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野魂】大象/铜动物 量大从优

产品名称 【牧野魂】大象/铜动物 量大从优

公司名称 河南牧野魂青铜研发有限公司

价格 360.00/件

规格参数 类别:工艺礼品
材质:铜
造型:见实物

公司地址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 0373-2082666 15617180999

产品详情

类别 工艺礼品 材质 铜
造型 见实物 工艺 雕刻
纹饰图案 见实物 适用场所 办公、家居、宾馆/饭店、

娱乐场所、政府机关、宗
教庙宇、园林、广场、学
校、展览馆、商场、机场
、其他

制作方法 纯手工 加印LOGO 可以
包装 见实物 品牌 牧野魂
产品编号 电询 规格（长*宽*高） 电询
产地 河南 使用场合 广告促销、会议庆典、商

务公关、答谢客户、开业
典礼、节日庆祝、婚庆、
生日、乔迁、家居摆挂件
、招财用品、镇宅用品、
纪念收藏品、其他

送礼对象 其他 是否提供加工定制 是

动物（站） 根据造型不同增加工艺费用

长cm 宽cm 高cm 出厂价格

16 8 12 188

22 11 17 356

30 14 23 662



48 23 37 1694

60 17 50 2436

动物（坐） 根据造型不同增加工艺费用

长cm 宽cm 高cm 出厂价格

7.5 5 10 109

11.25 7 15 246

15.75 9 21 482

19.5 12 26 738

22.5 14 30 983

动物（卧） 根据造型不同增加工艺费用

长cm 宽cm 高cm 出厂价格

11.4 4.218 6 85

19 7.03 10 237

26.6 10.64 14 474

38 18.24 20 1024

70 33.6 25 2357

河南牧野魂青铜研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新乡，牧野大战的发生地。在商朝末年纣王无道，西周武王起兵
伐之，发生了举世闻名的牧野之战，牧野之战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而新乡有牧野大地之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河南
牧野魂青铜研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立设计、自主研发、雕塑铸造、一次性整体浇铸、精密铸造和制
作施工能力的企业。公司拥有大型的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经验丰富的铸造行业的高级技师团队，公司技术
力量雄厚，在新产品开发设计、艺术造型等方面与中国青铜铸造协会、中央美院、河南大学美术学院、
河南省文化局多位著名艺术家亲临指导和设计。古为今用，不但重视中国青铜器原有的艺术风格，还继
承了文物原有的艺术品味，在继承和发扬古老文化的同时，更进一步为新老客户开发新颖别致、富有创
意的具有更大收藏价值的青铜工艺品。公司也承接来样加工，即只要客户提供相应的模型或照片，本厂
即可加工出相应的产品。本公司主要从事以下几个方面青铜器的开发和生产：市政企事业园林雕塑、东
西方人物铜雕、仿古青铜器、动物铜雕、青铜宝鼎、大型佛像、铜钟、香炉、各种文化工艺品及各种红
、黄、青铜工艺品铸造，产品规格品种齐全，生产流程先进，工艺精湛。仿真青铜器、着旧等现代工艺
品近300余种。 悠悠中华5000年，古朴厚重的中国青铜器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体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
腾飞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国际国内交流的不断加深中国青铜器已成为国内外宾客争相收藏的佳品。我
公司开发许多的产品亦随之飘洋过海走遍了五大洲，并多次被作为国礼赠给国际友人。我公司坚持“顾
客是上帝，诚信是根本”的宗旨，努力满足客户高品位的审美需求，用最优秀的作品、一流的质量提供
最完善的服务。本厂诚邀各界人士选购收藏本厂产品，各地商家经销代理本厂产品。

青铜器（qīngtóngqì）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
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
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



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
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
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
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
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
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
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黄色，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
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摸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文物鉴定工作也融入了许多科技手段。诸如热释光、c14、能谱分析等等，科技
手段在文物鉴定中的运用，为传统的目鉴比较法提供了新的参照信息。笔者结合能谱分析法，谈谈青铜
器鉴定的体会。 能谱分析，是将大量通过科学发掘和部分传世青铜器物作为标准器，将其元素含量按年
代排序收集到数据库中，再将待鉴器物的元素含量数据与之对比，得出待鉴器物是否与标准器相符合的
结论。 秦以前(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是指在纯铜中加入锡、铅等金
属，冶炼而成的合金。青铜器是用这种合金铸成的器物。当时称这种合金为“吉金”，因铜、锡、铅合
金为金黄色，则铸造的器物被称作“金器”。 青铜器分为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四类。
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器物合金配比不同。在纯铜中加锡，是为了增加硬度和韧度，加铅是为了增加铜
液的流动性。《周礼�考工记》中有：“⋯⋯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
一，谓之斧金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是古人对青铜
器合金比例的记载，现代科技的荧光能谱仪，对大量青铜标准器进行能谱分析，发现成熟稳定期的器物
合金配比与古代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运用这种方法，科研人员采集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用途的合金配
比数据，总结出青铜器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当然我们不便在此将这些数据规律公开，但可以肯定的是
，借助这种高科技手段，是可以把一些不符合合金配比规律或元素种类的伪器排除掉的。 然而文物鉴定
界，在对科学仪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意见分歧。有观点认为，使用科学仪器鉴定不够准确。理由是：如将
古代青铜器残片融后再铸，其化学成分自然会与当时相符，仪器很难区分。另外，古代青铜残片融化后
，原锈尽失，所铸器物即为金光闪闪之新器，需千年以上才可生成的器锈只能伪造。这时，就需要靠眼
力和经验判断其真伪了。古代青铜器由于埋藏地下历史过于悠久，自然形成的铜锈往往有好几层。常常
在贴骨处是黑锈，其上一层为红锈，再之上是绿或蓝锈。辨别铜锈的真伪，要看有无结晶斑。结晶斑是
青铜器历经几千年变化，在器物某一点或多点上发生膨胀，造成底锈外翻，使器表绿锈面上，呈现出褐
、红、黑相间的凸斑。迎光侧视，可见到细碎晶体光闪，此斑略高于器表，手摸有凸感。大者如钱币，
小者如黄豆。而人工合成的假斑没有晶体光闪。如果器表有结晶斑，一定要认真鉴别此斑是否与器物一
体，有些作伪者将真器上的结晶斑取下，再附到伪器上。这种伪器，即使做得再好，也会留下蛛丝马迹
。俗话说，“砍的没有旋的圆”，由于铜锈结晶斑的生成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很难仿造得逼真。因
此正确鉴别铜锈结晶斑，成为青铜器鉴定的有效方法之一。再结合器物造型、纹饰神韵、手头轻重、整
体锈色等方面因素，就可以鉴别出青铜器物的真伪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文物鉴定工作
中，以目鉴为主、科技仪器鉴定为辅，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文物是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人文内涵，
因而对它的鉴定更多地要靠专业人员丰富的知识和实践阅历。但诸如青铜器合金比例、瓷器釉质元素成
分、有无添加剂、以及书画的用纸、用墨、用色、印泥等等，所需数据则靠科技手段来测评获取，再经
过专业人员综合分析，得出正确结论。所以目鉴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是文物鉴定的发展方向。

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又称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由张光直院士
最早提出。中国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内容丰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国
内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属于甘肃马家窑文化。青铜器分成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三大类。铜器花纹
是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先生为当代中国创立十大铜建筑，其中，灵隐铜殿
、桂林铜塔、杭州雷峰塔及钱王铜殿，代表了中国现代铜艺术建筑和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当代
铜建筑之父。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由于青铜的熔点比较低，约为800℃，
硬度高，为铜或锡的2倍多，所以容易融化和铸造成型。青铜时代初期，青铜器具比重较小，甚或以石器
为主，进入中后期，比重逐步增加。自有了青铜器和随之的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物
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青铜铸造术的发明，与石器时代相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战役背景 

商纣王统治下，政治腐败，刑罚残酷，连年用兵，贵族矛盾锐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西方属
国——周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任用贤士，修德以倾商政，积极开展伐纣灭商的大业。

战役内容

牧野之战展开之前，文王采取政策，即政治上，积善行德，裕民富国。广招人才，发展生产；外交上，
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准备过后，文王乘商主力远征 东夷，果断地率领诸侯联军实施奔垄，使
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处于被动与恶势，善于做到奋正并用，予敌人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倾刻崩溃。

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尚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
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
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 （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
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
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牧野之战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
。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
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 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
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 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
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
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 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
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 逃亡奴隶）的
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
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

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
图享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姜尚的 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
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
、密 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
、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 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
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
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 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
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
干，囚禁
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盟津之会后的两年中，纣王昏乱暴虐，愈演愈烈；杀宰相比干、囚禁箕子，人民的不满无以复加，连太
师、少师都抱乐器奔周。纣已众叛亲离、彻底孤立，伐纣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武遍告诸侯：殷有重罪
，不可不征伐！

公元前1046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
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 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 濮、蜀（均居今汉水流）、羌、微（
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
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 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

孟津

（今河南孟州市南）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
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
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
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
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
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
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 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
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
持队形； 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 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
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
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皆 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
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 歌，登上鹿台
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
残余势力。商朝灭亡。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
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 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
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
战略奔 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
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 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
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
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 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
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
上军中那 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战争结果

周文王于牧野大败商军，使商军数十万大军倾刻瓦解，周军乘胜追击。使商朝迅速灭亡。

意义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
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 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
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小邦周”一



战而胜“大邑商”，决非偶然。商 纣暴虐,不得人心,内部反叛，成为商朝败亡的致命因素。商纣未能摆
脱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顾此失彼，为周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卑事商纣，韬光养晦，暗图 进取,政治
攻势与军事蚕食相结合,夺得战略主动权。周武王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先发制人，达成战略进攻的突然性,
终于一朝灭商。周人成功的谋略运用,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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