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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史料的分析，考证吴钩、秦钩、金钩来历及其用途。分析认为，吴钩是古代春

秋时期吴国研制的一种铜弯刀，又名金钩，原本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王侯君主佩带，并未使用在战

场上；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不明白这种久已失传的兵器为何物，只是在诗文中领略其被神化的

风采；秦俑一号坑出土的两把铜弯刀是否就是吴钩或金钩？考虑其出自秦地，由秦军使用，定名为

秦钩似乎更恰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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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幕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装马鞭，百仓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朋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杜甫在《后出塞》的第一首诗里描绘了这样一

个应募从军、亲朋壮别的场景，真是豪壮激烈，催人

奋进，乡情切切，感怀生慕。诗圣笔下，令人非在诗

中，而在诗外。马鞭、腰刀装饰华贵，不觉眼热，而笑

看的那把“吴钩”究竟是何等武器呢？

一、吴　钩

　　左思《吴都赋》中有“吴钩、越棘、纯钧、湛庐”之

句。吴钩同长戟、名剑并列，概可见其贵。汉代仍有

钩的使用，《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又取官铜

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那么，

这个“吴钩”究竟是什么形状？

很多注释家都说形如弯头的刀。然而，镰刀也是

弯头的，有刃也可以内钩，但那属于农具而非武器。

武器中同“钩”相近者，还见有“钩镶”一物。据

《释名》说：“两头曰钩，中间曰镶，或推镶，或钩引。”

钩镶整体呈弓型，两头各有一个向外的弯钩，一般是

上钩长于下钩。钩为圆柱形的长铁铤，都稍向后弯。

上钩顶端为锐尖；下钩末端有的为小球状（有的则

为锐尖形）；两钩中间连接着一个盾牌状的“铁镶”

（一块圆角长方形薄铁板），后有把手，用圆盖钉固

定于钩架上。钩镶一般通长（包括上钩、下钩和中

间的镶部）在６０～７０ｃｍ之间。整体形状是上钩长，

下钩短，中部有一护手的铁板，能钩、能挡。此物在

河南洛阳、鹤壁，河北定县等地的汉墓中都有出土。

河南鹤壁市发现一件铁质钩镶，上钩长２６ｃｍ，下钩

长１５．７ｃｍ，连同镶部总长６１．５ｃｍ。两钩均为锻成

浑圆的铤，向前钩曲。下钩的尖端是圆球状，上钩的

尖部残失。中间镶部，背面的铤锻成扁体形，并折成

长方形把手，正面是用长１８．５ｃｍ、宽１４ｃｍ的薄铁

板制成的镶，用圆盖钉固定在钩架上，镶板上无其他

附属物的遗迹，中部向外鼓出，以便于手握［１］（图



１）。钩镶是一柄短兵器，往往同环首刀配合使用。

画像石中就有左手执钩镶、右手执刀者同持长戟者

搏斗的画面。显然，钩镶同吴钩不是一类。

图１　铁钩镶
其实，吴钩的消失，汉以后长时间使人不可名

状。所以，宋人时而把它归之于“剑属”（如《大宋重

修广韵》、元《古今韵会举要》），时而又说“刀属”

（沈括《梦溪笔变》）。由于剑虽是两面刃，却是直

身；而刀身固然有直有曲，却是一面刃，可知刀、剑同

吴钩也是对不上号的 。

二、秦　钩

　　秦俑一号坑出土了两柄形似长条弯刀的青铜兵

器。身柄一次铸成实心，身长稍曲，头部弯度较大，

顶端平齐。截面呈枣核形，中心厚于内外两侧。虽

有对开的双“刃”，但不锋利，显系象征而已；柄作前

扁后圆的柱体。通长６５．２ｃｍ，其中身长５４ｃｍ，宽

２．２～３．５ｃｍ；中心厚０．９ｃｍ，重１．０４５ｋｇ［２］（图２）。

由于此弯刀两面具“刃”，确实显示出原有外格内钩

的功能，因此它无疑就属于古人一再盛赞过的“吴

钩”了。虽然此铜钩刀的两刃很钝，似乎难于应用，

但毕竟属于模拟吴钩的实体，也可名之曰“金钩”。

考虑其出自秦地，由秦军使用，定名为“秦钩”似乎

更恰切些。

秦钩出自矩阵的前锋部，为第一行横队左右两

端的袍俑各执一柄。锋部的士兵俑群，都属于轻装

图２　秦钩（秦俑１号坑出土）
步兵组成的弩兵队列，所用兵器以远射程的弓弩为

主，并配备有青铜长剑。而秦钩则配备在弩兵两端，

这除了列阵或仪礼的需要而设之外，还应把它看做

同剑一样，都是近身格斗的短兵器。在战斗中，只有

同其他兵器共同组成远近、长短相杂的情况，才具有

整体的杀伤威力。至于这两柄秦钩里外的刃很钝，

那是因为其同俑坑中很多象征性的东西一样，只是

为表现“形”而不在于“用”。

“吴钩”的得名，同它的发源地有关。《吴越春

秋》载：“阖闾既宝莫耶（邪），复命国中作金钩。令

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有人

献二钩，王“服而不离身。”这吴钩在吴国由此而身

价倍增，竟同宝剑一样，成了身分等级的指示物。既

然吴王“服而不离身”，也当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

应。因此，尽管是出现在一国一时，且在战场上未见

广泛使用，却能从一种护体的短兵器一跃而荣膺了

古代兵器的代称。其物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其名

却在诗人那里习用不衰。如鲍照《代线客少年场

行》“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李贺《南园》等五首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辛弃疾《水龙

吟·登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

会，登临意”等名句，早已脍炙人口。吴钩简直成了

人们羡艳的英俊威武的象征物。

三、金　钩

　　“吴钩”源于吴国，但要说它是“金钩”则实难令

人相信。吴国、越国的铜兵器就是最好的回答。

春秋战国时代（前７７０～前２２１），中国长江流

域的一些诸侯国冶铸兵器是颇负盛名的，许多名剑

都是出自当时的吴国、越国和楚国的匠人之手。据

说越王勾践的纯钧剑“手振拂，扬其华，摔如芙蓉始

出。观其?，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

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材，焕焕如冰释”

（《越绝书》）。吴王的“自作用剑”已经出土１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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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吴太子姑发孚反（诸奕）剑”（安徽淮南出土）、

“吴王光（阖闾）剑”（安徽南陵县、庐江县，山西原平

县均有出土，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还购回外流的 １

把）；越王剑有 ９把，如“越王勾践（鸠践）剑”１把

（湖北江陵）、“越王鹿郢（者旨於
$

）剑”３把（北京

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浙江博物馆收藏）、“越

王盲姑（不寿）剑”１把（上海博物馆藏）、“越王句州

（王翁）剑”１把（江陵出土）、“越王诸咎剑”１把（河

南淮阳平凉台出土）。另外，在淮阳还征集到２把

图３　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剑

越王剑，等等。这些都是精美绝伦之品（图３）。因

此，我们确信吴国是能够铸造出像吴钩这样的青铜

武器的。特别是像吴王阖闾这位不可一世的君主，

不但自铸，剑铭还作出“攻吾王光自作用剑以战?

（越）人”的话，气势逼人！当然，他在铸出“莫邪”这

样的利剑之后，就必然产生出另作一种改制品的追

求。上有好，下必有甚焉。既有吴王的倡导，应者则

趋之若鹜，以致出现了“作钩者甚众”的热闹场面。

竟有“贪王重赏”的丧尽天良之徒，杀子衅钩，哗众

取宠，换来个赏赐“百金”的荣耀，真是技术遭亵渎

的不幸！

四、结　语

　　吴钩的使用价值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吴钩的

面目也过早地蒙上了历史的尘埃。那么，秦钩的出

土，留给人们的大概不只是“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

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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