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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形 造型罕见
1993年，洛阳林校（今河南科技大学林业职业学

院）车马坑考古发掘现场，一个形状不大，但造型奇特
的青铜器件吸引了所有发掘队员的目光。用刷子轻轻
拂去泥土，一个极为罕见的双面人造型的四足底座真
容显现，让大家喜出望外。

该双面人四管铜器座通高15.5厘米，由四角四管
形器组成，管下有乳头状实心足，以十字形连接各管，
十字正中有一双面人，两耳宽大，鼻头高突，嘴微微张
开，头顶似戴小圆帽或盘发，双手分置于四足器座的连
接壁上，作支撑状，四足、管壁上，均饰斜角云纹。出土
时，该座四管中还均残留高5厘米的朽木。

洛阳博物馆副馆长高西省说，双面人造型在现已
发现的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有可能是古代的“阴阳人”，
即沟通人间与神灵的神人。这件铜器座应该是当时王
权专用祭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神秘怪诞 应为祭器
“受当时冶炼技术限制，珍贵的青铜器主要被用于

祭祀活动。这些作为宗教祭器的青铜器件，除了用于盛
放供品，让鬼神享用之外，祭器还有丰富而深邃的宗教
含义。”高西省说，这些青铜器造型大都凝重、庄严，纹饰
也显得神秘怪诞，神灵崇拜和宗教意识得到充分反映。

祭祀离不开巫师，作为联通人世和天神的中介，巫师
在古代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该双面人造型极有可能是
古代的“阴阳人”，即巫师形象的表现。

西周的宗教活动主要分占卜和祭祀两项，都是因
崇拜神灵而产生的。巫师借助高贵的青铜器，营造神秘
怪诞而又庄重肃穆的气氛，保持并强化神在人们心目
中的地位，实质也就是强化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王
权便在神权外衣之下得以巩固。

文物名称：双面人四管铜器座
文物年代：西周
出土时间：1993年
出土地点：洛阳林校车马坑

双面人四管铜器座：
罕见双面造型 当属祭神之器

本报见习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双 面 人 四 管 铜 器 座 出 土 于
我 市 林 校 车 马 坑 ，通 高 15.5 厘
米，由四角四管形器组成，管下
有乳头状实心足，以十字形连接
各管，十字正中有一双面人，造
型别致，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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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契：房产转移之凭证
经济生活留片影

本报记者 姜春晖 文/图

房契，系旧时民间房产买卖、典
当、租佃活动中订立的交易契约文
书。房屋作为人们的居所，其在市场
上交易可谓由来已久。而且，房产交
易作为房产权属转移的一种重要形
式，其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以契约
形式来体现的。比如，古代进行房产
买卖须先立契，再缴纳契税，最后印
契约，即请有关部门在合同上盖章。

“房屋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其在
达成交易之前，还要经过一道手续，即

‘遍问亲邻’。”王支援说，如宋太祖时，
曾明文规定：“凡典卖、倚当物业，先问

房亲，房亲不买，次问四邻，四邻不要，
他人并得交易。”从中可以看出，卖方
在卖房之前，不仅要得到家人和族
人的同意，而且要得到邻居的首肯，
其亲人、族人、邻居还优先享有交易
权。

交易须经族人、邻居同意

房契，即旧时民间房产买卖、典当、租
佃活动中订立的契约文书。与地契一样，
房契也可归结为两大类，即官契（红契）和
民契（白契）。而且，在房屋交易达成之前，
还要经过一道手续，即“遍问亲邻”——卖
方在卖房之前，不仅要得到家人和族人的
同意，还要得到邻居的首肯。

为筹建中国契约博物馆，近年来，
洛阳民俗博物馆相继从民间征集了各
类房契近 200 份。这些房契上起明崇
祯年间，下至民国时期，我们从中挑选
了几份。从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房
契中，可以看出近代河洛地区房产权属
变更的具体原因。

■生活困苦 卖房糊口
“立卖永远死契文字人郭冯氏同

（孙）全则因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土窑两
座，门窗俱全，坑侧（厕）一个，土木相
连，照以上地二分起粮。四至东开，水
流出入行路依古往来。今立契出卖于
郭雷鸣名下修理经应（营）为业。同中
言明，总价大钱一十四千文。其钱当日
笔下交足，恐（空）口难凭，立卖契文字
存证。咸丰九年四月立卖永远死契文
字人郭冯氏（孙）全则。”

这是一份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
房契文书，长 43.6 厘米，宽 29.6 厘米。

（图①）
“在此契中，奶奶带着孙子卖掉了家

中仅有的两座土窑，契中没有出现儿子、
儿媳，应是年迈的奶奶带着孙子生活，因
缺钱无粮‘糊口不便’被逼无奈才卖房
的。”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

郭冯氏祖孙二人的遭遇是旧时失房
农民的缩影。“除非万不得已，是绝不会
用卖房这种方法来筹钱筹粮的。”王支援
说。

■突遇灾难 卖房救急
“立卖庄基文契人董金钊因堂侄身

亡无嗣，外债殡埋等费，实□□□□□
庄基一段，坐落北街。其地南北畛，东
至杜呼雷夥墙心，西至路心，南到耿保
夥墙心，北到杜呼雷夥墙心。四至分

明，上下金石土木相连。同中人说合，
情愿出卖于董金怀名下，永远为足……
自卖之后，永无反悔，恐后无凭，立契为
证。咸丰八年七月十一日立卖地契人
董金钊。”

该卖庄基文契同样用毛笔书写于
宣纸之上，长 45.2 厘米，宽 30 厘米，左
侧中下部有一戳记，上书“正堂示，给官
产行，刘荏芳戳记”。（图②）

契文反映了卖房人董金钊为帮助
无妻无子的过世堂侄而卖掉房子，以便
还清堂侄生前的外债及殡葬费用。

“这种类型的契约也是那个时代劳
苦大众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王支援
说，旧时，由于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
乏，特别是正规救急机制的缺失，导致生
活在最底层的百姓，一旦家中出现突发
灾难，除了卖房卖地，便没有更好的应对

措施。
■筹资建学 卖公用地

“立卖契约销村南寨明强学校为开
办无资，众村公议，今将南官杭宅基一
所，计地四厘三毫八丝，其庄坐西向东，
东至小路三尺，西至崖根，南至杨根保，
北至小路三尺，四至分明，尽在卖数。
今同中人说合，情愿出卖于李相年名下
管业居住，言定时值共卖价大洋十元
整。恐（空）口无凭，立卖契约为证，此
照。民国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乡地杨
书林。”

这份长 44 厘米，宽 28.8 厘米的卖
房基契（图3），也是用毛笔书写于宣纸
之上，内容则讲述了销村为办学将村公
地卖给私人以筹资建学之事。“这表明
旧时的房屋买卖，有时也兼具社会公益
性质。”王支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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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这一古代房产交易中的一种
伴生现象，其形成可追溯至东晋时期
的“估税”，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当时的估税分为两种，即输估
和散估。”王支援说，当时规定，对交
易额较大、有契约为据的征收输估，
即每一万钱交易额官府征收四百钱，
即税率为 4%，其中卖方缴纳 3%，买
方缴纳1%；对于数额较小、没有契约
字据根据的，则征收散估。

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由
于估税已明显不利于契税的征收，于
是开始征收印契钱。明清以后，契税
开始由双方共同缴纳演变为由买方支

付。清朝末年，土地、房屋买卖的契税
税率更是提高到9%，典当契税税率提
高到6%。

王支援表示，契税制度的不断完
善及契税税率的不断提高，说明契税
越来越成为古代官府重要的经济来
源。因此，官府对房屋交易的管控也
相对更为严格。

文中所涉部分名词释义：
1.乡地：乡房地经纪人。
2.契税：以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

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向产权承受人
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契税形成可追溯至东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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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
重要的部分。祭祀要按着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
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神灵，请神灵帮助人们达
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

在古代，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祭祀对象分
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

庙称享。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
祭祀山川；士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
清明节、寒食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节是祭祖日。
祭祖也是汉人宣告自己为炎黄子孙最直接的方
式。

（云飞）

中国古代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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