至西元前五世紀）。以下

將從劍身、柄相連的特徵，討論其所代表的青

銅鑄造技術，以及所反映的區域特色。

節尖

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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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春秋時期　鑄合式曲刃短劍　局部　節尖與脊突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7-2　 春秋時期　鑄合式曲刃短劍　局部　劍把頭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表一　綑綁式與鑄合式曲刃短劍的差異
材   質 固定方式 牢固程度 分布範圍 年   代

綑綁式 多種材質並用的

「複合媒材」

以絲線、銅條等

綑綁。

各部位易散開，

特別是劍柄多使

用有機材質，常

腐朽不存。

廣泛出現在中國

東北地區和朝鮮

半島。

先出現，年代可

能 早 至 西 周 中

期。

鑄合式 通體青銅 以青銅接合技術

連接。

多完整保存，各

部 位 不 輕 易 分

開。

目前僅見於夏家

店上層文化區。

後出現，模仿綑

綁式曲刃劍。

圖8　 春秋時期　組合式曲刃短劍 
長43公分　內蒙古寧城孫
家溝石槨墓M7371出土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草原
瑰寶—內蒙古文物考古精
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
社，2000，頁84。

圖10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一
體式曲刃短劍　內蒙古赤
峰小黑石溝M8501出土　 
取自塔拉、孫建華等，
《黃金旺族—內蒙古博
物院大遼文物展》，臺
北：時藝多媒體，2010，
頁14。

圖9　 春秋時期　石質枕形劍把頭　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墓地出土　
取自《考古學報》，1960年1期，頁65，圖3。

黑石溝石槨墓M8501因伴出中原式青銅容器，

具有明確的定年依據，約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

期（約西元前八世紀至西元前五世紀）。以下

將從劍身、柄相連的特徵，討論其所代表的青

銅鑄造技術，以及所反映的區域特色。

節尖

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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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綑綁式

　　最先出現的短莖式曲刃短劍大多僅見劍身

的部分，不見劍柄和劍把頭，推測是使用木頭

等有機材質製成，已腐朽不存。例如遼陽二道

河子M1出土的曲刃短劍，並無發現劍柄和劍把

頭，但短莖上殘留纏綑痕，劍葉後端也有磨損

痕跡，能證實有裝柄的跡象。6目前有學者提出

短莖曲刃短劍出現的年代可早到西周中期（西

元前十世紀至西元前九世紀），7有機質的劍柄

很可能當時就出現。青銅劍柄的綑綁式遲到春

秋時期才出現。較早的例子是寧城孫家溝石槨

墓M7371（見圖 8）出土的短莖曲刃短劍，構造

分成青銅劍身、青銅劍柄和石質劍把頭三部份。

劍柄成中空的喇叭型，可將劍莖整個納入柄內，

而劍柄上方有凹槽可嵌入劍把頭。出土時綑綁

材料已不存，無法得知確切的綑綁方式。但參

考其他的考古例子，目前有如瀋陽鄭家漥子曲

刃短劍使用絲麻，8亦有發現以銅條固定的特殊

例子，內蒙古敖漢旗一件石質的劍把頭帶銅條，

銅條末端有固定用的孔洞。9整體來看，綑綁式

的特徵是容易脫落，因此出土時常是劍身、劍

柄與劍把頭分離的狀態。此外，綑綁能夠輕鬆

地將不同材質固定，呈現「複合媒材」特徵。

鄭家漥子出土的曲刃短劍為青銅劍身，柄雖已

腐朽，但可知是混有木、石、鐵等混合材料，

劍把頭則是赤鐵礦石。

　　另一方面，代表鑄合式的小黑石溝曲刃劍

（見圖 10），通體青銅製成，劍身、劍柄、劍

把頭不能輕易分開。從型態來看，鑄合式可能

是模仿綑綁式。比較小黑石溝與孫家溝出土的

曲刃短劍（比較圖 8、圖 10），小黑石溝曲刃

短劍的劍柄雖也是喇叭形敞口，卻露出一截劍

莖，不同於孫家溝曲刃短劍將整個劍莖納入柄

中。下方喇叭形外敞的設計可使綑綁式曲刃短

劍的劍身與劍柄固定得更穩固。相較之下，鑄

合式的劍柄雖也是喇叭形但露出一節短莖，僅

有「形」似，無發揮實際功用。孫家溝出土的

曲刃短劍（見圖 8），劍葉節尖不顯、劍鋒稍長，

形制已晚於上述的小黑石溝曲刃短劍。10因此，

小黑石溝曲刃短劍可能是模仿年代更早的「木

質」劍柄。小黑石溝曲刃短劍的劍把頭呈雞冠

形，但石質劍把頭並無類似的例子，可能是來

自綑綁式的木質劍柄的造型。

　　院藏曲刃短劍可能是模仿帶「石質」劍把

頭的綑綁式曲刃短劍，年代晚於小黑石溝的例

子。與小黑石溝的雞冠型劍把頭不同，院藏曲

刃短劍的枕型劍把頭在考古發現中可找到形似

的石質枕型劍把頭，年代都要到春秋，如孫家

溝與十二台營子墓出土的枕型劍把頭。（見圖9）

兩者所屬的劍身，從型態來看都晚於小黑石溝

曲刃短劍，年代為春秋中期。儘管院藏曲刃短

劍的劍身形態與小黑石溝類似，但考慮到枕型

劍把頭的年代，院藏曲刃短劍年代是春秋時期，

可能接近春秋中期。

鑄合技術

　　綑綁式的劍身和劍柄分開製作，兩者器形

簡單，一次澆鑄即可。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多

處出土劍身的石範（圖 13），證實以澆鑄用的

範是使用石材。而劍柄中空，澆鑄時需要放置

芯，也可能採用泥或陶製的雙合範。

　　鑄合式的曲刃短劍則需具備青銅工藝中的

接合技術。過去認為小黑石溝曲刃短劍是採一

次澆鑄成形，即「渾鑄法」。不過日本學者小

林青樹目驗小黑石溝的曲刃劍後，察覺劍柄的

喇叭型底部有些微的接合痕跡。11宮本一夫也指

出小黑石溝曲刃劍的劍柄與劍身的中軸沒有對

齊的現象，可能是第二次澆鑄將劍柄鑄合在劍

身時，產生了位移，故能證實非一體成形。12小

林推測是採取「鑄合法」，即在先鑄好的劍短

莖套上劍柄的陶範或者蠟範，再一次倒入銅液

使劍柄鑄合在劍莖上。鑄合法難以用石範鑄成，

需要採用陶範，甚至是失蠟法，進行多次澆鑄。

　　如前所述，院藏曲刃短劍的劍柄上具有明

顯的「溢銅痕跡」包覆在短莖上，可以很輕易

看出來劍身與柄不是一體成形，而是採取鑄合

法。溢銅痕跡是劍柄要接合在劍身時，銅液從

範溢出而形成。而枕型劍把頭的表面有孔，從

孔可確認內部是中空，無芯土（見圖 7-2），反

映使用失蠟法的可能。失蠟法與陶範法的不同

圖12　 戰國時期　綑綁式曲刃短劍　通長約40公分　寺兒堡出土　 
取自《考古》，1964年6期，頁277，圖1。 
左：劍身；右上：劍把頭；右下：劍柄。

圖11　 戰國時期　銅質T字型劍柄　長12.5公分　傳朝鮮半島黃海道
信川出土　取自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韓國의青銅器文
化》，韓國서울：汎友社，1992，圖33。

圖13　 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　曲刃短劍石範　內蒙古敖漢旗山灣子墓
地出土　取自邵國主，《敖漢文物精華》，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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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綑綁式

　　最先出現的短莖式曲刃短劍大多僅見劍身

的部分，不見劍柄和劍把頭，推測是使用木頭

等有機材質製成，已腐朽不存。例如遼陽二道

河子M1出土的曲刃短劍，並無發現劍柄和劍把

頭，但短莖上殘留纏綑痕，劍葉後端也有磨損

痕跡，能證實有裝柄的跡象。6目前有學者提出

短莖曲刃短劍出現的年代可早到西周中期（西

元前十世紀至西元前九世紀），7有機質的劍柄

很可能當時就出現。青銅劍柄的綑綁式遲到春

秋時期才出現。較早的例子是寧城孫家溝石槨

墓M7371（見圖 8）出土的短莖曲刃短劍，構造

分成青銅劍身、青銅劍柄和石質劍把頭三部份。

劍柄成中空的喇叭型，可將劍莖整個納入柄內，

而劍柄上方有凹槽可嵌入劍把頭。出土時綑綁

材料已不存，無法得知確切的綑綁方式。但參

考其他的考古例子，目前有如瀋陽鄭家漥子曲

刃短劍使用絲麻，8亦有發現以銅條固定的特殊

例子，內蒙古敖漢旗一件石質的劍把頭帶銅條，

銅條末端有固定用的孔洞。9整體來看，綑綁式

的特徵是容易脫落，因此出土時常是劍身、劍

柄與劍把頭分離的狀態。此外，綑綁能夠輕鬆

地將不同材質固定，呈現「複合媒材」特徵。

鄭家漥子出土的曲刃短劍為青銅劍身，柄雖已

腐朽，但可知是混有木、石、鐵等混合材料，

劍把頭則是赤鐵礦石。

　　另一方面，代表鑄合式的小黑石溝曲刃劍

（見圖 10），通體青銅製成，劍身、劍柄、劍

把頭不能輕易分開。從型態來看，鑄合式可能

是模仿綑綁式。比較小黑石溝與孫家溝出土的

曲刃短劍（比較圖 8、圖 10），小黑石溝曲刃

短劍的劍柄雖也是喇叭形敞口，卻露出一截劍

莖，不同於孫家溝曲刃短劍將整個劍莖納入柄

中。下方喇叭形外敞的設計可使綑綁式曲刃短

劍的劍身與劍柄固定得更穩固。相較之下，鑄

合式的劍柄雖也是喇叭形但露出一節短莖，僅

有「形」似，無發揮實際功用。孫家溝出土的

曲刃短劍（見圖 8），劍葉節尖不顯、劍鋒稍長，

形制已晚於上述的小黑石溝曲刃短劍。10因此，

小黑石溝曲刃短劍可能是模仿年代更早的「木

質」劍柄。小黑石溝曲刃短劍的劍把頭呈雞冠

形，但石質劍把頭並無類似的例子，可能是來

自綑綁式的木質劍柄的造型。

　　院藏曲刃短劍可能是模仿帶「石質」劍把

頭的綑綁式曲刃短劍，年代晚於小黑石溝的例

子。與小黑石溝的雞冠型劍把頭不同，院藏曲

刃短劍的枕型劍把頭在考古發現中可找到形似

的石質枕型劍把頭，年代都要到春秋，如孫家

溝與十二台營子墓出土的枕型劍把頭。（見圖9）

兩者所屬的劍身，從型態來看都晚於小黑石溝

曲刃短劍，年代為春秋中期。儘管院藏曲刃短

劍的劍身形態與小黑石溝類似，但考慮到枕型

劍把頭的年代，院藏曲刃短劍年代是春秋時期，

可能接近春秋中期。

鑄合技術

　　綑綁式的劍身和劍柄分開製作，兩者器形

簡單，一次澆鑄即可。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多

處出土劍身的石範（圖 13），證實以澆鑄用的

範是使用石材。而劍柄中空，澆鑄時需要放置

芯，也可能採用泥或陶製的雙合範。

　　鑄合式的曲刃短劍則需具備青銅工藝中的

接合技術。過去認為小黑石溝曲刃短劍是採一

次澆鑄成形，即「渾鑄法」。不過日本學者小

林青樹目驗小黑石溝的曲刃劍後，察覺劍柄的

喇叭型底部有些微的接合痕跡。11宮本一夫也指

出小黑石溝曲刃劍的劍柄與劍身的中軸沒有對

齊的現象，可能是第二次澆鑄將劍柄鑄合在劍

身時，產生了位移，故能證實非一體成形。12小

林推測是採取「鑄合法」，即在先鑄好的劍短

莖套上劍柄的陶範或者蠟範，再一次倒入銅液

使劍柄鑄合在劍莖上。鑄合法難以用石範鑄成，

需要採用陶範，甚至是失蠟法，進行多次澆鑄。

　　如前所述，院藏曲刃短劍的劍柄上具有明

顯的「溢銅痕跡」包覆在短莖上，可以很輕易

看出來劍身與柄不是一體成形，而是採取鑄合

法。溢銅痕跡是劍柄要接合在劍身時，銅液從

範溢出而形成。而枕型劍把頭的表面有孔，從

孔可確認內部是中空，無芯土（見圖 7-2），反

映使用失蠟法的可能。失蠟法與陶範法的不同

圖12　 戰國時期　綑綁式曲刃短劍　通長約40公分　寺兒堡出土　 
取自《考古》，1964年6期，頁277，圖1。 
左：劍身；右上：劍把頭；右下：劍柄。

圖11　 戰國時期　銅質T字型劍柄　長12.5公分　傳朝鮮半島黃海道
信川出土　取自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韓國의青銅器文
化》，韓國서울：汎友社，1992，圖33。

圖13　 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　曲刃短劍石範　內蒙古敖漢旗山灣子墓
地出土　取自邵國主，《敖漢文物精華》，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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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夏家店上層文化重要考古遺址　改編自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06。

之處在於，芯是以蠟製作，因此倒澆銅液時蠟

會融化流出，不會有芯土殘留。此外，三角形

的鏤空以失蠟法製作也較陶範容易。實際目驗

院藏曲刃短劍，筆者發現溢銅部分劍莖結合處

似乎並非完全融合一體，也不排除採取焊接的

可能性。

　　本節討論顯示，鑄合式曲刃短劍是模仿捆

綁式曲刃短劍。儘管是模仿，但為了做到通體

銅製和柄身相連，反而需要採取鑄合法或焊接

等更複雜的技術。綑綁式曲刃短劍分布廣泛，

而鑄合式曲刃短劍數量極少且分布範圍明確，

反映不是整個曲刃劍分布區都具有相應的青銅

製造技術。出土鑄合式曲刃短劍的寧城小黑石

溝遺址位於內蒙古的東南部，是夏家店上層文

化的中心區域。下一節將討論鑄合式曲刃短劍

與夏家店上層青銅文化的關係。

三、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區域特色
　　夏家店上層文化正式定名源於 1960年赤峰

藥王廟、夏家店遺址的發掘，主要分布於西拉

木倫河流域、老哈河流域，時間從商代末或西

周初至戰國初（西元前十一世紀至西元前五世

紀）。13（圖 14）西拉木倫河流域的遺存以早期

為主，老哈河流域的遺存大多不早於西周中期。

老哈河流域是目前發現遺存最豐富的地區，綑

綁式與鑄合式曲刃短劍在此區皆有發現，特別

是鑄合式目前僅在此區發現。

　　聚合式曲刃短劍的出現，可在夏家店上層

文化中找到很深的聯繫。首先從技術來看，考

古證據明確顯示，夏家店文化不只具有石範鑄

造技術，也使用陶範。遼寧林西縣大井銅礦的

礦坑、煉爐顯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工匠掌握採

礦、冶煉的能力。地層中更出土一個疑似鼎足

的陶內範，14反映夏家店上層文化能運用陶範

法，製作中空的大型器物。此外，夏家店上層

文化極可能也掌握失蠟法的技術。寧城南山根

出土一把虎形柄的曲刃短劍，虎形柄中空且表

面全無範線（圖 15），採取失蠟法製作的可能

性極高。

　　除了陶範等直接證據，夏家店上層文化其

他的器類也大量採取接合技術，側面證實鑄合

式曲刃短劍與夏家店上層文化的聯繫。南山根

101號墓（M101）出土的罐與豆相連的容器（圖

16）、小黑石溝M8501的六連豆，以及兩地皆

圖15　 春秋早期　虎形柄曲刃短劍　長34.3公分　內蒙古寧城
南山根石槨墓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族》，卷15，頁24。

圖16　 春秋早期　連罐豆　長21.6公分　內蒙古寧城南山根石槨墓出土　取自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族》，卷
15，頁134。

圖17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六連豆形器　高15.6公分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
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
族》，卷15，頁133。

圖18　 春秋早期　雙連罐　長28公分　內蒙古寧城南山根M101出土　取自內蒙
古自治區博物館編，《民族交流與草原文化》，臺北：祥瀧股份有限公
司，2000，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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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夏家店上層文化重要考古遺址　改編自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06。

之處在於，芯是以蠟製作，因此倒澆銅液時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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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式與鑄合式曲刃短劍在此區皆有發現，特別

是鑄合式目前僅在此區發現。

　　聚合式曲刃短劍的出現，可在夏家店上層

文化中找到很深的聯繫。首先從技術來看，考

古證據明確顯示，夏家店文化不只具有石範鑄

造技術，也使用陶範。遼寧林西縣大井銅礦的

礦坑、煉爐顯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工匠掌握採

礦、冶煉的能力。地層中更出土一個疑似鼎足

的陶內範，14反映夏家店上層文化能運用陶範

法，製作中空的大型器物。此外，夏家店上層

文化極可能也掌握失蠟法的技術。寧城南山根

出土一把虎形柄的曲刃短劍，虎形柄中空且表

面全無範線（圖 15），採取失蠟法製作的可能

性極高。

　　除了陶範等直接證據，夏家店上層文化其

他的器類也大量採取接合技術，側面證實鑄合

式曲刃短劍與夏家店上層文化的聯繫。南山根

101號墓（M101）出土的罐與豆相連的容器（圖

16）、小黑石溝M8501的六連豆，以及兩地皆

圖15　 春秋早期　虎形柄曲刃短劍　長34.3公分　內蒙古寧城
南山根石槨墓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族》，卷15，頁24。

圖16　 春秋早期　連罐豆　長21.6公分　內蒙古寧城南山根石槨墓出土　取自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族》，卷
15，頁134。

圖17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六連豆形器　高15.6公分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
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
族》，卷15，頁133。

圖18　 春秋早期　雙連罐　長28公分　內蒙古寧城南山根M101出土　取自內蒙
古自治區博物館編，《民族交流與草原文化》，臺北：祥瀧股份有限公
司，2000，頁33。



118　故宮文物月刊·第424期 2018年7月　119

文物脈絡

東周東北地區的「鑄合式」曲刃短劍—由院藏曲刃短劍談起

圖22　 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　陶鼓形器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 
取自內蒙古自治區文化考古研究所、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編，
《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書》，圖版11。

圖23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雙連劍鞘　高15.6公分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
族》，卷15，頁21。

圖20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鼓形器　高22.7公分　夏家店上層文化 
購銅0001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銅豆　高20公分　夏家店上層文化　 
購銅000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　陶豆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　取自內蒙古
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攬勝—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
所60年重大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101。

有出土之數個罐相連的設計，有雙連、四連罐、

六連罐。其中，六連豆形器由六豆與盆組成，

部件之間可以看見連接的短柄（圖 17）；南山

根 M101雙連罐的兩罐之間也有連接的小柄。

（圖 18）這些「連體」的造型都難以一體成形，

從連接小柄的特徵來看，可能是採用鑄合法。

這些器物都是在模仿當地陶器的基礎上再作創

新，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本土器類。本院另

有收藏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豆與鼓形器（圖

19、20），都可以在陶器中找到對應的器型。（圖

21、22）

　　院藏曲刃短劍模仿自綑綁式曲刃短劍，但

又有所創新，將原本石質劍把銅改以青銅製造，

把原先可拆開的各部件鑄合一體。不只是造型

與技術類似於小黑石溝曲刃短劍，與上述的夏

家店上層文化的兵器與容器產生的創新更有共

通之處。此外，院藏曲刃短劍的劍柄上特殊的

三角形鏤空紋飾，亦是夏家店上層文化中頗具

特色的紋飾。南山根、小黑石溝遺址皆有發現

多件雙連劍鞘（圖 23），劍鞘上也採用鏤空的

三角型裝飾。這些特徵反映院藏曲刃短劍是屬

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

四、結語
　　本文從院藏曲刃短劍談起，指出東北系 T

型曲刃短劍存在綑綁式和鑄合式兩種類別，並

從技術的層面來討論兩種類別的差異。其中，

院藏曲刃短劍所屬的鑄合式曲刃短劍其實具有

強烈的區域特色，可歸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

銅器。此外，不同於過去研究者僅討論曲刃短

劍，本文亦透過「鑄合法」的技術特徵，指出跨

器類之間存在共同特徵，藉此突顯夏家店上層

文化青銅器之間共通的風格。鑄合式曲刃短劍

反映在東北、朝鮮地區廣泛出現的曲刃短劍內，

存在地域間的差異。其中，以赤峰寧城為中心的

夏家店上層文化掌握更複雜的青銅器製造技術，

在模仿綑綁式曲刃短劍的基礎上，利用鑄合技

術將劍身、劍柄、劍把頭更牢固地接合。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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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　陶鼓形器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 
取自內蒙古自治區文化考古研究所、寧城縣遼中京博物館編，
《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書》，圖版11。

圖23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雙連劍鞘　高15.6公分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方民
族》，卷15，頁21。

圖20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鼓形器　高22.7公分　夏家店上層文化 
購銅0001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銅豆　高20公分　夏家店上層文化　 
購銅000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　陶豆　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　取自內蒙古
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攬勝—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
所60年重大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101。

有出土之數個罐相連的設計，有雙連、四連罐、

六連罐。其中，六連豆形器由六豆與盆組成，

部件之間可以看見連接的短柄（圖 17）；南山

根 M101雙連罐的兩罐之間也有連接的小柄。

（圖 18）這些「連體」的造型都難以一體成形，

從連接小柄的特徵來看，可能是採用鑄合法。

這些器物都是在模仿當地陶器的基礎上再作創

新，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本土器類。本院另

有收藏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豆與鼓形器（圖

19、20），都可以在陶器中找到對應的器型。（圖

21、22）

　　院藏曲刃短劍模仿自綑綁式曲刃短劍，但

又有所創新，將原本石質劍把銅改以青銅製造，

把原先可拆開的各部件鑄合一體。不只是造型

與技術類似於小黑石溝曲刃短劍，與上述的夏

家店上層文化的兵器與容器產生的創新更有共

通之處。此外，院藏曲刃短劍的劍柄上特殊的

三角形鏤空紋飾，亦是夏家店上層文化中頗具

特色的紋飾。南山根、小黑石溝遺址皆有發現

多件雙連劍鞘（圖 23），劍鞘上也採用鏤空的

三角型裝飾。這些特徵反映院藏曲刃短劍是屬

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

四、結語
　　本文從院藏曲刃短劍談起，指出東北系 T

型曲刃短劍存在綑綁式和鑄合式兩種類別，並

從技術的層面來討論兩種類別的差異。其中，

院藏曲刃短劍所屬的鑄合式曲刃短劍其實具有

強烈的區域特色，可歸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

銅器。此外，不同於過去研究者僅討論曲刃短

劍，本文亦透過「鑄合法」的技術特徵，指出跨

器類之間存在共同特徵，藉此突顯夏家店上層

文化青銅器之間共通的風格。鑄合式曲刃短劍

反映在東北、朝鮮地區廣泛出現的曲刃短劍內，

存在地域間的差異。其中，以赤峰寧城為中心的

夏家店上層文化掌握更複雜的青銅器製造技術，

在模仿綑綁式曲刃短劍的基礎上，利用鑄合技

術將劍身、劍柄、劍把頭更牢固地接合。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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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合式曲刃短劍並非該文化唯一的創新，連體青

銅容器亦是在模仿陶器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創新。

　　從西周晚期以降至春秋時期，夏家店上層

文化大量出現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銅器，如鑄合

式曲刃短劍、連豆罐、六連豆、雙連劍鞘等等。

圖25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直刃短劍　長26公分　內蒙古小黑石
溝出土　取自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編，《民族交流與草原文
化》，頁33。

圖24　 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青銅馬具　當盧長23公分；鑣長37.5公分；銜長19公分；泡長4公分；節約長2公分　內蒙古赤峰寧城小黑石
溝出土　取自湖北省博物館，《黃金草原—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30。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時期恰是燕國所帶來的中

原文化與夏家店文化所代表的土著文化勢力消

長的時期。在南山根、小黑石溝遺址所發現的

大墓中，往往隨葬有中原式青銅禮容器與北方

草原的兵器與車馬器（圖 24），反映與其他文

化存在密切的交流。鑄合式短劍是否有受到外

來文化的影響？學者中村大介推測鑄合式曲刃

短劍可能是受匕首式直刃短劍（圖 25）的柄身

相連作法的影響。15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除了東

北系的曲刃短劍，也有歐亞草原常見的匕首式

短劍，接收歐亞草原的技術也是有可能。外來

文化對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的影響，是另一

個重要議題，值得未來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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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東北地區的「鑄合式」曲刃短劍—由院藏曲刃短劍談起

鑄合式曲刃短劍並非該文化唯一的創新，連體青

銅容器亦是在模仿陶器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創新。

　　從西周晚期以降至春秋時期，夏家店上層

文化大量出現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銅器，如鑄合

式曲刃短劍、連豆罐、六連豆、雙連劍鞘等等。

圖25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直刃短劍　長26公分　內蒙古小黑石
溝出土　取自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編，《民族交流與草原文
化》，頁33。

圖24　 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青銅馬具　當盧長23公分；鑣長37.5公分；銜長19公分；泡長4公分；節約長2公分　內蒙古赤峰寧城小黑石
溝出土　取自湖北省博物館，《黃金草原—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30。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時期恰是燕國所帶來的中

原文化與夏家店文化所代表的土著文化勢力消

長的時期。在南山根、小黑石溝遺址所發現的

大墓中，往往隨葬有中原式青銅禮容器與北方

草原的兵器與車馬器（圖 24），反映與其他文

化存在密切的交流。鑄合式短劍是否有受到外

來文化的影響？學者中村大介推測鑄合式曲刃

短劍可能是受匕首式直刃短劍（圖 25）的柄身

相連作法的影響。15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除了東

北系的曲刃短劍，也有歐亞草原常見的匕首式

短劍，接收歐亞草原的技術也是有可能。外來

文化對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的影響，是另一

個重要議題，值得未來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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