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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殷墟青铜器研究》内容丰富，论述精深，从严谨的论证中可以体会到一代考古学大师在学术研
究领域深厚的专业学养、睿智的探索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研究，李济先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收入《殷墟青铜器研究》的六篇报告，即是作者依据殷墟青铜器在地下的原在情形与所在地层及其他
地层的相对位置，与同时同一地层或墓葬出土的其他器物的关系，以及这些青铜器物的质料、作法、
形制、文饰等田野考古记录和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理论及化学分析、金相测定等科学手段和方法进
行的研究。
李济先生的研究，彻底划清了现代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古器物学研究与传统古器物学研究的界限，为
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地下证据。
可以说，他的研究，不仅对我国现代考古学具有奠基意义，而且为我国殷商文化的研究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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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讨（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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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花纹的比较（1964）第二章 名词的解释有若干用作分析花纹的名词，此
文中必须加以特别的界说；有些已经在广泛地用着，但意义差别甚大，必须清理一番；有些初次采用
的名词，也需要具体的说明。
“文”与“纹”在现代考古学论文中，讲花纹的部分，“文”与“纹”往往不分。
如有用“文饰”这一名词的，更多把它写为“纹饰”。
、最近的出版品中，“纹”似乎用得很普遍，例如刻纹、划纹、堆纹、印纹、彩绘纹、三角纹、云纹
、雷纹、蝉纹、饕餮纹等。
若细细地推敲这些“纹”字结尾各名词的含意，前五个例都是指花纹制造的程序，或者说是表现花纹
的方法；后五个例都是指花纹本身的结构；它们显然属于两个范畴。
仅以描写工作为限的报告，或可不必理会这一分别；但是要对文饰问题作点详尽的分析，我们却有把
这两方面分开来的必要。
故在本篇讨论花纹所用的名词中，凡是指制造程序的，如刻划、彩绘、堆塑、雕等，均用“文”字结
尾，即刻文、划文、堆文、塑文等；凡是指花纹的形态、成分者，如三角形、方格形、交索形、鱼形
、龙形等，都用“纹”字结尾。
同样地，凡是讲装饰的、艺术的一般情形，我们以“文饰”代表这些意思；凡指具体的、构成装饰的
图案，我们称之为“花纹”。
“模文”与“范文”拿青铜器上出现的花纹，与见于陶器上的花纹相比，前者所经过的制造程序要复
杂得多。
铸这些花纹的第一底版为在小屯发现的土范，范上所显现的花纹，本文称为范文，它们都是铜器花纹
的反面，有许多很简单的线条是直接刻划在范上的。
范上刻划的线条，铸在铜器上，线条高出器面，为古器物学家所称的“阳线”。
讨论这一类的花纹，为便于说明它的制造程序，本文称为“刻划范文”。
但是见于土范上较复杂的花纹，显然不是直接刻划在范上的；它们的制造程序可追溯到制造范文的模
（或称为母范）上去。
在模上制出的花纹，是范文的反面，也就是见于铸件花纹的反面的反面，即与铸件同样的花纹。
模上的正面图案，翻到范上，便成为它的反面；范上的反面图案，铸于器上，就成了与模上完全相同
的样子。
这一类的花纹都是由各种不同的线条、凸面、凹面构成的；它们的排列与初步的组织——即创造工作
的部分，都开始于作母范的模上；中间所经过的翻印到范上的程序，只是一段机械工作。
这一工作所需的技巧，与创造花纹的一段相比，属于另一套经验，另一种人工；所以这是一件分工合
作的工程。
在模上设计制造的花纹，本篇内概称为“模文”。
模文的制造方法，可以追溯到史前的陶业。
铜器上每一个单位花纹的制造，可以包括刻、划、雕、塑、堆等不同的手续。
就小屯出土的土模看，在雕刻以前，还有绘画的工作，为雕刻的前奏。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所见的花纹，可以说大半是在模上完成的。
模文被机械地翻印到范上，再铸在铜器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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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殷墟青铜器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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