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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玉器材质分析与产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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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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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郊!是二十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出土玉石器数量达五百余件!

且种类齐全,工艺精湛"利用现代测试仪器对这批玉石器进行全面而科学的鉴定!对于东周时期曾国用玉水

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了探知曾侯乙墓出土玉器的玉料类型及透闪石玉料可能来源地!以其中

的
,%G

件玉器为研究对象!采用宝石学与光谱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这些样品进行无损测试"通过十倍放

大镜及天平等常规宝石学检测仪器对样品的表面特征,受沁程度及种类做出初步判断!利用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仪#

)K\(

$和
3

射线荧光光谱仪#

3()

$快速,无损的分析出土玉器样品的矿物相及化学成分"研究结

果表明!常规仪器测试结合红外光谱及
3

射线荧光光谱可以很好的区分出土玉器的材质!在曾侯乙墓出土

的
,%G

件玉器中!有
728

件透闪石质玉器!

8,

件大理岩石璧,

5

件云母质玉器,

%

件石英岩,

%

件萤石以及
7

件水晶环"

3()

测试结果显示!透闪石炙玉占全部检测样品的
5795H

!其主要化学成分为
_

F

V

约占

7-9-,H

"

7J9--H

#平均值为
78982H

$!

6LV

7

约
+29,%H

"

2%9%JH

#平均值为
+59GGH

$!

&/V

约
%897+H

"

%G9G%H

#平均值为
%+987H

$!

)<

K

V

约
-9%GH

"

79-2H

#平均值为
-9++%H

$!计算可知
$

#

_

F

$+

$

#

_

F

U)<

$

的值在
-9G%

"

-9GG

之间!其测试结果范围与标准透闪石含量很接近!该批样品中未检测出阳起石质的软玉"

其中!大部分优质透闪石质玉器均出土自主墓室!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用玉水平及用玉习惯"根据已有研究结

果!结合化学成分分析及部分具有特征风化皮层及戈壁料特征的样品!推测曾侯乙墓部分出土玉器的玉料

来源于甘肃古玉矿"该结论为进一步研究曾国用玉制度和战国时期玉石之路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
!

曾侯乙墓%透闪石玉%红外光谱%

3

射线荧光光谱%用玉水平%玉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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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城关西郊擂鼓墩附近东方团

坡上!距离随州市中心约
7hC

!于
%GJ5

年发掘!下葬年代

为公元前
8,,

年或稍后#即战国早期$"该墓分为东室,西室

及北室!其中东室为主墓室!西室和北室为陪葬墓室"共出

土文物
%+8-8

件!包括九鼎八簋,青铜双银编钟,二十八宿

衣箱,四龙曾徽,尊盘,鹿角立鹤等珍贵文物!其材质涵盖

青铜器,黄金,丝麻织品,木制品,玉质,石质等(

%

)

"作为目

前记载曾国文化历史资料最完整的墓葬!曾侯乙墓受到了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青铜器,漆器,竹简,音乐等都有

较为系统的研究"与之相比!关于曾侯乙墓出土玉器的研究

还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工艺,纹饰(

7*,

)

,形制,功能(

8

)等几

个方向"统计已有发掘资料!曾侯乙墓出土的玉,石器共
+,+

件#组$!其中!玉器#包括透闪石玉,大理岩,石英质玉,云

母质玉等$有
,%G

件!目前仅有学者对部分典型透闪石玉做

了成分分析(

+*2

)

!尚未见对曾侯乙墓出土玉器的材质进行系

统归纳整理的文章"部分玉器的材质还未经过科学鉴定!客

观上会影响曾侯乙墓玉器的玉料来源和文化交流的研究

进展"

近年来!科技手段在出土玉器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能量色散型
3

射线荧光光谱,拉曼光谱,

3

射线衍射和质子

激发
3

射线荧光光谱等无损技术可以快速鉴定样品的材质!

并对其成分进行半定量分析(

J*5

)

"对曾侯乙墓
,%G

件出土玉

器进行科技分析!利用红外光谱,

3

射线荧光光谱等快速无

损的对出土玉器材质进行鉴定!依托宝石学分析手段探讨战

国时期曾国的用玉水平!同时辅以部分特征样品的表观特征



对曾侯乙墓出土透闪石质玉器的玉料来源进行初步分析"

%

!

实验部分

!"!

!

样品

,%G

件玉器研究对象!均出自曾侯乙墓室内!由湖北省

博物馆提供"器型丰富!大致可分为玉璧#环$,玉璜#珩$,

玉佩,玉玦,玉管,玉饰等"

图
!

!

部分曾侯乙墓出土玉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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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利用
%-

倍放大镜,天平等常规仪器测试出土玉器的宝

石学特征!主要表征样品的颜色,光泽,比重及受沁程度!

对于一些受沁严重!肉眼难以鉴定的玉器!还需进一步

测试"

运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K\(

$,

3

射线荧光光谱仪

#

3()

$等测试出土玉器的矿物相及化学成分"出于对文物安

全的考虑及测试仪器对样品形貌的要求!选取
,%%

件进行红

外光谱测试!对其中的
7,J

件进行
3()

测试"

红外光谱测试利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的

$0Eh<0K:"6V(7J

红外光谱仪完成"具体的测试条件*采

用反射法!通过
a*a

转换图谱!测量范围是
8--

"

8---

QC

P%

!分辨率为
8QC

P%

!扫描时间是
,7>

!扫描次数为

,7

次"

3()

测试使用的仪器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

的能量 色 散 型
3

射 线 荧 光 光 谱 仪!仪 器 型 号 为
#(O

Ẑ #"K

/

:!3()#=/M

1

f<0

!配置有铑#

(;

$靶
3

射线管和

.&!

#

.<M?L<0&@@M<W!<?<Q?@0

$探测器#探测器型号*面积
%+

CC

7

!厚度
,9+CC

!分辨率
%2-<g

$!准直器
,9+CC

!

_

1

*

M/0

膜#厚度为
,9+

!

C

$"正式测试前对仪器进行能量校正!

及分辨率及稳定性的调试"采用实验室已建立的定量测定透

闪石玉成分的工作方法"

7

!

结果与讨论

!!

测试结果见表
%

'表
,

及图
7

"通过常规宝石学测试,红

外光谱及
3()

测试结果分析!

,%G

件曾侯乙墓出土玉器样品

的矿物种类可以分为六种类型!分别为透闪石,大理岩,云

母,石英岩,萤石,水晶"

表
!

!

出土玉器样品的基本宝石学特征

K=789!

!

U=61:

2

9I>8>

2

1:=8:A=<=:;9<16;1:6>?=<:A=1:

P

=B96

样品类别 颜色 光泽 沁色 表面受沁程度 比重

透闪石类
以白,青白,灰白为主!有少量

青黄色,青色,青花的玉器
油脂光泽

*

弱油脂光泽 白色,褐色 无
*

重度受沁
795-

"

,9%-

#通常
79G+

$

大理岩类 白色,褐色 土状光泽 白色,褐色 严重受沁
792-

"

79G-

云母质类 青灰色,青黄色,浅褐色 蜡状光泽 褐黄色,浅褐色 极轻微
*

轻微受沁
79J-

"

79G-

石英质类 褐红色 油脂光泽 未受沁
P 792-

萤石类 灰白色 弱玻璃光泽 未受沁
P ,9%2

水晶类 无色 玻璃光泽 未受沁
P 792,

"

792+

#"!

!

透闪石

共有
728

件透闪石质玉器!占曾侯乙墓出土玉器的

5795H

!是曾侯乙墓出土玉器的主要材质"红外光谱检测与

标准透闪石吸收峰位基本符合(

G

)

#表
7

$"透闪石
*

阳起石类质

同象系列的化学式为*

&/

7

#

_

F

!

)<

$

+

(

6L

8

V

%%

)

7

#

V'

$

7

!依据

_

F

,

)<

含量的不同!可以细分软玉"当
$

#

_

F

$+

$

#

_

F

U

)<

$

%

-9G

称为透闪石%

-9+

&

$

#

_

F

$+

$

#

_

F

U)<

$

#

-9G

称

为阳起石%

$

#

_

F

$+

$

#

_

F

U)<

$

#

-9+

称为铁阳起石"已测

试的
7--

件透闪石质玉器中!主要化学成分
%

#

6LV

7

$!

%

#

_

F

V

$以及
%

#

&/V

$的数值较稳定!与理论值相当*

%

#

6LV

7

$为
+29,%H

"

2%9%JH

!平均值为
+59GGH

%

%

#

_

F

V

$

为
7-9-,H

"

7J9--H

!平 均 值 为
78982H

%

%

#

&/V

$为

%897+H

"

%G9G%H

!平均值为
%+987H

"次要化学成分
%

#

)<V

$为
-9%5JH

"

79-+2H

!变化范围不大"除此之外!样

品中还有一定量的
#M

!

_=

!

"/

!

a

和
KL

等微量元素#表
7

$"

这些样品的
$

#

_

F

$+

$

#

_

F

U)<

$值在
-9G%

"

-9GG

之间!因

此!所有样品应该定名为透闪石质玉"另外!样品中主要化

学成分
%

#

6LV

7

$!

%

#

_

F

V

$!

%

#

&/V

$和次要化学成分
%

#

)<

$

的含量之和超过
G59+H

!表明其他杂质元素在样品中含量极

低!样品的主要矿物组成为透闪石!属优质玉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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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同类别出土玉器红外光谱图

01

2

"#

!

L@?<=<9B6

*

9:;<=>?B1??9<9@;:=;9

2

><196=<:A=1:

P

=B91@?<=<9B6

*

9:;<>

2

<=I

表
#

!

出土玉器的红外光谱谱峰归属

K=789#

!

);;<17G;1>@>?1@?<=<9B6

*

9:;<GI

*

9=V6>?;A9G@9=<;A9B

P

=B9

材质 峰位 标准谱峰 归属指派

透闪石

%%88

!

%-,G

!

GGJ

!

G78 %%,J

!

%-8-

!

GGJ

!

G7% V

'

6L

'

V

!

6L

'

V

'

6L

的反对称伸缩振动及
V

'

6L

'

V

对称伸缩振动

J2%

!

25J J27

!

25J 6L

'

V

'

6L

对称伸缩振动

+%-

!

82%

!

8%G +,5

!

+%,

!

82J 6L

'

V

的弯曲振动和
_

'

V

的晶格振动

大理岩
%+,5 %8+- &

'

V

键的不对称伸缩振动

5GJ

!

J7G 5G7

!

J72 &

'

V

键的弯曲振动

云母

%-5-

!

%-,J %-77 6L

'

V

'

6L

的伸缩振动

G,-

!

5,+ G,+

!

5,,

!

5-,

#M

'

V

P面外振动#

5,-

附近$!

V'

的摆动#

G+-

"

5--

$

J85 J+8 #M

'

V

'

6L

面内振动#

J+-

附近$

+,J

!

857 +,,

!

8JG

!

8%7 6L

'

V

的弯曲振动#

+,-

附近$!

V'

的平移振动#

+7-

"

8--

$

石英岩
%%5-

!

%%8J %%25

!

%-52 6L

'

V

'

6L

反对称伸缩振动

5-,

!

J5+

!

2G+

!

+8%

!

8G5 JG5

!

JJG

!

2G+

!

+%+

!

827 6L

'

V

键对称伸缩振动

水晶
%%58

!

%%8J %%J-

!

%-5+ 6L

'

V

'

6L

反对称伸缩振动

5-8

!

J52

!

2G2

!

+8,

!

8G5 JG5

!

JJG

!

2G+

!

+%G

!

827 6L

'

V

键对称伸缩振动

#"#

!

大理岩

共有
8,

件大理质类玉器!大理岩类玉器多为石璧#表

%

$"部分石璧表面留有打磨痕迹!可见大量平行抛光纹"红

外光谱与白云石吸收峰接近(

%-

)

!在
5G7

和
J72QC

P%附近有

吸收峰#表
7

$"大理岩的化学式为
&/&V

,

!通常含少量
_

F

!

)<

和
_=

元素!有时含微量元素
60

!

b=

!

&@

和
$/

等"大理

岩的化学成分随不同的矿物组成而变化"前人研究提出!当

岩石中
6LV

7

U#M

7

V

,

的含量大于
,+H

!该岩石不能定名为大

理岩"只有岩石中
6LV

7

U #M

7

V

,

含量满足小于
,-H

的条件

时!才可确定样品为大理岩(

%%

)

"根据表
7

!所有样品的
6LV

7

U#M

7

V

,

的含量小于
,-H

!属于大理岩"

#"C

!

云母

共有
5

件云母质玉器!质地较细腻!部分玉器表面有大

量刮痕"最强吸收峰
%-,JQC

P%为
6L

'

V

'

6L

的伸缩振动!

属于
"

6L

#

#M

%

$'

V

和
"

6L

'

V

'

6L

#

#M

%

$!

J85QC

P%附近的吸

收与四次配位
#M

%

有关!属面内
6L

'

V

'

#M

%

振动!谱带强度

随
#M

%

数 目 减 少 而 降 低(

%7

)

"白 云 母 的 化 学 式 为
a#M

7

#

#M6L

,

V

%-

$#

V'

$

7

!理论上含
6LV

7

8+97H

!

#M

7

V

,

,59+H

!

a

7

V%%95H

以及
'

7

V89+H

!此外!还含少量
"/

!

&/

!

_

F

!

KL

!

&0

!

_=

和
)<

等"在红外光谱测试时!样品
49&97i2

的表面测试到石英的光谱!可能样品中含有较多石英杂质!

从而导致此样品的
6LV

7

的含量明显比其他样品更高"这些

玉器的主要化学成分与白云母的理论含量相去甚远!可能与

样品本身含有其他杂质矿物有关!已做的测试尚不能解答"

并且!

3()

测试属于半定量测试!

#M

和
6L

的含量可能存在

偏差!具体的化学成分含量!还需进一步研究"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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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英岩

只有
%

件是石英岩质玉器!为玉孔芯!表面起伏不平!

没有经过精细打磨抛光"石英质玉器主要化学成分均为

6LV

7

"具有
%-G-QC

P%附近的
6L

'

V

'

6L

反对称伸缩振动峰!

5--QC

P%附近和
8J-QC

P%附近的
6L

'

V

键对称伸缩振动

峰(

%,

)

#表
7

$"石英质玉器的
6LV

7

含量超过
G+H

!

%

#

_

F

V

$仅

有
79%H

!除此以外!还含有极少量的
#M

!

"/

和
.

等微量元

素#表
,

$"

表
C

!

部分出土玉器样品主要化学成分

K=789C

!

Q=1@:A9I1:=8:>I

*

>@9@;6>?6>I9=<:A=1:

P

=B96=I

*

896

编号
6LV

7

+

H _

F

V

+

H &/V

+

H )<V

+

H

#M

+

%-

P2

_=

+

%-

P2

"/

+

%-

P2

a

+

%-

P2

KL

+

%-

P2

_

F

+

_

F

U)<

:978, +597 7792 %29, 79- 8,88 %2+% J8+ %-+% +2 -9G7

透闪石
49&9J

*

J +G98 7897 %+9, -9J 7J,5 ,-7 2-J 2J7 %,5 -9GJ

:985 +59J 7+97 %895 -9G ,-7- J25 2G8 7%% %J -9GJ

编号
6LV

7

+

H _

F

V

+

H &/V

+

H )<V

+

H #M

7

V

,

+

H

_=

+

%-

P2

"/

+

%-

P2

a

+

%-

P2

KL

+

%-

P2

&/Vi_

F

V

:9J+*%, %92 %+9J ,59J -9% %9,J+ 7-G J5- 27, 7-J 7982

大理岩
"9,88*7 %9J %297 ,59% -9% %9J7- %J% 2,G G%J 7%- 79,+

49&92

*

, 79% %+97 ,59J -9% -9G%2 %%, ,8% %-GJ 782 79+8

编号
6LV

7

+

H _

F

V

+

H &/V

+

H )<V

+

H #M

7

V

,

+

H a

7

V

+

H

_=

+

%-

P2

"/

+

%-

P2

KL

+

%-

P2

.

+

%-

P2

"9,8% 279J ,9J 797 %9G 592 %+9G %-7- %7G7 G22 JJG

云母质
49&97

*

2 J59+ 79, -9G -9+ 898 +9, GG 5,8 ,57+ +88

:9&95

*

2 2%97 ,9, -97 897 595 %89+ ,87 %%%- %5%, 7J2

编号
6LV

7

+

H _

F

V

+

H &/V

+

H )<V

+

H

#M

+

%-

P2

_=

+

%-

P2

"/

+

%-

P2

a

+

%-

P2

KL

+

%-

P2

.

+

%-

P2

石英岩
:9&9%%

*

722 G298 79% -9, -98 ,75, 27 22+ 7+2, %--, %,+,

编号
6LV

7

+

H _

F

V

+

H &/V

+

H )<V

+

H

#M

+

%-

P2

_=

+

%-

P2

"/

+

%-

P2

a

+

%-

P2

KL

+

%-

P2

萤石
"9,2% %9- -9J GJ9G -9% %%%2 ,7 7J% %%8% ,-J

编号
6LV

7

+

H _

F

V

+

H &/V

+

H )<V

+

H

#M

+

%-

P2

_=

+

%-

P2

"/

+

%-

P2

a

+

%-

P2

KL

+

%-

P2

.

+

%-

P2

水晶
:9&97

*

J G59+ %9, -9- -9- %55- %% 8,2 +G , 7+8

#".

!

萤石

只有
%

件是萤石质玉器!其边缘有大量破损缺口!表面

有凹凸不平的打磨痕迹!未经过抛光"萤石#

&/)

7

$是无水卤

化物!具有聚合性很强的离子结构!其红外光谱通常形成极

宽的强吸收谱!在
72-QC

P%横向#

KV

$和
8J-QC

P%纵向#

OV

$

频率定义的频率极限值之间伸展(

J

)

"因仪器测试范围为
8--

"

8---QC

P%

!萤石的吸收谱带不能完整显示出来!仅能在

8--QC

P%附近观察到部分谱带"由于
3()

测试难以测出原

子序数
#

%7

的元素!因此!限法测试萤石中的
)

元素!仅能

测得
&/

元素的相关数据#表
,

$"

#"W

!

水晶

共有
7

件水晶类玉器!一件伴有绿色杂质!另一件的裂

隙中充斥有黑色杂质"水晶主要化学成分为
6LV

7

!红外谱峰

及化学成分与石英岩基本相同#表
7

$!与石英岩相比
6LV

7

含

量达
G5H

#表
,

$"

#"+

!

用玉水平分析

曾侯乙墓玉器大多数出自东室内!即曾侯乙主棺放置的

椁室!少量出自西室和北室"如表
8

所示!东室内一共出土

玉石器有
72+

件!其中!透闪石质玉有
778

件"东室主棺内

几乎全部出土精美透闪石质玉器!不仅如此!散落在东室内

的透闪石质玉也可能来自倾覆的主棺内"对比东室主棺与东

室陪葬棺!显然西室陪葬棺出土玉器的数量,材质及制作精

美程度远逊于主棺的玉器"可见!当时人们是按照墓主人身

份的尊贵程度来选料制作玉器!人们对玉料的优劣已具备一

定认知"当时的贵族们更偏好使用透闪石质玉制品!透闪石

质玉应属于当时最优的玉料!给曾侯乙使用的玉器及随葬玉

表
,

!

测试样品的出土位置%材质及数量统计

K=789,

!

KA99X:=J=;9B8>:=;1>@

!

I=;9<1=8=@B

R

G=@;1;

H

6;=;16;1:6>?;A9;96;6=I

*

896

出土位置 材质 数量

东室

东室主内棺

东室主外棺

东室外棺内底西侧

东室陪葬棺

东室殉狗棺

东室

东壁外采集

透闪石质玉
%J+

石英岩
%

透闪石质玉
5

透闪石质玉
,

透闪石质玉
%2

云母质玉
%

水晶
7

大理岩
7

透闪石质玉
77

云母质玉
%

大理岩
,8

透闪石质玉
%

西室

西室陪葬棺

西室椁室内

西室

透闪石质玉
,8

云母质玉
+

大理岩
,

透闪石质玉
7

透闪石质玉
%

北室

透闪石质玉
7

云母质玉
%

大理岩
8

萤石
%

器基本上皆使用透闪石质玉"样品中在东室内发现的尺寸差

不多一致的大理岩石璧!可能是用于坠饰棺盖上的布料!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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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时位于主棺最上层"尽管西室陪葬棺中出土的透闪石质玉

器的数量略多于东室陪葬棺!但是西室出土玉器均为素面玉

器!且出土两件半成品玉器!玉器表面经常留有加工痕迹!

制作工艺较粗糙!因此!西室陪葬者的身份地位不一定高于

东室陪葬者"

!!

依据上述曾侯乙墓玉器使用玉料的情况!可以看出战国

早期开始!玉器已经是尊贵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的人们

已经可以从玉料的纯净度,硬度等方面判别玉料的优劣!并

且根据玉料的优劣区分使用者身份和地位"与曾侯乙墓玉器

的用玉情况类似!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也是以质地优良且工

艺精美的玉器随葬身份高贵的墓主!以质地稍差,工艺稍次

的玉器随葬身份,地位较低的墓主"中山国王墓的玉器多数

为战国中期!少数为西周,春秋,战国早期和晚期!文化内

涵较复杂"中山国
%

号墓是中山王的墓葬!椁室中出土一些

制作精美的小型葬玉和佩玉"椁室内的玉器约
75-

件!葬玉

有
7%,

件!多是优质透闪石质玉!质地细腻"素面玉器表面

抛光明亮!有纹饰的玉器也工艺精湛!体现了中山国国王的

尊贵身份"而
,

号墓的墓主虽然是王的兄弟!但其墓中出土

的玉器玉料质地较粗!几乎无优质玉料!与
%

号墓相去甚

远(

%8

)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多是按照使用玉器的玉料和工

艺优劣区分所有者的地位尊卑!且身份地位不同拥有的玉器

的数量和品质差别极大"

#"Y

!

透闪石玉可能来源探析

曾侯乙墓出土玉器中有数十件玉器留有戈壁料表面的风

化坑!形似-柚子皮."样品有戈壁料特征的玉料颜色多样!

有白,青白,青黄等!青黄色玉料数量最多"戈壁料制成的

玉器!尺寸较小!包括玉下颌托,璞料,玉片以及兽形玉饰

等!可能由于玉料的块度限制!这些玉器才保留有表皮特

征"还有部分玉器的边缘保留有风化皮!风化皮多为褐色!

表面光泽差!质地粗糙"其中!墓主内棺出土的十余件璞料

完整展示了玉料具有较厚的风化皮!皮壳表面凹凸不平!且

皮壳和玉质之间界限清晰!部分样品的分界处有暗色矿物沉

积"对部分风化皮料(如图
,

#

<

$)的石皮和玉质测试了化学成

分含量!两者的主要化学成分
6LV

7

!

_

F

V

!

&/V

以及
)<V

的

含量非常接近!仅在微量元素
#M

!

_=

!

a

和
KL

的含量上略

有差别"

图
C

!

部分具有产地信息特征的样品

#

/

$'#

W

$*保留戈壁料表皮特征的样品%#

<

$'#

A

$*具有风化皮层的样品

01

2

"C

!

E>I96=I

*

896F1;A><1

2

1@1@?><I=;1>@

#

/

$'#

W

$*

(<?/L=L=

F

?;<<

I

LW<0C/MQ;/0/Q?<0L>?LQ>@A

F

@DLC/?<0L/M>

%#

<

$'#

A

$*

4L?;X</?;<0<W>hL=

!!

根据其表面特征及成分特征!这部分玉料为典型的戈壁

料!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和田玉戈壁料在陇西及南疆的茫茫

戈壁滩集中分布!鉴定特征明显"近年来!在甘肃省河西走

廊发现了一系列可以确定的年代最早的透闪石质玉采矿遗

址!包括马鬃山径保尔玉矿遗址#

7--J

$,寒窑子玉矿遗址

#

7-%8

$,旱峡玉矿遗址#

7-%G

$

(

%+*%2

)

"在这些遗址中发掘的玉

料基本是较为优质的透闪石质玉!产状特征多为山料!有少

量戈壁料!包括白玉,青白玉,黄玉,黄白玉,糖玉和墨玉

#青花玉$等!并且!部分透闪石质玉料有褐色或黄白色的风

化皮!外观上类似曾侯乙墓中具有风化皮壳的璞料"已有的

研究表明!马鬃山的玉料在西汉早期已进入中原#徐州西汉

早期玉器玉料的来源之一$!早于张骞西行最早的时间"而

旱峡玉矿遗址的发现!很可能将河西走廊地区玉料进人中原

地区的年代大大提前"旱峡玉矿遗址主体为骟马文化遗存!

其主体年代为春秋时期#

J--$9&9

'

+--$9&9

$!然而根据地

表采集和部分房址内出土的篮纹陶片及双耳罐残片!推测该

遗址的上限可到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年代推定在殷商

时期#

%J--$9&9

'

%+--$9&9

$"马鬃山矿点以及附近古矿点

出土的玉料均带有厚风化皮壳!与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玉料

十分相似!唯一的区别是曾侯乙墓出土玉器中的皮壳为棕

色!颜色较深!可能是埋藏过程改变的"因此!马鬃山玉矿

可能是曾侯乙墓玉料的来源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曾侯乙墓出土玉器部分透闪石质玉器玉

料很可能来源于甘肃古玉矿"有学者认为!从新石器时期至

G%7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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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我国透闪石质的来源处在多元一体化进程中"玉

料使用情况从以-就地取材.为主!逐渐转变为向西北地区集

中的趋势!至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新疆玉料才开始大量输

入中原!古代玉料的使用逐步由多元走向一体(

%J

)

"曾侯乙墓

属战国早期!恰好处在玉料来源多元化和来源一体化的中

间"本工作的测试结果与此观点一致!表明此时所用玉料可

能部分来自甘肃古玉矿"

,

!

结
!

论

!!

通过红外光谱及
3()

测试分析!结合宝石学基本特征!

曾侯乙墓出土的
,%G

件玉器有透闪石,大理岩,云母,石英

岩玉,萤石,水晶六大类"其中!透闪石有
728

件!大理岩有

8,

件!云母有
5

件!另外还有
7

件水晶,

%

件石英岩,

%

件萤

石"透闪石质玉器占总数的
5795H

!是曾侯乙墓出土玉器的

主要材质"

曾侯乙墓东室主棺内的出土玉器几乎都是透闪石质玉

器"主棺内玉器的数量,材质优劣度及工艺水平远超过陪葬

棺内玉器"显然!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从玉料的纯净度,硬

度等方面判别玉料的优劣!并且根据玉料的优劣区分使用者

的身份和地位"

3()

可以用于玉料产源的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曾侯乙

墓部分透闪石质玉器可能来源于甘肃古玉矿!其玉料的开采

年代与旱峡玉矿遗址相仿!并且部分玉料特征与马鬃山遗址

发掘出的玉料相似"

&9?9<9@:96

(

%

)

!

'ED<L.0@eL=QL/M_E><EC

#湖北省博物馆$

YK;<K@CD@A_/0

[

EL> L̀@Ab<=

F

>?/?<

#曾侯乙墓$

Y4E;/=

*

&EM?E0/M(<MLQ>.0<>>

#武汉*文

物出版社$!

%G5GY

(

7

)

!

B̂ V!<*X<L

#郭德维$

Y&@MM<Q?@0>

#收藏家$!

7--%

!#

%7

$*

75Y

(

,

)

!

&#V _L/@*Q@=

F

!

O\]L=

F

#曹妙聪!李
!

晶$

Y]@E0=/M@AB<C>/=WB<CC@M@

F1

#宝石和宝石学杂志$!

7--J

!#

,

$*

8-Y

(

8

)

!

b'#"B&;/=

F

*

I

L=

F

#张昌平$

Y&;L=<><'L>?@0LQ/M(<MLQ>

#中国历史文物$!

7--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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