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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曲纹鹿首铜鼎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展陈文物
中，一件形态较为特殊的铜鼎。它三足鼎立，鹿首阔
腹，侧面看，犹如一只憨态可掬的小鹿。据安徽楚文化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个铜鼎1959年出土于舒城县
龙舒公社，是一级文物，其通高27.6厘米，通长31.5厘
米，口径20厘米。

专家研究认为，窃曲纹鹿首铜鼎是春秋时期文
物。这一时期，舒城县龙舒公社所在地区处于群舒方
国统治范围。不过，同一时期，齐、楚崛起，相对弱小的
群舒方国成为诸侯强国的围猎对象。强大的楚国更是
多次对其进行征伐、占领，经年累月，楚文化慢慢渗透
到群舒方国。

“群舒是小国集团，由其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有动物
特征，具体到窃曲纹鹿首铜鼎，其形态、繁复的纹饰、蹄
状足等特征都与楚国出土的类似文物相近。从侧面体
现了群舒在文化上包容性、融合性较强，也体现了同一
时期楚国影响力的深远。”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孙
晓菲介绍。

据了解，窃曲纹是周代的一种重要装饰纹样。这
种纹饰形式较复杂，共同特征是图案的主要母题是卷
曲的细长条纹，这些条纹又往往连接成带状，饰于器物
口沿、盖缘、钟篆等处，是动物的简化和抽象化。

专家认为，窃曲纹由鸟纹、龙纹衍化而来的痕迹较
为明显。如将一部分鸟纹加以排比，可以推测出它向
窃曲纹衍化的具体过程。较早的鸟纹在翅膀后边接连
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后来这个尾巴与躯体分离开来，成
为一个弯卷的抽象纹饰。再后来，鸟身部分也抽象化
了，仅保留原先的一根长长的羽毛。最后，这根羽毛也
消失了，形成了典型的窃曲纹。

窃曲纹的出现，意味着周代打破了商代以来，以直
线为主的装饰特点，也打破了对称格式，使得这种纹饰
适应性更强，可以随机变化，装饰于各种器物不同的部
位。

窃曲纹鹿首铜鼎的鹿首造型也是春秋时期青铜文
物重视动物造型的一大特点。青铜器时期人类还处于
向自然学习的阶段，体现在青铜器造型及纹饰设计中，
就是将身边看到的山川河岳、风雨雷电、动物植物或生
活场景等铸成青铜器造型或纹饰，其中以动物形象为
题材的青铜器贯穿整个青铜器时代。这些动物包括
龙、牛、猪、羊、象、兔、鹿、貘、驹、鱼、鸟、鸮、鸭等，或整
器，或局部，或写实，或抽象，艺术想象力天马行空，极
大丰富了青铜器的艺术品类。

综合这些特征，窃曲纹鹿首铜鼎堪称春秋时期的
青铜文物精品。观赏这件文物，也更让人对群舒方国
与楚国的关系、与淮楚文化的联系陡增好奇。

史料显示，群舒，偃姓诸国，指春秋时期分布在安
徽舒城周围的若干个舒族小国，可考的有舒、舒蓼、舒
庸、舒鸠、舒龙、舒龏、舒鲍、宗、巢等九国，桐国与群舒
邻近，也疑似群舒国。

群舒人在西周初年被周人逼迫南迁，分布地域北
抵淮河、南及长江、西限霍山、东达巢湖，在安徽中部一
带。在西周时期，这些小国都以徐国为宗主，称淮夷或
南淮夷，和西周屡有战争。

春秋时期，齐、楚、吴等诸侯国崛起，群舒处于齐、
楚、吴之间，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齐国先南下收服了

徐国，再利用徐国控制了群舒及淮夷等国。楚国不甘，
于公元前623年与公元前622年连续灭亡江、六、蓼三
个淮夷国家，剑指群舒。形势所迫，群舒一度投靠楚
国，但心却不诚，骑墙摇摆。

公元前615年，楚国发兵攻灭舒国与宗国，活捉了
舒国国君和宗国国君。公元前601年，楚庄王发兵舒蓼
并将其歼灭，《左传》宣公八年写道:“楚为众舒叛，故伐
舒蓼，灭之。”群舒方国都亡于春秋，除巢国外，基本上
都被楚国所灭。可以说，群舒文化，从孕育产生到发展
繁荣，皆是不断与中原王朝、齐楚吴等各方文化交流融
合的结果，这些文化构成了江淮地区多元的文化内涵，
也展现了淮楚文化强大的穿透力、影响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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