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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珍贵出土文物秦睦钥车的饰物银蝉作了详细描述
,

并讨论了银蝉的作用
,

银

蝉的发现为我国秦代昆虫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

关键词 文物
,

昆虫学
,

银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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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8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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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 年 12 月在陕西省临渔县秦始皇陵西侧约 20 m 处的一座陪葬坑内
,

发掘出两乘

大型彩绘铜车
,

作者在其上发现银质工艺蝉
。

他为我国秦代昆虫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

贵的实物资料
,

填补了秦朝时期昆虫实体以及图文的空白
,

也反映了我国秦代的科学文化

水平
。

1 铜车马及马扼— 银蝉

秦陵铜车的前边套驾四匹铜马
,

即两服两骏
。

左右服马的颈上各驾着勺、 ”
字形扼

,

两

扼分别缚于衡的左右两侧 (图版 1 )
,

扼除了抬举着衡
、

保持车子平衡
、

防止前俯后仰外
,

主

要是受御者的控御
、

掌握方向并拉车前行
。

扼体呈鞍桥形
,

两肢扁平
,

扼肢的双角翘起向外

翻卷成 曲钩形
,

钩 上 各 套 一 银 质 的 钩首
,

呈蝉形
〔” ,

故名
“
银蝉 "( 图版 2)

。

钩长 7 。 m
,

宽 2
.

7 c m
,

厚 0
.

4 ~ 1 c m
.

每乘铜车马有两套扼
,

四个扼钩首 (银蝉 )
,

银蝉用银铸造而成
,

仿昆虫外部形态特征
。

复眼
、

单眼
、

口器
、

触角加工都非常形象 (图版 3一 4 )
,

工艺精美
,

造

型逼真
。

为了突出铸蝉的立体感
,

头部
、

腹部
、

翅脉以蓝色彩绘 (图版 5~ 6 )
,

将铸纹勾画出

图案的扼廓
,

使之更加清晰
。

2 银蝉的作用

铜车马扼的双脚以两条上下相叠的横带相连
,

上面的一条横带形状扁平
,

下面的横带

呈绳索形
。

前者当为革带
,

后者应为绳索
,

其形状为圆孤形
,

位于马颈之下
,

两端亦成纽环

形套于扼 (银蝉 )的双脚上 (图版 2 )
,

其作用是束约马扼
,

防止因路的轩侄而辕衡上仰或马

用力曳车
,

而造成扼马颈脱离
,

使扼固着于马的颈部并始终保持适 当的位置
。

银蝉主要起

挂钩作用
,

套挂横带
,

一方面使扼套住马颈
,

另一方面是 内层扁平的革带对外层绳索起衬

垫作用
。

3 分析与讨论

3
.

1 中国古代蝉的研究与发展

早在秦代以前有就关于蝉 的记载和观察研究
。

我国先民在从事狩猎和种植的过程中
,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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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陵铜车上的银蝉 8 7

… … 良绸鸣 ;…… 唐绸鸣
;七月 ;…… 寒蝉鸣

.”
利用蝉鸣安排农业操作

,

预测农事季节等
.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上刻有 甲骨文
“

蝉
”

字
,

殷代出土的铜器上 已有蝉形的饰纹
。

从殷代到汉代的漫长岁月中
,

将玉石雕刻的玉含蝉用来祭祀祖先
,

而在《周礼
·

天官 》

与《礼记
·

内则 》中已有关于秦代以前将蝉作帝王食品的记载
,

以蝉为食的习惯一直保留

至今
。

此外
,

我们的祖先还一直应用蝉脱来退热
、

小儿惊瘫
,

夜啼等病
,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

3
.

2 玉器工艺的玉蝉

玉器工艺是在石器制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考古发掘表明
,

早在距今 7 0 00 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

就 已经出土玉器
。

到了距今 3 0 00 余年前的殷周时期
,

玉器工艺已有

高度的发展
。

而玉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 “ 奴隶主贵族

,

无论男女
,

都要佩带玉饰
;

还用玉雕琢成各种礼器
,

如圭
、

璋
、

壁
、

琼之类
.

以显示 自己的贵族身份
.

玉器中还有雕镂

精细
、

琢磨灵巧的玩赏品
。 ”
明在距今约 3 3 00 年商代中期

,

北京市平谷县商代墓葬出土的

蝉形玉瑛
〔“ , ;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和湖北京山出土的玉蝉

`们 ,

还有安阳侯家庄殷陵发掘出土

不少玉佩
.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 (附录 )
,

其中就有蝉形
〔幻 。

由此可见
,

当时制作的玉蝉工艺

品
,

是作为装饰品
,

玩赏品
,

同时也将玉作为祭品
,

如以玉蝉放在死者 口 中叫玉含蝉
.

在制

作方面主要是雕刻
,

如宝鸡博物馆存放的西周时的玉含蝉
〔` , ,

陕西张家坡西周遗址墓葬出

土的玉蝉和西安环城马路汉代墓发掘出土的玉质 口含蝉
〔 s

· ` , ,

都可以清晰看到刀刻痕
.

3
.

3 青铜器时期的蝉纹

我国在夏代已进入青铜 时代
,

商代中期以后
,

青铜冶铸臻于成熟
,

达到很高的工艺水

平
。

制模是铸造工艺的首要环节
,

蝉纹的制作就是用泥土先塑造模型
,

附加泥带
,

画纹雕刻

而成
。

从铜器花纹雕刻而论
,

殷代早期造模
,

雕纹直接雕在模壁上
,

花纹简朴
,

构图规正
,

均

匀对称
,

线条粗扁
,

刻镂较深
。

殷代晚期
,

在模壁上附加泥带
,

雕纹常分底纹
、

浮雕两层
,

或

者在浮雕上再勾勒线条而为 3 层
。

纹因附加泥条
,

多突起器壁外
,

花纹繁缉
,

构图新颖
,

线

条浅而纤细
,

流利生动
,

造型逼真
,

这时期的蝉纹作为装饰器铸在青铜器上
,

如陕西省宝鸡

市峪泉生产队发现西周早期墓葬
,

周代铜器上的蝉纹川
。

1 9 7 6 年 5 月 8 日周原考古队在

岐 山县贺家村发掘的西周早期 《作宝用篡 》腹部近耳处上纹等
〔” 。

3
.

4 银 蝉

作为银质蝉工艺
、

银器铸蝉纹
,

秦代前后
,

尚未见到 出土实物和文献资料报道
。

根据周

尧教授在《中国昆虫学史 》中所述
“

周代铜器上的蝉纹和在周代与汉代古墓中出的玉
、

石

蝉
,

就更多了
” 。

邹树文在《中国昆虫学史 》所述
“
春秋战国之交《考工记

·

梓人 》为了要在乐

器的架子上刻画动物
,

将小虫的形态分得很细
。

梓人的浮雕不可见
,

前乎梓人的殷铜器蝉

纹
,

及后梓人的汉代殉葬的玉含蝉及金蚕均有实物存在
〔幻 。

另外从汉代的玉蝉和汉代待从

官员的帽子上以貂尾蝉纹为饰
,

及见于 《尔雅 》及 《诗经 》绸为名字
,

汉 以后即以蝉为名来

看
,

作者认为秦时期的蝉工艺流传很广
,

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没保留下来或尚没有发掘出

土
。

银蝉的出土反映了我国 2 0 00 多年前金属铸造工艺和加工技艺的高超
。

3
.

5 银蝉安装在铜车上的原因

秦陵铜车马
,

是一种比较高贵的安车
,

这种车可坐乘
,

亦可以卧息
。

车马装饰华丽
,

规

格级别高贵
,

它与一般大臣
、

普老
、

贵妇所乘的安车不同
,

反映了封建等级的差异
。

铜车马
,

是供秦始皇灵魂御用的陪葬物
,

为什么将银蝉安装在铜车马上 ? 远在殷周时期
,

奴隶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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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长寿
,

不愿死
;
即使死亡

,

可能再生
,

故制葬玉
。

玉在当时人们心 目中为坚固无 比之物
,

意

长生不老
。

用玉雕啄成各种礼器
、

祭品
、

如玉佩和玉含蝉
。

由爱美玉而愿服食长生
,

愿死而

不朽
,

于是为葬玉
。

在古铜器上雕镂蝉纹
,

作为装饰品
.

古代王公官冠上之饰物
,

如蝉冠
、

蝉耳
、

貂蝉等类
〔. , ,

都象征着吉祥物
,

金石索谓
“
取居高饮清之义

,

其式不一
” .

见《后汉书
·

舆服志 (下 ) 》
、

《新唐书
·

百官志 》 , “
金取坚刚

、

蝉取居高饮洁
” 。

所谓蝉站的位置高
,

不食人

间烟火
,

吃的食物很清洁
。

蝉是昆虫纲同翅 目蝉科 (知了 )
,

成虫以刺吸树木的汁液为生
,

他

在昆虫中
,

完成一世代长达 1~ 2年到 10 余年
.

从现代讲是昆虫中生命最长的一种
,

从古

时讲是一种吉祥物
,

因此
,

银蝉是作为一种吉祥物安放在秦始皇铜车马上的
。

3
.

6 银蝉铸纹彩绘

铜车马上的银蝉
,

与 以 前 出 土 的 蝉 纹 不同
,

它是彩绘蝉
。 “

彩绘铜车马在地下埋藏

了 2 1 0 。 多年
,

尽管其色彩因潮湿和挤压的原因而有所剥落
,

但总的来说还是鲜明华丽
,

保持着当年的风姿
〔
10)

” .

以前出土的铜器上的蝉纹都是金属器的本身颜色
。

铸纹彩绘
,

是

铜车赋彩的又一特点
。 “

所谓铸纹彩绘指的是在铜车的某一部位或某些附属部件上
,

先铸

出一定的纹样
,

然后再绘彩
” .

银蝉也是先铸出纹样
,

再彩绘的
.

彩绘突出了图案立体感
,

艺术效果更好
,

这是造型工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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