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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

前言

　　余致力于考古学研究，凡四十载。涉足铜鼓研究，业已三十多年矣。铜鼓，乃我国南方诸多少数
民族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诸多民族自古及今都崇拜
的重器、神器。国际考古学界研究铜鼓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余出生晚矣，无缘面聆先贤教诲。然于
铜鼓研究，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先说“地利”。1975年10月，余从先前供职之安徽
省博物馆调动回位于出生地昆明之云南省博物馆，当年底至翌年初，云博文物队发掘楚雄万家坝79座
古墓，获5面后来被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命名为“万家坝型”的铜鼓，也就是美国学者埃玛·邦克和
日本学者今村启尔教授命名的“先黑格尔I型铜鼓”，这是铜鼓研究的“鼻祖”一奥地利学者弗朗茨·
黑格尔在一百年多前从未见过的最早的铜鼓，依与鼓共生器物和c14断代，最早可早到春秋早期。余曾
躬逢其事。参加该次田野考古发掘月余时间，目验科学发掘出土之万家坝型铜鼓及其共生器物，为云
博以外之国内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在其后岁月里，有大量观察、测量铜鼓的机会，对“万家坝型”
铜鼓之标准器，有比较多的感性认识。　　再说“人和”。1975年9月，黄德荣君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
业分配来云南省博物馆工作，黄君与余既为“同道”，又是校友、学弟。彼于是年底与馆内数人共同
主持了楚雄万家坝79座古墓的发掘，其中包括出土铜鼓之Ml和M23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当时，黄君
与余均对铜鼓研究产生兴趣，于铜鼓研究“志同道合”。以后共同研究铜鼓长达三十余载，对“万家
坝型铜鼓”之研究颇有心得，于1980年在《昆明师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谈云南早期铜鼓》一文，提
出古代铜鼓的起源地为“云南滇西至滇中一带”。1990年又在《考古》第5期上发表《论万家坝型铜鼓
》一文，2007年在《考古学报》第2期上发表3万多字长篇论文《再论万家坝型铜鼓》，对此类型铜鼓
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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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系《中国云南古代铜鼓的起源、传播及其与越南东山铜鼓的关系研究》
该项课题结项报告的基础上，更加系统、深入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实质上是一本进行比较研究的
著作。全书共分7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世界铜鼓研究简史、石寨山型铜鼓的改装及改装后的功能、
越南东山铜鼓(A型和B型)、东南亚发现的中国石寨山型和越南东山铜鼓(A型和B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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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呈贡　　U33：28鼓　　1979年出土于呈贡县天子庙M33。出土时倒置，已被压变形，体小
，鼓面无纹，带烟炱，有补钉多处，足内壁有线刻鸟纹。高约20、面径18，5、足径28厘米。现藏于昆
明市博物馆。　　M41：117鼓　　1979年出土于呈贡县天子庙M41。出土时倒置。鼓面中央饰十芒太
阳纹，芒间填以斜线纹。芒外五晕，双弦分晕，第一晕饰同心圆纹，第二晕为主晕纹，饰四只逆时针
飞翔的翔鹭纹，第三晕饰点纹，第四、五晕饰锯齿纹。胸上部、腰下部纹饰相同，各饰三晕锯齿纹、
点纹，腰上部被锯齿纹带纵分成八格，格闻无纹。足内沿有折边一周。胸、腰部之间铸扁平绳纹耳两
组各二个。高25、面径34.4、足径43.2厘米。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　　（六）云县　　云县曼品鼓　
　1972年出土于云县幸福公社下曼品生产队。　鼓出土时倒置。鼓面中央饰十二芒太阳纹，芒间填以
复线角形纹。芒外九晕。第一、三、五、九晕饰点纹，第二、七晕饰同心圆纹，第四晕为主晕纹，饰
六只逆时针飞翔的翔鹭纹。第六、八晕饰锯齿纹。胸部四晕，第一、三晕饰锯齿纹，第二晕饰同心圆
纹，第四晕饰四组船纹，划船者头戴羽冠、项髻、裸体。腰上部被点纹与切线圆圈或切线同心圆纹带
纵分为十格，其中八格有高峰牛纹。腰下部五晕，第一、五晕饰点纹，第二、四晕饰锯齿纹，第三晕
饰同心圆纹。绳纹夹耳两对，鼓面为阴纹，身为阳纹。无共生物，内有烧炭。高30.5、面径40,,3、足
径48.4厘米。现藏于云县文管所。　　（七）腾冲　　古永鼓　　1979年出土于腾冲县古永公社猴桥
大队大横山的耕土层中。鼓面己失，鼓身完整。胸部近面处有同样两晕锯齿纹夹一晕同心圆纹的纹带
，其下环以六条船纹，船纹首尾高翘，首尾顶端有的各饰一同心圆纹，每船皆二人，或对坐或同向坐
，双翎插于椎髻，双手平伸握桨作划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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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
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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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南校区中文文科书库(3楼) K875.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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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明明是08年出版的好嘛。。李老爷子做铜鼓很久了，尤其对早期铜鼓的研究在学界绝对属专
家级别，这个基本是资料汇总，卷首彩页及卷中墨线图内容丰富，卷尾附录登记表涵盖两百余面万家
坝、石寨山及越南东山A型、B型铜鼓概况，总体看起来算是较全较新的，查起来也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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