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菱格乳丁紋簋，名稱取自器腹主紋飾。

此種富特徵性的紋飾是由連續性的菱格紋組

成，每格內飾一突起乳丁紋。（表 1）而在典

型的例子中，乳丁紋四周會再填入雷紋，因

此亦有乳丁雷紋之稱。

　　菱格乳丁紋簋盛行時間大致在商晚期至

西周早期之間（約西元前十二世紀∼西元前

十世紀初）。其分佈的現象也值得注意，主

要集中在河南安陽及陝西關中地區。此外，

在山西、河北等多處均有零星出土。但最吸

引人注目的是 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公

布一件金沙遺址群出土的菱格乳丁紋簋（圖1，

以下簡稱〈金沙簋〉），為成都平原商周考古

發現中首例的銅簋。
1
〈金沙簋〉腹部的菱格

乳丁紋具小而尖的乳丁紋，此特徵亦多見於

關中地區的菱格乳丁紋簋（圖 2），但其他的

特徵則有鮮明的地方特點。

　　安陽殷墟、關中地區與成都平原各自是

商、周與蜀三個群體的分佈地，亦代表商晚

期至西周早期之間三個重要的青銅器出土地。

以菱格乳丁紋簋為個案，是觀察三地青銅文

化關係理想的切入點。安陽、關中及成都平

原所出的菱格乳丁紋簋材料，豐富性差異很

大。殷墟不只出土例證多，反映生產或使用

制度等相關材料也豐富。關中也大量發現，

但生產遺址等相關材料較缺乏。而金沙遺址

所出的簋更是目前首例。然而，見微知著，

微小的紋飾即可推及背後的銅器設計概念及

鑄造技術。本文欲藉由數件代表性的無耳菱

格乳丁紋簋，討論三地在青銅器製造方面有

如何的關係，是承襲或轉化？藉此揭開三地

青銅文化交流的一角。

菱格乳丁紋簋的早期發展

　　銅簋始見於商中期盤龍城遺址，以無耳

簋為較早的形制，有耳簋稍晚出現。但此時

期發現尚屬零星，直到商晚期才普遍出現，

並逐步納入禮容器組合的定制。從銅簋的發

展史來看，菱格乳丁紋簋出現於商晚期，正

承襲或轉化？─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菱格乳丁紋簋
的區域發展
▍鐘雅薰

菱格乳丁紋簋，得名於腹部連續性幾何紋飾，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間。本文欲藉由

此時期數件具有代表性的菱格乳丁紋簋，討論安陽殷墟、陝西關中地區與成都平原在青銅

文化上的關聯，是承襲或轉化？見微知著，微小的紋飾即可推及背後的銅器設計概念及鑄

造技術，甚者，或可揭開三地青銅文化之間交流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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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立體獸頭與菱格乳丁紋的局部比較         作者整理

安陽殷墟

1.正侯簋（圖 4局部） 2.寧 簋（圖 5局部）

關中
3.共父乙簋（圖 8局部） 4.山簋（圖 11局部）

5.院藏菱格乳丁紋簋（圖 2局部） 6.寶雞石鼓山 2號墓　簋（圖12局部）

成都平原

7.金沙簋（圖 1局部）

 圖1 西周早、中期　菱格乳丁紋簋　成都金沙青羊興建地點出土　成都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劉祥宇、周志清、王占魁，〈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銅簋〉，
《文物》，2018年9期，頁33、34。



是在銅簋興盛之際出現。

　　不過，在商晚期之前已見菱格乳丁紋簋發

展的端倪。乳丁紋和雷紋皆是商早期青銅器上

常見的紋飾，但是彼此獨立。真正將菱格、乳

丁紋與雷紋三種紋飾單元組合在一起，目前所

見最早的例子是陝西城固出土的〈雲雷乳丁紋

雙耳簋〉，年代為商中期晚段。（圖 3）2
紋

飾以 S形雷紋兩組構成一個四方形，四方形

四周有菱格框一周，一行圓餅狀乳丁紋位於每

個四方形的交界處，其餘空白處則有 C形雷

紋以乳丁紋為交叉點呈「X」形排列。（見圖

3右）儘管與人們熟知的菱格乳丁紋「排列」

不同，但已具備菱格乳丁紋所有的要素：菱格、

雷紋及乳丁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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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商末至西周早期　菱格乳丁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5

 圖3 商中期　雲雷乳丁紋雙耳簋　陝西城固龍頭鎮出土　取自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圖版72。



　　有個特徵值得注意：C形雷紋延伸至乳

丁四周形成了四個小鉤。此這特徵亦見於後

來的菱格乳丁紋，多位於紋飾帶上下緣。此

處因空間限制，菱格被截去一半，變成三角

形，內多見兩個小鉤，可能是用來示意被截

去的紋飾。小鉤顯示城固雙耳簋的簋腹紋飾

可能代表菱格乳丁紋未定型前的一種樣式。

安陽殷墟：確立菱格乳丁紋簋的基

本形式

　　典型的菱格乳丁紋簋出現於商晚期。商

晚期的發現中，河南安陽不僅出土數量多，

亦出土生產證據陶範。河南安陽為商人都城

殷墟之所在，為當時銅器的生產及使用中心。

安陽殷墟出土的菱格乳丁紋簋參考地層關係、

共伴的陶器或其他器類的訂年，呈現出清晰

的發展序列。採用以大量陶器建立的一到四

期分期尺標，殷墟的菱格乳丁紋簋盛行於殷

墟二期至四期。亦可能延續到西周時期，孝

民屯鑄銅遺址相關陶範的研究顯示，簋等銅

器的生產可能持續至周滅商後。
3
以下選出代

表性的菱格乳丁紋簋，勾勒出其發展過程。

　　菱格乳丁紋簋始見於殷墟二期早段，並

快速興盛。至殷墟二期晚段，婦好墓出土五

件簋中，有兩件為菱格乳丁紋簋。
4
小屯 18

號墓出土的〈正侯簋〉充分表現出菱格乳丁

紋簋作為殷墟二期新潮樣式的情況。（圖 4）

簋呈束頸鼓腹，是新出現的圈足簋器形，後

也成為殷墟數量最多的器形。此簋通體佈滿

紋飾，形成「滿裝」的裝飾方式。共有頸部

上方、頸、腹及圈足四條紋飾帶。頸部「三

層花」效果的浮凸鳥紋飾帶和立體的小獸頭，

加上腹部圓餅式乳丁紋與細密的雷紋及菱格

構成的菱格乳丁紋（表 1-1、1-2），形成多

層次的紋飾特徵，充分展現成熟的殷墟二期

銅器風格。

　　為滿足當時繁複且多層次的紋飾，研究

指出銅器鑄造在殷墟二期以降普遍出現複雜

化的分範方式。
5
無耳圈足簋亦有分範數增多

的現象。殷墟二期之前，無耳圈足簋採用外

範縱向三分的作法。上節所提的城固雙耳簋

即是如此，該簋耳是後鑄接於器身。殷墟二

期至西周早期時，三個小獸頭處亦增設分範

處，使之成為縱向六分。孝民屯鑄銅遺址發

現一簋外範，證實獸頭處正好是範扣合處，

扣合處有榫卯的設計。
6
獸頭位置為一個空

腔，獸頭的範再嵌上去，顯示複合範的使用。

〈正侯簋〉應當採用了新興的六分範方式。

可以說，在殷墟二期，簋作為禮器的重要性

及需求提升之際，採用新興紋飾和新分範法

的菱格乳丁紋簋能夠充分展現這一轉折，在

簋的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殷墟二期以後的菱格乳丁紋簋可區分出

兩種風格：一是延續二期的傳統，趨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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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商晚期（殷墟2期）　正侯簋　河南安陽小屯18號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藏　取自中國青銅
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2．商》，冊
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85。



另一種則是發展出更為誇張的風格。前種風

格以殷墟三期大司空村51號墓簋為代表。（圖

6）整體紋飾佈局由器頸、腹及圈足三條紋飾

帶構成，此佈局亦承自殷墟二期。（圖 5）事

實上，上述〈正侯簋〉的四條紋飾帶佈局，

二期以後趨少，三條紋飾帶的佈局才是主要

延續下去的裝飾樣式。

　　第二種風格的菱格乳丁紋簋，出現的時

間稍晚，目前發現的數量較少。以殷墟四期

新安莊 225號墓〈犬簋〉（圖 7）為代表。全

器裝飾亦由三條紋飾帶組成。器形方面，折

沿較寬，腹較淺且近底處內收，加上圈足起

台頗高，搭配佈滿腹部尖凸的錐狀乳丁，使

全器折角分明，風格上呈現鋒利感。
7
孝民屯

鑄銅遺址在殷墟四期或稍晚的灰坑裡也發現

長尖乳丁紋的簋範。
8

　　綜觀殷墟出土眾多的菱格乳丁紋簋，儘

管器形隨時間有所演變，且裝飾的紋樣主題

不盡相同，但根本上遵守一致的設計概念：採

取頸、腹、圈足三紋飾帶的紋飾佈局，並配合

縱向六分外範的鑄造特徵。此種菱格乳丁紋

簋的形式奠定於殷墟二期，並成為流傳最廣

的形式，後文討論的關中地區菱格乳丁紋簋

的基本形式不脫於此，顯示兩地關係的密切。

關中：對殷墟菱格乳丁簋的承襲

　　陝西關中地區位於殷墟以西的渭河流域，

是周的發祥地，也是周滅商後定都之處。豐

富多樣的考古遺存表明，商時期已有多個擁

有不同物質文化的群體居住在此，不同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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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商晚期（殷墟2期）　寧 簋　河南安陽范家庄4號墓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8，圖76，頁178。

 圖6 商晚期（殷墟3期）　菱格乳丁紋簋出土　河南安陽大司
空村51號墓出土　取自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
〈1958年春河南安陽市大司空村殷版代墓葬發掘簡
報〉，《考古通訊》，1958年10期，圖版2-3。

 圖7 商晚期（殷墟4期）　犬簋　河南安陽新安庄225號墓出
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圖229，頁414。



各自與商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商代早

期至晚期風格的銅器都曾在此地出土。簋是

特別常見的類型，據統計，關中出土商時期

簋的數量與殷墟幾乎一樣多。
9
菱格乳丁紋簋

是當中盛行的種類，可細分不同類別。以下

嘗試以乳丁紋的特徵將關中地區簋區分為三

類，討論各自的異同。

一、圓餅狀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關中除有裝飾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簋

這類與殷墟差異較大的簋之外，也出現一些

與殷墟基本一致的例子，例如渭南南堡所出

的〈共父乙簋〉。（圖 8）簋年代參考器形大

致與殷墟三期同時或略早。
10
〈共父乙簋〉的

整體紋飾布局與上節討論殷墟二期以來發展

成熟的菱格乳丁紋簋一致，分成口沿下、器

腹與圈足三組紋飾帶。口沿下的浮凸鳥首龍

身紋上飾有陰刻紋路，並襯以雲雷紋的地紋，

為「三層花」風格。浮雕的獸首刻劃精細，

獸角上亦有像鱗片紋路。此種獸角的刻畫，

可追溯自商中期。（圖 9）器腹菱格乳丁紋亦

是殷墟典型的圓餅狀乳丁，格內雷紋規整，

每格填入雷紋數目大致維持在六個。（表 1-3）

　　此簋製作精細，細節亦顯示對殷墟簋的

設計與製造技術無比的掌握。此外，簋銘是

族徽與日名，出土的墓葬有殉人的現象，與

商文化葬俗一致。渭南位於關中東部，一般

認為是商文化浸潤較深的地區。此簋可代表

關中地區所見典型的殷墟風格簋。

二、粗壯高凸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岐山賀家 1號墓出土的〈山簋〉（圖

10），製作從菱格乳丁紋細部特徵來看，乳

丁紋四周的雷紋略顯不規整。每菱格內圍繞

的雷紋數量不一定，且雷紋有大有小。（表

1-4）此件的乳丁粗壯尖凸，過去多認為是在

商式簋樣式上局部的改造，具有關中的地方

特色。
11
但如上節所述，孝民屯鑄銅作坊殷墟

四期或稍晚的灰坑中也發現長尖乳丁紋的簋

範，當是承襲殷墟風格。頸部的菱格紋及圈

足條帶狀獸面紋亦描繪精準，與殷墟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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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商中期　獸面紋牛首尊　河南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出
土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
集．1．夏商》，冊1，圖106。

 圖8 商晚期　共父乙簋　陝西渭南南堡墓出土　取自張天恩，
《陝西金文集成．渭南、銅川、商洛、漢中、安康、延
安》，冊15，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圖版1669。



期所見一致。從器形來看，〈山簋〉年代約

是殷墟三期，但考慮尖乳丁形態的簋在殷墟

出較晚，或許晚至殷墟四期。整體來看，這

類具有粗凸乳丁紋簋與殷墟的例子同大於異。

　　其他的例子，如銅川紅土出土的〈戈簋〉

（圖 11），亦是乳丁粗壯凸出；如武功縣滹

沱〈覃簋〉與殷墟四期〈犬簋〉（見圖 7）近

似。銅川與上述的南堡同屬關中東部，是商

文化浸潤較深的地區。賀家位於關西西部周

原，且 1號墓形式為帶壁龕墓，罕見與商文

化墓葬形制，學者將其歸為劉家文化的特徵，

屬於羌系文化。
12
武功位於漆水中下游是先周

文化最集中的區域。就此來看，粗尖乳丁紋

簋在關中分佈頗廣，由不同考古文化屬性的

人群所有。從數量來看，這類粗長乳丁紋簋

確實是關中出土為多，或許反映關中有選擇

性地接收殷墟銅器文化再加以發揚光大。

三、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關中發現的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

已不下五十件。此類在關中的乳丁紋簋中，

出現年代相對較晚。參考出土墓葬的訂年，

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丁紋簋的年代多集中於

商末至西周早期，如：灃毛 1號墓被歸於劉

家文化第五期，絕對年代接近商末周初之際，

石鼓山墓葬年代為西周初年。

　　儘管數量不少，但器形與紋飾的變化相

對單一。皆作腹壁較直的盆式簋，頸部或圈

足主要以折身夔龍紋裝飾。尖乳丁紋短小，

僅略浮出表面，而頸部、圈足的獸面紋不見

浮雕，裝飾趨平面，且地紋的雲雷紋描繪粗

疏，導致主、地紋的層次不清。此種平面的

紋飾在外範上直接施加紋飾即可。種種特徵

反映鑄造上一定簡便化。

　　此外，從紋飾也可看出不規範的現象。

有些立體小獸首僅簡單勾勒出雙眼及雙角（見

圖 2、表 1-5），有些例子甚至五官全失。（圖

12、表 1-6）菱格乳丁紋中的雷紋，有些線條

斷斷續續，有些轉折處改為兩條線交叉的現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50

92
 圖11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戈簋　陝西銅川紅土出土　取自張

天恩，《陝西金文集成．渭南、銅川、商洛、漢中、安
康、延安》，冊15，圖版1752。

 圖10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山簋　陝西岐山賀家1號墓出土　
取自曹瑋，《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
2005，頁1229。



象。石鼓山 2號墓簋的菱格乳丁紋更為簡化，

極似多層菱形套疊，僅在局部的轉折看出雷

紋的味道。（表 1-6）上節賀家出土的〈山簋〉

（見表 1-4）也有不規範的現象，但此處製作

者基本不在意菱格紋內的雷紋表現。

　　儘管紋飾施作呈現與殷墟乳丁紋簋有所

差異，但紋飾設計與鑄造方法仍承襲殷墟的

傳統，還是採三條紋飾帶的佈局及縱向六分

的鑄型。本院所藏的小尖乳丁式菱格乳丁紋

簋六條範線清晰可見。（見圖 2）

　　綜合上述三類乳丁紋簋的分析，關中地

區的製造者應當是熟知殷墟紋飾設計傳統與

製造技術，而施作不規範與對尖乳丁的偏好

反映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整體來看，關中

菱格乳丁紋簋主要表現出對殷墟銅器傳統的

承襲。至於關中這三類菱格乳丁紋簋的品質

差異，是反映地方生產與商中心生產的差異？

或是反映關中存在兩種不同的鑄造系統？近

年來，關中地區已陸續出土西周之前的鑄銅

相關的遺存，顯示商代晚期的關中具有自己

的鑄銅業。
13
但商代關中鑄銅業的實際內涵及

此區域內部差異，有待未來更多的材料解答。

成都平原：對關中菱格乳丁紋簋的

轉化

　　成都平原位商周時期的文化自成一格，

代表性考古文化為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橋文化，

被認為是屬於早期蜀文化。成都平原的青銅

器具有鮮明的特色。〈眼形器〉採取錘鍛且

採以墨繪方式裝飾（圖 13），大異於商周文

化銅器的製造及裝飾傳統。簋罕見於當地，

卻是殷墟、關中地區重要的銅禮器，故弄清

〈金沙簋〉的年代與背景，對理解成都平原

與別的區域文化交流有所裨益。

　　〈金沙簋〉出自金沙遺址的十二橋文化

時期。目前該地點的正式報告尚未發表，而

簡報僅披露部份共存陶器的訊息。由於地層

中未見新一村文化的陶器，得以推斷年代不

晚於西周中期，提供簋形器棄毀年代的根據。

　　〈金沙簋〉腹部的乳丁紋小而尖，此種

特徵的簋在商末到西周早期的關中亦多有發

現，但其器形有特點，腹特別淺，口徑與腹

深比值僅 0.3，呈寬扁狀。同時，器腹近底處

急折內收，加上寬折沿，使全器折角分明。

相較之下，關中石鼓山 2號墓斜直腹簋比值

為 0.46，且近底處作圓曲內收。雖然關中地

區另有一類下腹急內折、內收不圓曲的簋，

但腹偏深，如關中周原美陽簋的口沿與腹深

比值為 0.5，與〈金沙簋〉器形差異較大。

　　紋飾設計上亦呈現當地特色。〈金沙簋〉

僅有腹部裝飾紋樣，未見三條紋飾帶的佈局。

更關鍵的差異是器身的菱格乳丁紋是以陽線

的「重菱紋」加上乳丁紋組成。重菱紋亦見於

承
襲
或
轉
化
？ —

商
晚
期
至
西
周
早
期
菱
格
乳
丁
紋
簋
的
區
域
發
展

93

文
物
脈
絡

 圖12 西周早期　菱格乳丁紋簋　陝西寶雞石鼓山2號墓出土　
取自上海博物館，《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
出土青銅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80。



當地的陶器上（圖 14），十二橋紋化早期即

有。前述關中石鼓山 2號墓盆式簋的菱格表

現乍看與這件相似，但局部仍可以看到線條

交叉的情況（表 1-6），是雷紋極簡化的結果。

兩者是不同的設計概念。

　　值得注意，殷墟及關中的銅器紋飾也有

所謂的「重菱紋」，但與〈金沙簋〉所見的

「重菱紋」是不同的紋飾。前者的重菱紋基

本上都是由數個組合，形成一個「重菱紋多

邊體」。有學者認為此種「重菱紋多邊體」

是在描繪蠍子紋。
14
上節提及的關中賀家〈山

簋〉，其頸部的紋飾帶即是這種「重菱紋多

邊體」。（見表 1-4）〈山簋〉頸部的「重菱

紋多邊體」與腹部「雷紋」構成的菱格乳丁

紋並置，顯示兩種紋飾區分是很明確。

　　再者，〈金沙簋〉在鑄造上與安陽殷墟

和陜西關中地區的例子有所差異。〈金沙簋〉

的鑄型採用了最基本的縱向三分外範的方式。

相較之下，殷墟與關中的例子多是六分外範。

僅有素面或簡單紋飾採取三分範法。此外，

〈金沙簋〉紅銅的成分也罕見於同時期的殷

墟及關中。上述關中灃毛 1號墓出土的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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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商晚期自西周早中期　重菱紋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遺址―陽光地帶二期地點發掘報告》，北
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96。

 圖13 商晚至西周早期　眼形器　成都金沙遺址梅苑地點出土　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現輝煌的古蜀王都》，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2006二版，頁38。



測試為銅錫鉛三元合金。
15
有研究針對金沙

祭祀遺址各時期銅器進行成分檢測，結果顯

示紅銅器集中出現在金沙遺址的第四期早段

至第五期早段，距今 3100年前至 2800年前，

約商末至西周中晚期，反映紅銅器在此時期

的金沙遺址較為普遍。
16 

　　儘管成都僅有一例小尖乳丁式的菱格乳

丁紋簋，其他的發現，如成都竹瓦街銅器窖

藏，或岷江小區銅尊，極具特徵的蝸身獸紋，

也能反映西周早期成都平原與關中地區存在

交流。
17
〈金沙簋〉的年代極可能落在西周早

期左右。整體而言，〈金沙簋〉雖然顯示關

中地區（小尖乳丁式的簋）一定的影響，但

僅侷限於外觀上的參考，其紋飾、製造的特

徵都顯示當地特色，反映很強的自主性。

餘論

　　西周中期（約西元前十世紀中葉∼西元

前九世紀上半葉），菱格乳丁紋簋的發展在

中原已邁入尾聲，數量少且菱格乳丁紋出現

簡化的現象。陝西茹家莊 1號墓乙室出土的

〈 伯簋〉（圖 15），菱格乳丁紋不見雷紋，

而是以較細的重菱紋填於較粗的菱格內，乳

丁紋四周可見四個小鉤，或用於暗示被省略

的雷紋。相較於商晚期小鉤僅見於上下緣處，

此時已擴及所有的菱格內。

　　〈 伯簋〉頸部的旌旗羽紋與連珠紋，

反映此時期銅器興起使用商早、中期紋飾的

仿古潮流。腹部的菱格乳丁紋可能如同旌羽

紋與連珠紋般被視為一種古早的紋飾，側面

證實菱格乳丁乳簋的消退。更者，同墓甲室

中出土目前見到最早的一組列鼎列簋，至此

周代禮制中極具標誌性的列器制度已見初端。

可以說，從簋的發展史來看，菱格乳丁紋簋

的消退恰標誌西周從早期承襲商完期風格，

逐漸蛻變，最終形成周人風格這一轉折階段，

具有重要的特殊意義。

　　另一方面，出於西南一隅的〈金沙簋〉，

仿製時的靈活轉化及顯著地方特徵，凸顯蜀

地青銅文化獨樹一格。至於重菱紋的特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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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5 西周中期　 伯簋　陝西寶雞茹家莊1號墓出土　取自張天恩，《陝西金文集成．寶雞、渭濱、其他》，冊8，圖版896。



否參考當地習見的陶器紋飾，尚可討論。在

此再提供另一種想法。春秋時期在中原地區

菱格乳丁紋簋已然絕跡之際，江蘇出土一件

菱格乳丁紋簋，由整體形制觀之，亦是具有

地方風格的仿鑄器。（圖 16）該簋也出現陽

線重菱格的菱格乳丁紋。兩件菱格乳丁紋簋

在區域、文化及時代皆差異極大，卻有如此

相似性，或許反應人類在學習、模仿時一種

不謀而合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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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 春秋時期　菱格乳丁紋簋　江蘇丹陽司徒出土　取自中
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5．東
周》，冊11，圖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