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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山西青铜乐器

浅析先秦时期晋艺术的特征
文 \ 李霞

一、晋文化初探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丰

厚的文化资源。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山西成为众多考古

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山西的发展史上，先秦时期无疑成

为最辉煌的阶段，也是出土文物较为丰硕的阶段。也正是

在这一阶段，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在山西考古学方面，晋系青铜器以成果多、数量多尤

为引人注目，以编钟为主体的青铜乐器更是受到人们的关

注。青铜乐器将表演艺术与造型艺术集于一身，以青铜乐

器为视角，既可以考察当时乐舞的发展状况，同时作为一

种精美的造型艺术，也可以得知当时造型艺术的发展。从

青铜乐器的研究入手，对于探讨先秦时期晋艺术的特点是

一个有利的观察点，可以了解当时晋艺术的发展状况。

从当时晋国的地域来看，晋国位于山西浍河中上游，

其势力范围在今天的翼城、曲沃和绛县之间。它的东部与

华北大平原相连，西部与北部都是高原，被黄土覆盖，独

特的气候使得这里四季分明。正是在这片独特的土地上，

产生了其特有的晋文化。也正是这样的气候环境，使得晋

国的农业和畜牧业迅猛发展，晋国由西周初期的一个偏

侯，逐渐发展壮大到春秋时期的中原霸主。也正是因此，

山西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晋文化就是在这块

土地上孕育并不断发展起来的。

晋文化，从广义上讲，泛指先秦时期山西的文化，特

别是古晋人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最初，“晋文化”的提法是从考古学文化方面而得来

的，主要指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到三家分晋这段特定的历

史时期之内，其中包括：远古时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

时代、夏朝、商朝、周朝、春秋战国时期，历经多个历史

阶段与朝代。然而，这段漫长时期在山西地域内所有的文

化，被统称为“晋文化”；而狭义的晋文化指从晋国始封

（叔虞封唐）到三家分晋这一阶段的古代山西文化，尤其是

关于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的文化。通常，这一文化主要通

过文物、遗址等表现出来。

以下则是笔者对主要青铜乐器的简单介绍，篇幅所限

固不能对所有乐器进行一一罗列。

摘  要：在考古研究方面，山西近年来取得可喜的成绩，本文从出土的山西青铜器（特别是青

铜乐器）为主，对考古历史中最辉煌的先秦时期的晋艺术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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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的山西先秦时期青铜乐器

1、陶寺M3296:1铜铃

新时期时代，可以说是

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铜铃之

一。它出土于山西省襄汾陶

寺遗址，首次发现于1958年

的文物大普查中。铜铃以及

一同挖掘出的25件乐器，代

表了中原龙山时期的音乐文

化，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远古

礼乐制度在初期的特点。图中的铜铃素面，没有任何纹

饰，铜铃的顶端有一个圆形小孔，是一件含铜量高达97.

86%的红铜铸件，还有些许的铅和锌。它通过复合范铸造

而成的，合瓦状的外形为后世的铙、钟之类的乐器的形制

开辟了先河，1虽然体积不大，但是自身价值特别重大。

现在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片来源于《中国

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第300页）

2、晋侯苏钟

西周时期的乐

器，在山西省曲沃

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

号墓出土。此墓葬

属于曲沃县曲村乡

天马－北赵晋侯墓

葬群。此套编钟共

有1 6 件，图中的两

件由山西省博物院收藏，其余的14件被盗走而流失境外，

上海博物馆追回，现于上海博物馆收藏。全套编钟分为两

组，每组8 件，每一组的前两件纹饰不同于之后的六件，

甚至有一组的前两件钟仅有旋而没有幹。在这16个编钟

上，刻有铭文，长达335个字，晋侯苏率军参与由晋厉王

亲自指挥的征讨东夷的战争，战功累累，多次得到王君的

赏赐，为表纪念特作此钟。在钟体上，在篆部有变形的兽

体纹饰，鼓部刻有云雷纹饰，鼓部的右方为鸟的纹饰。

（图片拍摄于山西省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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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闻喜上郭210号墓钮钟

西周晚期的打击乐器之一，出土于闻喜县上郭村遗址

第210号墓葬中，属于西周时期的墓葬群，共出土编钟16

件，编磬10件。图中这组编钟共有9件，比起晋侯时期的

一组4件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组8件相比，无论从音域还是规

模都有所壮大，可见当时音乐发展的迅速。这组编钟为合

瓦形，鼓部和篆部有龙型的纹饰。在形体纹饰方面相同，

大小相次成列。钮钟有环形钮，体呈合瓦形，弧形于。无

篆和鼓均饰夔龙纹，其他为素面。现在收藏于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图片来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第63页）

4 、平陆尧店夔龙钮钟

战国时期

的打击乐器，

全套共9件。其

形 制 纹 饰 相

同，大小依次

成列，为实用

器 。 钮 饰 绳

纹，鼓部有圆

形夔龙纹，36个钟枚为乳丁状。钟皆有唇，唇上每边各有

3道锉磨整齐的音槽，在铣部于口处各有1道音槽，共计8

道，但深浅不一。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图片来自《中国

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第69页）

5、编镈

此 套 编

镈为春秋时

期所铸，最

大的1 号钟

（M251:200）

的“音脊”长

约7厘米1988

年出土于山

西省太原市

金胜村晋国

正卿赵氏墓

中。编号为M251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造型优美、制作

精致的青铜器，堪称中国青铜艺术瑰宝。2在锻造墓葬共

19件，其中夔龙夔凤纹的编镈有5件，高度从46.5厘米至

33厘米高低不等，但是纹饰相同。其余的14件为散虺纹编

镈，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

所的乔建中先生曾对此进行过测音，测定出每个镈都有两

个音节，并且彼此相差三度。此套镈的规模之大，已由西

周晚期春秋早期一套8～9件钟镈，演奏18个音节，扩展为

一套19件钟镈，演奏38个音节。音律已由原先的3个半八

度，发展到6 个半八度。令人惊讶的是，此套编镈居然能

够单独演奏出部分山西民歌，打破了“编镈不能单独演奏”

的说法。（图片拍摄于山西省博物院）

三、出土的山西青铜乐器体现出的先秦晋艺术特征

1 、礼的世俗化解释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项阳教授与山西大学艺术

研究所高兴教授共同对山西先秦时期出土的几组音律相对

较全的编钟进行了定量以及定性分析，本文选其中一组结

果，如下：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这样认为：这一时期出土的编钟在

调式上多以商、徵两个音为主，因为其独特的造型——合

瓦状，所以编钟多为一钟双音，正鼓音与侧鼓音之间多相

差小三度，而且几乎所有的编钟的侧鼓音都能奏出清角、

变宫两个音。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编钟均未出现角

音，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我们对现有山西民

歌的分析，惊喜的发现过去一些历史久远的民歌以及现在

的一些民歌5有七声缺角的现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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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作为王室王权的一种象征，是礼的最好的体

现。按照王室对雅乐的正规要求，必须具有宫、商、角、

徵、羽这五个正声（周朝除外）。可是，山西出土的编钟却

能够打破这一传统，出现没有角音的乐器。这与当时地方

民族歌调相对应，成为地方歌调的一种体现。原本作为礼

器的青铜编钟却用民间歌调来表示，体现了民本主义的思

想，也看到了礼器向世俗转化的过程。

我们通过上文可以得知，晋国的统治阶级由“以德配

天”的统治思想逐渐转变为“保民、爱民”的思想，这一转

变影响了方方面面的改变。在音乐思想上，于春秋时期得

到彻底的升华，表现在晋国大夫郤缺的“九功”礼乐观。

《左传·文公七年》对此有这样的记载：“⋯⋯《夏书》曰‘戒

之用休，懂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

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

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郤缺虽然仍旧把礼乐放在重

要的位置，但是把视角也放在了劳苦大众的身上，在当时

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意识上的进步。让我们感受到音乐在向

民众倾向。以上我们看到了编钟在音律方面体现出礼对世

俗化的解释，与之同时期的青铜乐器在纹饰上虽然没有出

现世俗的因素，但是我们通过同时期的器物上的纹饰，可

以逐渐回味礼的世俗化。如：水陆攻占图纹鉴和狩猎图纹

壶，可以看到世俗的一些场景，世俗的生活通过艺术品逐

渐上升成为艺术的主题。青铜器不再是王室神圣不可侵犯

的礼的象征，它将逐渐以新的面貌走近人民的生活，进入

一个新的境界，与此同时，为后世的审美产生极大的影

响。

2 、晋为主体的多元艺术风格

晋国建立初期，当时只是一个百里小国，但是独特的

地理位置出现了“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

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6的局面。然而这种局

面虽然在随着晋国国力的不断壮大而逐渐的有所改变，但

是消除戎、狄部落的干扰也仅仅是对于晋国的周边少数民

族而言，对于距离晋国都城较远的地方，如：晋东南、晋

北、晋西南等地区，仍旧常年受到戎、狄部落的侵扰，这

种局面一直到春秋初期而渐渐好转。

正是在这复杂的、长期的环境中，晋人在保持、发扬

传统的中原文化的同时，难免受到周边戎、狄等少数民族

文化的影响。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状况注定晋艺术是北方

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从而晋国的

青铜器必然能够体现一些草原文化的色彩。“通体素面，

无纹饰作为实用器的特征，正好体现了北方青铜文化的风

格，是晋式青铜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青铜文化结合的产

物。体现了此时文化交流的活跃与创新。”7开放的晋人在

保持原有风格的同时，取长补短，将戎、狄部落中保留的

一些优秀的、较为先进的东西得以借鉴吸收，在青铜乐器

铸造等诸多方面均有所应用，如：曹家垣出土的商钲，从

其外形，以及浑身可以摇动作响的链环等特点不难看出草

原文化的应用；长治分水岭270号墓甬钟，钲部篆带与舞

顶都是蟠虺纹饰，鼓部为素面。成为研究赤狄文化和民族

融合的有力佐证资料；长治分水岭25号墓钮钟，篆带为蟠

螭纹，舞部没有任何纹饰，素面，也看到了草原文化的影

子；太原金胜村88号墓钮钟，在其鼓部正中有夔龙纹，其

他部位均为素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平陆尧店钮钟，全套编

钟均为素面，将草原文化与晋青铜文化的结合表现到极

致。由铜铙逐渐演变而成的甬钟，经湖北东南部的扬越之

地直接传入北方，除此之外，还经过楚地传入中原，晋人

在保持湖南各地的土著居民以及越人创造的风格的基础

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

到了春秋时期以后，晋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以

及晋国对先前夏、商、周时期文化的继承发展，我们不得

不说中原艺术与草原艺术以及其他诸多文化的艺术共同铸

就了晋艺术的辉煌。

3 、自然崇拜的艺术观

通过上文对先秦时期青铜乐器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

这一时期的青铜乐器主要以编钟为主。无论在数量上，还

是在造型、纹饰等诸多方面，晋系编钟将晋艺术的水平推

向顶峰。它们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

时青铜乐器发展的特点。为了进一步探索青铜乐器的特

点，在此从青铜乐器的纹饰进行研究。因为青铜纹饰具有

十分重要和独特的功能，正如张光直等人指出的：政治、

宗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在

中国，这种结合就集中体现在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纹饰

上。8以下表格则是笔者对先秦不同时期部分编钟纹饰的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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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图对各个时期编钟纹饰的汇总，我们不难看

到，鸟纹、兽面纹、夔龙纹、夔凤纹以及蟠螭纹是钟体上

主要的纹饰。艺术来源于生活，山西先秦时期青铜乐器上

的众多纹饰都是以动物为标本，在此基础上发展刻画的。

尽管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龙，但是古晋人将象、猴、鸟、

虎等诸多动物的特点集于一身，幻想出龙的形象，后人把

凡是以兽为主体的复合型象征物称之为“龙”。早在上个世

纪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年会上就对夏族的起源进行了探

讨，通过对山西晋南地区陶寺遗址的发掘研究，最终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夏族起源于晋南，当时的图腾是龙，但是

将现实存在的蛇、鸟、羊等融在一起，是一种复合图腾。

所以，从出土的青铜乐器中的纹饰看，有大量的龙的纹饰

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在中国的巴蜀地区，我们却可

以看到当时青铜器的纹饰上有人的形象以及各种青铜人

像。如：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代蜀人铸造的青铜人头像，

数量居然多达50多具，每具头像在大小、造型上都有不同

的变化，可能是代表着神的世界中不同地位、等级。铜人

头颈部前后做成三角形的插榫，表示那是以青铜与其他材

质结合为一体制造的神人造像群。其中有三件奇异的人面

具，他们形体巨大，双眼夸张的突出，两耳如同扇子般张

开，9正是这些奇异之处，成为古代蜀人之神的特征。这

与位于中原地区的山西在同一时期中绝少人的形象是完全

不同的。青铜乐器上的这些纹饰是对当时自然的一种反

映，一些在人们生活、生产过程中备受关注、熟悉的动物

成为他们所表现的对象。但是，有一些同时也是他们图腾

的对象，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日本学者林巳奈夫

认为：青铜器上的不同动物纹应是以之为崇拜的不同部族

的象征。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山西出土的

先秦时期青铜乐器的纹饰来看，当时晋人坚持对动物崇

拜，而且始终居于对自然崇拜的程度，并不是象中国的巴

蜀等地区多崇拜神、鬼、人。

4 、艺术科技之领先性

通过诸多先秦青铜乐器，我们看到晋艺术在很多方面

领先于其他地区。

在新石器时代，陶寺墓葬出土了一件铃，此铃为红铜

质地，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出土的铃均为陶制。

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铃，是用细泥红陶捏制而

成，圆台形的铃体；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墓葬出土的铃，是

用泥质黑陶捏制而成的；甘肃皋兰麋地岘马厂出土的也是

一件陶铃，细泥彩陶，外形与其他与众不同的是它具有环

形的钮。众多同时期乐器相比较，显而易见的是在质地上

出现了不同，山西陶寺出土的铜铃首次将铜作为原材料，

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陶。这样不仅结实耐用，更重要的是改

变了该乐器的音质，可见当时生产力状况较之其他地区更

好一些，以致于在艺术发展上也遥遥领先。更重要的是，

此铜铃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合范铸造法来铸造铜

器，而且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可见，铸造技术的领

先。

于1992年8月31日发掘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村的天马·

曲村遗址的晋侯苏钟，长达355个字的长篇铭文为研究西

周时期历史提供充足的证据。通过对晋侯苏钟的测音研

究，发现此套编钟的调音锉磨的手法经历了由简单到成熟

的过程。与湖北曾侯乙编钟相比，后者体现出这样的规

律：两铣角内不似腔外有棱，成为光滑的凹槽；正鼓音也

有凹槽，但与铣角处相比要浅一些；侧鼓部大约从枚纂底

缘鼓起，由上而下逐渐宽厚，直至钟口的圆凸带，以已经

不见坯状时的凸面，被磨成与钟腔适合的反凹状。曾侯乙

编钟体现出来的已经完全规范化了的调音工艺，可从晋侯

苏钟的部分编钟上找到其滥觞。10可见，晋在调音技术方

面的领先。

春秋时期，鎛在中原地区得到长足的发展，宏大的形

制以及卓越的音乐性能成为这一时期的发展目标。事实

上，晋人也真正达到了这样的目标。在强调王室威严，追

求豪华风格，注重礼器功用的同时，对音乐音响性能的追

求成为重中之重。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地出土的一组编

鎛成为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从规模上，数来那个多达19

件，通过测音得知其音域跨度为四个半八度，而且由38个

高低不同的音构成。在这音域中重复了七声音阶，最低音

为小字组的g，最高音为小字五组的c。更为骄傲的是，此

套编鎛能够演奏一些山西民歌，彻底冲破了传统的“编鎛

不能演奏旋律”的说法。这个中国艺术的瑰宝，体现出在

音律等方面的领先。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晋文化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过

去，要不断有着新的目标与要求。需要理解晋文化的真正

内涵，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创新与发展，为之不

断增添新的内容。要善于总结晋文化的发展规律，以不断

促进晋文化在当今的传承与继续发展。作为一名年轻的研

究者，要加大对晋文化钻研的力度，扩大对晋文化研究的

范围，真正做到从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晋文化，正如黄

翔鹏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

学与民俗学、乐律学等多种音乐学的边缘学科溶于一体，

从而进行系统化的综合研究。最终为研究晋文化、建设文

化强省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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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在音乐院系管理应用探索
文 \ 王江铭蔚

摘  要：把质量管理原则应用于音乐院系的各类管理之中，提高了音乐院系管理的科学性、有

效性和稳定性，进而达到并实现了音乐院系管理与国际管理标准的接轨；使音乐院系的管理和教学

工作思路更清晰，目标更明确；增强了教育服务意识；凸显了质量管理原则；提高了音乐院系的知

名度。

关键词：ISO  管理模式  服务意识  音乐院系

引言

如何为快速而多元发展的高等音乐教育提供一种普

遍、实用、高效的质量管理模式，以确保扩招后，学生能

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并为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音乐

人才，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实施的结果

（一）实现了音乐院系的管理与国际管理标准的接轨

通过ISO9000族质量管理标准认证，使音乐院系的领

导在管理观念、意识和方法上实现了与国际管理标准的对

接，奠定了音乐院系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管理基础，从

而取得了国际互认的“通行证”，即为日益频繁的国际合作

交往（如外教聘任、互派留学生等）减少了壁垒。

（二）体现了优秀的“战略”远见，管理思路清晰、目标

明确

ISO9000族质量管理标准强调“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学校的顾客是学生及其家长，学校就要为学生及其家长提

供优质的教育教学服务。

ISO9000族质量管理标准的推行，使音乐院系更加全

面、深刻地理解了党和国家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进而

制订了“全面发展，学有所长，持续提高”的教育教学质量

方针；倡导教师与学生在工作和音乐学习中一起进步、一

起提高、一起成长。因为，音乐院系的质量方针不仅有针

对学生的内容，而且也关注教师的发展。要求教师除了精

通本学科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本学科的教学技能外，还

着力“促进教师的思想修养、人格境界、业务能力等全面

提高、和谐发展，使他们能够成为本学科本专业的学者

型、研究型教师”。［1］此外，依据质量方针，音乐院系还

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科研、后勤等方面的可量化的

质量考核目标，从而使各项工作都能看得见、摸得着，工

作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体现创新精神，增强了教育服务意识

通过ISO9000族质量管理标准认证，音乐院系能及时

更新了教育观念，调整了教育教学内容、教育方式、课程

整合、考核方式、服务对象和工作范围、工作权责等。因

为，音乐院系的实质是——提供教育教学服务，并通过实

施教学过程和良好教学方法让学生获得德智体美诸方面知

识与技能的教育和服务的组织。具体来说，服务意识的增

强表现在：

1．决策时能更多地关注教师和学生的发展　这让音

乐院系处处浸润着平等、民主、宽容、理解和激励的氛

围，能更加积极主动地接受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

督，溶入并采用各种合理化的建议，凝聚各方的力量和智

慧，真正体现“合作办学”。例如：定期召开专业设置听证

会、毕业生满意度追踪调查、课程设置满意度调查、教师

对系领导满意度调查等。

我们知道，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即服务”，教育应当服

务于人的终身发展和全面发展，培养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2］音乐院系应当满足学生多元的、高质量的音乐

文化教育需求，具体体现在课程标准、人才培养方案、教

材选择以及教案编写、讲授、辅导、测评、批改作业、艺

术观摩和指导艺术实践等一系列的循环工作作为典型内容

的各项教学活动当中，以确保能向社会输出高质量的“终

端产品”。

2．教师由传统的“师道尊严”变为关注学生的切身感

受　在这里，领导和教师真正为学生的终身音乐艺术教育

发展着想，教师学会了倾听，学会了放下“师道尊严”与学

4.参见高兴、彭珊珊《山西地区出土编钟的乐学分析》

5.出自《山西民歌集成》

6.《国语·晋语二》

7.李继红：《沁水县出土的春秋战国铜器》载于《山西

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月版292页

8.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

版社第1页

9 . 蒲松年：《中国艺术史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11月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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