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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100，件件精彩！ 

086西周 玉组佩 

开篇  

唐代诗人贺知章有一首诗叫《回乡偶书》，诗是

这么写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央视的节目，

就叫《客从何处来》。在节目里头，我回到山东

老家去寻根。“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重

要的。所以才有了家谱、族谱。“我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对个人来讲很重要，对一个国家、民

族来讲就更重要。 

 

贺知章画像 

山西简称的由来  

我们都知道，山西简称为“晋”。那这个称谓来

源何处呢？史籍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安

抚殷商遗民就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了殷商的

旧都。为防武庚叛乱，周武王设了邶、鄘、卫三

个封国，派他的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

处监视武庚。 

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继位，叔父周公旦摄政。

后来管、蔡二叔和武庚联合造反，造成“三监之

乱”，唐国也是三监之乱的参与者。周公东征，

平定叛乱，灭了唐国。后来周成王把唐地封给了

弟弟叔虞。因为封地在唐，所以叔虞又被称作“唐

叔虞”。后来唐叔虞的儿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

是晋国的来历，也是现在山西简称“晋”的根源。

姬燮就是第一代晋侯。 

 

姬燮石画像 

玉组佩墓葬迷雾重重  

我们之前讲晋侯苏钟时说过，晋侯苏钟出自山西

临汾曲村—天马遗址内的北赵晋侯墓地。晋侯墓

地是上世纪九十年由于盗墓被发现的，现在已经

挖掘了从第一代晋侯姬燮到第九代晋文侯姬仇的9

组19座墓葬。这些墓差不多有一半被盗，还有一

半幸免于难。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国宝——晋侯

夫人的玉组佩也出自晋侯墓地，而且很幸运的是，

这座墓没有被盗过。 

这座墓是1993年下半年被挖掘的，当时被定为63

号墓，和它一起被挖掘的还有它旁边的62号墓和64

号墓。随着挖掘工作的结束，有些谜团被解开了，

比如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古人

员确定64号墓为第八代晋侯晋穆侯的墓，62号墓

为晋穆侯夫人齐姜的墓。然而出土玉组佩的63号

墓却依然迷雾重重。 

 

晋侯墓地平面图 

  

第一重迷雾，是墓葬形制。根据专家考证，晋侯

墓地19座墓葬中，除62号、63号和64号墓是一夫

两妻合葬墓以外，其他都是一夫一妻合葬墓。晋

穆侯墓为“甲”字型墓，出土五鼎四簋；晋侯夫

人齐姜墓也是“甲”字型，出土三鼎四簋；63号

墓身份最低，陪葬三鼎二簋，这基本符合礼制。

但奇怪的是，63号墓却是“中”字型墓，全长有35

米，规格显然要比另外两座墓高。一个次夫人的

墓葬规格高于晋侯本人，这怎么解释呢？ 

第二重迷雾，是墓主人的身份。63号墓的墓主人

是晋穆侯的次夫人，这点考古人员已经可以确定。

但是对于次夫人如何理解，却有不同的看法。一

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就是小妾，因为受到晋穆侯

的宠爱，才能合葬在一起；另外一种说法认为，

次夫人并不是小妾，因为按照西周丧葬制度来说，

只有明媒正娶的妻子，死后才能合葬在一起。所

以次夫人应该指的是第二任夫人，也就是齐姜去

世后，晋穆侯的第二任夫人。 

那么，次夫人姓甚名谁，有何来历呢？在63号墓

中发现了两件铸有“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9字铭

文的铜壶，这壶被叫做“杨姞壶”。但关于杨姞

壶和次夫人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看法。 

 

名称：西周杨姞壶 

数据：高35.8厘米，口径12.4厘米。 

简介：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墓主为晋穆侯的次夫人。共2件。器形、纹饰和铭

文均相同。圆壶，侈口，长颈，鼓腹，圈足，盖

子有喇叭形捉手，壶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耳。盖

沿和圈足饰兽目交连纹，颈部饰波曲纹，其下为

兽目交连纹、鳞纹与瓦楞纹相间排列的装饰。 

  

一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就叫杨姞，是杨国的姞姓

女子嫁给了晋穆侯，所以叫杨姞。这和史书上记

载的晋穆侯的第一任夫人齐姜是一个道理——是

齐国的姜姓女子嫁给了晋穆侯，称之为齐姜。但

是在各种史料中，并没有姞姓杨国的记载；另一

种说法认为，杨姞壶，是“姞”姓的女子嫁到了

杨国做的，所以称为杨姞，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最后流传到了晋国，被埋葬在了晋穆侯次夫人的

墓中。由于同墓中没有出土别的关于杨姞身份的

线索，史书也没有相关记载来相互佐证，单凭“杨

姞”二字，很难给墓主人的身份下定论。 

第三重迷雾，是超规格的随葬品。为什么说超规

格呢？在晋穆侯、穆侯夫人和穆侯次夫人这三座

墓葬中，次夫人的墓看似地位最低，但是晋侯夫

人的墓葬出土随葬品总计750余件，而次夫人的墓

出土的随葬品多达4280余件，其中光玉器就达800

多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位次夫人，

怎会享受到如此高的待遇？ 

有一种推测是，晋穆侯次夫人去世时，正好是晋

穆侯的儿子晋文侯仇当政。晋文侯是晋国历史上

一位杰出的君主，辅佐周平王东迁，史称“文侯

勤王”。文侯在位期间是晋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在诸侯国中地位显赫。因此，穆侯次夫人去世时，

为显示晋国地位，墓葬才会如此豪奢。而其生母

齐姜由于去世过早，便不如后来去世的次夫人。 

晋侯墓地最大的玉礼器组合  

在出土的800多件玉器当中，有的与妇好墓同类玉

器如出一辙——玉鹰、玉鸮、玉牛、玉熊等，还

有玉环、玉戈、玉觿、玉人、玉鹿、玉马、玉螳

螂、玉罍、玉羊等，在椁室西北角的一个铜方盒

里放的都是各类小件玉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一件玉组佩。 

这套玉组佩复原后几乎覆盖全身。如果是在生活

中佩戴，应该不会有这么长，不然没办法走路。

这套玉组佩之所以这么长，也有可能是墓主人生

前的好几套玉组佩重新组合在一起，全部用来陪

葬了。 

 

西周玉组佩 

这套玉组佩由玉璜、玉珩、玉冲牙、玉管、绿松

石珠、玛瑙管组成，共有204件，大致有三列：中

列有璜19件，珩3件，玉雁2件；左右两列各有璜13

件，冲牙1件，上部的玉璜用红色的玛瑙管和绿松

石连接。整个玉组佩中玉璜数量达到45件之多，

最大的璜长15.8公分，这些玉璜，有半环状、扇

形、蚕形，多为两面装饰，刻画姿态各异的双龙

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所有的纹饰多用西

周典型的细阴线和一面坡粗阴线相结合的双勾法

来制作，线条婉转流畅，刚柔相济。这套玉组佩

是整个晋侯墓地出土的最大的玉礼器组合，也是

目前全国同时期墓葬中发现的最大的玉组佩。 

玉组佩的兴起和玉文化  

那么，玉组佩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要说这个问

题，我们先从“玉”这个字说起。“玉”字在甲

骨文里就有了，写作三横一竖，而且这一竖上下

都出头，形状像成串的玉，那一竖表示穿玉用的

绳子。《说文解字》收录了小篆“玉”字，是等

距离的三横中间加一竖，但此时的竖已经不出头

了，和“王”字很像，并没有右边那一点。 

我们现在把“玉”做偏旁部首时，也没有那个点，

看起来像“王”，所以俗称王字旁，实际上是斜

玉旁。我们的俗称有时候是为了简化和方便，但

如果在简化和方便的过程中，丢失了这个字本来

的意思，那就不可取了。你比如，斜玉旁的字，

往往和玉有关，比如“琼瑶”“玫瑰”“玛瑙”，

还 有 足 球 的 “ 球 ” 、 和 珅 的 “ 珅 ” 、 道 理 的

“理”，这些字都和玉有关，指各种美石、美玉，

它跟“王”字没有关系。如果只知道王字旁，而

不知道斜玉旁，就会丢失字的本意，解释不通了。

我们不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根是不能丢

的。我想如果可以，玉做偏旁的时候，我们还是

应该尽量把它叫斜玉旁，才能不失其根本。 

中国古代的玉器文化可以分为四个时代，分别是

神玉时代、礼玉时代、德玉时代和俗玉时代。新

石器时代，漫漫长夜，玉一直是先人的精神支柱。

直至商代，玉器可以通灵，与神沟通，这是神玉

时代的精髓。到了周代，玉器开始传达生存理念，

西周礼制的形成，玉器开始摆脱神而强化礼，《周

礼》说：“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苍璧礼

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

礼西方、玄璜礼北方”，这就是礼玉时代的经典。

从战国起，玉器开始注重道德而非礼制的表达，

催生德治，比德于玉，最终总结为“仁义智勇洁”

五德。唐以后，玉进入民间日常生活，逐渐世俗

化，进入了俗玉时代。 

 

名称：商代黄玉螳螂形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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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长9.7厘米 宽2.2厘米 

  

在礼玉时代的西周，玉组佩开始大量出现。组佩，

又名杂佩，就是指两块以上的玉组合佩戴。其实，

早在西周之前，璜、壁、瑗、环就和玉管、玉珠

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组佩的雏形。玉组佩的结

构复杂，主要由璜、珩、环、珑、琥、觿、冲牙、

牌、管、珠等组成，数量不一，无章可循。  

玉组佩既有礼玉的性质，也有装饰的功能。《礼

记•玉藻》中有这样的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

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

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

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

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这话的大意是，玉

之间相互撞击发出来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但是

如果走得太慢，玉佩就会没有声音。走得太快，

发出来的声音就会杂乱无章。只有把步伐控制在

一定速度，才会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因此，佩

玉不仅能起到节行退止，注重自身仪表和风范的

作用，还可以规避一些潜在的危险。 

组佩的流行是西周礼制的需要，成为生者和死者

身份等级的象征。并且对玉组佩的使用有严格的

制度，数量、品级、身份要相符。大型玉组佩的

使用范围仅限于王、公、侯等诸侯国国君及其夫

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特别是多璜的玉组佩，

是区分等级身份的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有厚葬的习俗，玉器是很重要的陪葬品

之一。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玉组佩都出自于墓葬。

但它和玉覆面的性质完全不同，玉覆面是纯粹的

葬玉，而玉组佩则大多数应该为墓主人生前的佩

戴之物。 

晋侯墓出土的玉  

晋侯墓地从时间上跨越了西周早期第一代晋侯到

春秋早期第九代晋侯，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种类

浩繁，几乎涉及到身前死后的各个方面。在制玉

的工艺上，显示出西周琢玉技术的进步和水平的

提高，为西周时期用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

富的材料。 

简单来讲，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大致可以分为死

后陪葬的葬玉和身前的礼玉、组佩等装饰用玉、

日常用玉。葬玉有玉覆面、玉握、踏玉等，其中

玉覆面是晋侯墓地的一大特色，大约从西周中期

后段开始，几乎每座墓葬中都有玉覆面出土。礼

玉主要有璧、戈、琮、钺、戚等。大部分的晋侯

和夫人墓中都随葬玉戈，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装饰用玉主要是玉组佩，而且出土的数量相当多，

也是晋侯墓最为出彩的部分。从出土的位置上看，

玉组佩基本有两类:一类是胸佩，就是挂在脖子上

的，垂在胸前，多数以璜为主；另一类是挂在肩

上的，垂在胸的两侧，多数以玉质或骨质的梯形

牌饰和玛瑙管、料管组成。 

 

名称：西周 玉覆面 

数据：鼻长8.5厘米，宽3.3厘米。 

简介：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2号墓出土。

置于墓主头部，由48件形制各异的玉片组成。除

周边一圈带平齿的梯形 片外，皆雕刻有纹饰，

多以双阴线琢刻。眉、眼以碧玉制作，玉质上乘。

墓主人为晋穆侯夫人。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出土了十几件成串的玉组佩，

可以说每一件都华丽精巧，代表了当时晋国最高

的制玉水平。而其中最让人震撼的还是这套晋穆

侯次夫人的玉组佩。它在地下沉睡了2800多年，

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却如当年被安放时

的模样，静静地躺在晋穆侯次夫人的身上。当我

们在它面前驻足，仿佛还能听到款款前行时，玉

组佩所传出的悦耳之声，穿越千年，余音绕梁。 

马爷说  

晋侯墓地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盗墓猖獗的时候

被发现，而晋穆侯和两位夫人的墓幸免于难，才

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目睹玉组佩的惊世骇俗。这是

文物的幸运，更是我们的幸运。可以想见的是，

如果盗墓贼得手，这套玉组佩就会被拆得七零八

落，流散四方，我们便无从知晓这数千年以前我

们的先人创造的美。这就是考古与盗墓的根本区

别。考古，可以让我们寻找到历史本来的样子，

为我们找到自己文化的根。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