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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著西州十三年
——女几山前说张轨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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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繁阳之金”铜剑
文物年代：战国
出土时间：1974年
出土地点：西工区战国墓葬

1974年，洛阳博
物馆配合城市工程建
设，发掘清理一座战
国墓葬。在这座几经
盗掘的墓葬中，“繁阳
之金”铜剑成为考古
人员意外的收获。该
剑剑鞘由象牙制成，
饰以珍珠，保存完好，
至今依然锋利，剑身
铭刻错铜纹“繁阳之
金”四字，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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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阳之金”：
战国铜剑依然锋利
工艺精湛贵气十足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见习记者 张宁 文/图

稀有铭文 工艺精良
剑，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早期是匕首式短剑，源于北

方草原地区，既是吃肉餐具，也是护身武器。春秋战国时期，
长剑开始流行，为步战主要兵器。长剑便于战斗，短剑利于护
身，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就是利用短剑的一个典型例子。

1974年，西工区一座几经盗墓贼光顾的战国墓葬进入最
后清理阶段。考古人员黯然收拾“残羹冷炙”时，突然有了惊
喜的发现——“繁阳之金”铜剑。该剑铸工精巧，装饰华美，十
分锋利，尤以四字铭文，令人瞩目。

“繁阳之金”剑铭，横笔宽且直，竖笔曲折，字形秀丽, 饶
有书法艺术的意味。据考证，剑铭中“繁阳”位于楚国，在今河
南省新蔡县以北，是当时的经济要地，地理位置重要，而“金”
字的含义当指兵器。“繁阳之金”应释为繁阳所铸之剑。

古代楚国以产铜闻名，剑尤以南方吴越地区质地精良。
在当时诸侯称霸的时代，铜是铸造兵器必不可少的原料，所以
楚国对铜的出境是严格控制的。即使是允许出境，也要立盟
保证不用来铸造兵器。《左传》记载的“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
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就是力证。考古专家
介绍，这柄剑是如何流入洛阳的难以考证，馈赠纳贡、商品交
换、战争所获均有可能。

象牙剑鞘 王族佩饰
战国时期，铸铜工艺已十分发达。《荀子》中“刑范正，金锡

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的意思，就是只要模子精
确，原料纯洁，工艺细致，温度适当，莫邪宝剑就铸成了。至今
依然锋利的“繁阳之金”剑，显示了当时先进的铸造工艺。

古代，佩剑除防身之外，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从
“繁阳之金”铜剑的剑鞘就可见一斑。剑鞘由象牙精雕而成，
剑首饰以珍珠，堪称珍宝，是王族的贵重佩饰。

另外，当时的贵族也常用以向世人夸耀。《史记·春申君列
传》记载，赵国平原君派使臣访问楚国春申君，春申君把使臣
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赵国使臣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
特意用玳瑁簪子绾插冠髻，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请求与春
申君的门客会面。结果春申君的门客都穿着用宝珠做的鞋子
来见赵国使臣，使赵国使臣自惭形秽。

张坞镇苏羊寨，是崤函古道上一个
并不引人注目的山寨。它位于宜阳西
部，南邻女几山，隔洛河与三乡相望。这
里是西晋末年凉州牧和前凉王国的奠基
人张轨的故里，他“威著西州十三年”，为
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边疆的稳定发展，立
下了盖世功勋。

提到张轨，不得不提到女几山。《晋书·张轨
传》说：“张轨与同郡皇甫谧（mì）善，隐于宜阳女几
山。”女几山是张轨出仕之前的隐居之地。

女几山位于宜阳西部的洛河南岸，这里奇
峰林立、飞瀑高悬、烟云浩渺，自古被称为仙
山。女几山与汉山隔洛河相望，为崤函古道之
管钥。唐宪宗时，宰相裴度讨伐淮西吴元济，过
女几山，在这里刻石题诗云：“待平贼垒报天子，
莫指仙山示武夫。”这座仙山，曾吸引着无数的
文人骚客前来游览，明朝画家唐寅曾不远千里
而来，在这里度过整个春天，画成自己的得意之
作《春游女几山图》。

女几山自古多隐士，最著名的不是张轨，而是
他的老师皇甫谧。皇甫谧和张轨的祖籍都是安定
郡，皇甫谧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出生
于新安县，曹魏时期举族迁至女几山。

皇甫谧是那个时代的通才，著述甚多，名满天
下。他一生布衣，在女几山以种地、采药、教书为
生。张轨的父亲张温与皇甫谧是挚友，曹魏景元
元年（公元260年），张温就将6岁的张轨送到皇甫
书院。从此，张轨跟从皇甫谧学习22年之久，并
写出了《易义》等一批学术著作，成为一代名儒。

张轨、皇甫谧的隐居地在女几山的何处呢？
我们一般会认为，他们一定住在白云之巅、奇峰
之上的洞穴之内或茅屋之中。事实上，这是个误
解，因为隐居地并非住了两个人，而是有几大家
族的数千人，这个地方就是女几山云中坞。

云中坞是魏晋女几山中唯一的居民区。坞，
即坞堡，又称坞壁，是一种具有防御性设施的城堡
式建筑。云中坞是张氏家族和皇甫家族共同创建
的，张轨就出生在这里。曹魏建都洛阳后，由于人
烟稀少，下令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二百里内，听任民
众前来居住开荒，特别是在宜阳设典农使，鼓励民
众修建堡坞庄园。当时，举族迁来宜阳的人很多，
如云中坞附近就有杜恕建的一泉坞。

北魏郦道元《水经·洛水注》载：“洛水又东，
渠谷水出宜阳县南女几山，东北流径云中坞，左
上迢遰（dì）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故坞受其

名。”民国《宜阳县志》卷二载：“云中坞，即今之苏
羊寨。”

经考察，苏羊寨位于渠谷水之滨的七峪山
上，七峪山南邻花果山，北临洛河，地势雄伟，如
在云端。现存古寨是在云中坞原址上所建，是北
宋以后的风貌。此地易守难攻，七峪山上土地肥
沃、溪流处处，自古就是人类宜居之地，著名的苏
羊仰韶文化遗址就在这里，说明从距今五六千年
前起，这里就是女几山地区的重要聚居区。

西晋泰始十年（公元 274 年），张轨娶妻辛
氏，辛氏出身宜阳大族，断文识字，非常贤淑。两
年后，其长子张寔（shí）出生于云中坞。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皇甫谧向朝廷
推荐自己的四大弟子张轨、挚虞、牛综、席纯，他
们同时入朝为官，结束了女几山的求学生涯。次
年，皇甫谧病卒于云中坞并葬在这里。

西晋永宁元年（公元 301 年）正月，凉州大
乱，张轨临危受命，出任凉州刺史。在此之前，张
轨在洛阳先后担任太子舍人、散骑常侍、征西军
司等职务。

凉州是西北重镇，西晋时凉州领八郡四十六
县，后增为九郡四十八县，而凉州刺史兼西域都
护管辖的范围，包括了东起金城（今甘肃兰州），
西到西域的广大地域，是河西走廊至西域的最高
军政长官。

西晋时期，凉州很不稳定。咸宁五年（公元
279年），鲜卑秃发部攻破凉州，占据主要城镇，
阻断西晋与河西之交通，西晋朝廷大震，遣威武
太守马隆统军攻之，局面暂时得到控制。元康元

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开始，天下大乱，鲜
卑秃发部再次起兵，与官军连年征战于河西，数
任凉州刺史皆被杀，到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时，凉
州已基本失控。

张轨带领云中坞全体部众西行，一路招集流
民并选取精壮者组成一支劲旅。到当年九月，张
轨一行到达凉州，对叛军进行突然袭击，斩敌万
余，从此威震西土。张轨任用有才干的凉州士人
宋配、阴充等人为股肱谋士，共同治理凉州。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张轨大修凉州治所
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市）。鲜卑秃发部大举围攻
姑臧城，张轨派宋佩带兵出城迎击，斩杀其首领
若罗拔能，俘敌十多万，彻底戡定凉州。

张轨始终忠诚于西晋，自“八王之乱”起，各
州都不再向朝廷纳贡，唯有张轨进贡不绝。匈
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后，中原大乱，张轨多次派
北宫纯等将领率兵勤王。他先后被西晋任命为
安西将军、镇西将军、凉州牧等，成为河西和西
北广大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但是，他始终恪守
忠君爱国的信念，势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
稳定。

张轨在河西13年中，选贤任能，大建学校，
努力发展区域经济。他除注重加强境内的经济
建设外，还十分注意与中土和西域的商贸交往，
为此，他颁行钱币法规，铸造五铢钱币，对向东
方、西方的商品交换起到了积极作用。《晋书·张
轨传》载：“苍生鹄企西望，四海注心大凉……张
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在张轨的经营下，“西

州”成为当时国人向往的“乐土”，天下的一块“安
乐州”。

《晋书·张轨传》载，建兴二年（公元314年），
张轨病重，上书朝廷，请求“欲避位，归老宜
阳”。但未待朝廷答复而病故，其子张寔继承父
职。西晋灭亡后，北方处于大分裂时期，张寔建
立凉国，后来张轨被尊为凉国太祖。从张轨起，
张氏家族前后统治西凉地区长达 76 年，史称

“前凉”。
前凉积极经略西域，使西域成为前凉版图的

一部分。这一段历史时期，在西域发展史上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就全国而言，前凉经略西域史是
中国西北边疆史和丝绸之路史的一部分，它为中
国西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乃至民族大
融合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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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几山中二隐士

渠谷水滨云中坞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戡定凉州丝路通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欲避位归老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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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阳之金”铜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