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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以
玉
璧
為
觀
察
主
軸
，
檢

視
自
玉
璧
的
萌
芽
至
漢
帝
國
衰
亡
，

五
千
七
百
年
間
中
國
古
代
玉
器
文
化

的
發
展
演
變
。
心
得
陸
續
發
表
於
本
刊

三
八
四
、
三
八
六
、
三
八
八
及
本
期
。

華
西
、
華
東
各
有
壟
斷
性
玉
料

從
黃
道
、
太
一
到
四
靈

鄧
淑
蘋

筆
者
曾
宏
觀
地
檢
視
西
元
前
二
三

○
○

至
一
五
五○
年
，
即
龍
山
文
化
至
夏
時

期
華
夏
大
地
上
的
玉
器
文
化
，
確
認
當
時
在

華
夏
大
地
上
，
可
能
有
至
少
七
種
外
觀
頗

不
相
同
的
閃
玉
︵nephrite
︶
礦
被
開
採
使

用
。
因
為
閃
玉
料
是
珍
貴
的
稀
有
物
質
，

可
能
被
不
同
地
區
的
統
治
階
層
所
壟
斷
。

筆
者
常
強
調
，
華
夏
大
地
以
大
興
安

嶺
、
太
行
山
等
山
脈
鏈
區
隔
成
華
西
、
華

東
二
大
區
塊
，
二
區
地
勢
高
低
有
別
、
自

然
生
態
、
人
文
景
觀
不
同
。
事
實
上
，
在

史
前
至
歷
史
早
期
，
華
西
、
華
東
所
用
的

玉
料
也
不
同
。
大
致
華
西
地
區
有
四
種
外

觀
明
顯
不
同
的
玉
料
。
如
圖
所
示
：

西
元
前
二○

五○

至
一
八
五○

年
間
，
可
能
有
與
齊
家
文
化
有
關
的
先
民
來
到
今
日
的
山
西
南
端

開
拓
池
鹽
的
業
務
。
他
們
或
信
奉
圓
璧
、
方
琮
是
天
、
地
的
縮
影
，
會
引
導
他
們
回
到
永
恆
的
天

界
；
所
以
我
們
看
到
很
多
墓
中
鋪
璧
、
戴
璧
的
場
景
。
清
涼
寺
玉
器
質
地
、
作
工
的
研
究
，
可
釐

清
因
各
地
區
考
古
發
掘
的
先
後
與
多
寡
，
導
致
學
界
﹁
璧
琮
文
化
自
東
向
西
傳
播
﹂
的
長
期
誤

解
。
深
入
的
探
索
，
更
證
明
先
民
對
玉
璧
的
信
仰
繼
續
貫
穿
約
二
千
二
百
年
的
歷
史
，
直
到
漢
代

結
束
。
戰
國
兩
漢
高
級
貴
族
墓
葬
中
，
大
量
鋪
放
各
種
實
體
玉
璧
，
甚
或
在
畫
幡
、
棺
木
、
壁
磚

上
繪
刻
璧
的
圖
像
；
看
起
來
比
清
涼
寺
墓
主
身
上
鋪
璧
、
戴
璧
的
場
景
壯
觀
得
多
，
但
探
究
其
文

化
內
涵
，
其
實
是
相
同
的
。

圖一　 齊家文化玉璧　徑8.8公分　甘肅
武威皇娘娘台出土　引自《甘肅
省博物館文物精品圖集》，2006

圖二　 齊家文化　玉圍圈散片　長25公分　
寧夏龍德沙塘出土　引自《固原歷史文
物》，2004

第
一
種
華
西
閃
玉
以
青
白
色
為
主
，

清
亮
瑩
潤
，
類
似
大
家
習
稱
的
﹁
和
闐

玉
﹂
，
常
在
原
生
礦
就
被
三
氧
化
二
鐵
沁

染
而
形
成
大
片
深
褐
色
有
如
紅
糖
的
﹁
糖

玉
﹂
，
有
時
內
部
還
散
布
似
蟲
蟻
般
的
包

裹
物
。
︵
圖
一
︶

第
二
種
華
西
閃
玉
是
細
膩
不
透
明
的

暗
草
綠
色
至
藍
綠
色
，
常
被
灰
白
色
的
寬

帶
包
圍
。
︵
圖
二
︶

第
三
種
華
西
閃
玉
有
明
顯
的
團
塊
或

波
浪
條
斑
的
沈
積
岩
文
理
，
無
透
明
感
，

從
淺
的
牙
白
、
牙
黃
到
灰
褐
、
灰
藍
。
據

聞
廣
教
授
研
究
，
這
種
閃
玉
是
由
很
小
的

雛
晶
緊
密
堆
積
而
成
，
所
以
可
剖
成
很
薄

圖三　 山西龍山文化　玉戚　山西黎城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2000年3月

圖四　 石峁文化　玉牙璋　長32公分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2006年攝於陝西省博物院庫房，
經申請許可出版，特此申謝。

的
大
片
而
不
會
崩
碎
，
先
民
多
用
之
製
作

長
形
帶
刃
器
。
︵
圖
三
︶

第
四
種
則
為
墨
綠
、
深
褐
近
乎
黑
色

的
閃
玉
，
經
檢
測
含
鐵
量
特
高
。
︵
註
一
︶

可
能
被
石
峁
文
化
統
治
者
壟
斷
，
專
用
以

製
作
牙
璋
、
長
刀
。
華
西
地
區
其
它
的
考

古
學
文
化
也
未
必
能
獲
得
這
種
玉
料
。

︵
圖
四
︶

華
東
地
區
主
要
使
用
圖
五
、
圖
六
這

兩
種
閃
玉
。
前
者
為
斑
雜
結
構
明
顯
，
無

透
明
感
的
黃
褐
色
閃
玉
。
後
者
為
瑩
潤
、

微
帶
半
透
明
黃
綠
色
至
草
綠
色
。
第
三
類

華
東
閃
玉
是
帶
磁
光
的
奶
白
、
牙
白
、
牙

黃
色
，
細
膩
無
透
明
感
。
︵
圖
七
︶
新
石

圖五　 山東龍山文化　玉戚　長16.5公分　山東五蓮丹土
出土　引自《玉潤東方》

圖六　 山東龍山文化　玉牙璧殘片　長11.2公分　石峁徵集　
引自《玉魂國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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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時
代
遺
存
中
，
這
種
玉
料
不
多
見
，

但
到
了
商
晚
期
，
這
種
閃
玉
多
用
以
製
作

戈
、
有
領
璧
等
與
儀
式
有
關
的
玉
器
。
︵
註

二
︶

由
於
玉
料
屬
壟
斷
性
稀
有
物
質
，

所
以
，
我
們
見
不
到
用
典
型
華
西
玉
料
製

作
典
型
華
東
造
形
紋
飾
的
玉
器
，
反
之
亦

然
；
但
由
於
征
戰
、
遷
徙
頻
繁
，
可
見
到

典
型
華
東
玉
器
被
帶
到
華
西
地
區
，
反
之

亦
然
。
圖
八
就
是
被
帶
到
陝
北
神
木
石
峁

的
山
東
龍
山
文
化
牙
璧
。

清
涼
寺
墓
地
是
史
前
西
、
東
二
系

﹁
璧
、
琮
文
化
﹂
的
會
師

瞭
解
了
玉
料
的
地
域
性
，
以
及
各
地

區
玉
器
的
器
類
、
製
作
技
術
，
就
能
瞭
解

山
西
芮
城
清
涼
寺
墓
地
是
史
前
西
、
東
二

系
﹁
璧
、
琮
﹂
文
化
的
會
師
之
處
。
而
主

要
的
文
化
成
分
來
自
華
西
的
齊
家
文
化
。

清
涼
寺
遺
址
從
上
個
世
紀
七○
年
代

至
九○

年
代
就
經
常
意
外
出
土
玉
器
。
這
些

陶
寺
文
化
規
格
高
，
所
以
還
出
土
不
少
真

正
閃
玉
製
作
的
璧
、
琮
、
鉞
，
其
中
不
少

是
將
得
自
外
地
的
成
品
改
製
再
用
。

但
在
清
涼
寺
二
期
墓
葬
中
雖
見
戴

璧
、
鋪
璧
，
卻
幾
乎
全
屬
大
理
岩
、
蛇
紋

石
化
大
理
岩
，
剖
面
呈
內
厚
外
薄
的
﹁
楔

形
﹂
︵
圖
八
b
︶
，
因
質
地
不
堅
韌
，

薄
邊
處
常
有
久
戴
磨
蝕
痕
，
也
常
斷
為
多

截
，
再
於
斷
口
附
近
對
鑽
出
小
孔
以
便
綴

聯
成
圓
。
︵
圖
八
b—

12
、
13
、
14
︶
但
也

有
真
正
的
三
璜
聯
璧
。

大
約
西
元
前
二○

五○

年
前
後
，
另

一
批
外
來
者
侵
佔
運
城
盆
地
，
形
成
第
三
期

墓
葬
。
直
接
破
壞
第
二
期
墓
葬
。
如
圖
九
至

十
一
所
示
，
三
期
的
第
五
三
號
墓
疊
壓
在

二
期
第
五
四
號
墓
上
，
所
幸
還
留
下
套
戴

一
串
玉
石
璧
的
墓
主
上
半
身
。
︵
圖
十
︶

第
三
期
出
土
的
玉
器
也
以
璧
、
大

孔
璧
、
多
璜
聯
璧
為
主
，
仍
常
平
放
胸
腹

上
，
或
套
戴
於
手
腕
︵
圖
十
一
︶
；
考
古

發
掘
出
土
二
件
玉
石
琮
，
一
件
出
於
曾
經

盜
擾
的
墓
五
十
二
，
玉
琮
套
在
墓
主
手
尖

部
位
，
可
能
是
從
腕
部
滑
下
的
。
︵
圖

十
二
︶
本
刊
三
八
四
期
拙
文
圖
二
四
曾
發

表
它
的
各
面
。
本
文
圖
十
二
b
、
c
也
是

玉
器
及
部
分
盜
掘
截
獲
品
收
藏
於
運
城
鹽
湖

博
物
館
等
地
。
通
稱
為
﹁
坡
頭
玉
器
﹂
。

西
元
二○

○

二
至
二○

○

三
年
，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在
該
地
作
了
考
古

發
掘
。
共
發
掘
三
五
五
座
墓
，
可
分
四

期
。
經
研
究
得
知
，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二
三

○
○

至
一
九○

○

年
間
，
以
西
元
前
二○

五○

年
為
分
期
點
，
先
後
有
不
同
的
兩
波

居
民
。
前
一
波
留
下
了
第
二
期
共
一
八
九

座
墓
葬
，
後
一
波
留
下
了
第
三
期
共
一○

五
座
墓
葬
，
和
第
四
期
共
四
十
四
座
墓

葬
。
通
稱
發
掘
出
土
玉
器
為
﹁
清
涼
寺
玉

器
﹂
。
︵
註
三
︶

據
發
掘
主
持
人
薛
新
明
研

究
員
的
觀
察
，
以
前
意
外
出
土
或
盜
掘
截

獲
的
﹁
坡
頭
玉
器
﹂
，
主
要
屬
清
涼
寺
三

期
。

圖
八
是
清
涼
寺
二
期
一
座
高
規
格
的

墓
葬
。
除
了
墓
主
外
，
還
有
二
個
殉
人
。

共
出
土
七
件
石
質
璧
、
三
件
多
璜
聯
璧
，

都
套
戴
墓
主
左
手
腕
，
或
平
放
在
墓
主
胸

腰
上
。將

玉
石
璧
套
戴
手
腕
的
習
俗
主
要
流

行
在
遼
西
的
小
河
沿
文
化
、
山
東
的
大
汶

口
文
化
、
山
西
陶
寺
文
化
等
地
。
清
涼
寺

二
期
的
文
化
內
涵
頗
相
似
於
陶
寺
文
化
，

多
將
玉
璧
平
鋪
身
上
或
套
戴
於
手
腕
。
但

圖七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長19.7，厚1.1公分　山東昌樂袁家
出土　引自《玉魂國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展》

圖八　清涼寺二期大墓　79號墓　a. 墓葬局部　b. 出土玉石器線圖　引自《文物》，2006年3月圖九　 第三期53號墓破壞
第二期54號墓

圖十　 清涼寺墓地第二期54號墓　
局部

圖十一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53號墓　a. 局部　b. 玉石璧

圖十二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52號墓出土玉琮，第一種華西閃玉製作，a出土時套於墓主手尖。
　　　　a、b、c分別引自《文物》2006年3月、《發現山西─考古人手記》、《中國古玉器圖典》

a
b

a b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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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
件
玉
琮
的
不
同
角
度
。
它
明
顯
是
用

一
種
華
西
閃
玉
製
作
的
。

承
蒙
薛
新
明
研
究
員
善
意
告
知
，
第

三
期
還
出
土
一
件
石
質
琮
，
除
了
每
面
刻

有
垂
直
陰
線
外
，
四
個
轉
角
還
刻
三
道
橫

線
。

但
非
正
式
考
古
發
掘
的
坡
頭
玉
器
中

有
二
件
玉
琮
、
一
件
石
琮
。
︵
圖
十
三

∼

十
五
︶
這
三
件
素
琮
呈
現
典
型
齊
家
文
化

風
格
。

 

清
涼
寺
三
期
璧
類
玉
器
的
質
地
，

多
屬
筆
者
所
稱
第
一
種
、
第
二
種
華
西
閃

玉
。
簡
報
上
也
認
為
玉
料
來
自
西
北
︵
即

指
黃
河
上
游
︶
。
但
是
簡
報
上
的
彩
圖
色

澤
偏
差
大
。
筆
者
於
二○

一
四
年
十
月
前

往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
山
西
博
物
院
親

自
檢
視
實
物
，
在
其
陳
列
櫃
前
所
拍
圖

檔
，
在
得
到
求
該
所
同
意
下
，
擇
數
張
刊

出
於
此
。

圖
十
六
、
十
七
、
十
八
、
十
九
都

是
典
型
第
一
種
華
西
閃
玉
料
。
如
圖
十
六

這
樣
潔
白
溫
潤
閃
玉
製
作
的
窄
肉
大
孔
璧

︵
常
被
稱
為
﹁
環
﹂
︶
，
齊
家
文
化
喇
家

遺
址
也
有
出
土
︵
編
號
編
號F27 -2

︶
。

︵
註
四
︶

圖
十
八
雖
是
窄
肉
大
孔
璧
，
卻
平

置
墓
二
九
號
墓
主
左
胸
上
。
圖
二
十
雙
聯

璜
璧
的
肉
頗
寬
，
但
與
圖
二
一
來
自
山
東

龍
山
文
化
的
牙
璧
一
起
套
戴
於
墓
主
左
手

腕
。
︵
圖
二
二
︶
後
者
質
地
是
典
型
第
二

種
華
東
閃
玉
料
，
因
為
中
央
被
圖
二
十
雙

聯
璜
璧
疊
壓
，
所
以
仍
保
持
原
來
的
微
透

明
淺
黃
綠
色
，
而
露
在
四
周
的
部
位
被
沁

成
不
透
明
的
灰
白
色
。
︵
註
五
︶

到
了
第
四
期
，
習
俗
依
舊
。
︵
圖

二
三
︶
戴
于
墓
主
左
手
腕
是
閃
玉
製
作
的

大
孔
璧
，
上
面
還
鑲
嵌
一
排
綠
色
礦
物
嵌

片
。
︵
圖
二
四
︶

運
城
鹽
湖
博
物
館
展
出
十
六
件
在

清
涼
寺
遺
址
正
式
發
掘
前
出
土
的
璧
類
玉

器
。
目
驗
這
批
多
為
閃
玉
質
，
少
數
可
能

是
蛇
紋
石
，
呈
現
濃
厚
的
齊
家
玉
器
風

格
。
如
圖
二
五
屬
第
一
類
華
西
閃
玉
料
製

圖十四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　玉琮　高5邊長6-6.4，
孔徑5.2公分　坡頭出土　引自《坡頭玉器》

圖十三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　玉琮　第二種華西閃玉製作　高
6.7，邊長8.1-8.4，孔徑7.1-7.4公分　坡頭出土　引
自運城鹽湖博物館看板

圖十五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　石琮　坡頭出土　
筆者攝於山西省博物院

圖十六　 清涼寺第三期　大孔璧　江美英攝於山西省
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圖十七　 清涼寺第三期22號墓　大孔璧　江美英攝於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圖十八　 清涼寺第三期29號墓　大孔璧　外徑10.5-10.2，
孔徑6.2，厚0.3公分　江美英攝於山西省考古研
究所陳列室　曾出版於《文物》，2006年3月

圖十九　 清涼寺第三期　大孔璧　黃翠梅攝於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陳列室

圖二十　 清涼寺第三期　雙聯璜璧　10 0號墓　外徑12.4-12.6，孔徑6.2，厚0.7公分　a. 
黃翠梅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b. 線圖　曾出版於《考古學報》2011, 4

圖二一　 山東龍山文化早期　玉牙璧　孔徑
6.2，中心厚0.8公分　清涼寺三期100
號墓出土　江美英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
所陳列室　曾出版於《文物》2006, 3

圖二二　 清涼寺三期100號墓　隨葬七
件璧形玉器（璧、牙璧、聯
璧）、一件玉管、一件玉石鉞

圖二三　 清涼寺四期墓275　墓主右手腕套戴二大理岩寬肉璧，左手腕帶一大孔閃玉璧。

圖二四　 清涼寺四期　嵌綠色礦物大孔玉璧　外徑10.7-11.1，孔徑5.8-6.9，厚0.3-0.4公分　
引自《考古學報》2011年4月

嵌一排綠色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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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質
、
色
、
尺
寸
、
作
工
，
與
圖

二
六
甘
肅
出
土
的
齊
家
玉
璧
很
接
近
。

但
細
觀
這
批
玉
璧
，
應
非
同
一
時
期

作
品
。
如
圖
二
七
這
件
厚
且
不
太
大
，
孔

壁
單
面
鑽
，
傾
斜
度
大
，
鑽
到
底
邊
時
再

振
截
取
出
芯
料
，
說
明
鑽
孔
工
具
較
軟
，

磨
損
快
；
孔
壁
留
有
明
顯
寬
旋
痕
，
可
知

當
時
所
用
磨
砂
粒
子
大
，
鑽
磨
速
度
慢
。

處
處
顯
示
它
的
製
作
應
早
於
齊
家
文
化
。

但
是
圖
二
八
這
件
典
型
齊
家
風
格
玉
璧
，

很
可
能
經
長
時
期
戴
於
手
腕
，
孔
壁
及
孔

邊
器
表
都
已
磨
得
光
滑
且
微
微
發
亮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清
涼
寺
遺
址
發
展

到
三
期
時
，
人
口
結
構
發
生
了
大
變
化
，

墓
葬
人
骨
的
性
別
檢
測
顯
示
男
性
是
女
性

的
二
倍
，
四
分
之
三
的
墓
主
為
男
性
。
這

明
顯
不
是
正
常
的
社
會
。
墓
葬
普
遍
有
二

層
台
、
灑
硃
砂
，
半
數
墓
有
殉
人
，
殉
者

多
為
青
年
女
性
和
兒
童
。

從
第
三
期
墓
葬
毫
不
留
情
地
直
接

疊
壓
在
第
二
期
墓
葬
上
，
可
推
測
第
三
期

墓
葬
的
主
人
應
是
外
來
移
民
。
據
發
掘
主

持
者
薛
新
明
研
究
員
的
分
析
，
第
三
期
居

民
來
此
的
目
的
很
可
能
為
了
爭
奪
解
池
出

產
的
池
鹽
，
且
在
此
建
立
了
以
男
性
為
主

的
，
管
理
食
鹽
業
務
的
機
構
。

但
是
，
他
們
多
擁
有
齊
家
文
化
璧
類

玉
器
︵
包
括
大
孔
璧
、
聯
璧
︶
及
玉
琮
。

在
此
，
只
偶
爾
見
到
來
自
華
東
的
牙
璧
。

︵
圖
二
一
︶

綜
上
所
述
，
可
暫
得
結
論
如
下
：

如
地
圖
所
示
，
當
時
齊
家
文
化
分
布

面
積
廣
，
最
東
已
達
陝
西
的
中
部
，
距
離

芮
城
清
涼
寺
很
近
便
。
雖
然
因
出
土
陶
器

不
多
，
尚
難
推
斷
遺
址
的
文
化
歸
屬
，
但

明
顯
地
，
第
三
期
以
男
性
為
主
的
居
民
，

入
葬
時
必
將
不
具
生
活
實
用
功
能
的
齊
家

風
格
的
璧
、
琮
，
鋪
於
胸
前
、
套
於
腕

部
，
卻
不
見
具
實
用
功
能
的
玉
質
帶
刃
器

隨
葬
。
那
麼
，
無
論
這
些
玉
璧
、
琮
是
直

接
帶
自
母
鄉
？
還
是
玉
料
來
自
母
鄉
，
在

晉
南
製
作
？
對
離
鄉
背
井
的
亡
者
而
言
，

這
一
圓
、
一
方
的
玉
器
必
然
有
強
大
的
法

力
，
而
絕
非
﹁
裝
飾
品
﹂
。

在
本
刊
三
八
四
、
三
八
六
期
拙
文

中
，
筆
者
已
說
明
：
方
形
玉
琮
在
黃
河
上

中
游
有
本
土
的
創
形
理
念
，
有
明
確
的
祭

祀
儀
軌
。
地
圖
上
用
阿
拉
伯
數
字
標
示
一

至
七
的
七
個
地
點
，
曾
發
現
在
墓
葬
或
祭

祀
坑
中
出
土
相
同
數
量
的
璧
與
琮
。
很
可

能
璧
、
琮
禮
制
通
過
上
層
交
流
網
傳
播
至

長
江
下
游
，
才
引
起
良
渚
文
化
晚
期
玉
方

鐲
發
展
成
高
、
方
的
玉
琮
。
近
來
最
新
的

考
古
學
年
代
框
架
，
部
分
學
者
已
將
大
汶

口
文
化
、
良
渚
文
化
的
結
束
年
代
下
延
至

西
元
前
二
一○

○

年
。
︵
註
五
︶

齊
家
文
化
璧
多
琮
少
，
這
一
現
象
可

能
是
：
在
齊
家
文
化
中
有
資
格
擁
有
璧
的

人
多
，
但
只
有
特
高
級
貴
族
才
能
擁
有
玉

琮
。
因
此
，
喇
家
、
皇
娘
娘
台
等
社
群
就

只
有
璧
而
無
琮
。
在
齊
家
文
化
遺
址
裡
，

迄
今
沒
見
到
把
璧
類
玉
器
套
戴
於
手
腕

的
，
基
本
上
也
沒
有
墓
中
殉
人
的
習
俗
。

但
是
，
當
開
拓
鹽
務
的
前
鋒
帶
著
對
璧
、

琮
的
信
仰
來
到
晉
南
，
也
就
入
境
隨
俗
的

將
璧
、
琮
戴
在
手
腕
。
更
受
到
華
東
良

渚—

大
汶
口—

龍
山
文
化
流
行
在
玉
琮
上

刻
直
、
橫
條
紋
的
影
響
，
陶
寺
文
化
與
清

涼
寺
墓
地
也
出
現
稍
微
加
刻
一
點
直
紋
、

橫
紋
的
玉
石
琮
了
。
所
以
，
清
涼
寺
遺
址

可
稱
為
：
史
前
西
、
東
二
系
﹁
璧
、
琮
文

化
﹂
的
會
師
之
處
。

周
文
化
盛
行
A
、
B
兩
類
玉
器

圓
璧
，
是
一
個
創
形
非
常
久
遠
的
器

物
。
遠
古
人
們
從
自
然
界
撿
拾
玉
石
、
骨

角
、
蚌
貝
等
，
打
磨
出
圓
璧
形
物
件
來
裝

飾
自
己
，
最
初
可
能
並
不
具
有
特
殊
的
神

圖二五　清涼寺第三期　玉璧　黃翠梅攝於運城鹽湖博物館

圖二六　 齊家文化　玉璧　徑27.3　孔徑6.3-7　厚0.78公分　甘肅
靜寧祭祀坑出土四件玉璧之一　引自《甘肅文物菁華》

圖二七　清涼寺第三期　玉璧　a .全器　b. 孔壁　筆者攝於運城鹽湖博物館圖二八　清涼寺第三期　玉璧　作者攝於運城鹽湖博物館

孔壁傾斜度大
旋痕明顯

a

b

孔壁及孔邊均
已磨光，微發亮

地圖　西元前2300至前1800年黃河、長江流域較多玉器的考古學文化分布圖

齊家文化遺址名：
1. 甘肅天水師趙村

2. 甘肅靜寧治平鄉後柳河村

3. 寧夏隆德沙塘和平村

4. 寧夏海原縣海城鎮山門村

5. 陝西寶雞賈村陵厚村

6. 陝西寶雞扶風縣城關鎮案板坪村

7. 陝西長安縣上泉村

8. 甘肅會寧頭寨子鎮牛門棟

9. 甘肅廣河齊家坪

10. 甘肅武威皇娘娘台

11. 青海民和喇家

12. 陝西寶雞隴縣王馬嘴

13. 陝西延安廬山峁

大 

興 

安 

嶺

太 

行 

山
大汶口—
山東龍山

良渚肖家屋脊

巫 

山

雪 

峰 

山

石峁

月亮灣

陶寺
六
盤
山

清涼寺
1

2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化

齊
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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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內
涵
。

我
們
無
法
得
知
，
在
歷
史
的
洪
流

裡
，
從
何
時
開
始
？
經
過
什
麼
過
程
？
圓

璧
被
賦
予
﹁
通
神
﹂
、
﹁
象
天
﹂
的
形
而

上
意
義
？
但
大
約
在
西
元
前
第
四
千
紀
晚

期
的
紅
山
文
化
，
出
現
在
墓
主
人
兩
側
對

稱
鋪
放
玉
璧
的
現
象
，
說
明
紅
山
先
民
或

認
為
璧
已
具
有
﹁
通
神
﹂
的
巫
術
功
能
。

先
齊
家—

齊
家
文
化
先
民
將
同
等
數
量
的

璧
與
琮
掩
埋
於
祭
坑
或
墓
葬
，
良
渚
晚
期

的
璧
與
琮
被
當
作
﹁
鳥
立
祭
壇
﹂
等
通
神

符
號
的
載
體
；
或
證
明
西
元
前
第
三
千
紀

中
晚
期
時
玉
璧
應
已
具
有
﹁
象
天
﹂
的
內

涵
。

﹁
璧
琮
禮
制
﹂
約
形
成
於
西
元
前

二
五○

○

年
前
後
︵
註
六
︶

，
但
延
續
到
何

時
？
尚
難
回
答
。
從
文
獻
可
知
，
約
西
元

一○

五○

年
的
西
周
初
年
時
，
﹁
植
璧
秉

圭
﹂
已
是
周
族
的
禮
制
。

︽
尚
書‧

金
滕
︾
生
動
記
錄
周
公

秉
拿
著
圭
，
面
對
植
立
祭
壇
的
璧
，
向
祖

先
祭
禱
的
場
景
。
華
西
的
周
族
重
視
現
世

倫
常
，
所
以
將
代
表
人
間
地
位
高
下
的

瑞
器—

圭
，
與
依
附
祖
靈
的
祭
器—

璧
，

組
合
成
最
高
規
格
的
禮
器
。
周
王
朝
維

持
八
百
年
，
因
此
﹁
圭
璧
禮
制
﹂
生
根
茁

壯
，
成
為
中
國
歷
代
遵
行
的
禮
制
，
直
至

清
末
。前

述
二
個
玉
禮
制
都
以
璧
為
核
心
，

從
殷
墟
小
屯
丙
組
基
址
等
考
古
跡
象
可

知
：
大
孔
窄
肉
璧
︵
所
謂
﹁
環
﹂
︶
與
有

領
璧
同
樣
被
當
作
禮
器
，
可
知
璧
的
最
大

法
力
蘊
藏
於
﹁
圓
而
有
孔
﹂
的
形
制
中
。

本
刊
三
八
八
期
文
已
分
析
，
發
跡
於

黃
河
上
中
游
的
周
族
，
以
武
力
克
商
，
再

度
東
征
後
，
藉
分
封
諸
侯
控
制
了
黃
河
流

域
，
但
始
終
無
法
掌
控
長
江
流
域
多
元
的

本
土
文
化
。
事
實
上
文
獻
所
載
在
商
、
西

周
時
期
分
佈
於
長
江
流
域
的
：
百
越
、
淮

夷
、
荊
楚
等
，
正
是
史
前
華
東
文
化
高
度

發
展
的
：
高
廟
、
屈
家
嶺
、
凌
家
灘
、
崧

澤
、
良
渚
、
石
家
河
、
肖
家
屋
脊
等
考
古

學
文
化
的
後
繼
者
。
當
周
王
室
被
西
戎
侵

略
東
遷
後
，
威
信
喪
失
，
實
權
萎
縮
，
長

江
流
域
的
楚
國
兼
併
鄰
國
，
日
益
茁
壯
。

古
老
華
東
文
化
也
在
楚
國
崛
起
帶
動
下
迅

速
復
興
。

所
以
，
長
達
八
百
年
的
周
代
，
玉
器

文
化
內
容
複
雜
。
筆
者
將
此
時
的
玉
器
分

之
為
A
、
B
、
C
三
大
類
。
周
文
化
圈
主

圖二九　 西周晚期　組玉佩　a. 全器　b. 七件玉璜　梁帶村27號墓出土　
引自《金玉華年》

圖三十　 春秋晚期　組玉佩　a. 全
套線圖　b. 其中雲紋璧洛
陽中州路1316號墓出土　
引自《中國玉器全集》

圖三一　 戰國晚期　組玉佩　a. 全
套線圖　b. 其中之穀紋璧
曲阜魯故城58號墓出土　
引自《中國玉器全集》

圖三二　 a春秋早期　芮國國君墓（梁帶村27號墓）出土4件琮、5件圭、6件璧　b. 六件璧在墓中相對位置　c. 龍紋璧與素璧　
d. 有領璧　引自《赫赫宗周》

雕龍紋玉璧 有領璧

a

b

c d

a

b

a

b

a b

要
使
用
A
、
B
二
類
，
楚
文
化
圈
雖
有
前

述
二
類
，
但
C
類
玉
器
最
多
也
最
重
要
。

A
類
：
是
各
級
貴
族
生
前
就
使
用
或

佩
帶
彰
顯
身
分
、
妝
點
華
麗
的
玉
器
，
組

玉
佩
等
屬
之
。

西
周
時
男
女
貴
族
都
佩
帶
從
頸
部

掛
垂
於
胸
腹
的
多
璜
組
玉
佩
。
芮
公
雖
是

春
秋
早
期
才
入
葬
，
但
所
用
的
組
玉
佩
完

全
是
西
周
禮
制
用
玉
。
︵
圖
二
九
︶
東
周

時
，
西
周
禮
制
隨
王
室
日
趨
衰
弱
而
禮
崩

樂
壞
。
到
春
秋
晚
期
開
始
流
行
掛
於
腰
帶

的
較
短
的
組
玉
佩
，
但
似
乎
沒
有
固
定
的

組
合
款
式
。
︵
圖
三
十
、
三
一
︶

B
類
：
是
鋪
陳
在
墓
主
胸
腹
上
的
圭

與
璧
，
以
及
祭
祀
神
祖
用
的
圭
與
璧
。

由
於
西
周
實
施
嚴
格
的
命
圭
制
度
，

圭
是
象
徵
身
份
的
瑞
器
。
﹁
植
璧
秉
圭
﹂

是
周
族
祭
祀
神
祖
標
準
祭
儀
，
所
以
西
周

的
葬
儀
會
在
墓
主
胸
前
放
置
成
組
的
圭
與

璧
。
如
上
期
拙
文
圖
三
八
至
四
十
。
西
周

晚
期
時
，
放
在
墓
主
胸
前
的
圭
、
璧
，
不

但
多
為
真
正
的
閃
玉
，
其
中
還
不
少
為
當

時
的
古
玉
。
甚
至
常
見
在
一
位
高
級
貴
族

墓
中
鋪
陳
多
件
圭
、
璧
的
例
子
。
︵
圖

三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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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五　 a. 琉璃閣60號墓出土現象　引自《山彪鎮與琉璃閣》　b. 郭寶鈞復原圖　引自《古玉新詮》　
c .史語所作的實物復原

圖三四　 春秋晚期　圭長21公分　璧徑11.5，7.3公分　琉璃閣墓乙出土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引自《瑰寶重現》

a b c

兩件石璧已碎

a b c

圖三六　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琥龍紋璧　a. 彩圖　b. 線圖　徑15.3，孔徑6.3，厚0.8公分　熊家冢4號排葬墓出土　引自《荊州楚玉》

兩相對望的半抽象琥龍頭，有的「S」紋表現捲鼻與張口

鼻 鼻

眼 眼

口 口

a b

a

b

c d e

圖三三　 a. 西周晚期　晉侯夫人墓出土玉器分布線繪圖 《文物》，1994年1月　 b. 考古學者將出土玉器復原展出　 筆者攝於晉侯博物館　 c、d光素
玉璧　 e. 光素玉璧被剖切為薄片

在
此
炫
富
比
奢
風
氣
下
，
或
為
了
增

加
玉
璧
的
數
目
，
還
見
到
將
一
件
素
璧
平

剖
多
片
鋪
陳
的
例
子
。
晉
侯
夫
人
︵
三
一

號
墓
︶
發
掘
較
早
，
當
時
考
古
隊
伍
還
不

解
墓
中
層
層
堆
疊
的
玉
器
應
分
為
A
、
B

二
類
，
就
將
剖
薄
、
甚
至
被
壓
破
的
素
璧

︵
B
類
︶
，
與
雕
琢
精
美
紋
飾
的
A
類

玉
飾
綴
連
起
來
，
這
應
非
西
周
該
有
的
組

合
。
︵
圖
三
三
︶

到
了
東
周
已
降
，
人
本
主
義
的
思
潮

下
，
對
看
不
見
的
鬼
神
世
界
，
採
﹁
敬
而

遠
之
﹂
的
態
度
。
所
以
B
類
玉
器
有
時
以

粗
糙
質
樸
的
石
料
製
作
。
︵
圖
三
四
︶
儒

家
更
美
化
這
種
行
為
是
：
﹁
禮
也
者
，
反

本
修
古
，
不
忘
其
初
者
也
。
﹂
︵
︽
禮
記•

禮
器
︾
︶大

半
個
世
紀
前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主
持
了
河
南
輝
縣
琉
璃
閣
的
發

掘
，
郭
寶
鈞
先
生
根
據
墓
六
十
的
出
土
現

象
，
復
原
東
周
組
玉
佩
時
，
就
以
為
光
素

石
璧
是
組
玉
佩
的
主
件
。
︵
圖
三
五
b
︶

據
高
去
尋
師
告
知
，
他
擔
任
所
長
時
，
命

人
以
放
置
在
琉
璃
閣
墓
一
的
墓
主
頭
部
右

上
方
雕
紋
玉
璧
，
代
替
石
璧
完
成
了
實
物

復
原
。
︵
圖
三
五
c
︶
結
合
近
年
出
土

的
東
周
組
玉
佩
資
料
分
析
可
知
，
圖
三
五

b
、
c
應
是
錯
誤
的
圖
例
。
但
是
，
近
年

考
古
學
界
又
有
更
令
人
扼
腕
的
錯
誤
，
是

將
楚
式
葬
玉
當
作
組
玉
佩
的
零
件
。

楚
文
化
盛
行
C
類
玉
器

可
能
在
西
元
前
第
三
千
紀
中
期
以

後
，
﹁
天
圓
地
方
﹂
的
宇
宙
觀
、
﹁
同
類

感
通
﹂
的
思
維
已
是
華
夏
大
地
先
民
共
有

的
觀
念
，
但
更
早
一
階
段
流
行
於
華
東

地
區
，
以
動
物
形
玉
雕
做
通
神
靈
媒
的
信

仰
，
始
終
深
埋
於
華
東
地
區
的
文
化
底

蘊
。

商
族
克
夏
建
立
王
朝
，
發
展
到
商
中

期
晚
段
後
，
也
就
是
西
元
前
十
四
至
十
三

世
紀
時
，
流
行
以
龍
、
虎
、
鳥
、
人
為
母

題
的
宗
教
美
術
品
，
這
實
為
華
東
文
化
第

一
次
的
復
興
。

西
元
前
十
一
世
紀
中
期
周
族
克
商

建
立
周
王
朝
後
，
華
東
文
化
顯
居
弱
勢
。

東
周
以
降
，
隨
著
周
王
室
衰
弱
，
西
元
前

六
世
紀
末
以
後
，
進
入
孔
子
所
處
的
春
秋

晚
期
，
隨
著
楚
國
崛
起
，
古
老
的
華
東
文

化
二
度
復
興
，
楚
文
化
崇
巫
尚
祀
，
宗
教

美
術
品
大
量
出
現
神
靈
動
物
母
題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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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還
流
行
用
草
綠
至
碧
綠
色
閃
玉
，
製

作
璧
、
珩
、
琥
龍
，
有
規
律
地
鋪
排
在
墓

葬
中
。
目
前
考
古
資
料
顯
示
，
這
種
特
殊

葬
玉
與
葬
儀
，
可
能
是
湖
北
荊
州
成
為
楚

國
政
治
重
心
以
後
開
始
的
葬
俗
。
︵
註
七
︶

荊
州
熊
家
塚
已
探
得
戰
國
早
期
楚

王
陵
，
目
前
只
發
掘
周
圍
的
排
葬
坑
、
祭

祀
坑
等
。
出
土
玉
器
有
的
呈
現
春
秋
晚
期

風
格
，
器
表
雕
琢
半
抽
象
﹁
琥
龍
﹂
頭
紋

飾
。
︵
圖
三
六
︶
但
大
部
分
均
屬
戰
國
玉

器
。

戰
國
時
，
整
個
長
江
中
下
游
都
被
楚

國
或
兼
併
、
或
控
制
。
史
前
本
屬
華
東
文

化
圈
的
山
東
半
島
，
因
西
周
初
年
被
武
力

兼
併
後
分
封
魯
、
齊
二
國
，
成
為
周
文
化

圈
；
到
了
戰
國
時
期
古
老
的
華
東
文
化
再

度
活
化
後
，
齊
國
、
魯
國
也
率
先
出
現
楚

式
葬
玉
。

楚
式
葬
玉
在
墓
葬
中
有
基
本
的
排

放
方
式
：
原
則
上
最
大
的
璧
放
在
棺
內
墓

主
頭
頂
上
，
或
懸
掛
於
墓
主
頭
端
的
棺
板

外
。
墓
主
胸
前
鋪
放
璧
、
珩
，
足
下
放

璧
，
骨
盆
、
股
骨
部
位
多
成
對
鋪
放
珩
與

琥
龍
。
圖
三
七
是
荊
州
地
區
望
山
二
號
墓

的
資
料
，
共
放
置
八
件
璧
、
十
二
件
珩
、

五
件
琥
龍
。
圖
三
八
是
淮
陽
平
糧
台
十
六

號
墓
的
資
料
，
棺
內
共
有
二
十
五
件
楚
式

葬
玉
。
圖
三
九
則
是
魯
故
城
五
二
號
墓
，

墓
主
身
下
、
身
上
都
鋪
放
多
件
玉
璧
。
這

種
葬
俗
是
為
了
導
引
亡
者
靈
魂
進
入
不
朽

的
天
界
。

望
山
二
號
墓
出
土
的
竹
簡
上
書
寫

隨
葬
品
清
單
中
有
﹁
一
雙
琥
﹂
。
發
掘

者
認
為
就
是
指
圖
三
七
c
這
對
玉
雕
神
靈

動
物
。
中
山
王
國
墓
群
出
土
帶
有
墨
書

﹁
它
玉
虎
﹂
﹁
琥
﹂
字
樣
的
玉
佩
多
件
，

圖
四
十
a
、
b
為
其
中
二
例
。
從
這
些
例

證
可
知
，
如
圖
三
七
e
上
、
三
八
b
大
量

出
現
於
戰
國
楚
墓
，
過
去
被
通
稱
為
﹁
龍

形
佩
﹂
的
玉
器
，
雖
然
具
有
蜿
蜒
身
軀
，

事
實
上
是
﹁
琥
﹂
不
是
﹁
瓏
﹂
。
為
顧
全

歷
史
真
相
與
通
俗
達
意
，
筆
者
乃
創
﹁
琥

龍
﹂
一
詞
指
稱
這
種
楚
式
葬
玉
。
從
圖

三
七
e
可
知
，
琥
龍
常
是
利
用
製
作
玉
璧

的
剩
餘
邊
角
料
琢
製
，
雕
工
多
較
粗
放
。

在
高
級
楚
墓
中
還
出
土
雙
身
合
首
琥

龍
紋
璧
。
它
的
結
構
即
是
在
一
個
穀
紋
璧

外
圍
繞
一
圈
雕
有
三
、
四
個
﹁
雙
身
合
首

琥
龍
紋
﹂
的
寬
帶
。
圖
四
一
即
為
一
例
，

b
為
四
個
琥
龍
紋
之
一
：
琥
龍
頭
部
正
面

圖三九　 戰國晚期　曲阜魯國故城52號墓　共放置6件雙身合
首琥龍紋璧，10件穀紋璧（a. 墓主身上鋪璧，b. 墓
主身下墊璧）　引自町田章，《中國古代の葬玉》

圖四二　 西漢早期　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嵌玉漆棺　a. 玉棺復原　b. 刻有雙身合首琥龍紋璧紋飾的玉片　引自《大漢楚王》

ab

a b

a

b

a b

圖四十　 戰國　玉琥佩　中山王國墓葬群出土
　　　　a、b 分別於器表墨書「它玉虎」、「琥」

a

b

a

圖四一　 戰國晚期　雙身合首琥龍紋璧　a .全器　b. 局部　徑21.1，孔徑4.4，厚0.55公分　高台墓地出土　引自《荊州楚玉》

b

琥龍尾端 琥龍尾端

鳳鳥 鳳鳥

琥龍頭部正面

圖三七　 a. 戰國中期　望山墓2內棺平面圖　b. 玉璧　徑21.3，孔徑8，厚0.8公分　出於棺槨之間　c. 珩一對　長15.5，寬3.3，厚0.6公分　d. 琥龍
一對　長28，寬5.6，厚0.4公分　e. 璧徑12.6，琥龍長15.5公分　b、c、d引自《中國玉器全集》　e引自《江漢地區先秦文明》

琥
龍

鳳
鳥
頭
朝
上

a

b

c

d e

圖三八　 a. 戰國晚期　平糧台
16號墓平面圖　b. 該
墓出土玉琥龍　長
11.7，厚0.4公分　引
自《中國玉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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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匣
頭
頂
縫
墜
玉
璧

﹁
天
門
﹂
二
字

圖四五　弗瑞爾博物館藏良渚文化晚期玉璧上符號相對位置復原圖圖四六　 商晚期　同心圓紋有領璧　外徑11.4　孔徑3.25公分　購玉
4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七　七衡圖

圖四八　 戰國中期　雙身合首琥龍紋璧　徑27.7，孔徑4.4公分　a. 全器　b. 一個單元紋飾　c. 線繪圖（左駿繪）　魯故城58號墓出土　
引自《曲阜魯故城》

可
導
引
墓
主
順
利
升
天
的
法
器
，
所
以
楚

王
陵
的
玉
棺
上
都
刻
畫
這
種
玉
璧
的
圖

像
。
︵
圖
四
二
︶
西
漢
早
、
中
期
的
諸
侯

王
入
殮
時
，
大
量
的
雙
身
合
首
琥
龍
紋
璧

與
穀
紋
璧
、
蒲
紋
璧
等
已
鋪
墊
於
墓
主
前

胸
後
背
，
還
在
外
面
套
裝
用
金
屬
絲
綴
聯

玉
片
而
成
的
玉
匣
。
玉
匣
將
亡
者
全
身
密

封
，
唯
獨
在
人
頭
頂
處
縫
以
玉
璧
，
因
為

漢
人
相
信
：
亡
者
靈
魂
必
須
通
過
璧
之
中

孔
才
能
進
入
不
朽
的
天
界
。
︵
圖
四
三
︶

四
川
巫
山
東
漢
墓
更
在
木
棺
上
釘
鎏
金
銅

璧
，
中
孔
上
方
鑄
﹁
天
門
﹂
二
字
。
︵
圖

四
四
︶換

言
之
，
璧
圓
象
﹁
天
﹂
的
信
念
，

可
能
是
西
元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
清
涼
寺
居

民
將
來
自
母
鄉
的
玉
璧
埋
入
墓
中
的
主
要

原
因
。
而
傳
承
千
餘
年
後
，
楚
式
葬
儀
依

舊
遵
循
此
一
信
仰
，
甚
至
更
確
鑿
地
將
璧

之
中
孔
視
為
亡
者
通
往
天
界
的
必
經
孔

道
。

宇
宙
的
縮
影—

四
靈
紋
璧

在
本
刊
第
三
八
六
、
三
八
八
期
拙
文

中
，
筆
者
已
論
證
玉
璧
的
創
形
是
先
民
觀

察
太
陽
在
天
空
運
行
的
軌
跡—

黃
道
。
璧

中
孔
的
中
心
點
是
先
民
認
為
宇
宙
中
永
恆

不
移
的
﹁
北
極
﹂
。

興
於
楚
地
的
道
家
稱
﹁
北
極
﹂
為

﹁
太
一
﹂
，
尊
﹁
太
一
﹂
為
宇
宙
之
本
源

﹁
道
﹂
，
由
﹁
道
﹂
化
生
出
天
地
。
漢
代

官
方
為
﹁
太
一
﹂
立
祠
，
曾
將
﹁
太
一
﹂

奉
為
最
高
神
明—

天
帝
。
瞭
解
這
點
，
就

明
白
為
何
楚
漢
文
化
那
麼
崇
信
﹁
璧
之
中

孔
﹂
的
通
天
法
力
了
。

如
圖
四
五
至
四
七
所
示
，
良
渚
晚
期

玉
璧
上
通
神
符
號
的
佈
局
、
商
晚
期
玉
璧

上
的
同
心
圓
紋
，
很
可
能
都
與
︽
周
髀
︾

﹁
七
衡
圖
﹂
的
基
本
內
涵
有
關
。
或
就
是

結
合
代
表
宇
宙
的
同
心
圓
圖
像
及
華
東
先

民
崇
奉
神
靈
動
物
的
古
老
傳
統
，
發
展
出

雙
身
合
首
琥
龍
紋
璧
。
︵
圖
四
八
︶
圖

四
九
大
璧
出
土
於
陝
西
，
是
用
光
素
的
齊

家
文
化
玉
璧
加
雕
紋
飾
的
。
證
明
出
自
楚

文
化
圈
的
劉
邦
家
族
統
一
天
下
後
，
楚
文

化
信
仰
普
及
全
國
。

隨
著
農
業
生
產
需
要
精
準
的
觀
象

授
時
，
周
、
漢
時
星
象
學
得
到
長
足
的
進

步
。
古
人
雖
不
瞭
解
自
己
所
立
足
的
地
球

a

b

c

鳳鳥頭向下

圖四三　 西漢中期偏早　南越王墓玉匣的頭頂部位是一件穀紋璧　
引自《南越王墓玉器》

圖四四　 東漢　鎏金「天門」璧（線圖）　四川巫山出土　
引自《四川文物》1990年6月

居
中
，
從
頭
頂
向
左
右
分
出
兩
條
蛇
般
身

軀
，
每
條
身
軀
上
勾
掛
一
隻
抽
象
的
鳳

鳥
。
琥
龍
與
鳳
鳥
身
軀
均
作
﹁
S
﹂
形
迴

繞
形
。戰

國
時
，
埋
有
雙
身
合
首
琥
龍
紋
璧

的
墓
葬
，
就
不
會
出
現
﹁
琥
龍
﹂
。
那
是

因
為
﹁
琥
龍
﹂
被
視
為
墓
主
騎
乘
升
天
的

工
具
，
墓
中
多
放
在
人
的
腿
部
，
也
就
是

道
教
信
仰
中
的
﹁
虎
轎
﹂
。
所
以
，
當
墓

葬
中
埋
有
雙
身
合
首
琥
龍
紋
璧
，
表
示
已

將
琥
龍
圍
繞
在
玉
璧
周
圍
，
就
不
需
單
件

的
琥
龍
了
。

到
了
西
漢
，
由
於
王
室
本
屬
楚
文
化

圈
的
氏
族
，
楚
式
葬
玉
發
展
達
於
高
峰
。

雙
身
合
首
琥
龍
紋
璧
被
視
為
最
具
法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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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c

d e

﹁
樂
﹂
二
字
，
吉
祥
銘
文
表
達
人
們
心
中

的
奢
求
。
璧
的
中
央
上
方
有
弧
形
掛
勾
，

可
知
它
可
懸
掛
在
帷
帳
、
宮
門
上
，
除
了

裝
飾
功
能
外
，
應
該
也
具
有
辟
邪
惡
、
招

吉
祥
的
意
義
。

有
的
四
靈
紋
璧
或
刻
有
吉
祥
銘
文
的

精
美
玉
璧
，
上
方
不
具
有
圓
弧
形
掛
勾
，

根
據
漢
代
文
獻
，
那
應
是
用
以
供
奉
膜
拜

的
玉
寶
璧
。
︵
註
十
︶

從
﹁
東
、
西
﹂
到
﹁
南
、
北
﹂

東
亞
華
夏
大
地
上
，
玉
璧
萌
芽
早
、

分
布
廣
。
雖
然
各
地
區
的
璧
類
玉
器
在
造

形
與
做
工
上
常
有
小
差
異
。
如
肉
的
剖
面

圖五二　 東漢晚期　四靈紋璧　a. 全器　b、c、d、e分別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頭部或全身　f. 拓片　
高16.55，直徑13.47，孔徑2.9，厚0.47公分　中玉30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def

圖五十　北天極及二十八星宿圖五一　 將二十八星宿想像為四種動物　四靈圖像引自陳久金，
《中國星座神話》

是
自
西
向
東
繞
軸
自
轉
，
但
很
早
就
從
夜

夜
仰
觀
星
辰
，
發
現
在
北
天
極
附
近
，
天

體
的
旋
轉
最
為
明
顯
。
因
此
古
人
有
了

﹁
天
左
旋
，
地
右
動
﹂
的
觀
念
。

古
代
先
民
為
了
認
識
星
辰
和
觀
測
天

象
，
以
北
天
極
為
中
心
，
把
周
圍
二
十
八

個
星
宿
，
每
七
個
一
組
分
為
四
組
︵
圖

五
十
︶
；
將
之
想
像
成
各
種
神
靈
動
物
的

形
象
；
更
將
它
們
的
方
位
與
季
節
聯
繫
起

來
，
發
展
出
﹁
四
象
﹂
的
觀
念
；
進
而
將

這
種
時
空
運
行
變
化
規
律
用
圖
像
符
號
等

象
徵
手
段
表
現
，
發
展
出
﹁
四
神
﹂
、

﹁
四
靈
﹂
的
圖
像
，
就
是
：
青
龍
、
白

虎
、
朱
雀
、
玄
武
。
︵
圖
五
一
︶

四
象
、
四
靈
的
觀
念
是
從
新
石
器
時

代
逐
步
發
展
的
，
最
初
所
見
多
是
龍
、
虎

二
元
的
觀
念
，
如
西
元
前
四
千
五
百
年
左

右
河
南
濮
陽
西
水
坡
仰
韶
文
化
墓
葬
出
土

用
蚌
殼
堆
塑
的
龍
、
虎
。
發
展
到
戰
國
晚

期
至
西
漢
早
期
，
四
靈
有
了
較
固
定
的
組

合
。
︵
註
八
︶

西
漢
晚
末
期
、
新
莽
、
東

漢
，
也
就
是
西
元
前
七
三
年
至
西
元
二
二

○

年
，
是
四
靈
紋
廣
泛
流
行
的
時
期
，
用

來
裝
飾
宮
殿
、
陵
墓
、
銅
鏡
、
玉
璧
這
些

象
徵
宇
宙
的
空
間
與
器
物
上
。

四
靈
紋
璧
即
是
此
一
潮
流
中
最
具

代
表
的
文
物
之
一
。
經
筆
者
檢
視
實
物
，

確
知
目
前
存
世
的
真
正
的
漢
代
四
靈
紋
璧

有
五
件
。
受
限
於
篇
幅
，
僅
介
紹
本
院

藏
品
。
圖
五
二
這
件
美
麗
玉
雕
承
載
了
代

表
四
個
方
位
、
四
個
季
節
的
四
靈
，
還

在
中
軸
部
位
，
上
下
分
別
鏤
雕
﹁
長
﹂
、

圖四九　 西漢早期　雙身合首琥龍紋璧（拓片）　徑42.5公分　西安北郊
棗園南嶺漢墓出土　引自《陝西出土漢代玉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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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本
院
陳
東
和
助
理
研
究
員
利
用
拉
曼
光
譜
及
加

速
器P

IX
E

︵
粒
子
誘
導
激
發
X
光
螢
光
光
譜
︶

分
析
技
術
，
研
究
巴
黎
的
吉
美
博
物
館
所
藏
早

年
流
散
的
石
峁
玉
器
。
發
表
於
其
法
國
凡
爾
賽

大
學
博
士
論
文
中
。
他
發
現
顏
色
越
深
的
玉
含

鐵
量
越
高
。
一
般
黃
綠
色
玉
所
含
鐵
離
子
約
在

重
量
百
分
比
百
分
之
一
上
下
；
較
深
色
的
良
渚

文
化
玉
器
，
鐵
離
子
約
重
量
百
分
比
百
分
之
三

至
四
。
石
峁
的
深
色
牙
璋
鐵
離
子
含
量
高
達
重

量
百
分
比
百
分
之
五
至
百
分
之
十
二
左
右
；
錳

與
鎳
的
含
量
也
比
較
高
。

2.  

荊
志
淳
等
，
︿
墓
五
四
出
土
玉
器
的
地
質
考
古

學
研
究
﹀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

︽
安
陽
殷
墟
花
園
莊
東
地
商
代
墓
葬
︾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

七
。

3.  

清
涼
寺
玉
器
資
料
主
要
見
於
：
山
西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等
，
︿
山
西
芮
城
清
涼
寺
新
石
器
時

代
墓
地
﹀
，
︽
文
物
︾
二○

○

六
年
第
三
期
。

山
西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等
，
︿
山
西
芮
城
清

涼
寺
史
前
墓
地
﹀
，
︽
考
古
學
報
︾
二○

一
一

年
第
四
期
。
陳
靚
、
薛
新
明
，
︿
山
西
芮
城

清
涼
寺
新
石
器
時
代
墓
地
人
口
構
成
研
究
﹀
，

︽
西
北
大
學
學
報
︾
二○

一○

年
第
六
期
。

4.  

二○
○

九
年
夏
，
承
蒙
葉
茂
林
研
究
員
准
予
檢

視
喇
家
出
土
玉
器
，
特
此
申
謝
。

5. 

二○

一
一
年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公
布
考
古
學
年
代

框
架
，
大
汶
口
、
良
渚
等
文
化
年
代
下
限
為
西

元
前
二
三○

○

年
。
但
近
來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應

在
西
元
前
二
一○

○

年
。
見
：
張
弛
，
︽
社
會

權
力
的
起
源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一
五
，

附
錄
二
。
方
向
明
研
究
員
告
知
，
良
渚
古
城
葡

萄
畈
和
扁
擔
山
的
堆
積
也
延
續
到
這
一
時
期
，

負
責
良
渚
古
城
考
古
的
劉
斌
所
長
稱
這
段
為

﹁
良
渚
文
化
末
期
﹂
。

6.  

齊
家
文
化
早
期
師
趙
村
遺
址
出
土
製
作
規
整

的
一
璧
、
一
琮
。
該
遺
址
碳
十
四
測
年
為
西

元
前
二
三
三
五
至
二○

四
四
年
，
或
西
元
前

二
三
一
七
至
二○

四
二
年
。
由
此
可
推
估
，

璧
、
琮
的
製
作
，
璧
琮
組
配
禮
制
的
萌
芽
，
肯

定
早
於
齊
家
文
化
早
期
。
應
在
半
山
、
菜
園
、

客
省
莊
等
先
齊
家
諸
文
化
中
。

7.  

目
前
已
知
的
春
秋
時
期
楚
墓
︵
如
：
河
南
淅
川

下
寺
，
以
及
在
淅
川
和
尚
嶺
、
徐
家
嶺
部
分
墓

葬
︶
，
墓
中
未
見
本
文
所
稱
C
類
玉
器
。
甘
肅

省
考
古
所
王
輝
所
長
懷
疑
這
類
草
綠
玉
可
能
開

採
自
甘
肅
馬
鬃
山
。
但
從
這
類
葬
玉
傳
統
，
似

乎
源
起
並
集
中
自
戰
國
湖
北
荊
州
一
帶
，
筆
者

懷
疑
礦
源
可
能
在
長
江
中
游
。

8.  

馮
時
，
︽
中
國
天
文
考
古
學
︾
，
第
六
章
，
北

京
：
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
社
，
二○

○

一
。

9.  

五
件
四
靈
紋
璧
的
圖
像
均
收
入
：
拙
作
，
︿
從

漢
代
玉
璧
論
璧
在
中
國
文
化
史
上
的
崇
高
地

位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三○

卷
三
期
，
二

○

一
三
年
四
月
。

10.  

見
於
︽
漢
書•

郊
祀
志
下
︾
。

有
棗
核
形
、
楔
形
、
長
方
形
等
變
化
；
中

孔
或
對
鑽
、
或
單
面
鑽
。
但
似
乎
內
涵
相

似
。

遠
古
先
民
在
直
觀
宇
宙
的
變
幻
、
大

地
的
運
轉
、
生
命
的
榮
枯
、
物
質
的
久
暫

後
，
發
展
出
特
有
的
精
氣
觀
、
宇
宙
觀
、

同
類
感
通
的
哲
學
，
以
及
神
祇
、
祖
先
、

神
靈
動
物
三
位
一
體
的
宗
教
信
仰
；
這
些

思
維
通
過
上
層
交
流
網
，
逐
步
在
東
亞
華

夏
大
地
上
形
成
共
同
的
文
明
底
層
。

夏
、
商
、
周
、
漢
，
四
個
朝
代
王
室

輪
替
發
跡
於
華
西
、
華
東
。
朝
代
更
迭
、

文
化
融
合
，
漢
帝
國
終
結
華
夏
大
地
上
數

千
年
的
文
化
對
峙
。
西
元
四
世
紀
以
後
，

氣
候
劇
變
導
致
五
胡
亂
華
，
此
後
一
波
波

的
異
域
文
化
自
西
北
、
東
北
分
批
入
侵
。

中
國
文
化
乃
逐
漸
形
成
北
、
南
對
峙
的
新

格
局
。

作
者
為
本
院
器
物
處
退
休
研
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