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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椁室形制与宗周礼乐制度
!

黄敬刚

摘
!

要!曾侯乙墓形制为不规则多边形"墓葬为岩坑竖穴"深达
!

米以上#外棺$内棺总

重约
"###

公斤"土坑竖穴"未设墓道"印证了%诸侯之墓悬柩而下&的说法#中室$东室是

曾侯乙墓的主体#曾侯乙作为诸侯"安葬于东室"与楚国王墓墓主放在中间墓坑有别#西

室$北室长宽不一"既以礼乐为依归"也是墓主生前居室结构之再现#

关键词!曾侯乙墓'椁室'礼制

在坚硬的红砂岩上开凿墓圹"墓壁垂直光滑而不见斜坡墓道"也没有供构筑者上下的

二层台"%直悬而下&地构筑了一座恢宏无比的地下宫殿"这就是曾侯乙墓椁室#椁室以大

型实木垒成#(礼记)礼器*!%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

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謔'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謔'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謔!此以多为

贵也#&自天子$诸侯以至庶人"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并影响到民间的丧葬习俗#古代社

会中%事死如事生&的尊祖祀神思想"成为历代丧葬制度的主体#我们试以曾侯乙墓的棺

椁形制,图
$

-来分析曾国葬制#

图
$

!

曾侯乙墓木椁底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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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椁室整体结构与尊周崇礼的思想精髓

椁室的设计$构筑与墓主生前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经济有关"它往往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与身份"

故墓室的设计与建造"多模拟死者生前宫室的位置与结构#(荀子)礼论*!%故圹垅"其貌象室屋也#&

(仪礼)公食大夫礼*!%筵出自东房#&注!%天子诸侯左右房#&又"(士冠礼*!%陈服于房中西墉下#&疏!

%房中"东房中也#大夫"士寝庙之制"室在中"有东房"有西房"与诸侯同#&这种规定也是%事死如事生&

的真实再现#

从设计思想看"曾侯乙墓与中原及楚贵族墓大体相近"但又有所区别#其椁室设计虽也有文献所载

的多房室结构"但墓主人居东室"这与楚墓及周人墓葬主棺居于中室的特点不同#

(礼记)丧大记*!%妇人鎝"带麻于房中#&郑玄注!%于房中则西房也"天子诸侯有左右房#&曾侯乙墓

有东西二室"可称左右房#其中西室殉葬
$%

位女性"反映曾侯乙生前的奢华荒淫#(周礼)地官)闾

师*郑注!%椁"周棺也#&(礼记)礼器*孔颖达疏!%古者为椁"累木于其四边"上下不周"致茵于椁下"所以

籍棺#从上下棺之后"又置杭木于椁之上"所以杭载于土#&(礼记)檀弓上*!%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椁一般是指垒砌在墓圹

四周和各个室的隔墙"均以大型方木加以垒砌$构筑#曾侯乙墓有内棺$外棺"外棺之外"有椁室"包括墓

坑底部$椁室诸壁及其椁盖均以大型规整方木构成#椁由底板$樯板$盖板共
$!$

根长条方木垒成"形成

东$北$中$西四室"在各室之间隔墙最下层设有小型门洞!

#小型门洞的设置"是一个重要特点#

椁室正南北向"北室与中室在一条中轴线上#(曾侯乙墓*报告认为!%西室与中室并列而略短&"%东

室单独向东伸出&"与中室形成曲尺形状#北室甚短"中室与东室从结构看应为主体椁室"形成有规则的

曲尺形#因西$北二室不规则"显然是象征中$东室的附体建筑物#因此"我们可把西室看成编钟的后

台"其中所殉葬的
&$

具女性棺具的主人应是演奏编钟的歌伎舞女#北室短小"随葬有车马器$兵器$竹

简和车室#椁室的设计思想是以结构与功能为依归的#

我们尝试比较一下曾侯乙墓椁室与楚国墓室的形制特点的设计与建造"#楚墓分九室$七室$五室$

三室$二室$一室不等#楚王墓椁室大致为方形"楚幽王墓椁室整体呈正方形"椁室结构为方木平铺或者

垒砌而成"内分成
'

个室"墓主与棺放中室"在四周分设头厢$足厢$边厢#布局呈三横三纵相隔"再用

铜$锡构件衔接#椁室四周填充青膏泥"

#郭德维在撰写(关于寿县楚王椁室的复原*时"对楚王椁室形

制$布局$形态$室数进行了研究#

#而王从礼也有后续考察!楚七室墓主棺居中"以江陵天星观
$

号墓

椁室为典型#楚墓五室墓为楚封君和大臣墓"以新蔡平夜君$信阳
&

号墓$湖南九里墓
$

号$包山
&

号墓

和九连墩
$

$

&

号墓等为典型"基本上是以主棺室居中的特点$

#上述楚国有代表性的大型墓葬均以墓

主棺居中"而在曾侯乙墓椁室的设计中"主棺室不居中"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室已陈放了钟$磬和大量丝竹

管弦等乐器"故不得不以主棺居于东室"这种屈驾轻已而崇礼重乐的做法"在君侯陵墓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东室放置主棺"在中室为陈放青铜礼器和九种
$&"

件金石丝竹之乐"这是曾侯乙墓椁室建筑最突出的

特点"说明其设计$建构是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

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曾侯乙墓的椁室"从北室北端到中室南端"长为
$"(!&

米"从东室至西

室两末端算起"长
$'(!

米#椁木经过斧$斤$锛$凿加工而成"以方$平$规整显神工"以长$厚$重示恢宏#

中室东壁一根椁木长达
$#()

米"宽$厚约
#("

%

#()"

米"体积约
%(&

%

%(*

立方米#曾侯乙墓椁室使用

成材木料
%!+()%%

立方米"相当于圆形长方木约有
"##

多立方米&

#(礼记)檀弓上*!%柏椁以端"长六

尺#&孔颖达疏!%柏椁者谓之椁用柏也"天子柏"诸侯松"大夫$士杂木也#以端者"积柏材作椁并葺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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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故云以端#长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长六尺"而方一尺#&曾侯乙墓棺椁均为梓木或楠木"与此有别#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墓葬制度也反映出传统礼制已渐式微#曾侯乙墓椁室结构复

杂"反映其技术水平先进#从各室相互之间留有小型门道及椁室结构与布局的%不规则形&来看"其设计

理念似以重视实用为主"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曾侯乙所遵从的礼乐制度之源头#

曾侯乙墓椁室之建构"浓缩了尊周崇礼的思想精髓"但椁室没有展示方$正的设计"而是以%不规则

形&的平面图形来体现理念和内涵#出土三十多年来"%不规则形&的木椁图形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析"我

们以为"这种椁室就是曾侯乙尊祖尚礼的真实表现"在礼乐制度的前提下突出一个中心就是音乐#楚墓

椁室有九室$七室$五室"次则三$四室"椁室设置之多少与等级制度息息相关有关#曾侯乙墓椁室与楚

墓椁室的建造与用材不同"楚以板式木材隔墙分椁"还用附件相互连接"而曾侯乙墓椁室是用一根根整

木砍成约
)#

厘米见方$最长达
'

米之巨的大型方木逐层垒砌"相互交叉咬合"不见钉铆"有鬼斧神工之

妙#椁室是以中室和东室为主体"而西室和北室两个椁室是中室和东室的附属建筑物#

经考古工作者研究"楚墓中的信阳长台关$江陵天星观$望山楚墓"及西汉墓中的长沙马王堆和江陵

诸墓"其椁室均分成若干个边箱和头箱#郭德维先生认为!%就规模最大的信阳长台关
$

号墓来说"其整

个椁室规模"也不及曾侯乙墓的一个东室大#那一种分箱"并不像曾侯乙墓这样才是真正分成几个室#

曾侯乙墓椁室"这一种分室的方法"应有所本#&

!

二$椁室形制与乐悬制度的巧妙吻合

对于曾侯乙墓椁室平面的奇特形制"专家们对此曾有多种解释#郭德维先生认为!%曾侯乙墓的椁

室"很可能是实际的移植"即地面有多大"地下亦建筑成多大#&%虽无法和故宫的三大殿相比"但和故宫

一些偏殿的居室相比"也不会小多少#就室内的摆置说"除北室$西室较挤以外"中室和东室仍有空余场

地可供人们活动"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曾侯乙墓椁室反映的是宗庙,宫室-局部#不过曾侯乙墓椁室是

更真实地反映了宫室,部分-的实际#&

"他对椁室分间的肯定是来源于生活"是曾侯乙生前宫殿或寝宫

的真实反映"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并且认为中室和东室是建筑的中心和主体"而%除北室$西室较挤以

外&"且%中室和东室仍有空余场地可供人们活动&的分析"按用途而言"更是有一定道理的#王从礼先生

说!%我们认为曾侯乙墓形制之所以和大多数楚墓不同"关键在这些诸侯或封君们享用另外一类的墓室

建筑文化&"%其墓圹形制在楚墓圹中虽属首见"但椁室布局和墓室的构筑方式在楚墓中较多见#如湖南

九里楚墓地中的部分墓室和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椁室皆应属于此种类型"即为多边形#&

#上述两种

推理"均在椁室形制和解析%不规则多边形&上与楚墓类比"未涉及形制之设计思想#有些楚墓椁之外形

呈长或方形"将室分隔成曲尺形也有之"见于宋公文$张君先生之说!%长沙烈士公园
%

号木椁墓一椁二

棺"西向!.内棺紧相接"而在外椁的西$北两面留有空隙"用薄木板隔成曲尺形,按!即%厂&形的形头箱与

边箱-#&此种形制是椁室内的分隔形制"与曾侯乙墓椁外形制虽有相似之处"但意蕴有别$

#

我们认为"这种形制的意蕴除了与宫殿建筑有密切关系外"更应该从礼乐制度的角度来思考#曾侯

乙颇具音乐天才"不仅铸制了编钟"还在随葬的青铜器铭文中"把%乍&加上音旁"形成一个专用字%

,作-&

&

"这应当是与曾侯乙酷爱音乐有关的#同时"其椁室东$中室设计成曲尺形的形体"与曲尺形的

编钟横梁曲悬之制正好对应#西室似是供歌伎乐女们出入休息与换装的后台"北室则是存放各类歌舞

道具的储藏室'

#西室与北室在长$宽尺寸上均小于中室和东室#从乐悬制度看"曾侯乙墓椁室是符合

礼制规范的"曲尺形椁室与曾侯乙编钟横梁呈曲尺形"都是如此#史载%轩县,悬-三面"其形曲&"而编钟

架为曲尺形"加上椁室北面一组石磬"正好是一%轩县,悬-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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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光生先生在(曾侯乙编钟若干问题浅论*一文中"对铸钟年代$组编过程及悬制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以为曾侯乙编钟曲尺形横架最能体现当时礼乐制度中的乐悬制度#并列举数例!其一"安徽寿县蔡

昭侯墓一套甬钟$一套钮钟$一套
!

钟"根据出土时在墓坑的摆放位置推断为%如曲尺.

,

/形&'其二"河

南固始发掘的侯古堆一号墓"出有九鼎$编
!

$编钟各一套"其编
!

架为%如曲尺.

,

/形&'其三"随州擂鼓

墩
&

号墓内出编钟
%)

件"出土时摆放的位置推断为曲尺形!

#综观诸墓多把编钟$

!

之类青铜乐器"都

按%曲悬&中的%乐悬制度&分两处,南壁$西壁等-摆放"隐含着诸侯所享用轩悬的礼乐制度#所谓轩悬$

曲悬之说"据(左传)成公二年*!%++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又"贾谊(新书)审

徵*!%曲悬者"卫君之乐体也#&对%轩悬"三面"其形曲&的解释则更加清晰#其实"西周礼制规定的乐悬

制度"编钟$编磬等金石之乐的使用与悬挂形式"须与其等级与身份一致"不得擅自超越乐悬礼乐制度的

规范#王子初先生在(太原晋国赵卿墓铜编
!

和石编磬研究*中认为!%太原赵卿墓编
!

"为豪华的
!

钟

形式"规模达
$'

枚之巨#++若按.轩悬/的制度来加以考虑"++构成.曲悬/的形式"加上编磬一列"

正成.三面$其形曲/的.轩悬/之制&"因此"%将该墓出土乐器的乐悬确定为轩悬之制应是可信的#&

"

综观诸家对%三面$其形曲&之轩悬礼乐制度的考查"可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仍深受周王朝森严

等级制度之限制#乐悬就是举足轻重的礼乐制度"是伦理与礼乐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此外"轩悬的采用及椁室的多边形构造"也与曾国国力$当时的社会现状及曾侯乙的个人兴趣爱好

息息相关#(礼记)乐记*!%凡音"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

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过

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吕氏春秋)节丧*!%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

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餉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此与曾侯乙墓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崇礼尚乐之

俗可相印证#%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一语道出只要经济雄厚"就可施行厚葬"耗资耗材耗力也是一种

社会风俗允许的#并以%含珠鳞施&为荣"以%玩好货宝&为嗜"以%钟鼎壶滥&为礼"以%餉马衣被戈剑&为

实"这与曾侯乙尚乐而如痴如迷的心态何其相似#(节丧*篇又言!%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羽旄旌旗$

如云偻謔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苟便

于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曾侯乙享年
*#

余岁"正是他年富力强干一番事业的

时候"曾国的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达到同时代的巅峰"其伟业应该在承继先君基业上得到更快的发展#

也就是曾侯 $曾侯 或更早年的先君"打下了汉东称雄的基础#战国以降的曾国应该与楚国结下联

盟"楚王熊章送给曾侯乙
!

钟可证曾,随-国被尊为汉东诸侯强国的地位"%汉东之国随,曾-为大&"也说

明其为江汉众多诸姬的首领#

我们认为"曾侯乙椁室%曲尺形&与编钟横梁%曲尺形&不是巧合"正好印证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人本

思想#(礼记)礼器*!%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

行#&在曾侯乙的礼制中"则以更加崇尚乐悬制度为其理念#

三$椁室方位设计与器物分布的礼制线索

曾侯乙墓共四个室"其中中室和东室形成一个%曲尺形&#东室东西长
'("#

"南北宽
*(&"

"椁室口至

底深约
%("#

米#由%曲尺形&形成中$东椁室的整体化"展示出墓主人身分$地位和精神意识的空间#中

室为正南北向"位于东室的西部#东室为正东西向"位于中室的东部#这两个室长度$宽度$深度十分相

近#从整体上观其形$度其量$察其类"应为完美的%曲尺形&#四个椁室外形以曲为美"在椁室东西$在

东北角和西北角也都形成%曲尺形&#

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主体建筑是设计的重点#附属建筑无论从尺寸$大小$规模均次于主体#曾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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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刚!曾侯乙墓椁室形制与宗周礼乐制度

乙墓西室南北长
+()"

$东西宽
%(&)

米"明显比中室面积要窄小'北室南北
*(&)

$东西宽
*(!"

米"比中室

和东室面积少
&

0

%

!

#我们根据诸室形制及所陈列器物等现象"或可推测"西室是附属于中室的建筑"象

征着编钟演奏的后台'北室是附属于中室编钟演奏的道具和酒类等器具储备库#若此说不谬"则曾侯乙

墓中室象征他生前的音乐宫"宫中再现金石丝竹等八音共奏"也可以想见演奏人员使用多种舞器"乐起

中宫而人舞长袖的场面#

从四个椁室的随葬品来看"也体现了建筑设计思想与礼乐制度的密切相关#椁室的中心部位中室

主要陈设%曲尺形&钟架和悬挂的
)"

件钟及磬$鼓$琴$瑟$排箫$篪$笙等
$&"

件乐器"以及大型酒器和青

铜礼器等"这是仿曾侯乙生前编钟音乐宫而设计建造的#乐宫的主要用途是君主举行宫廷册封$接待来

使$喜庆佳晏和祭祀先祖等大型活动"中室是曾侯乙生前地面%乐宫&的缩影"按编钟实际尺寸$造型$大

小规模看"原来的乐宫是至少可容纳百人以上的活动场地"包括乐队$歌舞$竞技表演和君侯宠臣的观赏

台和酒宴活动场所#(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核维旅#洒既和

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硁舞笙鼓"乐既和奏#絗烈祖"以洽百礼++酌彼康爵"以奏尔时++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

监"或佐之史#&诸多青铜礼器和大型酒器应该是%音乐宫&的用品"曾侯乙用青铜铸制的礼乐器和生活用

器展示了科技文化发达程度"并有倡导崇周尚乐的礼乐思想"进而显露经济与军事实力#

图
&

!

曾侯乙墓平$剖面图

东室与中室!曾侯乙屈驾东室"中室陈列

着钟$磬乐器和青铜礼器"两个椁室长$宽规

整"墓圹幽深"形成木质钟架曲尺形"这一结构

特点或使曾侯乙墓隐含了%曲悬&制度#东室

陈设的随葬品"与曾侯乙生活起居相关"应为

寝宫"想见他生前的%寝宫&至少在此室十倍之

上#主棺里面有内棺"这显然与其生前居住宫

室建筑有关"宫中有宫"房中有房"雕梁画栋"

附筑楼台亭阁#外棺铜框架结构"纵横交错"

以立柱构筑的形式"尽现一座宫廷建筑的图

形#并殉有
+

个女性葬具"以及琴瑟之类的乐

器"大量金器和漆木器尽显豪华"连狗也使用

葬具"这就说明东室是曾侯乙的%寝宫&"是他

生前享用的%房中乐&生活的真实写照#曾侯

乙生前爱狗如命"似有逐鹿狩猎之好"再有朝

笙暮鼓"笙箫不断"钟声不停"琴瑟鼓之尚乐风

俗"故此辟有离宫千顷#综而论之"东$中二室

就是曾侯乙崇周尚乐的历史见证"乐悬之制和曲悬之礼"尽在曾侯乙墓东$中两个椁室%曲尺形&的礼乐

制度中显现出来,如图
&

-#

西室!仅见葬具而无生活衣$食$住$行的遗物"说明西室是音乐宫的类似后台的%化妆室&或演奏者

临时%休息室&#当%音乐宫&演奏结束后歌伎舞女们就要离开这里#当然"中室也是礼乐制度中祭神崇

祖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北室!有象征通向中室的门#在北室还陈放一对青铜缶"按器物用途应为容器"盛酒加盖密封"以备

举行大型歌舞$宴请$祭祀$嘉奖功勋时"展示金声玉振$丝竹管弦和饮酒娱乐场面#作为%音乐宫&举行

大型演奏活动时"少不了各类道具及服装武备"故此北室用途就是%音乐宫&最佳的%储藏室&"即舞蹈用

具在演出前后的储藏之所#先看载歌载舞的道具"传世文献称之%舞器&#(周礼)春官)宗伯*!%司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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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前述西室乃为歌伎舞女们在音乐宫演出之后台"有
$%

具女性棺具

为佐证#北室也应是音乐宫演出前后存放%舞器&的储藏室#谭白明先生认为!%总体说来"曾侯乙墓出

土舞器在其全部出土物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它确实存在是无庸置疑的#&这些舞器可分为巫舞类舞

器!玉首漆木杖"木杖$竹杖$竹$謔$晋竡,竡杖-$%走戈&$内棺漆画傩舞及舞器'武舞类舞器!短杆粗矛$

短柄铜戈$木籭金钩$小木弓$盾'文舞类舞器!乐器演奏用具和乐器排箫$钟槌等#她还详细地论述曾侯

乙墓出土文武兼备的舞蹈舞器与用途!

#这些舞具正是存放于北室的#

(说文)宫部*!%宫"室也#&段注!%宫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析言则殊"统言不别也#&考古学者

谓椁分间为室"其椁室象征着死前的宫殿"曾侯乙墓中室就是%音乐宫&"东室就是寝宫"也有称前宫后殿

的#(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续一切经音义*卷
&"

!%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唯王者

所居称宫焉#&椁室建筑和设计主要参照地上生活原形进行仿造"也会受到当时宫室制度的影响#墓圹$

椁室$棺具总脱离不了生活现实的原形"这也是解开曾侯乙椁室%不规则多边形&的谜团的线索"椁室的

%不规则多边形&实际上是有规则的%曲尺形&#我们认为"曾侯乙墓中$东两室形成一个规整的%曲尺

形&"再加上配套的附属建筑西室和北室"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进行互证"西室
$%

个女性应为编钟

等乐器的演奏者"以及表演歌舞和诵诗赋辞的乐女'北室出土有众多兵器,含戈矛戟及其长籭-"应为乐

宫演奏时的舞器"从西$北二室建筑结构和大小尺度看"中$东二室广阔而又幽深"尽显汉东大国曾,随-

国八面雄风的特点#曲尺形与曲悬则是礼乐制度的精气神#中$东室是%音乐宫&与%寝宫&的布局"西室

和北室是宫殿的偏室#楚地湖北江陵$襄阳"湖南长沙"河南淅川$信阳和安徽淮阳$寿县诸地大型楚墓

都是按身份高低设计其椁室的"棺具的数量"有一棺$重棺$三棺不等"与(仪礼*$(礼记*$(周礼*墓葬制

度相吻合"明显分成若干等级#楚幽王墓就把椁分成九个室'天星观一号墓是封君级的墓"椁内分七室"

用三棺'望山一号墓属于大夫墓"椁内分为三室"用二棺'士一椁一棺"

#

四$结
!

语

我们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曾侯乙墓椁室形制所隐含的典型宗周礼制特征#从椁室

整体结构上看"%不规则多边形&大异于楚墓的方正平直"同时极其突出乐器"显示曾国对宗周乐制的尊

崇'从椁室形制上看"其构形与%三面$其形曲&之轩悬礼乐制度有着巧妙吻合,乐悬为礼乐制度之核心-'

从中$东$西$北四个椁室的方位构成来看"以放置乐器为主的中室居于核心"其他三室环之"从各室的器

物组合与分布来看"也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乐器配置与武舞兵器配置的相互呼应之线索#据此"我们以

为"曾侯乙墓的椁室形制是以宗周礼乐制度为基本依归的"而礼制的具体运用中"更加突出乐制"而这正

是曾侯乙墓的结构形制不同于多数楚墓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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