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遙遠的上古時期，潔淨是祭祀活動中重要的一環。用來洗沐的青銅器，依據功能之別，有盛

水、溫水、注水、承水、舀水等不同的器具，反映著高級貴族在禮儀方面的講究，以及對於身

體潔淨的需求。在眾多的青銅水器中，以盤出現的時間較早，延續的時代也長，最具代表性。

本院近年新入藏一件青銅〈魚紋盤〉，係由國際著名收藏家范季融先生捐贈。范氏所藏青銅器

質量俱精，嘗以「首陽吉金」之名舉辦展覽及出版圖錄，享譽海內外。這件新入藏的〈魚紋盤〉，

製作年代為殷墟前期，距今約三千年，是目前所見同時期數量不多的青銅大盤，現介紹如下，

以饗讀者。

▌張莅　

古代生活中的潔淨與禮儀─
從本院新入藏的商代晚期魚紋盤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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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藏青銅魚紋盤
  在商周青銅器中，青銅盤以其開闊的敞口

為特色，器物內底一覽無遺，是少數能夠以平

整之大面積展現圖飾的器類。就目前所知，早

在商代前期就可以見到青銅盤的蹤影，到了商

代晚期，青銅盤主要出現在大型墓葬，墓主多

為較高等級的貴族。盤的主要特徵為大敞口、

淺腹。商代青銅盤的尺寸大多相當，口徑約為

30公分至 40公分之間，器物通高 15公分左右。

  本院新入藏的這件青銅〈魚紋盤〉，口徑

達 48公分，通高 18.5公分，尺寸頗為可觀，氣

勢恢弘。由整體形制來看，向上收束的高圈足

承托淺腹，腹壁再搭配著寬平折沿，展現端莊

圖1　商代晚期　魚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穩重的視野。進一步觀察細節，可見折沿內凹

成階，有著往盤中聚焦視線的效果。（圖 1）折

沿下方則有三橋形耳，位置與圈足上的三鏤孔

互相對應。在圖飾方面，盤底中央有一陰刻圓

形渦紋，外環四張口魚紋（圖 2），在弧壁上順

時鐘排列，首尾相連，彷若正在游動。在盤腹

外壁的部分，為帶狀紋飾一周，內有夔龍紋，

以及填地的雲雷紋，上下夾飾聯珠紋。（圖 3）

外撇的圈足上，同樣裝飾著一周夔龍紋及雲雷

地紋。

  由肉眼觀看，此件〈魚紋盤〉的外觀滿布

銅鏽，並無明顯缺損，狀態良好。在進行入藏

準備工作時，由本院登錄保存處文物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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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實驗室，以Ｘ光穿透影像技術進行檢視，

發現此盤的口沿上方有多處裂縫，其中一處呈

明顯的 V形缺口（圖 4），另外在器底和腹壁

交接處也可見到清楚的裂痕（圖 5），皆經過修

補。陳東和博士於此次的檢測報告中指出：「裂

縫處應是利用非金屬填料黏著修補，並進行加

工銹化處理，使銅盤外觀呈現較為完整而一致

的色澤。」1說明這件青銅〈魚紋盤〉的真實樣

貌，並且歷經後人修補的過往。〈魚紋盤〉的

圈足完好，於Ｘ光透視影像中未見破補，三個

圖4　 商代晚期　魚紋盤　X光透視影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科學檢測實驗室提供

圖5　 商代晚期　魚紋盤　X光透視影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科學檢測實驗室提供

圖6　 商代晚期　魚紋盤　X光透視影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科學檢測實驗室提供

圖3　商代晚期　魚紋盤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商代晚期　魚紋盤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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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的鏤孔是鑄造時留下的遺痕。這種圈足上

的鏤孔，多見於商代晚期的觚、盤、罍等器物，

有的是十字形，有的是方形，被穿透的地方原

來是泥芯撐的位置，目的是用於保持陶範和泥

芯的距離，以及加強塊範之間的定位，在澆注

銅液後消失，因此留下孔洞。2在器底的部份，

則可見銅芯撐（墊片）的設置。（圖 6）芯撐技

術呈現著當時工匠為解決問題的巧思，並反映

著殷墟時期鑄銅工藝的發展。最後，參考安陽

殷墟武官村出土銅盤的缺損修補狀況，本院新

入藏的〈魚紋盤〉亦於口沿和器壁交接處表現

舊有的斷裂痕跡，表示此類器物的受力面和脆

弱之處，推測或許與當時的鑄造技術有關。

商代青銅盤的形制與裝飾
  從器物形制來看，林巳奈夫曾以腹壁斜度和

圈足樣式區分，將青銅盤歸納出兩種類型，3其

一為標準型的盤，如安陽殷墟武官村北（M259：

4，圖 7）4以及山西石樓桃花者村出土銅盤 

（圖 8），5形制均為敞口、淺腹，圜底近平，圈

足直壁。其二為相較於標準型銅盤的另一種型

態，如陝西榆林清澗張家坬（圖 9）和解家溝出

土銅盤，具有寬平沿外折、深腹，高圈足外侈的

特點。

  在前述的兩種分類基礎之上，內田純子注

意到了商代晚期青銅盤可能具有鑄造地的區

別，並進一步指出，林巳奈夫提出的標準型銅

盤，當為安陽王都所製，第二類的銅盤，除了

高圈足具外撇特點，器腹壁和內底交接處的斜

度大，圈足的直徑也較小，應該是地方獨自發

展的類型。由目前商代晚期青銅盤的出土地點

來看，兩種類型的銅盤在圈足方面的樣態，的

確存在明顯差異。不過，山西石樓曾經出土歸

屬於第一類標準型的銅盤，於此，內田純子推
圖9　 商代晚期　銅盤　陝西榆林清澗張家坬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中國

出土青銅器全集》第15冊，頁103。

圖8　 商代晚期　銅盤　山西石樓桃花者村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中國出
土青銅器全集》第3冊，頁93。

圖7　 商代晚期　銅盤　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
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頁13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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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可能是由王都運送過去的案例。6

  對比本院新入藏的〈魚紋盤〉，依其圈足

高度和外侈的型態，屬於林巳奈夫所說的第二

類，也就是內田純子指出的地方型銅盤。然商

代晚期的銅盤是否存在區域性的鑄造工藝差

異，尚須更多證據說明。整體而言，新入藏的

這件〈魚紋盤〉，器物特徵為商代晚期的銅盤

形態，由其寬折沿的內凹形式，口沿下環耳與

圈足鏤孔相對應的情形，以及盤面渦紋和魚紋

的配置來看，時代可推斷為殷墟前期器物。

  在紋飾特點方面，商代青銅盤常見的圖飾

為魚紋、龜紋，以及龍紋，表現多與水生環境

相關的意象。其中，青銅盤較具獨特性的裝飾

為魚紋，並可分為寫實的魚紋，以及帶有夔龍

紋唇口特徵的魚紋兩種。寫實魚紋的口部多為

閉合，魚身細長且帶有鱗片，通常繪有脊鰭、

腹鰭。（圖 10）另一種則是由夔龍紋的口部和

魚身組成，7如本文介紹的新藏〈魚紋盤〉，盤

內壁所飾魚紋（見圖 3），作側視形，唇部上

下外翻，與夔龍紋的唇口（圖 11）類似，魚身

上的鱗片則用簡單的短線和圈形勾勒。類似的

結合型魚紋，還見於著名的商代晚期婦好墓，

該墓出土的一件銅盤（M5：777）亦裝飾著帶

有夔口的魚紋。相較於具象型的魚紋，張嘴的

夔口魚紋，似乎更像在水中游動時呼吸吐納的

樣子。（圖 12）

  魚紋的裝飾位置多在盤腹壁內側或近底斜

面，通常由三隻或四隻環繞器物組成，營造魚群

游動的立體連續圖像。在大敞口的盤內底中心，

主要的平面紋飾則是隨著圓身器體展現構圖，

發展的序列為渦紋、龜紋至龍紋。渦紋呈現的

是水經擾動後，產生的漩渦，如山西石樓桃花

者村、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銅盤（圖 13），及

本院新入藏之〈魚紋盤〉，內底正中均是以此

圖11　西周中期　顧龍紋方盉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商代晚期　銅盤　魚紋拓片　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　取自中國社
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殷墟新出土青銅
器》，頁131。

圖10　 商代晚期　銅盤　魚紋拓片　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　取自北京市文物管理
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頁5。

圖13　 商代晚期　銅盤　渦紋拓片　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　取自中國社
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殷墟新出土青銅
器》，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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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飾。將渦紋進一步增添外圈，加上頭和四腳、

尾巴後，就成了烏龜紋。如陝西清澗張家坬 
（圖 14）、河南安陽小屯（M232：R2073）、北

京平谷劉家河出土的銅盤（圖 15），都是由渦

紋發展而成的龜紋。

  以龍紋作為主要裝飾的銅盤，如本院所藏

商代晚期〈蟠龍紋盤〉（圖 16），該盤內底正

中蜷伏著一龍，龍首以浮雕方式呈現，龍身由

細緻的鱗片整齊排列而成。龍首的兩側臉頰旁，

可見填入魚紋（圖 17），口下方則是兩隻小蛇。

圖16　商代晚期　蟠龍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商代晚期　銅盤　龜紋　陝西榆林清澗張家坬出土　取自李伯謙主編，《中國
出土青銅器全集》，第15冊，頁103。

圖15　 商代晚期　銅盤龜紋拓片　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 
取自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
墓葬〉，《文物》，1977年11期，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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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商代晚期　蟠龍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商代晚期　蟠龍紋盤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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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面邊緣環繞著夔紋、鳥紋、魚紋（圖 18），

所有的圖飾皆左右相對，形成穩重且平衡的視

覺效果。想像此盤若傾水注入，波光鱗影間，

盤中之龍探頭欲出，盤壁間的生物則仿如游動，

畫面鮮明。依形制觀察，〈蟠龍紋盤〉的圈足

增添了階座，再參考紋飾風格，表現的都是屬

於殷墟晚期典型的器物特徵，稍晚於本院新入

藏的〈魚紋盤〉。

商代青銅盤的功能與使用 
  目前對於青銅盤功能的理解，主要是作為

水器用途的考察。從器物組合分析，現在見到

最早的青銅盤，出土於湖北黃陂盤龍城的李家

嘴，時代為商代早期，盤的腹壁飾獸面紋。在

墓葬中，與簋、尊一起放在外椁的西北角，爵、
斝、盉放在西南角，8簋是盛食器，尊、爵、斝、

盉皆當屬於酒器，盤與其他器物之間，似乎還

看不出功能上的明確關聯性。

  銅盤作為明確的水器用具，見於安陽殷墟

侯家莊西北崗 1400號墓，根據發掘資料，在該

墓的東墓道發現一套水器用具，從中可以看見

盤與其他器物的搭配。這套物品包括銅製的盂、

盤、勺、壺、人面器具，以及陶磢。當中的銅

盤，口徑 46.7公分、高 13.5公分，器外壁裝飾

著陰線龍紋，出土時是倒扣在銅盂上，盂自有

器蓋，龍紋盤與其之關聯，應當是作為水器用

具的共通性。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儲水用的銅

盂，口徑 40.4公分，容積達 16.8公升，器內底

留有液體遺痕。9蓋內和器內底均鑄銘：「寢小

室盂」說明盥洗場所也許就在寢室裡。這套用

具功能齊全，有汲水器「壺」、儲水器「盂」、

舀水器「勺」、承水器「盤」，甚至還有搓除

身體汙垢的「陶磢」，清楚傳達了銅盤在其中

扮演的分工角色。1400號大墓為帶有四條墓道

的亞字形大墓，墓主可能是一位商王。這套水

器典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於所

屬的歷史文物陳列館展覽。根據策展人黃銘崇

介紹，10商代高級貴族不僅擁有高規格的銅製盥

洗配備，從西北崗大墓區祭祀坑出土溫水用具

來看，甚至還展現使用熱水沐浴的習慣。

  另一方面，在安陽西北的孝民屯村，曾發

掘大面積的商代鑄銅遺址，其中重要的成果，

是發現一件用於鑄造大型銅容器的陶底範，平

面為圓形，直徑約 154公分，透過對腹壁的型

態分析，學者指出這件陶範可能是用於澆鑄大

型銅盤。11鑄成的大型銅盤在祭祀活動中使用，

就尺寸而言，幾乎可容納人類的完整身軀，具

備潔淨全身的沐浴功能。青銅盤作為水器的重

要器類，也由此可見端倪。

潔淨與禮儀：水器組合的發展
  青銅盤的出現與使用，反映的是古代貴族生

活中對於潔淨的需求與重視。由生活史的角度探

索，在給水設備尚未發達時，講究的一次清潔

全身，不是容易的事。許多與盥洗行為相關的

漢字，追其字源正是表示清洗不同的身體部位，

例如表示洗臉的「沬」，洗頭髮的「沐」，洗手

的「盥」，洗腳的「湔」，洗身體的「浴」。12 

其中表示洗臉的商代甲骨文字形「 」13「 」14 

可以看見一個人彎曲著腳，在器皿前，或散著

頭髮，或低頭向下，以手洗臉的樣子。這個裝

水的容器，有著較高的圈足，有可能是盆、盂

（圖19）、盤等。容器裝水，除了可以用來清洗，

清澈的水也能用於照容，如西周金文「 」15像

一個人睜大著眼，在裝有水的容器中，端詳自

己，這也就是具有監察、監視意思的「監」字，

本義是由上往下監看。16又如洗手的「盥」字，

金文字形作「 」，17像是注水由上而下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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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在器皿中清洗。在這個會意字中，下方的

器皿，有著淺淺的器壁，帶有圈足，器壁上的

小短線似乎表示環耳，整體來看，與盤的器形

最為接近。所以，可以推測，洗手時，盤是用

來承接清洗後的廢水。（表 1）

  進入周代之後，青銅盤成為水器組合的必

要條件，承擔著禮儀活動中的重要角色。傳世

文獻如《禮記．內則》描述媳婦與公婆相處的

日常儀節，除了噓寒問暖之外，還要適時提供

生活上的扶助，當中包括洗手這件事：「進盥，

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受巾。」

鄭玄（127-200）《注》：「盤，承盥水者。」18 

說明盥洗的程序和器物，由年紀長者端水澆注，

年紀輕者捧著盤接水，當中的盤是作為承水器

使用，用於承接清洗後的廢水。在青銅盤的銘

表一　 與水器相關的古文字

甲

骨

文

沬 沬

金

文

監 盥

資料來源：《小學堂》網站：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

文中，到了春秋時期，出現自稱為「盥盤」的

例子，如春秋早期〈夆叔盤〉：「唯王正月初

吉丁亥，夆叔作季妀盥盤，其眉壽萬年，永保

其身，它它熙熙，壽老無期，永保用之。」（《殷

周金文集成》10163）加強說明盤作為盥洗用具的意

圖19　商代晚期　獸面紋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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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春秋晚期　 君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春秋中期　蟠夔紋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春秋中期　蟠夔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涵。此外，使用「盥」字作為器物自名的修飾

語，還見於其他水器，例如本院所藏春秋晚期

〈 君壺〉：「 君茲旅者，其成公鑄子孟妀媵

盥壺，永保用之。」（圖 20）由銘文可知，這

件壺是當作水器使用，並且是一件送給孟妀的

嫁妝。至於用來注水的器物，在《儀禮》、〈既

夕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各篇，

均可以見到名為「匜」的器物，用來注水，與

盤搭配使用。19這個使用禮器以清潔手部的過

程，稱為「沃盥之禮」。西周中期時，盤與盉

形成固定組合。西周晚期以後，水器大盛，例

如在河南淅川下寺墓地，從春秋中期到晚期的

八座楚系貴族墓，均隨葬有一件三足環耳盤和

封口式匜。在春秋時期，一盤一匜的成套水器

（圖 21、22），特別是漢淮流域，幾乎成為貴族

隨葬青銅器時的標準配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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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商代青銅盤的形制、裝飾紋樣，以及商

王大墓的器物組合內容，到周代水器配備的固

定使用，說明商周時期的青銅盤，作為水器，

既是古人日常中的必需品，也是祭祀、饗宴等

禮儀場合中重要的用具。春秋時期，盤與匜的

水器組合，更是貴族之女結婚時的常見嫁妝。

透過理解古代生活中的水器，可想像從身體的

洗滌，到心境的虔誠，由外至內的潔淨，反映

了當時禮儀與生活的緊密關係。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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