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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杜岭方鼎的
故事

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兼有古朴和现代之美的百花奖

LOGO，成为主办地河南省会郑

州街头海报上的点睛之笔。

LOGO 的设计灵感源于郑

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杜岭方

鼎上的兽面纹。纹饰中的眼睛，犹

如“郑州之眼”，也被赋予“大众之

眼”“电影之眼”的特殊意义。在兽

面纹的基础上，LOGO将中间的

纹饰化作为奖杯图案，并巧妙地

将“郑州”二字嵌于其中。

跨越3600年的时光，独一无

二的杜岭方鼎，用它的历史之眼

凝视着中华大地从古老灿烂的昨

日，走向繁荣发展的今天。

1974年，在郑州商城遗址内

的一个铜器窖藏坑中，两件形制

和纹饰相近的方鼎重现天日。大

的 86.4 公斤，小的 64.25 公斤，因

窖藏坑位于杜岭街，分别被命名

为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

鼎，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

博物院。

“杜岭方鼎的出土，为确认郑

州商城为商代都城增添更有力的

实物证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郑州工作站站长杨树刚介绍，

郑州商城遗址总面积约 25 平方

公里，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先后

出土青铜礼器 200 余件，以及刻

有文字的牛骨。

“铜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金

属，制造如此规模的青铜器需要

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只

有王才有能力和身份拥有。”杨树

刚说。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厅里，杜

岭二号方鼎形体厚重，腹饰的兽

面纹、乳钉纹带更增庄严肃穆感。

阳文线条勾勒的兽面轮廓、乳钉

纹和凸弦纹是商代早期青铜器纹

饰的主流特征。有专家分析，兽面

纹中对眼睛的强调，与太阳有关，

寓意“光明”。

“兽面纹路造型独特、极具文

化内涵，相关文创产品一经推出

就受到博物院粉丝们尤其是年轻

人的喜爱。”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

任宋华说。

重达 64.25 公斤的杜岭二号

方鼎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商代青

铜铸造工艺的分铸和拼铸技术在

它身上结合得尽善尽美。

“根据器身上的铸造痕迹，我

们推测杜岭方鼎的铸型共用范、

芯等模具20多块，大概是先铸的

腹壁和鼎耳，再铸鼎底并和腹壁

相接，最后铸鼎足并与鼎底相

接。”河南博物院保管部保管员张

俊儒说。

在中华文明绚丽璀璨的器物

发展史中，鼎不仅制作工艺令人

叹为观止，更见证了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演进。

文/新 华 社 记 者 桂 娟

李文哲

9 月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的

秋分，也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2018 年，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将每年秋分日设

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为纪

念我国首个农民丰收节，2018

年9月23日，即当年的秋分，中

国邮政发行一枚《中国农民丰

收节》纪念邮票，图案表现了我

国劳动人民在金秋时节庆祝农

业丰收的场景。画面中一对年

轻的农民夫妇在丰收的黄土地

上舞动着手中的鼓棒欢快地舞

蹈。在他们背后，丰收的庄稼溢

满贴着“丰”字的粮仓，空中飞

来的喜鹊更是增添了丰收的喜

庆氛围。画面远处表现了南方

的梯田，前景与背景相互呼应，

形成了一幅全国上下“庆五谷

丰登、享丰收喜悦”的美好画

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展现农

业大丰收的邮票，一起分享丰

收的喜悦心情。

1959年4月25日，邮政部门

发行《1958年农业大丰收》纪念

邮票，全套4枚印制成“田”字形

四方联，每枚图案画面均以五星

红旗为衬托，上面绘有一种或几

种农作物。图案分别为“麦”“稻”

“棉花”和“大豆，花生，油菜”，这

也是邮政发行的表现农业大丰

收的一套专题邮票。

展现农业大丰收主题最多

的当然是涉农邮票：1955 年 10

月1日发行《努力完成第一个五

年建设计划》特种邮票，其中第

九枚“农业”；1975年10月13日

发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纪

念邮票，其中第三枚“大寨精神

结硕果”；1975 年 12 月 15 日发

行《农业机械化》特种邮票，其

中第五枚“机械收割”；1976年2

月 20 日发行《胜利完成第四个

五年计划》纪念邮票，其中第一

枚“农田”；1977 年 3 月 15 日发

行《工农业生产建设图案》普通

邮票，其中第七枚“农业”；1979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民公社五

业兴旺》特种邮票，其中第一枚

“机械收割（农业）”；2017年9月

17 日发行《科技创新》特种邮

票，其中第四枚“渤海粮仓科技

示范工程”，上述 7 枚邮票图案

都展现联合收割机在田野里忙

于秋收的场景，金灿灿的大地

显出一派丰收景象。

1957 年 12 月 30 日发行的

《农业合作化》特种邮票，其中第

四枚“丰收”，画面以多层次的结

构表现了整个丰收场面。前景主

图一位合作社女社员正在脱谷

机前熟练而专注地操作着；中景

处，几位男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将

粮食装进粮袋；远处背景则是堆

积如山的粮食。金黄的色调烘托

出了农业丰收的喜人景象；1959

年9月25日发行的《人民公社》

特种邮票，其中第三枚“农”，图

案中一位人民公社女社员怀抱

着一大捆麦子，象征农业大丰

收；1964年3月8日发行的《人民

公社女社员》特种邮票，其中第

二枚“粮食丰收”，图案中一位女

社员正在收获小麦，其辛勤的汗

水换来丰硕的成果，让她洋溢着

喜悦的表情；第三枚“棉花丰

收”，图案为一位女社员正在采

摘棉花的场面；第四枚“果子丰

收”，图案中两位女社员正在繁

茂的果林采摘水果；1964年9月

26日发行的《知识青年在农村》

特种邮票，其中第一枚“收割”，

图案表现了知识青年丰收季节

在田间收割谷物的情景；1974年

4月10日发行《户县农民画》特

种邮票，其中第五枚“林茂粮

丰”，图案描绘的是一条绵长防

风林带的两侧是金色的田野，显

现出一派丰收的壮观景象；第六

枚“金山银海”，图案表现了粮棉

大丰收的宏伟场景：金黄的玉米

堆积如山，雪白的棉花晾晒似

海，辛勤劳作的人们沉浸在丰收

的喜悦之中；1974年9月30日发

行《大寨红旗》特种邮票，其中第

四枚“大丰收”，图案中一辆辆行

驶的大解放汽车满载着粮食，背

景画面农民在打谷场上晾晒粮

食和谷物脱粒，一派繁忙景象；

1974年10月1日发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第二

组）》纪念邮票，其中第二枚“农

业学大寨”，图案是一位女社员

面带丰收的喜悦，把粮食装进麻

袋。

在其他题材的邮票上，也曾

出现反映农业大丰收的画面：

1978年6月1日发行《从小锻炼

为革命》特种邮票，其中第四枚

“体操表演庆丰收”，图案中两位

小朋友在装满谷物写着“丰”字

的粮仓前表演体操；2018 年 8

月7日发行《二十四节气（三）》特

种邮票，其中第二枚“处暑”，从

处暑开始，部分农作物已开始收

获，图案描绘了农民晾晒农作物

的丰收场景；第四枚“秋分”，秋

分时节很多谷物和水果都已成

熟，是秋季农事活动最为繁忙

的时期，这枚邮票则描绘出老

人带领孩童采收柿子的场景。

（据《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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