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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彭适凡撰著，集结其十九篇南方青铜器研究论
文，是一本较为系统研究南方青铜器的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特征，而南方青铜器又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有机组成部
分之一。
其地域范围指长江中下游包括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
过去，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对所谓的"荒蛮服地"的南方青铜器涉猎
较少，基本是空白。
随着近三十年来，长江流域的商周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青铜器的出土也日趋增多，四川广汉三星堆
和新干大洋洲的商周青铜器即为其中突出的实例。
对南方青铜器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明了南方文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并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统的
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本书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考察南方青铜器，既有对南方青铜器文化研究的综述，又有对具体的
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的研究。
通过对南方出土的青铜器形态特征及其共存器物的分析，判断其具体年代，又进而探讨南方青铜器断
代的方法。
又通过南方青铜器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比较，揭示其特色，从而更深入地认识构成因素，将南方特色
的铜器与源自于中原文化因素的铜器区分开来，深入理解土著铜器的特点及其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的
关系，从而明确南方青铜器在中国先秦铜器系统中的位置。
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南方青铜器的特点、文化面貌、性质和年代，从而形成对南方青铜器
文化的正确认识，进而对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历程有一正确认识。
同时，也是为青铜器研究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并可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石，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
值的文物考古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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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适凡　1937年1月生，江西乐安人。
l960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
1984—1998年任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1987年首次评定职称直接晋升研究员，并被评为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优秀专家。
现任江西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江西省文物鉴定专家组组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古代
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上海教学
部和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兼职教授。
著有《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已出韩文版)、《江西先秦考古》、《新干古玉》、《中国青铜器鉴赏
图典》(与李朝远合著)、《江西通史·先秦卷》、《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等，发表有关考
古学、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三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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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南方青铜器研究的若干思考
　南方青铜器及其特色
　南方青铜器与殷商文明
中 编
　撩开古代南方青铜王国的面纱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发掘记
　新干商代大墓的两个问题
　青铜王国的青铜艺术
　 ——江西新干出土青铜礼器的造型与装饰
　新干出土商代青铜礼器研究
　新干出土商代青铜兵器研究
　新干青铜器群研究中若干问题
下 编
　赣江流域出土商周铜铙和甬钟研究
　江西早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江西出土的青铜复合剑及其检测研究
　诡秘怪谲的商代神人兽面铜头像
　商代青铜面具及相关问题
　对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的若干认识
　岭南地区出土铜铙与甬钟简论
　浙江温州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兼论浙江地区出土铜铙年代
　流失海外的中国南方青铜铙
　 ——记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和天理大学文物资料馆所藏青铜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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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约4时许，当我们一行来到现场时，只见人山人海，将文物出土地点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好不容
易挤到里面，只见詹开逊等正蹲在坑里紧张操作，他们见到我们后犹如盼来了“救星”，欣喜非常。
这时，我一眼看去，只见沙坑里显露出多件青铜器，有圆腹鼎3件，三足提梁卣2件，方鼎1件，尚有铜
矛、铜戈各2件以及多件陶罐等，特别吸引人的是那件斜卧着的方鼎（图九），器腹上满饰兽面纹，
立耳上似卧一虎，我顺势把沙拨开，果然是立耳上卧着一只圆雕老虎，从方鼎的造型和兽面纹诸作风
看，这不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吗？
！
双耳上卧虎则在中原从未见过，眼前的一切，证明我来时路上的揣测完全大错特错，心想我们在江西
干考古快30年，从未见过这么多商代青铜器，我轻声问同来的江西考古界元老程应林同志：你亲手挖
过这么多青铜器吗？
！
程爽快答道：挖过！
我奇怪地追问：在哪里？
程微笑着道：“三门峡！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50年代参加第二期全国考古训练班在三门峡实习时遇到过，而在江西
不仅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甚至做梦都不曾想过！
　　当晚，由省文物局领导主持，在大洋洲乡政府召开了有县、乡领导和省博物馆、省考古所领导以
及全体考古队员参加的联席会。
会上，围绕下一步如何做好科学发掘展开热烈讨论，有的主张为了安全起见，同时考虑日夜守护开销
太大，最好今晚连夜将宝物全部挖出，以免夜长梦多；有的主张明日继续发掘，发现一批文物取出一
批，只要做好绘图、照相工作就可；但更多则认为，我们考古的目的非单纯为取宝而取宝，考古学的
终极目的是通过考古资料去探索人类过去的物质、社会和精神诸方面的文化内涵，从而阐明存在于发
展过程中的规律。
讨论持续到凌晨2点，最后作出4条决定：第一，这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应立即上报国家文物局，并
请求保护和发掘事宜；第二，在文物出土点周围，划定40米×60米的保护范围，然后用篱笆或其他方
法围护起来，在围护墙未建起来之前，指定25名公安干警和民兵日夜轮流值班守护，经费由省里解决
；第三，牛头城遗址发掘中止，考古队全部转移到大洋洲来，并做好科学发掘准备工作；第四，在围
护墙建好后，再统一组织发掘队，严格遵照考古操作规程精心地进行科学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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