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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敦，是个多音字，在现代汉语中它有两个读

音。一、读作dūn，常组词有敦厚、敦实等。二、
读作duì，是专门盛黍、稷、稻、粱等粮食作物制
成品的盛食具和礼器。其盖和器身常作半圆球
形，上下两部分各有三足或圈足，两部分合起来
为球形，流行于战国时期。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里就展陈着这么一件名为铜敦的楚地宝物。

“它出土于李三孤堆楚幽王墓，专家考证其
年代在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之间，是典
型的楚文化区域文物。”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工作
人员介绍，李三孤堆出土文物数千件，时代明
确、文化面貌清晰，件件都是难得的瑰宝。

据悉，武王墩墓未进行抢救性发掘之前，李
三孤堆楚幽墓是当时已知发现的唯一一座战国
时期楚王墓。其位于谢家集区双庙村朱家集，
1933年、1938年多次被盗掘，出土文物散布于世
界各地。这些文物主要有铜器、玉器和滑石器，
包括鼎、鬲、甗、簋、瑚、豆、敦、俎、壶、尊缶、罍、
爵、耳杯、勺、浴缶、鉴、盘、洗、斗，以及炉、箕、秤
盘、量等种类繁多的文物。闻名世界的“铸客大
鼎”就出自这座大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展陈
的铜敦也是李三孤堆出土的精美铜器之一。

这个铜敦远看像书本里的插图“地动仪”，
近看，它由上下两个半球构成，大小犹如一个约
10斤重的椭圆形西瓜。铜敦的两个半球顶部各
有三个兼具装饰作用的兽足，中部各有一对环
耳，两个半球分开后，可分别由各自的三个兽足
支撑，平稳立于桌面，造型极为考究、做工颇为

精美。
资料显示，敦是由鼎、簋演化结合发展而成

的青铜器。敦一般为三短足、圆腹、口侧附兽
首。器有盖，盖上有三环，翻转过来成盘状。后
来敦演变作西瓜状，下有三短足，侧有两环耳，
盖上有圆握把。各地出土文物显示，敦的器型
有的作卵形，也有作扁圆四足的，更有无足只有
两环耳的。

据考证，敦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初为
盛黍稷之器，黍稷宜温，所以有盖，盖能翻转过
来使用。敦最初有三足，下边可以烧火，后来渐
成短足，以至无足，逐渐成为了盛器。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查询资料得知，器型
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中展陈的铜敦相似的敦有
不少。如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州
博物馆的战国铜敦，其无论大小还是外形，都与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展陈的铜敦极为相似。有
关介绍指出，敦，以其独特的形态出现于世，这
种器型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仅见于中国。敦，也
是一种粢盛礼器，流行于关中区域以外的广大
地区，在楚地别称为“盏”。楚地的敦(盏)，展现
出了与中原地区敦形制上的很大不同。春秋晚
期以后，铜敦被豆所取代急剧衰落，仅在少数墓
葬中尚能见到上下同体、紧紧扣合的球形敦。
一般认为，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敦是古
代王侯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的青铜器，上下扣合
的球形铜敦更是其中的珍品。

据了解，淮楚区域楚国遗物众多，铜敦作为
其中的精美铜器之一，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楚
国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特点。前来安徽楚文化博
物馆参观的游客在铜敦展窗前纷纷驻足欣赏，
大家对古人的制器工艺由衷钦佩，对淮楚文化
多增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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