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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主要利用近年來江蘇邳州九女墩徐國王族墓群的出土材料，以及梁王城、鵝鴨城遺址

的考古發掘和調查材料，並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和當地民間傳說，論證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為徐

國王族墓群，梁王城、鵝鴨城遺址為春秋中、晚期徐國的都城遺址。

本文還參照有相對紀年的具銘徐器，對徐國銅器銘文和徐國青銅器作了較為系統的收集和

整理，並作了初步的分期、斷代工作，對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考證，並通過與邳州九女墩

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對照，對紹興 306 墓、丹徒北山頂春秋墓等國別有爭議的墓葬進行了討論，

認為它們應為徐人墓葬，還對《余冉鉦鋮》、《 巢鍾》、《王子嬰次爐》等國別有爭議的青銅器

進行了考證，通過與典型徐國銅器在器物形制、紋飾和銘文風格等方面進行全面比較，得出它

們應為徐國銅器的結論。

本文還對徐國青銅器中所包含的多種文化因素進行了分析，同時又聯繫徐淮一帶有關新石

器時代及夏、商、周遺址，對徐文化的淵源作了初步的探討，並初步分析了徐文化的特徵，認

為徐文化是指，商周時期淮海一帶的徐人在當地夷人文化的基礎上，吸取華夏、蠻越、戎狄等

文化的精華而創造的具有鮮明地域風格和時代特點的文化。最後對徐舒關係及徐偃王的傳說等

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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