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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对象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
在全面收集铜刀资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考古类型学理论，进行类型式划分，探讨铜刀的演变及发展
规律。
总结出先秦铜刀的发展历经了夏代前后、商代中晚期、西周至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四个大
的历史时期。
在分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铜刀的区域特征及区域间的互动过程。
本书将铜刀的产生和发展置于我国冶铜术的起源和青铜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察，总结出铜刀的起
源和发展是多元的，并将漫长的、动态的铜刀发展演变过程概括为八个阶段。
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一个重要的铜刀起源中心，在与境外的不同时代的诸多文化进行交
流的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本书适合从事历史学、考古学特别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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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细长直柄刀A、B型，乙。
类素柄首刀A、B、Y型，乙p类鼻纽首刀A、B型，乙s类不规则形穿首刀，乙u类曲柄首刀，丙a类A型
刀，丙b类A型刀。
可以看出，铜刀类型十分丰富，除了几个北方区特有的类型外，中原区铜刀几乎囊括了商代铜刀的所
有类型。
　　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原区就流行甲类复合柄刀，商代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
从二里冈上层时期开始，甲类复合柄刀蓬勃发展，数量增加，刀身长大，形制规范，成为中原区有代
表性的特有铜刀类型之一。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甲a类O型刀，该型刀的刀身宽大，刀锋肥硕上翘，背部有扉棱，刀身两侧有精美纹
饰。
只出于较高等级的墓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
　　乙a类圆环首刀本是北方地区的传统类型，自从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中原区接受环首这种风格之
后，发展到殷墟二期之后的晚商阶段，该类铜刀成为中原区最主要的铜刀类型，出土数量最多，形式
最丰富。
根据安阳西北岗“刀斧葬”①和殷墟西区墓葬②的发掘情况，该类铜刀多与斧、锛、凿等工具共出，
说明其已经成为常用的生产工具。
因此，到商代晚期，乙a类圆环首刀已经成为中原区铜刀的代表类型之一。
　　乙n类细长直柄刀多出于殷墟的铸铜遗址，是一种修整陶范、陶模的工具。
该类铜刀只见于中原地区，概因中原区铸铜业发达之故。
　　乙j类龙柄刀、乙。
类素柄首刀、乙p类鼻纽首刀、乙u类曲柄首刀和乙y类虎柄刀，出土数量很少，都是中原区特有的铜
刀类型，在其他区尚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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