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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钟铭书法艺术及其与音乐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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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曾侯乙墓编钟及编磬等乐器铭文共计 3755字 ,其内容无疑是十分珍贵的;而其

书法艺术也独具特色 ,很有探讨的必要。本文尝试从铭文的解析入手 ,探究其书法艺术及其与

音乐艺术的源流和共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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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铭文与现在通称的战国古文字从形体构造上最为接近 。从书体来看 ,曾侯乙编钟铭一

方面继承了两周传统金文的特征 ,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时代的 、地域的或国别的特征 ,对于研究春秋战国

金文 、楚系文字 、东土六国文字乃至文字隶变的发生均有着不容低估的参考价值 。而从书风来看 ,它表

现出浓厚的文字特色 ,与同属楚系的蔡侯盘等蔡器及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 1号墓铜器铭文最为接近。

文字清新秀丽 ,篆引修长 ,线条流畅 ,笔道圆润 ,柔韧俊力 ,是研究东周乃至先秦书法史不可多得的材料。

不仅如此 ,曾侯乙钟铭书法艺术与音乐艺术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同样是耐人寻味的 。

一 、曾侯乙编钟钮钟与甬钟书法之异同

曾侯乙编钟包括钮钟和甬钟 ,二者都有铭文。关于钮钟与甬钟出现的先后 ,学术界尚无定论 ,但从

随州境内的考古资料看 ,似先有钮钟而后有甬钟。随州境内出土的西周至春秋墓葬中 ,钮钟占了绝对优

势。一般而言 ,这些钮钟为合瓦式扁形钮钟 ,不见花纹和铭文 。在时代为战国的曾侯乙编钟上层 ,共设

置有三组钮钟 ,一组为 7件 ,其余二组均为 6件 ,共 19件。曾侯乙钮钟素面无凸突的纹饰 ,钟体外部光

滑 ,表面都经过错磨 ,光泽润显 ,大小依次排列 ,均可以敲击发音 ,且都铸有铭文 。

铭文一般用于记载史事或物勒工铭 。《墨子 尚贤》说:“古者圣王……书于竹帛 ,镂于金石 ,琢于盘

盂 ,传遗后世子孙。”钮钟上的金文无疑是考察曾侯乙编钟的铸造年代以及钮钟与甬钟年代关系的重要

依据 。从铭文的书法布局 ,已能寻找到一些其早晚更替关系的线索 。《礼记 祭统》:“夫鼎有铭 ,铭者 ,

自名也 ,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于天下 ,而酌之祭器 ,自成其铭焉 ,以祀其祖者也。”曾侯乙钮钟铭文 ,作为书

法上品 ,千秋相传 ,是研究书法艺术可靠的实物资料。细观其字体笔道 ,落笔与起笔间并无光细之痕 ,铭

文大多为错金文字。“上层第 1组六件钟及第 2组 1 、2号钟 、3组 1 、2号钟共十钟 ,仅一面有铭 ,铸于正

面鼓部和侧鼓部 ,其中上 1 1 、上 1 4 、上 1 6 、上 2 2 、上 3 1皆三字 ,上 1 2 、上 1 

3 、上 1 5 、上 2 1 、上 3 2皆四字。其余九件钟皆两面铸铭 ,一面款式同前 ,其中上 2 3 、上 

2 5 、上 2 6 、上 3 3 、上 3 4 、上 3 6 、上 3 7皆五字 ,上 2 4 、上 3 5皆四字;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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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书法艺术的新格局 ,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秦永龙 、萧圣中先生在《中国曾侯乙编钟》(中册 艺术篇)关

于“曾侯乙编钟的文字与书法艺术”专论中 ,认为曾侯乙编钟的文字“字体纤细隽美 ,篇章行气如一 ,不失

规整 ,正是春战瘦金体之典型” 、有“增繁 、省减 、换形 、换声及假借字的使用十分普遍” 。从曾侯乙编钟铭

文书法艺术而言 ,综论为“花体字” 、“其笔画粗细匀一 ,且屈曲于摆动 ,结字上紧下松 ,流畅婉转 ,字形更

加图案化 ,他作为一种装饰性字体已比较成熟 。”笔者十分赞同他们的看法 ,曾侯乙编钟铭文书法艺术的

确布局适当 ,笔法十分讲究 ,巧妙地运用了直笔和曲笔书美学奇效 ,变幻无穷 ,字体尽显曲中有刚 ,直中

兼柔 、虚实收放相间的艺术风格。字若其人 ,南方有楚王喜“细腰”的美传 ,曾侯乙编钟铭文形成的艺术

特点 ,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兼容了南方文化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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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 ord count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musical inst rument such as Zenghou Yi’ s

Co llected Bells and Stones sum up to 3755. the content is of g reat impo rtance undoubtedly , and the

callig raphy technique hav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o be wo rthy of re searching. the essay t ry to talk

over the inscription callig raphy technique , as w ell as it s headst ream and the relat ion be tw een

inscription and music 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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