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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

刘玉堂
!

张
!

硕

摘
!

要!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

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对编钟制度的研究$使得编

钟作为周代后期雅乐制度的核心$地位更加突显$而乐悬制度#礼乐制度的传承线索亦更

形清晰"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编钟铭文字数多达
!"##

字$是楚

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关键词!曾侯乙%编钟%文化价值

曾侯乙编钟出土
!$

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乐律学#冶金铸造#物理声学#科技史#考

古等领域的研究已达一定深度$为我们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编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本

文拟从乐律学#礼乐制度#冶铸技术#文字书法等几个方面阐述它的文化价值"

一#曾侯乙编钟与古代乐律学

中国古钟兼有礼乐器和实用器的双重功能$其起源说法尚多"如&山海经'海内经(

说!)炎帝之孙伯岐生鼓$是始为钟"*&世本(说钟是尧舜时一位名叫垂的人所创"&吕氏春

秋'仲夏纪(则有)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之说"原始意义上的钟应该是氏族群

体部落发出某种信息的工具$甚至可以追溯到没有音乐学上音阶关系和音阶概念的摇响

器"考古发现最早的钟类器则是陶铃"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响器$是
%&'(

年山西襄

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属龙山时期!

"大约在商代$具有一定音阶关系的铜钟已经产

生"殷墟出土的乐器中$已能见到用造型古朴的青铜钟"大司空村
!%)

墓出土乐器中已

有编铙$多为三枚或五枚一组"

"

两周时期$礼乐制度发达$钟文化也蔚为大观"钟与鼓并称众乐之首"&荀子'乐

论(!)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管#硁$似日月星辰"*曾侯乙编钟正是这种礼乐

文化集大成的产物"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它在音乐#律学#声学#冶铸#文字学等多方面的

价值已成为我们今天的重要遗产"例如!

%*

编钟的实际演奏和钟铭上)变宫*#)变徵*的音名$确证了先秦时代中国已有七声音

阶的存在"

)*

钟铭上相当于十二律律名的共有
)'

个不同名称+十二律形成于西周早期以前,$按

&管子(中的三分损益法生律$表明它并非战国末期由希腊传入"

!*

证实中国的十二个半音体系不由巴比伦传入"钟铭以徵#羽#宫#商四个阶名为核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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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这四声上方和下方的大三度音分别后缀)角*#)曾*字表示$从而构成十二半音"通过实测表明$编

钟已具有旋宫转调能力$旋宫能力在六宫以上"

+*

先秦时已有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八度组与音域+编钟音域
,)

-

-)

$频率
(+*'.)!)&*%

赫兹,$

相生+曾三度生律法,相应+一钟双音谐合共振,$音程以及阶名#变化音名与编钟旋宫转调相关的宫调概

念等等"钟铭还体现了音列#音阶#调式规律$多数前所未闻"汉代以后$宫廷雅乐曾有过)唯用一宫*的

情况$有人据此认为隋唐以后才从西域引进旋宫方法"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包括了楚#晋#申#齐#周等

各诸侯国的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关系"如有一钟铭为)姑洗之商曾$穆音之宫"穆音之在楚为穆钟$

其在周为剌音"*意即曾国的姑洗+

,

,均中的商曾+降
/0

,为穆音+

1

,均中的)

-2

*"曾国的穆音在楚叫)穆

钟律*$在周叫)剌音律*"这显然就是旋宫转调实践的反映"从实测来看$曾乐的
,

调
!

1

音偏高$

1

音

偏低$不能在所有的十二宫中取全七声$但它的旋宫能力仍在六宫以上$已超过了文献记载的水平"

编钟#钟架上有
!"##

字$内容涉及音域#音程#音列#音阶#绝对音高#宫调概念等几乎先秦音乐的所

有方面$仅缺乏与记谱法相关的拍子#节奏#速度等$不过从&礼记'投壶篇(所载的鲁鼓#薛鼓的谱子来

推测$记谱为司鼓的的巫师职掌$在曾国也并非不存在"

#*

确证先秦能利用合瓦形钟体解决一钟发出两个呈三度关系$且不会互相干扰的乐音问题"

(*

确认先秦有和声概念存在"&鬼谷子(曾从和声意义讨论)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其关系均为

大二度不和谐音程,$因为此书有伪书嫌疑$人们一直认为先秦没有和声概念"曾侯乙编钟每钟能奏出

两个呈三度关系的和谐音$其低音大钟只能演奏和声的基础声部$和声的出现比希腊早了
!$$

年$其实

践更比西洋早了近
)$$$

年!

"

附!编钟铭文释例三则

姑洗之羽$妥+蕤,宾之终$黄钟之羽角$无铎+射,之徵曾+增,"

意释!

,

调的
34

是
-

调的
526

$降
7

调的升
82

$升
9

调的降
:0

"

各国间律名对应铭文+下二
#

正面,

释文!姑洗之宫"姑洗之才+在,楚也为吕钟$其反为宣钟$宣钟之才+在,

晋也为六墉"大族+太簇,之商$黄钟之 $妥+蕤,宾之商曾+增,"

意释!

,

调的
82

在楚国叫吕钟律$它的高八度音称为宣钟律"宣钟在晋国称为六墉律"它是降
1

调的
;<

$降
7

调的
:0

$

-

调的降
50

"

释文!姑洗之徵$夫+大,族+簇,之羽$新钟之变商$迟+夷,则!!

意释!

,

调的
526

$是降
1

调的
64

$是升
9

调的降
;<

$

-

大调..

二#曾侯乙编钟与礼乐制度

在古代八音之中$钟属于金类$也就是所谓金声玉振的乐器"除了乐音的作用以外$它在演奏中还

具有和声$也就是击出节奏$与鼓一起对其他乐器给以指挥起止的作用"因而钟与鼓也成为古代乐器中

最具礼制效应的器物"编钟的礼制价值主要体现在!

%*

周代乐制的核心"以编钟制度为中心的乐制在西周后期形成$并延续到东周时代"编钟历史悠

久$)如果从
%&#+

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长
!

墓出土的#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
%$

世纪中叶的西周

昭王#穆王之世的三件一组的编甬钟算起$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已有
%$$

多批在全国多个省#市#自

治区相继出土"*

"

西周早期$三件成组的编钟尚无固定的音阶规律$没有第二基音的使用$两个基音间的间程也不统

一"这时期的编钟在礼器中尚为配角$当时的乐制也不以编钟为中心$

"到西周后期出现飞跃$八件成

'

)

'

!

"

$

本节内容参考王纪潮&曾侯乙墓的发现与研究(一文+载&鸿禧文物(第二辑$崇丰印刷企业有限公司
%&&"

年版"

王洪军!&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编制区域特征探讨($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曹玮#魏京武!&西周编钟的礼制意义($载&南方文物(

%&&+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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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编钟出现$并正式形成了编钟制度"八件成组的编钟$音阶规律上避免了高音$)是按羽#宫#角#徵#

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为顺序排列的四声音阶构成形式"八件成组钟的音域$已达三个八度加一

个三度的宽度"*

!这是编钟制度形成的基础"

)*

钟是商周时代雅乐的核心$同时$它也是贵族士大夫抒发心志的媒介$)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

则悲$喜而击之则乐*"造型奇伟#凝重厚实的编钟充分象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崇尚和追求的中正平

和#温柔敦厚的品格"除了单纯的娱乐价值以外$作为乐器的钟也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左传'昭公

二十一年(说!)夫音$乐之舆也%乐因音而行而+尔,"钟$音之器也"音由器以发"天子省风以作乐$省

风俗作乐以移之"*

!*

周代乐悬制度的印证"&周礼'春官'小胥(!)正乐县+悬,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

士特县"*郑玄注!)郑司农云!/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一面"特县$又去一面"四面

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县"轩县三面$其形曲$故&春秋传(曰/请曲县#繁缨以朝0$诸侯之礼也"

..0玄谓轩县去南面辟王也"*曾侯乙编钟呈曲尺形$而编磬占一面$这样分三面悬挂$合于&周礼(所记

诸侯的)轩悬*之制"

"

+*

曾侯乙编钟的礼制价值还体现在对传统礼乐制度的传承上"汉末大乱$铸钟技术失传$

&三国志'魏志(记柴玉铸钟$已到了)清浊多无法*的地步"经汉末以下近
#$$

年的大乱$唐代已经)太

常缺黄钟*$曲不成声$)铸不能成*"后李嗣真用共振的办法搜寻$在地底掘得一钟$)众乐遂和*$这才勉

强恢复$

"宋代金石之学起$学者始知)古乐钟皆扁如合瓦*#)钟圆则长$扁则声短*$仁宗时期$王朴所

作编钟)皆不圆而侧垂*$与古编钟合$而胡瑗改铸时却又)圆其形*$可见知钟乐者也只是个别)博古好

学*之人%

"但现存清代宫庭编钟$

%(

枚钟形制尺寸全同$厚薄悬殊$且钟体横截面为圆形$乐律与古钟

更是相去甚远"明清时期铜钟处为正圆形$常见的八峰波形口铜钟钟体高度与口径的比率在
%=$*"

左

右$形体修长#灵秀$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合瓦形钟受佛钟影响的结果&

"中国传统的铸钟技术由于时代

的变迁#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已经面目全非"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我们重新感受到在时隔
)$$$

多年之后一种文化传统的续接"合瓦形钟#七

声音阶#三分损益法等也成为令我们自豪的音乐名词"

三#曾侯乙编钟与青铜冶铸

由于青铜器的财富意义和身分象征$青铜铸制一向是由贵族控制的高技术"在此背景下$青铜器是

技术消费的唯一对象$体现礼制#时代精神和不计成本就成为青铜器制作的特点"但是$在礼制的束缚

下$礼器的制作虽能最先使用新技术却无法使之推广$这就会出现技术的异化$制作炫耀技术的器物因

会成为技术发展的新动力"青铜礼器的原初意义被各种镶嵌#错金等装饰工艺冲淡$这成为使青铜器的

装饰风格走向极端的因素之一"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

春秋战国之交是青铜技术发展的颠峰期$标志就是青铜冶铸的浑铸#分铸#熔模铸造+失蜡法,三种

技术完备并有新发展"曾侯乙编钟的铸造集先秦青铜冶铸技术之大成$并能运用青铜合金的比例控制

钟的音色"编钟的几何尺寸#形状#合金比例#钟枚分布等都是决定编钟音响#音质的因素"这些技术问

题已被曾国的工匠妥善解决了"研究发现$铸一件曾侯乙甬钟要用
%)

种模具
%!(

块铸范"编钟按&考

工记()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剂*的合金比例$严格把青铜的含锡量控制在
%+>

左右$并有

'

!

'

!

"

$

%

&

李纯一!&中原地区西周编钟的组合($载&文物天地(

%&&$

年第
#

期"

卿大夫判悬$又见于春秋中期前段的 钟$为单面单?悬$钮钟与镼钟各悬挂一肆+组,

&

件$共
%'

件%春秋晚期的王孙诰编钟$则

为单面双?+两层,悬$共
)(

件%文献中见于&庄子'山木(!)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为钟$为坛乎郭门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悬"*

轩悬$亦见于 钟+微伯 钟,$但是以曲尺形分两面三层+一堵八肆
(#

件,的复杂编组以求合于悬制$迄今仅曾侯乙墓一见"参看

王清雷!&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

)$$(

年%邵晓洁!&楚钟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学位论文$

)$$'

年%黄敬刚!&从曾侯乙编钟看古代曲悬与轩悬制度($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新唐书(卷九十一&李嗣真传($中华书局
%&&"

年"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三秦出版社
)$$!

年"

西洋铜钟钟体高度与口径的比率在
%=%

左右$形体浑圆#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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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加入少量的铅+平均含量为
%*'#>

,以增加声波传递的阻尼作用$改善音色#加快钟声衰减利于演奏

旋律"在金相分析中发现了等轴晶组织$这是采用了预热铸型#延时脱范技术的结果$是为了保证编钟

均匀退火$减少残余应力$以利于后期调音的音频稳定"这些复杂的技术$工匠可以凭经验公式来处理"

但是制作几十件合乎音律的双音编钟就需要系统的科学知识"合瓦形的钟体是奏出双音的基础"在敲

击钟的正鼓和侧鼓部位会产生两个不同的振动模式"敲正鼓音时$侧鼓音受到正鼓音产生的振动节线

的抑制$反之一样$人耳只能听到一个基音"程贞一指出$这种利用合瓦形钟体产生双音和衰减的声学

特性制作旋律编钟上是不容易实践的发明$需要先进的声学知识和铸钟技术$这已超出了先秦文献记载

的冶铸技术水平"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以技术为主而不是以科学为主"在曾侯乙编钟的铸制中却显

示出了科学的#系统的理性知识$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遗憾的只是这种系统的冶铸#声学#律学方面的

知识始终未能摆脱礼乐制度的束缚独立发展"这是湖北地区古代文明发展的局限$也是中国古代文明

发展的局限"

四#曾侯乙编钟的文字书法

编钟铭刻文字可分为钟体铭文#钟梁刻文#挂钟构件刻文三种$共
!"##

字$计合文
!"()

字"它们总

体上与出土和传世的楚国文字近似$可归入楚系文字"

钟体铭文为铸铭$共计
)')'

字$计合文
)'!+

字$绝大多数加以错金$仅一件
"

钟+下
*)*(

,#六件钮

钟+上
%*%

至上
%*(

,和两件甬钟+下
*%*%

#下
*%*)

,没有错金"钟体各部位的铭文$除正鼓部系由右至左

横书以外+中
*%*+

#中
*%*#

#中
*)*!

#中
*!*(

正面正鼓部为右行,$其余各部位均自上而下直书$自右而左

成行+中
*)*)

背面左鼓和中
*!*)

背面右鼓右行,"中层钟的背面和下层甬钟正面的铭文可以连续+中
*

%*%

#中
*%*)

因铭文太简略$成为例外,$连读顺序为!钲部
#

正鼓%右鼓
#

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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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属于东周古文"从文字

发展的角度来看$曾侯乙编钟铭刻文字的书写处于六国古文发生的时期$同时又正处在中国文字史上最

重大变革---隶变的前夜"由于篇幅长$字数多$文字构形多变"从书体来看$作为转捩期的文字$钟铭

一方面继承了两周传统金文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时代的#地域的或国别的特征$它对于研究楚系

金文#楚系简帛文字#东土齐#燕#晋等各国文字乃至文字隶变的发生均有着不容低估的参考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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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墓铜器铭文

最为接近"金文书风在经历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成熟和发展之后$已趋于烂熟$行笔向纵长发展$编钟

铭文字体纤细隽美$篇章行气如一$不失规整$正是春战瘦金体之典型%同时$部分铭文用字+尤其是中层

和上层铭文,深受楚文字的影响$增繁#省减#换形#换声及假借字的使用十分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说$曾

侯乙编钟铭文也是曾楚地域文字的代表"

曾侯乙编钟的文字广义上属于楚系文字$大部分文字同于或近于楚系战国古文的写法"尽管由于

乐器文字的特殊性$个别文字或固守早期金文的写法$或因书写载体之特殊$加以美术化%加上时代#地

域#书手个人风格的影响$编钟文字有一些不同于楚文字的写法$如)

#

*字$钟铭用为)嗣*$磬铭同$而曾

姬无癅壶有)嗣*字$字作 $不从)子*%又如)坪*字$而钟铭作 $与曾侯乙墓竹简写法+ ,近似$而与

楚文字大多增繁作 相异$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不代表钟铭的整体状况$更多是编钟文字与楚文字写

法相同或相近$可参互比对之例!

"

此外$编钟铭文使用通假字及所用文字互为异体的情形也较多"

从书法的角度看$曾侯乙编钟铭文无疑是楚系金文书法的典型$如!偏旁部首的异化$笔划的增#减#

换形$这是楚文字以及六国文字的共同特征"写刻制作的草化+主要是刻铭,$则表明刻铭的制作深受同

期简帛书体的影响"这其中已经蕴含着早期隶变的种种迹像"至于书体向纵长伸展#书风趋于唯美$更

'

+

'

!

本节文字部分参考了萧圣中&曾侯乙编钟的文字与书法艺术(一文$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作品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

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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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于铸铭$这是南方花体杂篆的基本特征$也是楚人龙凤二元文化及自由浪漫的独特审美情趣在书法

领域的折射"同时$其文字清新秀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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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看$曾侯乙钮钟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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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钮钟而金错铭文$这在历代发现的钮钟中较为少见"钮钟铭文笔道丰满$书法有古朴之美$同时$笔划较

为简化"

甬钟铭文是曾侯乙编钟书法特征最为典型的代表$其字数甚多$以楚国及南方地区流行的花体杂篆

书写$书体纵长纤秀$字形隽美$运笔细匀流畅$书风唯美是尚$装饰意味浓厚$但布局又和谐规整$显露

出相对的规范化"

下层二组之
(

$也就是楚惠王所赠之
"

钟$其铭文与下层
%)

件甬钟相比$虽用字上并无差别$但书

体略显方正$这也反映出曾#楚文字的细微差别"

"

钟是由楚王所赠送的$其文字书法是典型的楚式风

格"

"

钟书风与甬钟铭文的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线条较为整齐$体势上不同于甬钟文字$略显方正$灵

动而不夸张$工整程度不及者尸钟$而与禮儿钟相当"

钟梁刻文共
%''

字$在中下层横梁上各个挂钟的部位$随钟口的朝向直书一行四五字不等"每个字

都是在黑漆衬地上以朱漆填饰$字体不甚规整$刻工拙朴$与曾侯乙墓衣箱等木器刻文相近$但笔端更见

锋芒"从其文字的笔势来看$弧度明显$显然是先用毛笔书写$再加以刻画"其书法颇与后世的魏晋名

家神似$由于先秦木器刻文不多$故这批文字亦十分珍贵"

五#结
!

语

曾侯乙编钟的发现是中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也是
)$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套已采用
"

声音阶的
(+

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
"

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

铜#木结构的钟架上$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具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如现今通行的
,

大

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
"

声的乐曲"钟及钟架#挂钩上共有
!"##

字的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以

及记录诸如音名#阶名#八度组#各国律名对应关系等方面的乐律理论"

在周代礼乐制度中$乐制中的悬制+钟磬布局,和礼制中的鼎制+用鼎数,一样$都是身份等级最基本

的标志"曾侯乙编钟出土时除一枚最重的甬钟在地上$其馀均完整地挂于钟架$这一场面$对于我们结

合文献客观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礼乐制度状况以及)礼崩乐坏*的状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曾侯乙墓所反映的冶金铸造技术是公元前五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我

国先秦时期范铸技术的水平"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并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和圆雕#浮

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

编钟铭文反映了公元前
#

世纪我国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其文字

多达
!"##

字$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钟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对今天

的书法界仍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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