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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与西南部地区出土有中国式铜剑，虽然在朝鲜半岛有的中国式铜剑只与中国中原系遗

物共伴，但是也有与当地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以及细形铜剑文化共伴的现象，这其中一部分铜剑可能就是在朝鲜半

岛生产制做的。我们推测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流行的时期是公元前3世纪后叶-公元前2世纪前叶。此外，中国式

铜剑在辽东地区属于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的遗址中也有出土。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在辽东半岛以东地区公元前3

世纪后叶-公元前2世纪前叶发现的中国中原系遗物与在从秦统一中国开始到秦汉交替时期持续的混乱期中发生的流

民东移的历史纪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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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韩国的青铜器文化可以区分为琵琶形铜剑文化与细形铜剑文化。琵琶形铜剑文化从中国东北地

区到朝鲜半岛都有分布，在朝鲜半岛主要分布在以南海岸为中心的中南部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琵琶

形铜剑文化关联的遗物主要是在支石墓及其周边的石椁中出土的琵琶形铜剑、琵琶形铜矛、铜镞、

铜凿等青铜器和各种石器以及无纹陶器、红陶等。琵琶形铜剑可以分为曲刃很清楚的典型琵琶形铜

剑以及直刃化的变形琵琶形铜剑，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变形琵琶形铜剑与中国式铜剑共伴。 

细形铜剑文化主要分布在从俄罗斯沿海州与清川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全域以及日本列岛的西南部

地区。这种文化出土有多种多样的青铜遗物，在细形铜剑文化初期只出土青铜遗物，然后逐渐开始

有铁制工具共伴出土，到了细形铜剑文化后期，铁制武器出现，该文化逐渐向铁器文化转换。 

细形铜剑文化多样的青铜遗物中令人注目的是从细形铜剑文化发展期（中期）短暂出现的中国

式铜剑以及从发展期到衰退期（后期）持续使用的铜矛、铜戈等中国中原系青铜武器。但省略掉胡

部分的韩国铜戈在形态上与同时期中国中原地区的铜戈有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整理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并考察其特征以及流入时期。最后通过考察其与朝

鲜半岛存在的琵琶形铜剑文化、细形铜剑文化的关系，试图分析中国式铜剑流入朝鲜半岛的背景与

路线。 

二、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 

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可以分为出土地很明确的出土品以及出土地不明的收藏品两部

分。出土地明确的中国式铜剑主要出土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 

1．西北部地区 



 

 

1） 平壤石岩里遗址（图一）：1 把中国式铜剑与刻有“二十五季（年）上郡守○”铭文的秦

戈（秦始皇 25 年，B.C.222 年）以及 1 件中国式铜矛出土。这把铜剑剑身与剑柄之间很宽，有很

厚的素纹格部，但是没有纹饰。剑身断面呈扁菱形，上半部比下半部窄一些。在圆筒形的柄部中间

有两个环状突带（箍）。在柄头部插有金铜制龙首衔玉的盖弓橑爪，使得柄部加长。这把剑全长

53.6 厘米，剑身长 36.3 厘米，格部宽 4.74 厘米
[1]
。 

 

图一：平壤石岩里遗址出土遗物（比例尺：1:5） 

2） 平原新松里遗址（图二）：1 把中国式铜剑与变形琵琶形铜剑（T 字形剑柄、剑把头

饰）、铜鍦、青铜器皿及把手、陶器等一起出土。 原报告对中国式铜剑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但通

过其提供的图面观察，剑身上半部已经缺失，剑身与剑柄之间很宽，有素纹的格部。柄部在圆筒形

中间有两个环状突带（箍），柄头部有笠形的首
[2]
。 

 

 

图二： 平原新松里遗址出土遗物 

（比例尺：1:5） 

图三： 载宁孤山里遗址出土遗物 

（比例尺：1:5） 



 

 

 

3） 载宁孤山里遗址（图三）：两把中国式铜剑与变形琵琶形铜剑（T 字形剑柄），1 件长方

形铜斧一起出土。变形琵琶形铜剑凹入部很微弱，已经直刃化。2 把中国式铜剑的形态相似。剑身

与剑柄之间很宽，有素纹的格部。2 把剑的上部全部断裂，断面接近扁菱形， 圆筒形柄部中间有

两个环状突带（箍），柄头部有笠形的首。相对保存比较好的铜剑残长 23 厘米，剑身残长 14.5 厘

米，包括格部的柄部长 9.5 厘米，剑身宽 3.9 厘米
[3]
。 

2．西南部地区 

1） 完州上林里遗址（图四）：1975 年，当地村民发现后及时通知了有关部门。出土地点是

丘陵地区，在地表下约 60 厘米处，出土有 26 把中国式铜剑，锋部向东，水平放置。所有铜剑的剑

身与柄部有很厚的素纹格部，圆筒形柄部中间有两个环状突带（箍），柄头部有笠形的首。26 把

铜剑的规格、重量等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找不到同一铸范铸造的铜剑。刃部没有研磨痕迹，柄部

也没有其他物质附着的痕迹，铸造痕迹原封不同的保留下来，看起来好像不是实用器。剑身的上端

部稍窄一些，断面有的呈扁菱形，有的断面呈稍微内弯一点扁菱形，后者占大多数。这些铜剑的全

长在 44.4-47.2 厘米，剑身长 34.8-37.6 厘米，剑身宽在 3.8-4.3 厘米，剑身厚度在 0.45-0.65 厘

米，格部宽在 4.4-5.1 厘米左右
[4]
。 

表一：完州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一览表（单位：厘米） 

长 宽   项目 

序号 全长 剑身长 剑柄长 格部长 剑身宽 格部宽
首部直径

重量

(g) 

1 46.7 37.0 8.8 1.0 4.0 4.9 3.7 390 

2 47.2 37.6 8.8 0.8 4.0 4.6 4.0 412 

3 45.0 35.7 8.3 1.0 4.0 4.9 3.9 330 

4 46.2 36.6 8.7 0.9 (3.6) 4.7 3.9 394 

5 45.6 35.3 9.3 1.0 4.3 5.0 3.9 386 

6 45.7 36.0 8.8 1.0 4.0 4.6 3.7 306 

7 44.4 34.8 8.8 0.8 3.8 4.4 3.7 274 

8 45.8 36.0 8.9 0.9 4.2 4.9 3.9 374 

9 (45.0) (35.0) 9.2 0.9 4.0 5.1 3.8 (336) 

10 (42.6) (33.6) 8.1 1.0 4.0 4.4 3.6 308 

11 46.9 37.1 8.6 1.2 4.0 4.8 3.7 450 

12 45.8 36.4 8.7 0.8 3.8 4.6 4.0 378 

13 45.8 36.0 8.9 0.9 4.0 4.7 3.9 328 

14 47.0 37.0 8.9 1.1 4.2 5.0 4.0 498 

15 (43.1) (33.4) 8.9 0.8 3.8 4.7 3.8 (286) 

16 45.8 36.0 9.1 0.8 4.0 4.5 3.7 308 

17 (44.6) (34.5) 9.3 0.8 4.0 4.7 4.0 (344) 



 

 

18 (36.5) (27.0) 8.5 1.0 4.0 4.6 3.7 (374) 

19 46.0 36.1 9.1 0.8 4.1 4.6 3.8 312 

20 45.2 35.5 8.8 0.9 4.0 4.7 3.7 304 

21 44.7 35.6 8.2 0.9 4.0 4.7 3.9 358 

22 (44.9) (35.5) (8.4) 1.0 4.0 4.6 ․ (376) 

23 (45.8) 36.9 (8.1) 0.9 4.2 4.4 ․ (378) 

24 (44.6) 36.1 (7.6) 0.9 4.2 4.7 ․ (338) 

25 (42.3) (37.0) (4.4) 0.9 4.3 4.7 ․ (450) 

26 (45.2) (36.4) (7.7) 0.9 4.2 4.6 ․ (350) 

 

2） 益山新龙里遗址：该遗址的出土品只留有带 2 个环状突环（箍）的柄部
[5]
。 

3） 咸平草浦里遗址（图五）：一把中国式铜剑以及与典型的细形铜剑文化相关联的遗物一起

出土。推测出土遗迹为积石木棺墓，土圹长 260 厘米，宽 90 厘米，石椁长 190 厘米，宽 55 厘米左

右。中国式铜剑破损成两片，上端部虽有缺失，但仍可以推测它的全部形态。剑身与柄部之间很

宽，有素纹的格部。剑身断面接近扁菱形，但是断面线略呈内弯状态。柄部的断面呈凸透镜状，两

个椭圆形突带（箍）的间隔是 1.7 厘米。推测铜剑全长约 35 厘米，推测柄部长 6.8 厘米
[6]
。 

3．其他 

除此之外，传平安南道，传大同江面，传海美，传庆州也有中国式铜剑
[7]
，而且还有被推测为

中国式铜剑镕范的遗物出土
[8]
。 

三、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流入北京 

1、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特征 

在朝鲜半岛出土的有明确出土地点的中国式铜剑分布在 6 个地点一共有 32 把，这些铜剑的形

态很相似。剑身与剑柄之间比较宽，有无纹的格部，剑身断面形态是扁菱形或者断面线稍微内弯。

剑柄是在圆筒形的茎部有两个环形突带（箍），在柄头部有笠形的首。仔细观察的话，茎部断面形

态稍微有点差异，有圆形、椭圆形、凸透镜形。大体上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出土遗物是圆形或

者椭圆形，在西南地区的出土遗物是椭圆形或者凸透镜形。 

中国式铜剑因为很多有断裂，能确定剑身长的只有平壤石岩里与完州上林里的出土品。平壤石

岩里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剑身长 36.3 厘米，完州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剑身长 34.8-37.6 厘米，

几乎差不多。其他的铜剑的剑身长推测也应该与此相当，如果包括格部与剑柄长度的话，铜剑的全

长应该在 45 厘米左右。 

众所周知，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的中国式铜剑大体可以分为三种。1 式是扁茎剑，茎部是扁条

形，没有格部与首部。2 式是剑身与剑柄之间格部窄而薄，剑柄呈茎部全空或者半空的圆筒形。3

式茎部是在实形圆柱形上有两周圆箍，有圆盘形的首部，格部宽而厚
[9]
。以此为基准来看的话在朝

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都应该属于第三式
[10]

。3 式再细分的话可以分为格部或者剑身部有纹样的

与无纹样的，朝鲜半岛的出土品全部没有纹样。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只

具有一类铜剑发展的可能性。 



 

 

 

 

图四： 完州上林里遗址出土遗物（比例尺：1:5） 

 



 

 

 

图五： 咸平草浦里遗址出土青铜武器类（比例尺：1:5） 

 

关于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的制做地问题，虽然有不是当地制作的见解
[11]

，但是像上林

里、草浦里的出土品一样，剑柄的断面形态接近凸透镜形，其为仿制品的可能性很大。关于上林里

中国式铜剑的成份分析结果，其铅同位体比与锦江流域的细形铜剑一致
[12]

,如此看来朝鲜半岛出土

的那件被认为是中国式铜剑镕范的遗物
[13]

，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样的话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就可以分为从中国直接流入的和在朝鲜半岛模仿制做的

两部分。与有“二十五季（年）上郡守○”铭文的秦戈共伴的平壤石岩里的中国式铜剑应该是前者

的代表。为了更明白的观察，我们将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及其共伴遗物的整理制作为表

二。 

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的遗物共伴关系可以分为四个类型，Ⅰ类型是像平壤石岩里遗址一

样，只与中原系遗物共伴的；Ⅱ类型像平原新松里、载宁孤山里遗址一样，与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

相关联遗物共伴出土；Ⅲ类型是像咸平草浦里遗址一样，与细形铜剑文化相关联遗物共伴出土；Ⅳ

类型是像完州上林里遗址一样，只出土中国式铜剑。Ⅰ、Ⅱ类型在朝鲜半岛的西北地区，Ⅲ、Ⅳ类

型在朝鲜半岛的西南地区。其中，Ⅰ类型在中国制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Ⅱ、Ⅲ类型有在朝鲜半岛

制作的可能性
[14]

，特别是第Ⅲ类型在朝鲜半岛制做的可能性很大。咸平草浦里遗址的出土品包括在

成立期（初期）的细形铜剑文化中看不到的铜矛、铜戈、铜鍦与中国式铜剑。铜矛和铜戈是模仿中

国（秦）的铜矛、铜戈
[15]

，铜鍦在楚国也有很多出土
[16]

，是同一时期一起流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

推测Ⅰ类型的中国式铜剑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其他中国式铜剑的祖型。 

2．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年代 

虽然有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的年代是春秋末到战国初的见解
[17]

，但从共伴遗物以及纪年

铭文来看很难再往上提。接下来我们分类型考察一下各遗址的年代。 



 

 

Ⅰ类型石岩里中国式铜剑的年代因为有“二十五季上郡守○”的秦戈共伴，所以推测其应该在

公元前三世纪后叶。而且在平壤一带，还有其他有公元前 3 世纪后叶纪年铭文的中原系青铜器出

土，如在出土中国式铜戈的平壤出土的中国式铜矛上也有“五年季氏（B.C.242 年）”的铭文
[18]

有

“秦上郡”铭文的铜戈在中国内蒙古等地大量发现
[19]

,可以知道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后叶这种铜戈

制做生产的相当多，并向周边地区扩散。流入朝鲜半岛的铜戈就是其中之一。 

Ⅱ类型孤山里遗址的年代可能是公元前 3 世纪
[20]

，从共伴的变形琵琶形铜剑来看应该是妥当

的。直刃化的变形琵琶形铜剑集中分布在辽东地区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根据其形态可以分为大

青山—五道岭沟门式和尹家村—孤山里式，两者分布的地域有所差异
[21]

。关于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

的年代，不同的学者看法有一些的差异，例如有公元前 5-4 世纪
[22]

，公元前 4-3 世纪
[23]

，公元前

4-3 世纪开始到公元前 2-1 世纪
[24]

,公元前 3-2 世纪
[25]

等多种多样。但是目前莲花堡类型的铁器与

绳席纹陶器共伴的事例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其年代很难再往上提。 

 

图六：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中国式铜剑分布现况 

 

 

 



 

 

表二：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遗物共伴关系 

遗址名 武器 工具 礼仪器 装身具 其他 备考 

平壤 

石岩里 

中国式铜剑， 中国

式铜戈，中国式铜矛 

    
Ⅰ类型 

平原 

新松里 

中国式铜剑，变形琵

琶形铜剑（T 字形剑

柄、剑把头饰） 

铜鍦？   褐色陶壶，豆

2，青铜器皿

雕刻，把手 

载宁 

孤山里 

中国式铜剑 2，变形

琵琶形铜剑（T 字形

剑柄） 

铜斧    

Ⅱ类型 

咸平 

草浦里 

中国式铜剑，细形铜

剑 4 （ 剑 把 头 饰

2），铜戈 3，铜矛 2 

有肩铜斧，

铜 凿 2 ， 

铜鍦，砥石

精文镜 3，竿头铃 2，

组合式双头铃，双头

铃，柄部头铃 

曲玉 2  

Ⅲ类型 

完州 

上林里 

中国式铜剑 26     
Ⅳ类型 

益山 

新龙里 

中国式铜剑片     
 

 

我们知道更精细的年代需要通过铁器在该地区的流入来决定。关于铁器出现的时期包括有与公

元前 300 年左右燕与古朝鲜的冲突这个历史记录相关的见解
[26]

，以及战国末—汉初，即公元前 3 世

纪后半到公元前 2 世纪的见解
[27]

。笔者认为在战国末到汉初比较妥当，那么载宁孤山里遗址的年代

可以推测为公元前 200 年前后。 

Ⅲ类型的年代可按朝鲜半岛特有的细形铜剑文化年代观来比推。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咸平草浦里

遗址相当于朝鲜半岛细形铜剑文化的中期（发展期），但共伴的粗纹镜是内区以及中区的纹样构成

很单纯的三区式或者三钮小型镜，八珠铃消失，柄部铜铃出现，与典型的发展期的遗址稍有差别。

从这些方面看咸平草浦里遗址的年代应该比典型的发展期遗址稍晚一点，推测为公元前 2 世纪前叶
[28]

。 

如上所述，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大约流行在公元前 3 世纪后叶到公元前 2 世纪前叶，大

约半世纪时间。Ⅳ类型完州上林里遗址的年代从形式学上分析也没有大差异，大体上是一个时期。 

3. 中国式铜剑流入朝鲜半岛的背景 

虽然在朝鲜半岛中国式铜剑与中原系文物共伴，但还应属于当地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与细形铜

剑文化。这样的事例在辽东地区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圈中也可以确认。 

辽宁省昌图县长发乡翟家村遗址出土 1 把变形琵琶形铜剑（T 字形剑柄，加重器）,11 件铜

镞，1 件骨质箭头，5 件铁镬以及 2 把中国式铜剑。其中 1 件中国式铜剑是扁茎式，另一件剑身与

剑柄之间较宽，有厚的无纹格部，剑柄有 2 个箍，柄头部有首，全长 40 厘米。共伴的铜镞是春秋

晚期到西汉初期使用的形式，铁镬是汉代的
[29]

，推测在公元前 200 年前后。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尹家村西南河的北岸出土有 1 把琵琶形铜剑与 1 把有圆筒形剑柄的中国式铜

剑。中国式铜剑柄部和剑身之间有窄的格部，剑身断面呈扁菱形。该剑残长 32 厘米，剑身宽 4.1

厘米，柄部长 8.5 厘米
[30]

。 

 

 

图七： 辽宁省昌图县长发乡翟家村 

出土遗物（比例尺：1:5） 

图八：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尹家村出土遗物（比例尺：1:5） 

图九： 辽宁

省长海县哈仙

岛徐家沟石墓

出土遗物（比

例尺：1:5）

 

大连市哈先岛徐家沟石墓是挖掘长 199 厘米，宽 90 厘米的土圹，然后用石头筑造而成的，出

土有 1 把变形琵琶形铜剑（剑镖，T 字形剑柄），1 件铜斧，1 件铜凿与 5 把中国式铜剑。中国式

铜剑剑身与柄部之间很宽，有厚的无纹格部，剑身断面呈扁菱形。剑柄是断面呈凸透镜状的茎部有

2 个箍，柄头部有首。铜剑长 45 厘米，宽 5 厘米，柄部长 8厘米
[31]

。 

除此之外,在集安
[32]

以及中国东北其他地区还有赵国铜剑出土
[33]

。在旅大地区出土的赵国铜剑

上有“四年相邦春平侯……”的铭文，四年是指赵悼襄王 4 年（B.C.241 年）
[34]

。所以我们可以知

道战国末到汉初在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式铜剑分布。 

与辽东地区相比，辽西地区从更早的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包括中国式铜剑的各种武器。例如，在

内蒙古通辽市有圆筒形剑柄的中国式铜剑与铜刀、铜凿等被一起发现，其年代在春秋晚期或者战国

时期
[35]

。而且在辽宁北票出土的燕王职戈与燕王职剑被推测与燕昭王有关，其年代在公元前 313-

312 年，或者是公元前 312-279 年
[36]

。通过这些遗物可以反映出公元前 300 年前后中原文化（燕）

已经到达辽西地区。 



 

 

相反从公元前 3 世纪后叶开始，中原系武器真正出现的辽东地区可能很大成程度上与从秦兼并

六国到秦汉交替间的混乱期有关。这些内容也可以在史料上得到确认。在《三国志·魏书·韩传》

引用的《魏略》中提到“……及秦兼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

服属秦，不肯朝会……”，可以看出秦国统一的余波影响到朝鲜地区，而且在此书《秽传》中有

“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的记载，可以看出秦汉交替时期大量燕、

齐、赵的流民涌向朝鲜地区。 

综合这些方面，我们认为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铜矛、铜戈是为了逃避从秦统一六国

开始到秦汉交替期为止的混乱的流民带来的。这样的话通过陆路经辽西地区的可能性虽然很大，但

是通过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的海路到来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37]

。虽然中国式铜剑中有像平壤石岩

里的出土品一样可能是在中国制作的，但是也有以此为祖型在朝鲜半岛制作的中国式铜剑。在细形

铜剑文化发展期以后盛行的铜矛与铜戈也是以中国铜矛、铜戈为祖型而制作的。但是，与铜矛、铜

戈不同的是中国式铜剑并没有流行起来，这是因为与中国式铜剑拥有同一机能的变形琵琶型铜剑以

及细形铜剑持续存在而造成的。 

四、结论 

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与西南部地区出土。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几乎全是剑身与

剑柄之间很宽，有厚的无纹格部，剑柄茎部中间有两个箍，柄头部有圆盘形的首。如果考虑在中原

地区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型的话，那以上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一个大的

特征。 

在朝鲜半岛，从公元前 3 世纪后叶开始到公元前 2 世纪前半短暂流行中国式铜剑。中国式铜剑

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与从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开始到秦汉交替的混乱期形成的流民向辽河以东流入这

个当时的历史事实有关。这个时期不仅是中国式铜剑，而且铜戈与铜矛一起流入，在土著的琵琶形

铜剑文化以及细形铜剑文化中使用。特别是在细形铜剑文化中接受了中原式铜戈与铜矛并生产制做

独自的形态铜戈与铜矛，但是中国式铜剑却由于存在同一机能的细形铜剑而没能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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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a-Bronze Daggers appearing  
in korean peninsula 

 

Jo Jin-seon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Museum of Korea） 

 
Abstract：The China-Bronze Daggers were excavated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we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China-Bronze Daggers are excavated with not only the chinese artifacts but also the Declined 

Pipa-Shape Bronze Daggers and the Slender Bronze Daggers. Some of them were mad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age of these artifacts is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hird century B.C. through the early part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 The China-Bronze Daggers were excavated in the Declined Pipa-Shape Bronze Daggers 

Culture sites of the Liaodong.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se artifacts are related to the refugees who were caused 

by  the unification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China-Bronze Dagger；  Pipa-Shape Bronze Dagger；  Slender Bronze Dagger；  Korean 

peninsula；Liaodong；Qin dynasty；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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