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出土琉璃器的主要特点及其重要意义

周 世 荣

一
。

琉璃主要指质地较粗而带气眼的
“

玻璃

制品
”

而言
。

其种类包括民间习称的料器
。

木

文所介绍的
,

全部是指人工制作的
“
料器

” 。

湖南战国秦汉墓中出土了大量人工制作

的琉璃器
,

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

湖

南究竟有多少墓出了琉璃器
,

有些什么品种 ?

是外来的
,

还是本地制造的 ?

‘

建国以来
,

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
、

衡阳
、

常德
、

湘乡
、

益阳
、

资兴等地的古墓中发掘 了

不少琉璃器
,

其中以战国两汉墓中出土的数

量最多
。

湖南琉璃器的大批出现
,

对研究我国古

代的科学技术
,

和中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

义
,

本文根据原始纪录
,

和库房中现存的实物

资料
,

将建国以来湖南出土的历代琉璃器试

作综合介绍
,

并结合在罗马尼亚作古文物考

察时见到的有关琉璃器
,

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

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

在介绍硫璃器之前
,

有必要先谈谈古籍

中有关
“
琉璃

”的名称问题
。

琉璃
,

或作流离
。

“
琉

”
古作

“
环

” 。 《说文》: “

环
,

石之有光者
,

璧环也 ,’o
“
璧环

”
就是

“
璧流离

”。 《汉书
,

西

域传》: “
局宾

,

地平
,

温和⋯⋯出封牛
、

水牛
、

象
、

大狗
、

沐猴
、

孔雀
、

珠矶
、

珊瑚
、

虎魄
、

璧流

离
”。 “

璧流璃
”

为胡语
,

梵语作
“
吠琉璃

,

吠与

璧音近
”。

由于汉字注音不同
,

才出现这些差

异
。

说明璧环
,

璧琉璃与琉璃是一回事
。

这

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

文中所说的
“
璧琉璃

”
是

一种石头
,

即所谓
“

石之有光者
”。 师古说 :流

离为
“
自然之物

,

采泽光润
,

徐于众玉
,

其色不

恒
”。 “

今俗所用
,

皆销(治 )石汁
,

加以众药
,

灌而为之
,

尤虚脆不贞
,

实非真物
”。

按此说
,

琉璃除 了
“宝石

”

之外
,

还有人工仿制品
,

这种

人工仿制品的琉璃俗称
“
料器

”

或
“

烧料器
” ,

故《夷门广犊》说
: “
药烧玻璃

,

轻而有气眼
,

与

琉璃相似
,

此盖疑玻璃有真假两种
” 。

可见
,

人工琉璃与玻璃相类似
,

其区别在于精粗不

湖南境内出土的琉璃器
,

以不同器形的

出现次数作为墓次的基本单位
,

例表如下(表

一)
。

表中的数字与不同器形每次出土量的

多少无关
,

也不包括出土物的收集品
。

1
.

长沙出土的琉璃器

(l) 东周墓出土的琉璃器
。

湖南省博物

馆在长沙发掘了约一千三百座东周墓
,

其中

百分之十的墓葬出土了琉璃器
,

器形以璧
、

珠

为主
,

还有少量剑具和印
、

环
。

琉璃璧 73 件
。

出自七十一座东周墓
。

除个别墓中出二件外
,

一般每墓只出一件
。

出

土时多位于头部
。

其中有七件胎色翠绿
,

半

透明
。

最小的肉径 7. 9
、

好径 2
.

8 厘米 ; 最大

的肉径 11
.

5
、

好径 4. 7 厘米
。

平均外径 (肉

径 ) 与内径 (好径 )之比为 9
.

3 :3
.

8 。 表面光洁

饰谷纹
,

胎的内外缘饰凸弦纹
,

或者内缘素

面
,

而外缘饰凸弦纹
。

背面绝大部分粗糙无

纹饰
,

虽外形相似大小相近
,

而不雷同
。

说明

琉璃璧采用多种模子范铸
,

而不是同一模式

大量生产
。

环形璧 2 件。

I式
: 19 5 7 年长沙左家塘新生砖厂 M 15

出土
,

双面饰谷纹
,

形如璧
,

而小如环
,

佩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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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湖南东周至宋元墓出土琉劝器的墓葬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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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以墓葬出土次数为单位
。

径仅 4
.

1 厘米
,

为了同常见的璧与环有所区

别
,

故称之谓
“
环形璧、

11 式 : 1 件
。 19 5 8 年长沙子弹库地质学

校 M g 出土
。

绿色
,

素面无纹
,

肉径 3. 4
、

好径

1
.

4
、

厚 0
.

2 厘米
。

琉璃理 , 件
,

分二式
。

I式
: 1 件

。
1 9 5 2 年长沙颜家岭 M 9 3 2

出土
,

绿色透明
,

双面饰谷纹
。

肉宽 0
.

8
、

好宽

2
.

6
、

厚 0
.

2 厘米
。

11 式 : 1 件
。

长沙近郊出土
,

色乳白
,

好

倍于肉
,

饰云纹
。

琉璃珠 有 ” 座墓出土 了琉璃珠
。

除

一墓出土一包确数不详外
,

其余未注明数量

的珠饰均按一件计算
,

共计九十二件
。

其中

每墓一般只出琉璃珠一件
,

也有一墓 出数件
,

最多一墓有出十件的
。

可分三式
。

I式 : 43 件
。

作蜻蜓眼贴片镶嵌式
。

胎

色酱黑
,

质粗而不透明 ; 或胎色浅蓝透明
,

外

表镶嵌蓝 (或绿 )白相间的圆形琉璃贴片
,

状

如蜻蜓眼 ; 再用白色圆形小琉璃作连珠状组

成菱形图案
。

珠形枣圆或扁圆
。
高 0. 6一 2. 牛

厘米
。

H 式 : 10 件
。

扁圆形
,

素面
,

其中胎色

乳白者八件
,

胎呈绿色者二件
。

IV 式 : 1件
。

作桔瓣状
,

色绿
。 1 9 5 6 年

长沙左家公山皮件厂 M 41 出土
。

琉璃印 发掘出土者一件
,

又收集两件
,

共三件
。

其中有
“

中身
”

琉璃印二件
。

形制相

同
,

字形一样
,

一件系 195 6 年长沙左家公 山

M41 出土
,

胎色翠绿
,

半透明
,

高 0. 5
、

印面

1
.

5 厘米见方
,

重 1 克
,

坛纽
。

印面模铸
“
中身

”

二字
。

另一件为收集品
,

该式印上海博物馆

也藏有一件
,

颜色
、

大小
、

字形几乎一模一

样
。

湖南另一件为坛纽
“
钵

”

字印
,

收集
。

此

外
,

四川巴蜀墓还出土了花蒂
、

四叶纹琉璃印

二件¹ 。

琉璃剑首 8 件
。

圆形
,

正面光洁
,

模印

花纹
,

背面正中有凸桦
,

且粗面无纹
。

直径

斗
.

1一4. 8 厘米不等
。 根据装饰不同

,

可分为

三式
。

I 式 : 3件
。

饰谷纹
。

11 式 : 2 件
。

饰谷粒四叶纹
,

分别出自

1

日

考
:牙



1 9 56 年长沙左家公 山M 7 与 19 6 0 年长沙 杨

家 山 M 1 7 。

11 1式 : 3 件
。

饰蟠蜿纹
,

其中一 件 系

1 9 56 年长沙左家公山 M 7 出土
。

琉璃剑珑 又叫昭文带或剑饵
,

共五件
。

长条形
,

两端向后背反卷
,

有长条形穿带孔
,

表面光洁
,

长 6. 6一 10
、

宽 1
.

7一2 厘米
。

l式 : 一件
。

饰兽面谷纹
, 1 9 5 6 年长沙

左家公 山 M 7 出土
。

11 式 : l 件
。

饰谷纹
, 1 9 64 年长沙九尾

冲 电焊厂 M S 出土
。

IJ I式 : 二件
。

饰蟠蜿纹
。

其中一件系

19 5 6 年长沙杨家湾 M 33 出土
。

IV 式
:
一件

。

饰云纹
, 1 9 5 4 年长沙枫树

山 M 3 4 出土
。

(2) 西汉墓出土的琉璃器
。

长沙五百六十五座西汉墓中有二十座墓

出土了琉璃璧
,

有十二座墓出土琉璃珠
,

一座

墓出土了
“
弄器

”
琉璃矛

。

琉璃璧 21 件
。

出自二十 座 墓
,

其中

19 6 0 年长沙柳家大 山 M 3一墓出土了两件琉

璃璧
。

上述璧的器形较东周式琉璃璧略大
,

平均肉径为 1 1
、

好径 斗厘米
。

分二式
。

’

I式 : 5 件
。

谷纹璧
,

色乳青
,

肉径 8. 8一

1 1
.

7
、

好径 3
.

6一 4
.

7 厘米
。

11 式
: 1 件

。 19 5 7 年长沙左家塘皮革厂

M ZI 出土
。

胎色翠绿半透明
,

正面饰云纹 ;背

面饰谷纹
,

肉径 13
.

8
、

好径 4. 7 厘米
。

此外
,

长沙近郊出土的琉璃璧中还有不

少收集品
,

其中以绿色谷纹璃璧最精美
。

琉璃珠 有十二座墓出土了琉璃珠
,

除

一墓出土一包确数不详外
,

其他诸墓共出土

珠饰七十三颗
,

除形制不明者外
。

可分三式
。

1式 : 3 件
。

作长鼓状
,

束腰
。

色浅蓝
,

半透明
,

其中 1 9 5 2 年长沙容园魏家冲 M 857

出土的一件长 2 厘米
,

一端大一端小
,

小端

0. 8
、

大端 1
.

2 厘米
。

该式珠俗侧
‘

鼻塞
”
或误

称为
“

琪
”

的
。

·

11 式 : 5 , 件
。

圆形
,

白色
,

注 , 湘 年长沙

邻 6 期

五一路 M g 出土
。

m 式 : 6 件
。

作圆管状
,

素白无纹
,
19 5 6

年长沙子弹库 MS 出土
。

琉璃矛 1 件
。 1 9 5 5 年长沙沙湖桥 M4 ,

出土
,

色浅绿
,

半透明
,

琢磨而成
,

前锋罄折
,

中脊起棱
,

两叶有从(血糟 )
,

散部实心无奚

口
,

胶部中腰呈圆珠形
。

通长 18
.

8 厘米
。

(3) 新莽墓出土的琉璃器
。

仅一墓出土琉璃器
,

全部是 珠饰
。

共

4 9 0 4 件
,

除形制不明者外
,

可分四式 :

I式
: 夕件

。

豆圆形
, 19 5 4 年长沙唐家

巷 M I 出土
,

蓝色微泛绿色
,

直径 0
.

4 厘米
。

11 式
: 4 8 3 7 件

。

呈扁圆形
,

色浅蓝
,

半

透明
,

素面无纹
,

直径 0
.

4 厘米
。

” 5 9 年长沙

五一路 M g 出土
。

IV 式
: 4 4 件

。

圆形
,

白色
, 1 9 5 9 年长沙

五一路 M g 出土
。

Iv 式 : 1 件
。

束腰
,

作长鼓形
, 19 5 9 年

长沙五一路 M g 出土
。

(的 东汉墓出土的琉璃器
。

东汉墓中出土琉璃珠的墓葬数大增
,

琉

璃璧则不再出土
。

琉璃珠 四十六墓出土了琉璃珠
。

除三

墓各出土一 包而确数不详外
,

其他各墓少则

一件
,

多则十九件
,

其中除二十二墓出土琉璃

珠各一颗外
,

有十墓各出琉璃珠二件
,

二墓出

土三件
,

四墓各出六件
。

出土七件
、

十三件
、

十八件的墓葬各一
,

可分六式
。

l式 :
束腰长鼓形琉璃珠二十六 件

, 、
八

墓出土
。

其中除色彩不明者外
,

其中胎色普

蓝的二件
,

靛蓝者一件
,

深蓝者一件
。
浅蓝色

者八件
,

灰蓝色者二件
,

珠长 1
.

2一2
.

9 厘米
,

直径 0
.

6一 1
.

9 厘米
。

11 式 : 34 件
。

扁圆形
,

素面
,

蓝色
,

直径

0
.

2一 1
.

2 厘米
。

11 1式 : 1 件
。

作垂兹状
, 195 6 年长沙大

塘坡机械工会 M7 出土
,

呈墨色
,

长 1
、

直径

0. 5 厘米
。

IV 式 : l 件
。

球圆形
,

胎色浅蓝
,

外饰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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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相间的琉璃片
,

长 1
、

直径 1 厘米
。

v 式 : 7 件
。
棱形六边形

,

呈浅蓝色
,

半

透明
,

中腰粗
,

两头尖削
,

长 1
.

3一 1
.

4
、

直径

0. 7一 I 厘米
。

其中 19 5 2 年长沙容园魏家冲

M 8 5 4 出土一件
, 19 6 0 年长沙杨家山 M 7 2 出

土六件
。

v l式 : 一件扁圆形薄片
,

无色透明
,

直

径 2
、

厚 0. 3 厘米
。 19 6 4 年长沙矿山设计院

M 6 出土
。

棱形琉璃器 1 件
,

长沙近郊出土
。

采

集品
,

通长 8 厘米
。

(5) 西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出土的琉璃

器
。

长沙二十七座两晋墓中
,

有二座墓共出

上琉璃器三十五件
。

其中琉璃珠三件
。

一件

方形
,

蓝色
,

直径 l 厘米
。

两件扁圆形
,

直径

0
.

3 厘米
。

隋墓仅出土琉璃戒指一件
,

直径 2
.

2 厘

米 º
。

五代墓 兰百零五座
。

五代墓中有两座

墓出土了琉璃珠共七十八颗
。

其中 19 5 5 年

长沙政治干校出土了琉璃珠三十二颗
。

直径

。
.

3 厘米
,

有瓜形花珠十二颗
,

砒瑙色联珠四

颗
,

翠绿色珠二颗
。 19 5 4 年长沙杨家湾 M蛇

出土琉璃珠四十二颗
,

颜色乳白
,

金黄或呈绿

色
,

细小如豆
。

宋元墓 共三百座
。

共出土琉璃珠 二

颗
,

一红一黑
。

琉璃折股替五件
,

分别 出自五

座墓
,

其中 19 5 3 年长沙广场 M 54 出土者通

长 19
. 4厘米

,

无色透明
,

这类折股曹在长沙

近郊出土的采集品甚多
,

除无色透明者外
,

也

有呈乳白或夭蓝色的 ; 外形或作钉子形
。

环

状
,

琉璃耳垂 ( 档 )二对
,

内部有小孔
,

色粉蓝
,

不透明
。

此外
,

长沙近郊出土的收集品中还

发现大小琉璃环
,

和琉璃溶块等
。

2
.

其他各地出土的琉璃器

( l) 衡阳出土的琉璃器
。

衡阳有东周
.

墓一百零五座
,

共出土了琉

璃璧八件
,

缓一件
,

珠五颗
,

剑首一件
,

璋一

对
。
除形制不明者外

,

有下列诸式
。

琉璃璧 8 件
。

可分二式
。

I 式 l 件
。

饰云涡纹
,

色乳白
,

肉径

13 .7
、

好径 5. 1厘米
, 19 5 3年衡阳铁路公 山

M 3 出土
。

11 式 : 6 件
。

饰谷纹
,

分别出自六墓
。

胎

色乳青
、

或呈乳白色
,

半透明
,

最小的肉径 6
、

好径 2 厘米
, 19 54 年衡阳公行Ll-I M 6 出土

,

最

大的肉径 12
、

好径 3. 7 厘米
, 19 5 4年衡阳公

行山 M 7 8 出土
。

琉璃环 1件
。 19 5 4 年衡阳公行 LIJ M 6 0

出土
,

色青绿
,

直径 3 厘米
。

琉璃珠 6 件
,

可分二式
。

I 式
: 5 件

。

分别 出自三墓
。

以 19 , 4 年

衡阳公行 山 M7 2 : l 为例 ; 呈枣圆形
,

胎色棕

黑
,

外表饰蜻蜓眼状绿白相间的琉饰片
。

高

1
.

8 、

直径 2
.

1厘米
,

重 24 克
。

11式 : 1件
。 19 5 4 年衡阳公行 山 M 6 6 出

土
,

圆形
,

玉绿色
,

无纹饰
,

直径 0
.

5 厘米
。

琉璃剑首 l 件
。 19 5 4 年衡阳 公 行 山

M钓 出土
,

饰浮雕式蟠蜿纹
,

直径 4 厘米
。

已

残蚀
。

琉璃璋 一对
。

双合成圭
, 19 5 4 年衡阳

公行山 M 6 出土
。

胎色灰白
,

质粗劣
,

有自然

纹理
。

长约 13 厘米
。

衡阳有西汉墓 一百零五座
,

其中有四

座墓出土了琉璃璧
,

三墓出土 了琉璃珠
。

琉璃璧 4 件
。

饰谷纹
, 19 5 3 年衡阳蒋

家山 M Z 出土者胎色碧绿
,

好径很小
。

其他

谷纹璧胎色乳白
,

半透明
。

琉璃珠 22 件
。

其中 19 5 4 年衡阳军区

建委窑厂 M I 出土珠子四颗
, 19 5 4 年衡阳公

行山 M 6 出土了二颗
,

形制不明
。 19 56 年衡

阳凤凰山 M 24 出土了琉璃珠一十六颗
,

状如

豆
,

色绿
。

衡阳东汉墓 一座 ( 19 5 4 年衡阳空军医

院 M 4 )
,

共 出土了琉璃珠二十一件
。

I 式
: 1件

,

作长鼓形
,

色深蓝
。

11 式 : 20 件
,

扁圆形
,

素面
。

1

日

. 5 5 0 -

考 古



琉璃片 3 件
。 1 9 5 4 年衡阳空 军 医 院

M 4 出土
,

扁圆形
,

平底
,

表面微凸
,

色淡黄
,

外表有白粉和自然云纹
。

(2 ) 资兴旧市 出土的琉璃器
。

资兴八十座战国墓中有十九墓 出土 了琉

璃璧
,

三墓出土琉璃珠
。

琉璃璧 19 件
,

可分三式
。

I式
: ” 件

。

饰谷纹
,

胎色乳白
,

标本

M 4 9 0 : 1 7
,

肉径 1 1
.

2
、

好径 4
.

5
、

厚 0
.

2 5 厘

米
。

11 式 : 3 件
。

三墓出土
,

正面饰卷云纹
,

背部素面无纹饰
,

胎色 以 乳 白 为主
,

标 本

M 4 9 0 : 17
,

内径 1 1
.

2
、

好径 4
.

5
、

厚 0
.

2 5 厘

米
。

11 1式
: 3 件

。

蜻蜓眼贴片式琉璃珠
,

琉

璃贴片作蜻蜓眼状
,

图案蓝白相间或绿白相

间
。

直径 L 3一 1
.

8 厘米
。

(3) 湘乡出土的琉璃器¼ 。

湘乡七十八座东周墓
,

其中有七座共出

土了琉璃璧七件
,

四墓共出土珠子三十二颗
,

琉璃剑首和剑珑各一件
,

琉璃佩饰一件
。

琉璃璧 7 件
。

色乳青
,

半透明
,

饰谷

纹
。

琉璃珠 32 件
,

分三式
。

I 式
: 7 件

。

枣圆形
,

饰绿白相间的蜻蜓

睛琉璃贴片
。

11 式
: l 件

。

管状
,

三彩琉璃镶嵌 式
,

19 7 5 年湘 乡牛形 山 M I 出土
。

111 式 : 4 件
。

也作管状
,

胎色孔雀蓝
,

素

面无纹
。

19 6 5 年湘 乡新均 M I 新莽墓一座
,

出土

圆球形蓝色琉璃珠一颗
,

直径 0
.

6 厘米
。

( 4 ) 常德出土的琉璃器
。

常德八十四座东周墓
,

有七墓共出土琉

璃璧七件
,

一墓 出土琉璃珠二件
。

琉璃璧中

有两件呈绿色
,

双面均饰谷纹
,

较罕见
。

琉璃

殊二颗
,

作六边形
,

外表镶嵌蓝白相间的蜻蜓

泪民和白琉璃饰片
。

常德有五座东汉墓出土了琉璃器
。

。全

部为琉璃珠饰
,

共计三百一十 四 颗
。

其 巾

19 7 7 年常德东门 M Z 出土了紫色枣核形琉璃

珠一件
, 19 7 7 年常德南门 M l 出土浅蓝色喇

叭状琉璃珠 ( 或叫琪 )二颗 ,

长 2 厘米
, 19 5 4年

常德西郊 M 6 、

与 M ” 各出土琉璃珠四颗
,

有圆形和长鼓形两种
, 19 7 3 年常德 郭 家 铺

M l 出土了琉璃串珠达三百零三颗
,

皆圆珠

形
。

魏晋之际
,

有一墓 出土 了琉璃器
,

如

19 5 4年常德西郊 M 7 也出土了琉璃珠一件
。

( 5) 益阳出土的琉璃器
。
。

益阳有四十七座东周墓
,

有二墓出土了

琉璃璧
,

一墓出土琉璃珠二件
,

一墓 出土琉璃

剑秘一件
,

其中有米黄色谷纹琉璃璧二件
,

珠

子二件
,

其中管形三彩镶嵌珠一颗
,

胎色深

蓝
,

上饰白色菱形波状纹
,

并填以黄色圆圈纹

和绿松石
,

长 3. 4 、

直径 0. 7 厘米
。

剑秘呈梯

形
,

饰谷纹
。

( 6) 来阳出土的琉璃器
。 À

来阳十七座东周墓中有一墓出土 了绿色

琉璃器一件
,

饰卷云纹
。

来阳的东汉墓中有两座墓 出土 了琉 璃

珠
,

其中 19 5 5 年来阳营建工地 M 13 出土琉

璃珠一颗
, 19 5 5 年来阳花石均 M 17 出土琉

璃珠九颗
。

( 7 ) 郴县出土的琉璃器
。

19 5 9 年郴县马家坪两座东 周 墓 各 出上

琉璃璧一件
。

( 8) 浏阳县出土的琉璃器
。

19 6 6 年浏阳县大瑶西洋山 M l 与 M Z 各

出土琉璃璧一件
。

( 9) 零陵县出土的琉璃器
。

有两座东汉墓出土了琉璃器
, 19 56 年零

陵东门外 M l 东汉墓出土玻璃 (即琉璃 )珠二

件
,

呈蓝色
,

束腰作长鼓状卿
,

又 19 7 4 年零陵

和尚岭跃进砖瓦厂 M l 也出土 了琉璃珠
,

形

制不详
。

综上所述
,

湖南出土的琉璃器中
,

除 了长

沙市文物工作队和其他县市新发掘出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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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资料尚未整理公布而不便统计外
,

根据湖

南省博物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

自东周至宋

元发掘的古墓葬中
,

共有三百二十六墓出土

了不同类型的琉璃器
,

其中东周墓二百一十

五座
,

占整个墓数的 65 务
,

西汉墓包括新莽

墓四十二座
,

占总数 13 多
。

东汉墓五十六墓

座
,

占总数 18 多
,

两晋至宋元共十四座
,

占墓

葬总数 4多
。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
,

东周是

出土琉璃器的鼎盛时期
,

而以琉璃璧为主
,

珠

饰次之
。 汉以来

,

琉璃璧衰落
,

琉璃珠在东周

至东汉时期一直很流行
,

而衰于两晋
,

至宋元

时期琉璃器则 由礼器逐渐变为头饰
。

1
.

关于
“

琪
”

和
“

鼻塞
”

的定名问题

上述琉璃珠中的束腰形珠子
。

有些作长

鼓形
,

有些作喇叭形
,

绝大部分蓝色透明
,

或

半透明
,

一般长 2 厘米左右
,

一端大
,

另一端

小
,

中有穿孔
。

湖南考古工作者过去一直将它

称之谓
“
鼻塞

” ,

个别同志将它称之谓
“
瑛

” ,

上述定名均不确切
。

《说文》
: “
琪

,

以玉充耳也
。

诗 日 : ‘

玉之

琪兮
, ”。

《诗
,

都风
·

君子偕老}}: “

玉之琪

也
”。

笺 : “
琪

,

塞耳也
”。

《小雅
·

都人士》:

“充耳诱实
”。

笺 : “言以美石 为琪
。

琪
,

塞

耳
。

”释名
·

释首饰》: “

琪或日充耳
。

充
,

塞

也
。

塞耳
,

亦所以止听也
”。

根据以上解释
,

琪系塞耳用的美石
。

同样
, “
鼻塞

”

也可解释

为塞鼻的美石
。

其实
,

以此定名不对
,

其理 由

有三 :
·

¹ 从湖南出土的长鼓形琉璃器来看
,

中

间都有对穿的小孔
。

既然为塞耳或 塞鼻之

具
,

为何要设穿孔? 说明穿孔的目的
,

为的是

引线 串穿之用
。

用来充耳塞鼻则于理不通
。

º 从长鼓形琉璃器 出土的数量来看
,

与

“
鼻塞

”的道理不符
,

所谓
“
瑛

”

或“
鼻塞

”

除了

成对出土外
,

也有不少成单数出土的
,

如每墓

出一个
,

或三个 (其质地除了琉璃器外
,

也有

用玛瑙或其他美石制作的 ) 。其中每墓只出一

件琉璃
“

琪
” (鼻塞 ) 的 至 少 有下列 墓葬 :

19 , 2 年长沙容园魏家冲 M 8 5夕(西汉 ) ; 19”

年长沙五一路 Mg (新莽 ) ; 19 5 5年长沙丝茅

冲 C 区 M 48 (东汉 ) ; 19 6 4年长沙矿山设计院

M 6 (东汉 ) ; x9 5 4年长沙窑岭 M 13 (东汉 ) ;

19 5 9 年长沙五里牌铁道线 M 3 (东汉 ) ; 19 59

年长沙陆家冲 M6 (东汉 ) ; 19 5 8 年长沙动物

园 M S (东汉 ) ; 1夕56 年长沙大 扩 坡 M 7 (东

汉 ) ; 一墓出土长鼓形琉璃器 (鼻塞)三件者有
195 4年长沙黄土岭 M l 等墓

。

同一墓中出三

件长鼓形琉璃器 (鼻塞)的
,

既有琉璃器也有

珑拍器者
,

如 19 56 年零陵东「矽卜M l 东汉墓

既出土了长鼓形琉璃器二件
,

也出土了长鼓

形琉拍器一件 (见 《考古通讯》19 57 年 l 期
,

30 页
,

及图版拾
, 4 、 9 )

o

人的鼻孔成对
,

耳孔成双
。

为什么只出

一
“

瑛
”

或三个
“
鼻塞

” ? 而不是成双出两对 ?

» 从长鼓形琉璃器出土的位置与伴同出

土的器物来看也有问题
,

因为这种长鼓形琉

璃器往往与珠玉宝石为伍
,

如 19 56 年零陵东

门外 l 号汉墓出土了两颗长鼓状琉璃器
,

它

与其他五十三颗大小珠子聚在一起
。

其中有

镂空金珠一颗
,

琉拍珠九颗
,

玛瑙珠五颗
,

银

珠二十二颗
,

水晶珠六颗
。

这些珠子距死者

头部有 60 厘米远
。

长鼓形琉璃器既然是充

耳的
“

琪
”

或塞鼻的
“

鼻塞
” ,

为什么不放在

死者头部的耳鼻处 ? 而却与其他串珠放在一

块 ? 说明这种长鼓形琉璃器也是一种珠饰
。

它既不是
“

瑛
” ,

也不是
“

鼻塞
”。

类似的情况

还可举以下实例为证 : 如 19 5 4 年长沙黄士
.

岭 M l 出土浅蓝色琉璃器
,

伴同出土的还 有

蓝色方形珠一颗
,

普蓝色扁圆形小珠十六颗
,

无色透明的长方形水晶珠五颗
,

棱边形红色

玛瑙珠二颗和墨石兽形珠
,

算珠形珠饰各一

颗
。 19 5 7 年长沙新码头史家公山 M l 出上

墨石长鼓形器与多边水晶珠同出等等
。

以上

实例证明 : 上述长鼓形琉璃器确为
“

珠类佩

饰
”。

故本文均将它放在珠饰类介绍
。

2
.

关于剑
“
洱

”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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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具中的
“
珑

”。

湖南习称
“
洱

” 、 “
扣带

”

或文带
。

但以称
“
饵

”

最为普遍
。

《说文》
: “
饵

,

琪也
” 。

《后汉书
·

和熹邓皇后纪》: “
替饵光

采
”。

《一切经音义》引《苍领篇》: “
饵

,

珠在

耳也
,

耳挡垂珠者曰洱
”。

说明
“

饵
”

的本义是
“以玉充耳

”。

剑饵为引申义
,

但严格谈起来

则不妥
。 “
珑

”

为佩玉 (包括琉璃仿制品)
,

故

剑
“
饵

”

以改称
“
珑

”

为是
。

3
.

湖南琉璃器的主要特点

湖南出土琉璃器中的璧
、

缓
、

璋等物都是

仿玉制品
。

故字形皆从王(玉 )
。

它们是我国

古代常见的礼器
。

很有民族特 色
。

璧 : 在湖南主要流行于东周时期
。

出土

墓次约占整个东周墓出土琉璃器墓次的半数

以上
。

《礼器》说
: “

束帛加璧
,

尊德也
”。

《周

礼》: “子执谷璧
,

男执蒲璧
,

以苍璧礼天
” 。

孙

卿子说
: “

聘人以硅
,

向士以璧
”。

说明璧是

东周时期常见的珍贵礼器
。

湖南出土的琉璃

璧中
,

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谷璧
。

为什么有这么

多谷璧 ? 因为“
谷所以养人

,

蒲为席
,

所以安

人
”
之故

。

《尔稚》
: “
肉倍好

,

谓之璧
”。

肉即

边
,

好即孔
。

贾疏 : “
谓其孔三寸

,

两边亦各

三寸也
”。

按此说
,

肉与好之比应为 2 : 1 。 而

长沙出土东周时代的琉璃璧
,

其平均值的外

径(肉)为 9. 3 厘米
,

内径(好)为 3
.

8 厘米
,

肉

好之比
,

相当 2. 4 : 1 。 而长沙汉墓中琉璃璧的

体形则逐渐增大
,

其外径(肉)的平均值为 11

厘米
,

内径 (好 )为 4 厘米
。

其肉好之比相当

2
.

7 : 1 。 与文献记载的肉好之比有些出人
。

这

些变化
,

从表中看得非常清楚(表二 )
。

r

、、、

斋哭哭
数 据据 肉好之比比

古古制制
《
尔雅

, : “肉倍好
, 谓之璧 ”。

贾疏 ::: 2 : lll

“““
谓孔三寸

,

两边亦三寸、、、

东东周周 肉与好径之平均值 ::: 2
。

4 : III

,,,
.

3 : 3
.

8 厘米
。。。

西西汉汉 肉与好径之平均值 ::: 2
。

7 : lll

11111 1 : 4 厘米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东周至汉代
,

璧的体形

在逐渐变大
,

而好径则相对缩小
。

东周两汉

以来
,

随着礼制的衰落
,

璧的数量也逐渐递

减
,

汉以后已消声匿迹
,

不再出现了
。

湖南重要木撑墓中皆用玉璧随葬
,

而不

用琉璃璧随葬
。

中小型墓则普遍使用琉璃璧

随葬
,

说明琉璃璧的价值低于玉璧
,

而是一种

仿玉制品
。

湖南不产玉
,

东周时期湖南的邻

区不产玉
。

而
“

古之君子必佩玉
” ,

古墓随葬

物中也用玉
。

由于玉石供应紧张
,

促使玉器

的代 用品琉琉器的生产则成为可能
。
《战国

策》说 : “

楚王遣车百乘
,

献骇鸡之犀
,

夜光之

璧
” 。 “

夜光之璧
”

当系
“
琉璃璧

”

的美称
。

湖

南境内大量 出土琉璃璧
,

使我联想到
,

这种
“
夜光之璧

”

有可能产自湖南
。

璋 : 《说文》: “

半圭为璋
”。

顶端斜角

形
。

共二件
,

双合而作圭形
。

长约 13 厘米
。

古代天子巡狩时祭山川常用此物 ; 古代贵族

在举行朝聘
、

祭祀
、

丧葬时也用它作为礼器
。

商周墓葬中常有出土
,

而湖南东周墓中仅一

见
。

质粗
,

似不属国外进 口 制品
。

印 : 其上铸有中国式古文
“
钵

”

和“
中身

”

等字
。

这些印文
,

也是我国东周玺印文字中

最常见的印文
。 “
中身

”

二字或写作
”

中念
” 。

身

或作
“
碧

” 。

郭沫若先生说 : “

碧者信之异
。

古

钵信多作信
。

从言千声
。

此字言身也
。

古钵

念字
,

仍仁之异
”
@

。 “

信
”

与
“

仁
”

也是我国古

代传统的道德准则
。

剑具 : 剑具中的琉璃剑首和剑珑
,

其图

案装饰有些饰谷纹
,

有些饰四叶柿蒂纹和兽

面纹
,

其中蟠璃纹与铜镜和漆器图形也很相

似
,

剑具的基本造型也属于中国式剑饰
。

珠饰
:
珠饰中最常见的呈枣圆形

,

其上

镶嵌蜻蜓眼式的琉璃串珠
。

琉璃片 蓝白 相

间
,

或绿白相间
,

状如蜻蜓眼
,

故名
。

其胎体

少部分呈浅蓝色或泛绿色
,

透明或半透明 ; 大

部分呈棕黑色而质粗
。

流行于东周
,

西汉墓

中少见
,

东汉逐渐不见出土
。

这种独特的蜻

蜓眼式的装饰纹样
,

有如异军突起
,

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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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既不见于东周以前
,

也不见于汉代以后
,

似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

4
.

关于琉璃的来源问题

据《魏略》记载 : “

大秦 出赤
、

白
、

黑
、

黄
、

青
、

绿
、

钳
、

缥
、

红
、

紫
,

十种瑶璃、 认为中国
‘

的琉璃来自大秦
,

并说中国到北魏时才有 自

制的琉璃@
。

根据湖南东周墓出土的琉璃器

来看
,

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仅可容身的

小型土坑墓出土琉璃器 ; 二是今湖南边沿地

区的资兴战国墓中出土琉璃璧的墓次数量很

大
,

约 占整个战国墓数量的四分之一
。

比长

沙出土的墓次为十分之一的比 数还 高
。

可

见
,

这种琉璃器
,

当时在湖南地区已不是什么
.

国外进口 的
,

远道来自大秦地区的稀世珍宝
,

而很有可能是属于湖南地区制作的土特 产
。

据文献记载
,

汉以前
,

中国与大秦的通商

与文化交流的情况还知道褥很少
。

而湖南出

土的琉璃器却主要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礼

器
,

具有中国文字和道德观念的印章
,

以及具

有中国民族装饰特点的图案
o-
当时中国与大

秦既没有直接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
,

因而决

不会生产如此数量很多
,

连普通百姓也用于

随葬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琉璃商品
。

三十

年前我曾提出 : 远在战国时期
,

我国就有了

自己制造的 琉 璃 器 (见 1 9 5 6 年 12 月 12 日

《新湖南报 )))
。

这一论点
。

今天经湖南省地

质局实验室将琉璃器进行了光谱分析而得到

了证实¾ 。

表三 长沙资兴东周琉瑞盆光讼分析

族族 号号 色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泽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黄黄 S iii P I ,, B aaa 人lll F eee C aaa M ggg KKK N 盆盆 C uuu

长长
·

陈
·

军M 2999 孚L白白 2000 l000 l333 333 lll lll 0
。

lll < lll > 111 0
。

555

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绿绿 2 000 555 l000 222 O
。

555 lll 0
。

5555555 0
。

333资资兴 旧
, IJM 58 亏亏 墨绿绿 2 000 555 1000 222 0

。

222 333 0
。

555555555

>>>>>>>>>>>>>>>>>>>>>>> 1000 > ,, > ,, l
。

555 0
。

777 l
。

555 0
。

333333333

资资兴旧 市M 斗9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长长
·

陈
·

军M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从光谱分析可以看到
,

琉璃璧中的铅钡

含量很高
,

这一现象表明
,

它与埃及西方大

秦一带的钠钙玻璃 (琉璃 ) 器是有很大区别

的。
。

由此可以证明
,

这种琉璃璧当属我国

自己制造的产品
。

5
.

在罗马尼亚见到的琉璃器

19 8 4 年
,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派侯良和笔

者去罗马尼亚考察
。

罗马尼亚曾经是古代罗

马帝国的一个省
。

中国将古代罗马帝国称为

‘大秦 ,’o 并说 巾国的琉璃来自大秦
。

这次有

机会赴当年班超通西域时所响往的地方
,

使

我联想到汉代甲西文化交流的情况和有关古

代
“
琉璃

”

的争论问题
.
趁此机会试作调查访

伺
。

此次在罗马尼亚期间
,

发现 克鲁 日和西

比乌等有关历史博物馆
、

艺术博物馆陈列了

不少琉璃器
,

包括琉璃珠 (或称陶珠 )和琉璃

(玻璃 )容器而未见璧和兵器中的“
弄器

”

和剑

具
。

珠饰中有单彩素珠
,

多彩和镶嵌珠三种
。

单彩珠其小如豆
,

其大如枣
。

除无色透明的

珠饰外
,

还有桔红
、

浅蓝
、

靛蓝
,

多彩珠呈圆形

或方形
,

其纹理似玛瑙
,

作弧线形或折曲状组

合
。

黑白相间
,

绿白相间
,

或蓝白相间
。

镶嵌

珠的数量较多
,

有些扁如小算珠
,

长圆似枣
。

胎色透明而似水晶
,

也有不透明而呈乳白
、

浅

蓝
、

粉绿
,

或棕黑色的
,

外表镶嵌蜻蜓眼式的

琉璃片
。

饰片往往用黑白相间的琉璃片组合

成蜻蜓眼图案
。

出土时与贝壳共存
。

据罗马

尼亚博物馆的专家介绍
,

上述琉璃器可能来

自希腊
,

时代大致相 当罗马帝国时期
。

而罗

马帝国时期即公元一
、

二世纪
。

晚于我国的

东周时代
。

其中蜻蜓眼式的琉璃珠与湖南东

周墓 出土的蜻蜓眼珠饰十分相似
。

说明这种

,

考 古



珠饰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关
。

上述琉璃器既见于罗马尼亚东部加拉器

县达契亚村子博亚娜 (PO IA N A ) 一带
,

也

见于西部的蒂比斯 昆 丫Tl BsC Y M )
。

有 趣

的是
,

罗马尼亚锡比乌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列

的民族服装中也佩挂这种具有古典风格的蜻

蜓眼式的琉璃串珠
。

说明这种蜻蜓眼式的珠

饰在罗马尼亚悠久的历史中源远而流长
。

饰中
,

也有摹仿制造西方珠饰的迹象
。

À湖南东周墓大量 出土琉璃璧
。

随着当

时礼制的逐渐衰落
,

琉璃璧的 出土量也趋向

衰落
。

汉以后则消声匿迹不再出现
,

宋元时

期琉璃器逐渐为梳妆用器中的 笋替 和 耳垂

(挡 )所代替
。

注 释

。。@@À

四
、

根据以上论述
,

对湖南出土的琉璃器可

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

¹ 湖南东周墓中出土的大量琉璃器
,

主

要是摹仿古代礼器( 璧等 )中的仿玉制品
。

其

造型装饰
、

文字具有中国民族的文化传统特

色
,

其成分含量与西方琉璃 (玻璃 )器不同
。

这

种璧和印章
、

剑具等琉璃制品
,

应属中国 自己

制造
,

而不是
“
大秦

”

进口 的稀世珍宝
.

º 蜻蜓眼式的琉璃珠饰
,

与中国传统的

装饰风格不同
,

这种珠饰可见于地中海
、

伊

朗和罗马尼亚一带
,

而且罗马尼亚的民族服

装中至今还在生产和使用
。

说明这种珠饰在

上述地区源远而流长
。

湖南出土的蜻蜓睛珠

饰
,

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
。

根据 19 7 6

年湖南省地质实验室光谱半定量分析
, 19 5 4

年长沙桂花园 M 111 出土的琉 璃 珠 与 19 5 5

年长沙军区 M 4 出土的绿色琉璃璧的铅
、

钡

含量相等
。

这种铅
、

钡含量较高的琉璃器
,

应

属中国型琉璃制品
。

说明湖南出土的琉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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