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繁昌发现三国吴将严圭铜洗

1 9 9。 年 4月
,

繁昌县三元村农民挖地时

发现 , 件铜洗
,

其中一件破碎不能修复
。

我

们得知后
,

立即赶赴现场调查
,

发现铜器出自

一座窖藏
。
据发现者介绍

, , 件铜洗皆口朝

下
,

自下而上由小到大叠放在窖内
。

现将 4

件完整的铜洗介绍如下
:

4 件铜洗形式大体相同
,

皆为宽 口沿
,

侈

口束颈
,

弧壁平底
,

附矮圈足
,

外壁饰有三一

四道凸弦纹
。

四件铜洗大小有别
:
一号铜洗

高 .7 5
、
口径 2 2万

、

底径 1 4
.

8厘米
。

内底饰有

一条鱼纹 (图一左上 ; 图二
,

右下 ; 图三
,

右、

二号铜洗高 10
.

2
、
口径 2 4

.

4
、

底径 14 厘米
。

外壁两侧各有一铺首衔环
, 口沿有阴刻篆隶

娜
公孙汉

”

三字 (图一左下 ; 图二
,

左上 ; 图四
,

中 )
。

三号铜洗高 11
.

4
、
口径 28

.

4
、

底径 17
.

6

厘米
。

外壁两侧各有一铺首街环
,

内底饰双

鱼纹 (图一右上 ;图二
,

右上 ;图三
,

中 )
。

四号

铜洗高 1 2
、

口 径 28
.

8
、

底径 17
.

, 厘来
。

外壁

两侧各有一铺首街环
,

内底饰有双鱼纹
,

口 沿

有阴刻汉隶
“

将军严圭士吴奠银
”

八字
“

(图一

右下 ;图二
,

左下 ; 图三
,

左 ;图四
,

左右 )
。

5 件铜洗
, 2 件有

铭文
。

二号文日
”

公孙

汉 . ,

应是人名
。

四号铬

文明确记载了
“

将 军 严

圭士吴奠偎
” ,

是三国时

期东吴的器物
。

严圭生卒不详
。

据

《三国志
·

吴 书
·

吴 主

传》记载
: “

黄武 二 年

图一 铜性

左上
。

1 号 左下
,

_

2 号 右上
、

3 号 右下
.

4 号

(公元 2 23 年 )三月
,

曹

仁遣将军常雕等
,

以兵

五干
,

乘油船
,

晨渡濡须

中州
。

仁子泰因引军急

攻朱桓
,

桓兵拒之
,

遣将

军严圭等击破雕等
。

是

您爹 月

酉 志

,

魏军皆退
。 ”

又《三国
.

吴书
·

骆统传》载
“

黄

图二 铜洗 ( 116 )

左上
.

2 号 左下
· ’

斗 号 右上
.

3 号 右下
.

1 号

武初
,

曹仁攻濡须
,

使别

将常雕等袭 中 州
,

统与

严圭共拒破之 …… 。 ”

两

处记载基 本 相 同
。

濡须
,

今安徽无为

县东北
,

由巢湖东南流

考 古



.
,

-
飞日为事
叭

矛
;

ó̀盈烈r
。、
户
.

:.J护

笼卜r.̀L̀吞

ù亥淤轰万
.

、

,
:

、 ,

件
二

州图三 铜洗花纹

自左至右 呜 号
、

3 号
、 I 号

向长江的水道
,

即今芜湖市对岸的裕溪
。

吕

蒙夹濡须水筑坞
,

以御曹军
,

名濡须坞
,

形

如僵月
,

又名堰月坞 ((( 三国志
·

吴书
·

吕蒙

传 》 )
。

四号铜洗铭文中
“
将军严圭士吴奠银

”
的

.
银

”

字
, 《说文解字段注》云 : “

斜晶
,

不平也
。

庄子有银儡之山
,

史记作畏累之虚
。 《玉篇》

云
,

儡亦作提儡
” 。

繁昌县原为汉春谷县治
,

领今芜湖
、

南陵
、

繁昌
、

铜陵等县
,

处长江南

岸
,

为半山半泽的地理环境
。

铭文意为
,

严圭

以此器来祭奠这高低不平的山川
,

以示对孙

吴政权的忠诚
。

5 件铜洗是严圭生前用器
,

它的发现使

史料得到了证实
。

(陈衍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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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 14 册 )
。

本书收录殷周 铜器铭 文近
1 2 0。。 件

,

选用了大量的精拓本
,

并逐件说明

其器类
、

时代
、

著录
、

出土地和收藏者等情

况
,

是继《甲骨文合集 》之后
,

又一部中国考古

学
、

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

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是收录资料丰富
、

准确
,

为

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

本书出版后
,

引

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重视
, 1夕9 2 年获全国古

籍整理图书一等奖
。

此外
, 《前汉皇帝陵的研究》 、 《中国古代

人牲
、

人殉 》
、

《青龙泉与大寺 》
、

《夏县东下

冯》
、

《洛阳发掘报告 》
、

《殷墟青铜器》
、

《北庭

高昌回鸭佛寺遗址》
、

《考古工作手册 》等 12 项

著作荣获考古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

(王立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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