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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车马制度是指在古代社会中对于交通工具车和牲畜马古代车马制度是指在古代社会中对于交通工具车和牲畜马
的运用与管理的体系的运用与管理的体系。。古代社会的交通主要依赖于人力和畜力古代社会的交通主要依赖于人力和畜力，，
车马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就为当时的交通运输提供了重要的支车马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就为当时的交通运输提供了重要的支
撑撑。。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中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中，，有一套青铜车马器零构件有一套青铜车马器零构件。。作为古作为古
代青铜工艺应用于战事生活和交通出行的一种特别体现代青铜工艺应用于战事生活和交通出行的一种特别体现，，青铜车青铜车
马器是古代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标志之一马器是古代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标志之一。。

春秋后期春秋后期，，吴楚两国均看重江淮流域的控制权吴楚两国均看重江淮流域的控制权，，为争夺这一为争夺这一
权利权利，，以至战火持续不断以至战火持续不断，，而位于淮河中游的州来地跨淮河两岸而位于淮河中游的州来地跨淮河两岸，，
是南下北上的军事战略要地是南下北上的军事战略要地，，自然成为吴楚争夺江淮的首要之自然成为吴楚争夺江淮的首要之
地地。。蔡国最早建都于河南上蔡蔡国最早建都于河南上蔡，，春秋中期沦为楚国附属国春秋中期沦为楚国附属国，，由于由于
楚国的长期逼迫楚国的长期逼迫，，公元前公元前506506年年，，蔡国与吴国建立盟约蔡国与吴国建立盟约，，一同攻打一同攻打
楚国楚国，，从此从此，，蔡国和楚国结怨蔡国和楚国结怨。。蔡国害怕被楚国报复蔡国害怕被楚国报复，，在吴国的帮在吴国的帮
助下助下，，于公元前于公元前493493年年，，也就是蔡昭侯二十六年时迁都州来也就是蔡昭侯二十六年时迁都州来（（今淮今淮
南寿县南寿县、、凤台一带凤台一带），），蔡国由此卷入吴楚江淮之争蔡国由此卷入吴楚江淮之争。。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孙晓菲介绍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孙晓菲介绍，，蔡国墓地也称蔡国墓地也称““西圈西圈
墓地墓地””，，主要分布于寿县古城西南郊主要分布于寿县古城西南郊，，是春秋晚期是春秋晚期““蔡迁州来蔡迁州来””后的后的
重要墓葬分布区重要墓葬分布区。。这里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这里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

青铜车马器零构件青铜车马器零构件，，分别发现于分别发现于19901990年西圈年西圈11号坑号坑、、19961996年西圈年西圈
33号墓的蔡国贵族车马陪葬坑中号墓的蔡国贵族车马陪葬坑中。。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陪葬的青铜车马器众多陪葬的青铜车马器众多，，有的器物较大有的器物较大，，
纹饰却十分细腻纹饰却十分细腻，，有的器物虽小有的器物虽小，，但是仍能够看出其玲珑剔透但是仍能够看出其玲珑剔透，，工工
艺精湛艺精湛。。它们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它们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失蜡法失蜡法””铸造而成铸造而成。。据了据了
解解，，““失蜡法失蜡法””也称失蜡浇铸法也称失蜡浇铸法，，是古代中国一种生产工艺是古代中国一种生产工艺。。这类这类
制品往往由于设计十分繁琐制品往往由于设计十分繁琐，，难度很大难度很大。。失蜡法可以使任何金属失蜡法可以使任何金属
能够完整而忠实地重现其蜡模的样貌能够完整而忠实地重现其蜡模的样貌。。到了现代到了现代，，它仍然是用来它仍然是用来
呈现金属制品最精美细节的方法呈现金属制品最精美细节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于雕塑被广泛采用于雕塑、、珠宝加工珠宝加工、、
牙科及工业复原等领域牙科及工业复原等领域。。

据了解据了解，，早在商末便有车早在商末便有车、、马组合形式出现马组合形式出现。。西周时期西周时期，，车马车马
制度开始出现制度开始出现，，马车被作为其拥有者等级身份的象征马车被作为其拥有者等级身份的象征。。战国初战国初
期期，，马车成为战事必备工具马车成为战事必备工具。。车马器各个器件的作用和意义不尽车马器各个器件的作用和意义不尽
相同相同，，因此因此，，在了解和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蔡楚两国的车马制方面在了解和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蔡楚两国的车马制方面，，
这一套车马器零构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一套车马器零构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而一套完整而一套完整
的的““云纹龙首盖弓帽云纹龙首盖弓帽””历经历经24002400多年的岁月洗礼多年的岁月洗礼，，依旧保存完整依旧保存完整，，
2424支一件不少支一件不少，，它们的珍贵之处更是无需多言它们的珍贵之处更是无需多言。。

孙晓菲介绍孙晓菲介绍，，““云纹龙首盖弓帽云纹龙首盖弓帽””是古代伞盖的弓帽是古代伞盖的弓帽，，通体是通体是
弯曲的龙形弯曲的龙形，，龙体中空龙体中空，，可以插入伞骨可以插入伞骨，，另一侧用来钩挂伞面的织另一侧用来钩挂伞面的织
物物，，前端作立体龙形前端作立体龙形，，后端是精美的三角云纹后端是精美的三角云纹，，中部采用嵌银工中部采用嵌银工
艺艺，，其形状和技术都令人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其形状和技术都令人惊叹于古人的智慧。。盖弓帽的出现是中盖弓帽的出现是中
国古代车马制发展中的一次重大改进国古代车马制发展中的一次重大改进，，它使得人们在乘车中不用它使得人们在乘车中不用
再饱尝风雨艰辛再饱尝风雨艰辛，，使长途出行成为可能使长途出行成为可能，，而且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而且在等级制度森严的
时代时代，，它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它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虽然先后历经了蔡昭侯申虽然先后历经了蔡昭侯申、、蔡成侯朔蔡成侯朔、、蔡声侯产蔡声侯产、、蔡元侯蔡元侯、、蔡蔡
侯齐五位蔡侯侯齐五位蔡侯，，但是蔡国在此地只生存了四十六年但是蔡国在此地只生存了四十六年。。可无法否认可无法否认
的是的是，，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让这块土地建立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让这块土地建立了一个诸侯国的国
都都，，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公元前公元前447447年年，，楚惠王灭楚惠王灭
蔡国蔡国，，至此至此，，楚国彻底实现江淮统一楚国彻底实现江淮统一。。

两千年前蔡楚车马制如何？
青铜车马器零构件告诉您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大面积布展了一套编钟铭文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大面积布展了一套编钟铭文，，
这段铭文来自寿县出土文物这段铭文来自寿县出土文物““蔡侯铜编钟蔡侯铜编钟””。。通过它通过它，，参观人员参观人员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残酷一面诸侯混战的残酷一面，，亦可以看亦可以看
到蔡楚之间复杂的恩怨情仇到蔡楚之间复杂的恩怨情仇。。

据悉据悉，，编钟是我国汉族古代大型打击乐器的一种编钟是我国汉族古代大型打击乐器的一种，，它兴起于它兴起于
周朝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这些编钟用青铜铸成这些编钟用青铜铸成，，大小不同大小不同
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
敲打能发出不同的乐音敲打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按照音谱敲
打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显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显示，，西周时期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西周时期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3
枚组合起来形成一组枚组合起来形成一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逐渐增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逐渐增
多多，，有有99枚一组的和枚一组的和1313枚一组等枚一组等。。

展陈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的蔡侯编钟展陈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的蔡侯编钟，，出土于寿县西门出土于寿县西门
蔡侯墓蔡侯墓。。19551955年年，，考古人员发掘出的这套编钟由考古人员发掘出的这套编钟由99枚钮钟组成枚钮钟组成。。
其形制其形制、、装饰花纹基本相同装饰花纹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大小依次递减。。器腔体作合瓦状器腔体作合瓦状，，
较阔较阔，，口缘内凹呈弧形口缘内凹呈弧形，，舞部正中为上小下大柱状甬舞部正中为上小下大柱状甬，，有旋有旋，，干作干作

方形方形，，枚下沿大于腔高二分之一枚下沿大于腔高二分之一。。器的甬器的甬、、舞舞、、篆篆、、鼓部饰蟠螭鼓部饰蟠螭
纹纹，，细密繁复细密繁复，，凹凸有致凹凸有致。。99器均铸铭文器均铸铭文，，字数不等字数不等，，有的自铭为有的自铭为

““行钟行钟””，，铭文有韵铭文有韵，，内容反映了蔡国和楚国的关系内容反映了蔡国和楚国的关系。。
目前目前，，这套青铜编钟仅部分收藏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这套青铜编钟仅部分收藏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它

们铭文中们铭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有一段这样的表述，，““唯正五月唯正五月，，初吉孟庚初吉孟庚，，蔡侯曰蔡侯曰：：余余
唯末少子唯末少子，，余非敢宁忘余非敢宁忘，，有虔不惕有虔不惕，，左右楚王左右楚王，，隺隺豫政……隺隺豫政……””其其
中中，，““左右楚王左右楚王””，，是蔡和楚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是蔡和楚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春秋时期春秋时期，，蔡和楚的关系是非常深的蔡和楚的关系是非常深的。。但是在楚灵王时但是在楚灵王时，，蔡蔡
还是被楚灭了国还是被楚灭了国。。到了楚平王时到了楚平王时，，楚平王又将蔡复了国楚平王又将蔡复了国。。专家专家
推测推测，，这段铭文提到的应该就是这段往事这段铭文提到的应该就是这段往事。。大家在铭文中也可大家在铭文中也可
以看到蔡侯自称以看到蔡侯自称““末小子末小子””，，表示要虔诚地侍奉楚王表示要虔诚地侍奉楚王，，可见蔡侯对可见蔡侯对
楚王的态度非常谦卑楚王的态度非常谦卑，，显示出弱小的蔡国对待强大的楚国非常显示出弱小的蔡国对待强大的楚国非常
敬畏和无奈敬畏和无奈。。

蔡国这么臣服于楚国蔡国这么臣服于楚国，，楚国为什么要灭掉蔡国哪楚国为什么要灭掉蔡国哪？？原来原来，，蔡蔡
国第国第2121任国君蔡昭侯受楚国侮辱后任国君蔡昭侯受楚国侮辱后，，不愿继续臣服于楚国不愿继续臣服于楚国，，决定决定
改变改变““左右楚王左右楚王””的屈辱命运的屈辱命运，，于是他选择了和吴国结盟于是他选择了和吴国结盟。。那时那时，，
吴吴、、楚间夹着必争之地楚间夹着必争之地““江淮地区江淮地区””，，两国在此长期拉锯两国在此长期拉锯，，但是势但是势
均力敌均力敌，，谁也无法取得关键性突破谁也无法取得关键性突破。。公元前公元前506506年年，，趁着楚君内趁着楚君内
政不治政不治，，吴蔡等联军一举攻入了楚国的郢都吴蔡等联军一举攻入了楚国的郢都，，这就是春秋末年著这就是春秋末年著
名的柏举之战名的柏举之战。。

柏举之战结束后柏举之战结束后，，吴国的地缘结构得到了巨大改善吴国的地缘结构得到了巨大改善。。根据根据
史料记载史料记载，，战后吴军甚至推进到了今天的鄱阳县一带战后吴军甚至推进到了今天的鄱阳县一带，，楚国被迫楚国被迫
迁都迁都。。相当于整个江淮地区都被吴国控制相当于整个江淮地区都被吴国控制。。

后在吴国的帮助下后在吴国的帮助下，，蔡昭侯迁都到今天的淮南区域蔡昭侯迁都到今天的淮南区域，，称为下称为下
蔡蔡，，在这里过着在这里过着““偏安一隅偏安一隅””的日子的日子。。公元前公元前473473年年，，越王勾践复越王勾践复
仇吞并了吴国仇吞并了吴国，，蔡国失去一大靠山蔡国失去一大靠山，，加之国力渐微加之国力渐微，，公元前公元前 447447
年年，，蔡国被楚国所灭蔡国被楚国所灭，，淮南地区再成楚地淮南地区再成楚地。。公元前公元前223223年年，，秦军攻秦军攻
破楚都寿春破楚都寿春，，楚国正式灭亡楚国正式灭亡。。

蔡侯编钟铭文透露出复杂的蔡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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