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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藏

青玉制，因沁蚀变为黄

褐色。该佩为近半环形片状。

佩的前部为凤首，钩嘴、臣

字眼、高冠，冠上雕锯齿形

扉牙。器身以双阴线饰变形

云纹。佩的下端屈躯如跽坐

人形。该玉佩两端各有一穿

孔用于穿系。
洛阳博物馆藏

侈口，宽折沿，鼓腹，圈足。腹上部有四个对称的回首卷尾龙形兽耳，腹部饰有两

周宽大环带纹，圈足饰重环纹。这是目前洛阳地区所发现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可称为“盂

中之王”。其腹壁铸五行 26 字铭：“齐侯作朕子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

子孙孙永保用之。”这件铜盂是齐侯为其次女仲姜所作的陪嫁品。齐侯铜盂对研究当时

周王室与诸侯之间政治联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藏

青白玉。青白色，大部受

沁呈棕黄色或黄褐色。玉质细

腻，微透明。柳叶形偏锋，钝刃，

援有脊与边刃，本、内部结合

处有一圆形穿孔，内末端有锯

齿状装饰，正面用阴线雕出龙

凤纹饰。正背面尚残留有红色

丝织物痕迹。

战国早期（公元前 475 年—前 376 年）
高 24.5 厘米，口边长 12.5 厘米 
1935 年汲县山彪镇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豆为盛食器，据考证是用

于盛放腌菜、肉酱之类的专用器

皿，其形制多为圆形，像这种工

艺精巧、图案华美的方形铜豆并

不多见。

商代晚期（公元前 13 世纪—前 1046 年）
高 9.8 厘米，宽 3.8 厘米，
厚 0.3 厘米
1976 年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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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公元前 275 年—前 222 年）
长 20.5 厘米，宽 3.3 厘米
新郑城关乡胡庄 M342 出土

郑州博物馆藏

带钩整体呈桥形，钩背中部有蘑菇状脐。兽首形钩首，钩身较宽，

尾端平直。带钩以镶嵌和错金银工艺装饰，正面交错嵌以金饰、玉饰，

金饰上为浅浮雕状盘曲的龙纹，玉饰上为云纹。其他部位饰以错金、错

银的几何纹、云纹。制作考究，工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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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公元前 570 年—前 476 年）
高 43.5 厘米，口径 70.3 厘米 
1957 年洛阳中州大渠出土

商代晚期（公元前 13 世纪—前 1046 年）
通长 37.0 厘米，最宽 7.1 厘米，厚 0.7 厘米
1990 年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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