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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江苏越墓出土地下乐器库

作者： 新华网  发布时间： 2005-04-15  文章出处：新华网

经过近两年的考古挖掘，考古工作者在无锡鸿山越墓发现一个庞大地下乐器库，共出土随葬乐器500余件，其

种类和数量堪与曾经出土编钟的战国曾侯乙墓媲美，其中还有3只造型生动的十分罕见的青瓷三足缶。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3年3月至2004年12月间对无锡市

锡山区鸿山镇开发区范围内的土墩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15个土墩中有7个墓葬是战国早期的越国贵族

墓，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墓等5个级别，他们以丘承墩特大型墓为核心，呈扇形分布。7个墓葬共

出土200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不少青瓷及陶制的乐器。  

  这些青瓷乐器中，有三足缶、錞于、丁宁、钮铎、句鑃、钮鎛、甬钟、磬、铃形器、簴座等，缶、铎和

虡座为首次发现的越国乐器和乐器部件。  

  长期以来，人们对“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考古解决了这一问题。这3件青瓷三

足缶，与其他乐器同出土于壁龛中，口径40厘米，通高24.2厘米，缶作深腹盆形，内外施青黄色釉，口沿和

上腹部饰细蟠虺纹，两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而口衔缶

沿，造型夸张生动。  

  青瓷簴座是首次发现的越国青瓷乐器部件，即悬挂钟、鎛、铎类乐器的立柱座基，因同时出土4件，并与

钟、鎛、铎、錞于、丁宁、句鑃共出，故将其定为簴座。其座底径41厘米，通高18厘米，座身为覆钵形，中

有管状插孔，施青色釉，座以数道凸弦纹分隔，饰蟠虺纹，下部有4个衔环的铺首，上部有6条堆塑的蛇，蛇

身饰鳞纹，弯曲作游动状，头向上昂，两尾相交，栩栩如生。  

  民族音乐专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伍国栋教授表示，中国先秦音乐史研究大多是以中原音乐为

中心而展开的，对吴越地区的音乐文化提及不多，实证材料不足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越国随葬青瓷乐器

如此大量集中出土，十分罕见，这庞大的地下乐器库也体现了当时音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填补了东南地区古

代音乐文化史料不足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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