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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实行的变法中有一条名为“废井田开阡

陌”，即允许人们开垦无主荒地，土地可以自由买

卖，国家根据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征收赋税，从

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但随着耕地田亩和税收

的增加，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以往秦国各地的

量具标准并不一致，想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面

积计算和税赋征收非常麻烦，制定统一的标准变

得十分迫切。

统一的税收标准催生出统一的称量用具，而

且当量具被制造、下发到地方，基层官员也需要掌

握一套通用的检校制度。基于这些迫切的改革需

求，商鞅方升作为“标准计量器”正式诞生。

商鞅方升的标准容积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

寸为一升，也就是3×5.4×1（单位：寸）。1981年，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邀请上海计量测试管理

局对这件方升的容积进行了精密计算，最终结果

折合成现在的202.15毫升，并由此测算出商鞅尺

为23.192厘米，寸为23.192毫米。

《汉书·律历志》云：“量者……用度数审其

容。”商鞅方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度’是

指长度，也就是用已知长度去计算容量的方法）”

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

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

者，皆明壹之”。这一组铭文的位置在器物底部及

第一组铭文的对边，它刻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

前221年）。大意是“二十六年，皇帝一统天下，百

姓安宁，诏令丞相隗状、王绾依法矫正度量衡器，

代替列国原本各有差异的量制，让境内百姓都能

明确知晓。”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相继壮大，政权割据势

力造成了各国之间明显的地域差别，除了各国颁布

的“公量”，各公卿大夫还设有“私量”，混乱的度量

衡制度大大限制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往来，为文

化传播、经济贸易的开展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虽然各诸侯国陆续都有变法，但秦国是其中唯

一贯彻执行变法的国家，度量衡的统一，加强了秦

国内部的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内的经济流通，使秦

国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国

七雄”之一。

于是在与“铭文一”时间相隔123年后，即公元

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始皇随即颁布诏书，统一

货币、文字、度量衡。这则诏令向世人宣告了2000

多年前，国家大一统时代的到来。秦朝在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标准，为国家

集权、社会稳定、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给予了强有

力的支持。

除前两段长铭文外，商鞅方升前壁还刻有“重

泉”二字，为地名，在今天的陕西蒲城，考古人员猜

测可能是这件方升首次颁布的地点；右壁刻有

“临”字，同为地名，在今天的山西临县，说明随着

秦国的进一步扩张，这件方升曾跟随征服者来到

了新的地区，继续履行统一度量衡的任务。

每年的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文物，就与“标准”密不可分——它，叫做“商鞅方升”。商鞅方升深2.3

厘米，通长18.7厘米，宽6.9厘米，重0.7千克，也就比一个成年人的手掌略大。

如果没有提前做些功课，第一次见到商鞅方升，很可能会直接忽略，因为它着实有点不太起眼，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青铜

器，实际来头可大了！它是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是“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所以能有这一连串头衔，是因为它不仅是

目前现存唯一见证秦朝“商鞅变法”的重要实物资料，而且其器身外壁的铭文显示它经历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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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文物
藏着秦统一天下的秘密

据《科普中国》 作者｜王游美 洛阳文保集团文史研究员 原洛阳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

除了商鞅方升，各地还陆续出土了秦代的始皇方升、铜椭

器、陶量，以及用于称重的铜权等度量器具，其中就有刻着两份

诏书的“两诏铜权”。这枚拳头大小的精致小“秤砣”上，除了和

商鞅方升一样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还有秦二世元年诏书

九行、共60字：“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

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记得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

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记得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大意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下诏左丞相李斯，右

丞相冯去疾，统一度量衡是始皇帝定下的制度，后人只是继续

实行，不敢自称有功德。现在把这个诏书刻于左侧，使（天下

人）不致有疑惑。”由此可知度量衡制度的实行及贯彻。

秦始皇颁布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诏令，并不是

大一统之后才出现，而是从商鞅变法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

检验得来的，以律法治理国家，在各地发放统一的国家标准量

具，从而达到对全国的统一管理。秦始皇帝陵里千人千面却又

整齐划一的兵马俑，还有不同地区出土的秦代兵器、瓦当，它们

虽然相隔千里，却有着统一的工艺标准，这些都成为统一度量

衡制度在全国普及的有力证据。

中国历史上新朝初建、立国稳政的头等大事，就是对度

量衡的制定和颁布。今天我们去故宫博物院参观，太和殿前

陈列的唯二两件器物，就是测日影的日晷，和乾隆时期的标

准量具“嘉量”，可见“度量衡定，天下一统”的重要性。

它看起来只是低调地藏在生活中，其实无处不在。手机充

电器接口有充电标准，饮食、服装也都有国家安全标准……从

一家企业的规模化生产到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标

准”可以说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秦代的部分度量器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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