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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旄，幢也。”清段玉裁注“以
犛牛尾注旗杆，故谓此旗为旄。”《说文》：

“犛，西南夷长髦牛也。”段玉裁注：“古西
南夷之地，皆产旄牛。”又《说文》：“氂，犛
牛尾也。”段注“犛牛之尾名氂，以氂为幢
曰旄”。据《说文》对旄的释义，古代制作旄
的材料应是产于西南地区的牦牛尾。段注
以为旄是以牦牛尾为饰的旗，《说文》释幢
亦为“旌旗之属”。其实，在汉魏时期的文
献中，幢也指长杆或竹竿而言，并非专指
旗。《后汉书·舆服志》：“鸾旗者，编羽旄列
系幢旁”，蔡邕《独断》则说：“编羽毛引系
橦旁”。晋葛洪《抱朴子·辨问》：“使之跳丸
弄剑，逾锋抽狭，履垣登幢，擿盘缘案。”
幢、橦皆是指长杆、竹竿而言。明于此则知
旄就是以牦牛尾为饰的长杆或竹竿。在文
献记载中，旄象征权力、权威。《尚书·牧
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旄象
征军事指挥权；《诗·小雅·出车》：“建彼旄
矣”，孔颖达《毛诗注疏》：“建立彼旄于戎
车之上。”同样是军权的象征；《诗·鄘风·
干旄》：“孑孑干旄”，孔颖达疏“谓之干旄
者，以注旄于干首……载旄於竿头，如今
之幢，亦有旒也。”此旄则是权威的象征。

除杆首以牦牛尾为饰的旄之外，还
有用羽毛为饰的旄。《说文》段玉裁注：

“或用羽，或用犛牛尾，或兼用二者。”《左
传·定公四年》：“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
与之。”《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
羽旄于齐而弗归，齐人始贰。”以晋在春
秋列国中的地位尚无羽旄，足见彼时羽
旄是很罕见的。

汉画像石中屡见旄的形象。山东滕
州出土的讲经人物、车骑出行画像石，有
三骑马人物执旄。旄首编织成网状，下垂
旒（图1）；江苏睢宁县博物馆收藏的凤鸟
楼阁人物画像石，下列刻一排五人，后四
人执旄，形制与前者同；成都羊子山汉墓
出土的车骑出行画像石，在队列的后端有
两个骑马执旄者；安徽宿州出土的建宁四
年宴乐纺织画像石所刻之拜谒图，也有两
个执旄者。河南唐河电厂汉墓出土的出行
图画像石，前有执戟、执弓、骑马执戟和执
剑武士，其后随执旄者，旄首似以羽毛制
成，执旄者后随戴胜贵妇和侍从（图2）。

旄节则是在旄首下再串数层牛旄或
羽旄。《史记·秦始皇本纪》：“衣服、旄旌
节、旗皆上黑。”唐张守节正义：“旄节者，
编毛为之，以象竹节”。《汉书·高帝纪》：

“封皇帝符节”，颜师古注“节，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
以为名，则是象竹而非竹。”《后汉书·光武纪上》：“十月，持节北
度河。”李贤注：“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
尾为眊三重。”

汉画像石和北朝壁画中，屡见旄节的形象。从图像观察，彼
时旄节有两节、三节和六节的不同。河南南阳刘洼汉墓出土的
门吏画像石，执两节旄节；四川南溪一号石棺上的拜谒画像，前

行者亦执两节旄节；安徽宿州出土的熹平三年河伯出行、宴乐、
纺织画像石所刻之出行图，有两人执两节旄节；南阳草店汉墓
出土的门吏画像石，执三节旄节；南阳刘洼汉墓所出之二桃杀
三士画像石，左一人所执亦为三节旄节（图3）。因汉画像石只
注重轮廓的写实而忽略细部的描绘，大多数画像难以分清其制
作材料是牛毛还是羽毛。最迟到北朝时期，旄节的制作已使用

具有象征意义的木盘和丝毛替代了牛毛
或羽毛。河北磁县北齐高洋墓壁画所绘
的卤簿图中，东西两壁各有六人执旄节。
旄节皆黑色长杆，其上串三组六个黄褐
色、淡黄色、白色的圆盘，每两个圆盘为
一组，每组下层圆盘的周边，下垂朱红色
的丝毛状旒（图4）。《新唐书·舆服志》：

“节，悬画木盘三，相去数寸，隅垂赤麻。”
其形与北齐高洋墓壁画相近。

北宋时期，始有金节的记录。《宋史·
仪卫志六》：“金节，隋制也。黑漆竿上施
圆盘，周缀红丝拂八层，黄绣龙袋笼之。
王公以下皆有节，制同金节。”圆盘大约
是以铜铸造再鎏金制成。至明代尚有这
类形制的节，《明会典》卷一四八载明大
驾卤簿中有：“节十二对……贯铜钱十二
……用贴金，其铜钱文‘天下太平’”，这
种形制显然是从前代的旄节演变而来。

旄节在古代的文化功能大致有以下
几种：

一是高等贵族出行的仪仗。据文献
记载，历代大驾卤簿不尽相同，阵列多寡
不一，名物也有出入。刘歆《西京杂记》载
汉“大驾骑乘数”：“节十六，左八右八”；

《晋书·舆服志》载晋大驾卤簿中有“幢、
麾各一骑”；《新唐书·仪卫志》载唐大驾
卤簿中，有幢、黄麾、绛麾、五色氅；《宋
史·仪卫志》载宋大驾卤簿中除“金节十
二”外，还有各种幢、麾、纛、氅。《宋史·仪
卫志六》说：“幢制如节而五层，韬以袋，
绣四神，随方色，朱漆柄”；纛：“盖旄头之
遗象，制同旗，无文采”；“绛麾如幢，止三
层，紫罗囊蒙之”；“氅，本缉鸟毛为之”。
可知这些不同名号的仪仗都是从旄和旄
节派生而来。

二是执行皇帝的命令、主持军务或
出使异域时所执的信物。《史记·孝武本
纪》：“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张释之
冯唐列传》：“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

《酷吏列传》：“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
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
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汉书·苏武
传》：“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
落”；《新唐书·杨汝士传》：“开成初，由兵
部侍郎为东川节度使。时嗣复镇西川，乃
族昆弟，对拥旄节，世荣其门。”

三是区分官秩等级高低和权力大小
的。汉代以后的文献和碑志类文物中，习
见“使持节”“持节”“假节”“假节钺”等名
号，不同的名号被赋予不同的权力。《晋

书·职官志》：“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
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

宋代以后，旄节逐渐失去了权威的光环。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可以通过贿赂和不当途径取得旄节。《宋史·儒林三》：

“勿使赂宦者而得旄节”；《宋史·外戚中》：“御史中丞韩绛奏，端
懿无功，不当得旄节”，说明彼时旄节的使用和管理已经出现问
题，致使旄节光环尽失，最后沦为仪仗摆设。

横峰窑历史悠久，位于江西省横峰县县城。
北宋时期，横峰窑便跻身于江西名窑之列，

当时“江西瓷业盛极一时，著名的景德镇窑、横峰
窑、吉州窑、南丰窑、白舍窑及赣州七里镇窑、乐
平窑、金溪窑、宁都窑、靖安窑、铅山窑、婺源窑、
九江窑、南丰新窑、新干窑、寻乌窑、名窑林立，
各有千秋，构成了江西瓷业繁荣兴盛的空前景
况”（《江西考古》1983年1月）。

到了元末明初，“兴安县，故为信之横峰市
镇，国初，徒处州居民其地，世以陶碗为业……”
据此可知，由于浙江处州移民的迁入，瞿志高等以
陶碗为业之能工巧匠者，融入横峰瓷业洪流，与当
地民众共同开创了横峰铸瓷手工业新的历史辉
煌。至明代中叶，横峰窑的造瓷规模与工艺水平达
到了鼎盛时期，于是横峰窑地日益繁盛，“民工荟
萃，窑场盘耸，炉火燎云，瓷城映月”。因此，明政府鉴于横
峰兴旺繁荣的造瓷景象，于1560年正式设立县署——“兴
安县”。

横峰窑，在江西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对周边
地区制瓷生产影响深远，其所产瓷器以朴雅、质优、价廉、
实用见称，产品广销江南各镇，甚至国外。

横峰窑的地理分布
横峰窑规模大、堆积厚，地理分布十分广泛。
古城墙内外（明代中叶建筑）纵陌数里，窑包叠积，广

袤无野。丘岭、台地都是窑渣碎瓷垒积的地层。窑址面积
占横峰县城区的30%～40%左右，约达5平方千米。横峰窑
的区位从山麓向山地，由东至西、由南向北的辐射形扩张
发展。采集的瓷器标本十分丰富，以功能区分主要是盛贮
器、饮食器、酒器、象生实用器、冥器等。

北宋横峰窑与青白瓷
北宋横峰窑址坐落在横峰县兴安街道办上窑口村，

创烧起源地处灯山窑包。以灯山窑包和周家港背四周山
脚为界。

1981年5月，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来横峰县调查横峰窑
时，在费耀泉家建房基地开挖处发现了青白瓷窑址，并
撰写了调查报告刊载于《江西历史文物》季刊，考证结
果属北宋时期窑址。窑址上面为粉黄沙泥掺杂高岭土和
窑渣堆积层，窑场叠压于元代和明代后期窑址废物堆积
的下层，因而窑址准确范围较难界定，尚待考古发掘判
断。但断面文化层次却很分明，堆积深厚，集获标本物有
常见青白瓷小茶盏、碗、罐、堆塑瓶以及钵、饼、柱等各式
窑具。

从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所采集的堆塑瓶残部可见，胎
土细白，釉色淡清，光洁润泽，不失为宋瓷精品；小茶盏胎
土细腻，釉面清亮，器型平薄，斜壁小底，呈仰姿斗笠状，
圈足深浅不一，内心有凸起小鸡心点，口径一般在11厘米
左右；高 4厘米上下；底径约 3.5厘米，为单件仰面装窑烧
成。有的釉中闪烁小开片，称“百圾碎”，底部充垫圆形小
泥饼；碗分深腹折唇与侈唇等式，釉色淡青，也有炒米色，
芒口和印花瓷碗，常见装饰于内壁，刻划雕塑工艺娴熟，
线条流畅，纹饰有缠枝莲瓣和枝叶花卉，图案清晰、画面
舒展、栩栩如生，尽显宋代制瓷水平和历史风采。

明代横峰窑与青釉瓷
明代横峰窑，是一个规划较大的窑址群系，位于横峰

县县城所在地。由岑山西南走向依山而建，起伏绵延。明代
横峰窑在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它在已形成的宋代窑
场基础上续烧，呈强势扩张发展。明代中叶为鼎盛期，形成

“成化宏治间，利沅日开，生齿日盛”之局面。
江西省博物馆和省文物考古队多次开展了

横峰窑的考古调查工作。对窑址沿革、烧制规模、
制作工艺、产品特点进行了一一评注，撰写调研
报告刊载于《江西历史文物》季刊。明代横峰窑
出土的青釉瓷器品种繁多，造型多样，大小各
异。碗分真唇、厚唇和折唇多式，腹微弧，口径都

在 5～18厘米之间；高足杯分为竹节与“喇叭”柱
型二式；碟分直唇斜壁和折唇弧壁；盘分敝口、厚唇
等式；花瓶采用贴花堆塑装饰。胎骨坚致，胎体厚
重，瓷土灰白，釉色润泽，有玻璃质感，成色由淡青
—天青—东青—豆青—青绿，递秩由浅见深，异彩
纷呈。佳品为翠绿色，内刚外柔，含而似玉。横峰窑

采用匣钵迭烧法，以混合装窑为主，其次有单件迭烧。横
峰窑的装饰以模印、戳印、刻划、堆塑、暗雕为常式，纹饰
仍以写意为常，花枝、草叶、宝珠、竭点简洁生动，也有以

“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吉词作装饰内容。花瓶则堆塑青
龙、白虎形态或肖俑、葵花纹作装饰。

清末至民国初期窑与青花瓷
横峰窑由盛而衰，约在明代嘉靖期间，至清康熙时横

峰窑已完全衰落，只剩下一片废墟。清代横峰窑长时间没
有恢复。

光绪三十年（1904），由乡绅滕诚出面，集股复立古窑
场。“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不意连年耗折，
兼又被水冲坏，除原集之股金不计，尚亏累不下数万金，
近来不窑已停，小窑厂所出之货正粗，势难再振”（《农工
商矿纪略》）。1912年至 1927年,横峰县有三家瓷厂，规模
不大，依旧生产很不景气。

1983年以来，横峰县文物部门对清代和民国两个时
期的青花窑址进行了调查和基建性发掘清理，发现窑址
主要分布于古窑路和新建兴安路两处。

横峰窑衰落成因
北宋至明代中叶，横峰窑创造了规模恢宏的空前历

史境况，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是何故导致了横峰窑由盛
而衰，直至一蹶不振呢？笔者初步分析认为：

横峰窑衰落与瓷土竭尽有关 据《新建兴安县记》
载：“嘉靖建县前后，此时民稠土竭，生理渐微……”横峰
县文物部门对窑场现址与环境地进行调查考证，结果表
明，横峰窑烧造规模之大与瓷土需量的不足确属客观。与
当时技术设备与运输条件的制约相关，因窑民一般都在
资源丰盛地起窑，仅限于就地或就近获取资源就地生产，
异地取运至使陶瓷生产资源受到限制。

横峰窑衰落与建立县治有关 据《江西通志》记载：
“嘉靖间，横峰窑镇地，改立兴安县，窑遂废。”横峰县文物
部门对窑场现址与环境地进行调查考证，关于“立县署，
窑遂废”记载，明代所建北门城墙砌筑在窑场之中，东门
外城墙、洞门则皆由窑具匣钵、窑渣所构筑而成。由此而
论，建县筑城与“窑遂废”含存因果联系，应是建县时，恰
逢窑衰期。

横峰窑衰落与工艺落后有关 元末明初，景德镇采
用釉上彩、釉下彩、斗彩等新工艺烧制技术含量高的各类
的横峰窑产品色釉瓷器，对于采用龙泉窑技术冲击很大。
明代横峰窑所产瓷器粗劣，虽然仍在继续烧造，但不是进
步性提高发展，而是呈维系下滑趋势。因此，与横峰窑逐
渐衰落的历史过程是相对应的。

贮贝器是滇文化的一种青铜储藏器，其上往往带有精美
的花纹和雕塑，为我们了解古滇人的生存形态提供了十分难
得的实物资料。笔者认为，青铜器的制作过程，必然受到自然
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如矿石采集与冶炼水平、意识形态
表达等。反推之，青铜器上的一些纹饰、雕塑也是当时社会形
态的一种映射。

关于“牛”形象的蠡测

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中，牛形象出现频率较高。比如，呈贡
天子庙滇墓M41、江川李家山古墓群M17、M18、M21、M22，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M6、M11、M14、M15、M16、M18中出土的
贮贝器器盖上均有牛的形象。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贮贝器
上的牛形象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

牛的外部形象映射出滇文化农业生产的原始性。对于
滇文化是否存在农业，争议不大。1975 年，云南省博物馆文
物工作队在昆明黑林铺的大团山，清理发掘了 6座战国至西
汉时期的墓葬，M3 出土了一件陶盘，其泥胎中夹有少量谷
壳，说明当时滇人已经开始种植稻谷。之所以说其农业具
有原始性，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并未发现与牛
耕相配套的工具，也就是说，当时滇国的农业是处于原始
的锄耕阶段。众所周知，在农业的发展史上，畜力的应用无
疑是里程碑式的，不仅提升了耕作效率，还解放了人力，细
化了社会分工。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原地区的牛耕在商
代已经存在。由此可以看出，滇人在农业发展上存在较大的
滞后性。

贮贝器中牛数量庞大，说明畜牧业在滇文化中具有重
要地位。跳出滇文化的视野，其实畜牧业在人类的发展史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早期限于农业生产水平，畜
牧业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人类的定居是一种条件补充；
另一方面，肉类含有大量蛋白质，为人体所必须，肉食的摄
入，使人类的体质和大脑发育都得到了质的提升，为文明的
发展提供了助力。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牛骨见之
于南北各地，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和中下游的河南龙山

文化中都发现了驯化的黄牛。同理推之，滇文化
由于农业发展水平有限，所以畜牧业就显

得尤为重要。
滇人对牛有比较明显的崇拜情

节。横观诸多文化体系，牛崇拜现
象不是滇人所独有。不过，若仅仅
从牛的数量来论，恐怕不能将其
盲目定义为崇拜，我们不妨从一

些细节入手，阐述其牛崇拜思想的
合理性。

其一，从牛在贮贝器上所处
方位来论。出土的含牛青铜贮贝

器中，牛的方位有一定的规律性。
不管是五牛贮贝器、七牛贮贝器，还

是八牛贮贝器，一般贮贝器的器盖钮上都会装饰一牛（图
1），处于群牛的核心，其他牛则环其周围，这并不是巧合，应
与某种仪式有关，而牛是通天之神的形象。除此之外，四牛
鎏金骑士贮贝器也应引起重视（图2），其上四牛环绕，骑士
处于中间，他满身鎏金，衣着华丽，坐骑翘尾嘶鸣，显得尤其
尊贵。恰恰说明，这个阵型应该是某种仪式，牛充当了一种
特殊的角色。

其二，从牛的形态上来论。牛往往以一种强壮的形态出
现，最典型的当属虎牛搏斗场面的贮贝器。牛身体前曲，微
微低头，牛角上扬，作搏斗状；而虎则卧于地上，眼睛圆睁，
显得吃力、痛苦，似乎马上要被牛角高高挑起，猴子被此景
惊吓，作迅速攀爬状（图3）。整个雕塑突出牛的主体地位，而
虎则是反衬，有褒牛贬虎之意，对牛的崇拜之意不言而喻。
另外，石寨山还出土了一件扣饰，也是表现牛虎互搏的，虎
被牛撞倒在地，腹部被牛角戳穿，这种表现手法，也佐证了我
们的推断。

牛的品种为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文化从来都不
是静态存在的，是不断交流融合的，滇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关
于文化交流的研究，需通过一定的载体进行，而滇文化的牛
形象其实恰恰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载体。牛的驯化较早，随着
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衍生出较多的品种，通过对滇文化青铜
器中牛形象的研究，可以推测动物品种的传播路线，进而对
文化传播的路线研究产生助推力。滇人留下的青铜器牛形象
接近写实，为牛品种的判定提供了可信度较高的实物资料。
有学者认为，滇文化的牛与瘤牛形象接近，而最早的瘤牛形
象出现于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梅尔伽赫三期，距今约7500
年。因此，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假设，瘤牛从巴基斯坦传
入印度、缅甸，后入云南，并逐渐在内地扩散开来。这种结论
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贮贝器上的“滇族”妇女形象

我们姑且将晋宁等地出土青铜器上表现的主体民族称
之为“滇族”，因其年代久远，又无本土文字记载，已难找到
与之相对应的民族称呼。不过，讨论此问题需有一个前提，
就是青铜器上描绘的形象，至少在这些出土青铜器产生的
历史维度中，其民族主体并未发生大的变迁。那么，在此前
提下，我们可以对滇人青铜器中的妇女形象做出以下几点
猜想。

其一，发饰与从事的职业属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整体
上看，青铜贮备器上的妇女形象多样，但基本可以肯定，雕塑
中描述的贵族妇女来自滇族，因其出土单位都来自滇国范
畴，并有滇王金印为证。细观之，不管是何种场面，处于被服
侍地位的人，发饰均是“椎髻”，前额中分为二，向后梳掠，至
颈部又合为一股，髻的中部系带，垂于背上，这个形象应是

“滇族”贵族妇女形象（图4）。而奴仆和体力劳动者发饰则多
样，有辫发者、有螺髻者、有盘髻者，亦有侧髻者等。总体而
言，地位较低的人，发髻普遍便于从事劳动，以束起者居多。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奴仆形象做一些分析。如辫发者，《史记》
中描述：“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叟、昆明。皆辫发，随
畜迁徙，毋长住，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而且，昆明族与滇
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从辫发者出现的场合来看，要么被杀
戮、掳掠；要么就是被迫从事劳动，且处于监视之下。二者结
合论之，辫发者来源于昆明族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再如，盘
髻、侧髻者，其保留的形象以妇女、儿童为主，不见成年男性，
他们极有可能是被掳掠而来或者通过奴隶交易而来，应是因
擅长纺织而受到相对的优待，不像昆明族那样被随意杀戮，
但究竟是哪个民族，难有结论。

其二，妇女出现于杀人祭祀场合，说明她们地位突出。晋
宁石寨山 1号墓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器盖上铸有人物多达
51人；动物有猪、犬各1只；中央立圆柱，上盘两蛇，柱顶立有
一虎，两侧各有一鼓，柱的右方有一裸体人，双臂反绑于牌
上；柱的前方有一人，左足锁枷，另一人跪地，双手被反绑，均
裸体；柱的右方有一人，乘坐四人所抬肩舆，为女性。

很明显，这是祭祀场面再现（图5），中间圆柱用于通天；
环绕之两蛇，应为通天使者；两侧有鼓，为祭祀场面常见道
具。这种以人为祭品的血腥祭祀场面，虽然也屡见于其他文
明，但祭祀仪式由女性来主持者，则颇为罕见。像滇文化这种
缺乏系统文字的文明类型，青铜雕刻成为记载国之大事的重
要手段，三星堆文明也有类似的现象。由于青铜本身是贵族
掌握的战略资源，加上雕刻难度较大，若非某个重大事件或
仪式，应不会花费如此精力和财力去记录。那么，由此可以推
测，滇文化中的妇女地位应该比较突出。

总之，对于一个文字记载资料稀少的民族群体，要研究
其文化属性和文化脉络，考古资料显得尤为重要。滇国发达
的青铜遗物是非常珍贵的研究素材，我们当尤为珍视。无论
是其雕塑还是纹饰，小小细节可能都会折射出一些有用的信
息，以窥探滇人社会形态和文化属性。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
丰富，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滇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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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八牛贮贝器
上海博物馆藏

图2
四牛鎏金骑士
铜贮贝器
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3
虎牛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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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妇女形象图 图片采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图1 讲经人物车骑出行画像石，1958年山东
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滕州市博物馆藏

图2 出行画像石，1973年河南南阳唐河电厂
汉墓出土，南阳汉画馆藏

图3 二桃杀三士画像石，1986年河南南阳刘
洼汉墓出土，南阳汉画馆藏

图4 北齐高洋墓壁画，1989年河北磁县湾漳
村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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