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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阿申

明龙泉窑青釉刻花鼓钉罐（如图），
高 15.2厘米，口径 12.2厘米，足径 12.3厘
米。器内外满施厚釉，色泽青绿。足与
口端露胎，灰胎坚致，胎体厚重。纹饰采
用剔、刻、堆手法，装饰风格浑厚凝重。

宋元盛行的龙泉窑，由于有强劲的
市场销路，在明早期仍窑火旺盛，特别
在明初，产量较大，工艺精湛，与元龙泉
无大的差异。明中期以后，质量始下
降，表现为胎粗釉薄，成型也很草率。
明朝后期，则胎骨粗笨，足底厚重，釉色
多数浑浊灰暗，呈青灰色或茶叶末色。
至清康熙年间，遂被景德镇窑的青釉品
种所取代。

青釉刻花鼓钉罐

□李训刚

沈周（明）《骑驴赏雪图轴》（如图），立
轴，纸本水墨，纵347厘米，横97厘米。画
面写一高士骑驴缓步溪桥赏雪，一童子折
梅尾随，层峦叠嶂，一片孤寂。忽有书声
振于林樾，但见层林中有楼宇，两高士执
手笑谈，景色平远旷荡，清幽淡雅。沈周
早年学王蒙，笔法细密，多作盈尺小品，中
年后学黄公望及宋诸家，始拓为大幅。风
格趋于劲健，追求骨力。晚年以吴镇为
宗，更加苍劲浑厚。此作为其晚年手笔，
是其晚年“粗沈”的突出风格。

鉴赏

《骑驴赏雪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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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露

安徽是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朝与南方各
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生广泛交
往的重要地区。早在商周时已有淮夷、群
舒、徐、楚部族的记载，西周以后，部族和小
国更是星罗棋布，后来又经历了春秋、战国
时的大国争霸和统一战争。在这悠久的历
史 长 河 中 ，必 然 会 留 下 重 要 的 文 化 遗 物
——青铜器，其中青铜鼎占据重要地位。

安 徽 博 物 院 藏 有 一 件 凤 纹 方 鼎（如
图），制作年代约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1965 年出土于屯溪市（今黄山市屯溪区）
弈棋机场三号墓，通高 17.4 厘米，口长 28.5
厘米，口宽 26 厘米，底长 25 厘米，底宽 21.4
厘米，重 5.7 千克。国家一级文物。

此鼎直口，折沿方唇，立耳，直腹下收，
四角有云形扉棱，平底，矮半环形空足。腹
中部有扉棱，扉棱两侧饰凤鸟纹和蛇纹，纹
饰上下为弦纹。

凤鸟纹在商代已开始出现，到西周早
期多作为兽面纹的配饰，西周中期昭王、穆
王期间，凤鸟纹十分兴盛，被称作凤鸟纹时
代。从形体划分，凤鸟纹可以分为小鸟纹、
大鸟纹和长尾鸟纹三类。此凤纹方鼎，腹

部纹饰为小鸟纹，长冠垂尾，与中原地区西
周早期到中期流行的小鸟纹相似，但其冠
部构成却与中原风格存在差异。

弈棋位于安徽省南部的新安江流域上
游，经多次调查钻探，发现这里是一处土墩
墓群。1959 年至 1975 年间，随着机场扩建
和当地农民的烧窑取土，共发掘清理了八座
墓葬。土墩墓是吴越民族特有的葬俗，其特
点是在平地上封土成墩，从外形上看，土墩
多呈圆形，其存续时间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夏

商之际到战国前期。皖南地区古属吴越，因
此发现了很多土墩墓遗存，大多集中分布在
漳河、青弋江、水阳江及其支流沿岸附近。

屯溪弈棋八座土墩墓共出土青铜器
107 件，其中礼器 60 件。这些青铜器造型
别致，组合多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
件凤纹方鼎虽体量不大，器壁较薄，却处处
显示出吴越民族疏朗清新的、别具匠心的
文化特点，与中原地区的方鼎形成鲜明的
对比，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许满贵

提起骆驼，大家便会想到
丝绸之路上功不可没的骆驼。
因骆驼既是那个时代的符号，
也是丝路文化载体的象征。

骆驼，亦名橐驼。《尔雅》：
“橐，橐也；驼，负菏也。今云骆
驼，盖橐音之转。”《山海经·北
山经》：“号山阳之光山，兽多橐
驼，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负
千斤。”《史记·匈奴列传》：“其
奇畜则橐驼。”《汉书·西域传》：

“鄯善国（楼兰）多橐驼”。东汉
刘珍《东观汉记》：“南单于遣使
献橐驼，祭祀时跑马斗橐驼，以
为乐事。”骆驼是食草动物，形
状像马，头小像羊，兔唇，垂耳，
颈粗长弯曲如鹅颈，趾骨蹄大
如盘。体长 3 米，身高 2 米，重
450 公斤，寿命可达 35~40 岁，
颜色有苍、褐、黄、紫等，驯化历
史达四千多年。骆驼嗅觉灵、
性温顺，耐力惊人，尤以驼峰著
名。驼峰内盛脂肪 50 公斤，每
1 公斤脂肪可转换 1.1 公斤水，
在没水无食料的条件下可生存
两周、不进食物可生存月余；气
温 高 达 50℃ 、失 水 达 体 重 的
30%时，坚持 8 天不喝水也渴
不 死 ；即 使 气 温 降 至 零 下
40℃，仍能在“不毛之地”的沙
漠戈壁正常行走，被世界公认
为“沙漠之舟”。

骆驼形象在中原墓葬中出
现的很早，南阳汉画像石上雕
刻的骆驼，以四肢纤细，如马狂
奔为特色。东汉卫宏撰《汉官旧
仪》、东汉应劭撰《汉竹仪》：“诸
侯 王 ，黄 金 玺 ，橐 驼 纽 ，文 曰

‘玺’。匈奴单于黄金橐驼纽，文
曰‘章’。”魏晋时，官印亦有驼
纽。晋·陆翙《邺中记》：“二铜驼
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
牛，尾长二尺，脊如马鞍。在中
阳门外，夹道相向。”晋·郭璞《橐
驼赞》：“驼惟奇畜，肉鞍是被。
迅骛流沙，显功绝地。”说明汉、
魏晋时期上流社会崇拜骆驼。
晋·张华《博物志》：“敦煌西渡流
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时伏流豦，
人不能知。皆乘骆驼，驼知水
脉，遇其处，辄停不肯行，以足蹋
地。人于蹋处掘之，辄得水。”柳
宗元的名作《种树郭橐驼传》，借
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
到为官鉴戒扰民的道理，被誉
为“永贞革新”先声。北魏彩绘
骆驼俑（图 1）背上覆有鞍鞯，
双驼峰间驮着折叠的毯子，四
周线刻纹饰，其上为一饱满的
囊袋，前面挂有一条鱼，后面挂

有一只似野兔，妙趣横生。清
嘉庆进士张澍《橐驼曲》诗云：

“牵来江左卖疮膏，入夏忽然尽
脱毛。妇孺皆惊马肿背，不知
原来自然高。”

骆 驼 分 单 峰 驼、双 峰 驼 。
骆驼文物材质有陶、瓷、玉、铜，
神态各异，惟妙惟肖。美国纳
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的
这件唐彩绘陶骆驼俑（图 2），
显露出陶艺工匠生动地捕捉到
骆驼休憩后即将起程、嘶鸣的
瞬间。

双峰骆驼常见在中原墓葬
中 出 土 。 唐 三 彩 骆 驼 俑（图
3），高 47.3 厘 米 ，长 50.9 厘
米。骆驼做昂首站立状，背上
有毡垫，驼峰两侧有夹板，驼峰
之间横置一个长形袋子，其两
侧横置丝麻状物。学者在研究
中发现，它实际上是沙漠民族

“穹庐毡帐”的再现：骆驼背上
的夹板、毡垫是“毡帐”的组成
部分，丝麻状物是用来绑“毡
帐”的麻绳，它们共同组成“穹
庐毡帐”。北朝至唐代，“穹庐
毡帐”是丝绸之路上胡商的必
备用品。“毡帐时移无定居，日
月长兮不可过”，唐诗人刘商为
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漫长的丝路
上，胡商居无定所的场景。

丝绸是东西方价值认同的
商品，在互市中扮演着通货的
角 色 。 唐 彩 绘 陶 骆 驼 俑（图
4），首 尾 长 40.64 厘 米 ，俑 高
45.72 厘米，骆驼头高 27.94 厘
米。“东来橐驼满旧都”，在唐代
中亚商队中，商妇也加入商旅，
妈妈在骆峰上奶孩子罕见！

沙 漠 丝 绸 路 ，驼 铃 响 千
载。骆驼载乐，始于东汉。唐
骆驼乐舞俑表现的应该是长安
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盛唐
的长安城东市、西市都有专门
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
外，还让人们花钱雇演。以致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
胡乐”。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的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图 5），
通高 58 厘米，长 41 厘米。骆
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
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
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 8 名
乐手，其中 7 名男乐手身着汉
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
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是一位亭
亭玉立、穿着白底蓝花长裙的
女子。她头微微上仰，右手举
至胸前，左臂下垂，似载歌载
舞。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
团”。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以黄、褐、绿、蓝、黑、紫、白等色
组合使用，堪称唐三彩极品。

草原珍宝档案

□郑承燕

玉柄银制刺鹅锥（如图），
通长 17.8 厘米，锥鞘长 14.8 厘
米，链长 23 厘米，1986 年在通
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
公主墓中出土，内蒙古文物考
古研究所收藏。

此银锥为锻制。锥体尖
锐，锥柄为青玉磨制，圆柱形，
锥体末端嵌入玉柄中。玉柄
银锥配有鎏金银鞘。鞘用长
条薄银片打制卷曲成筒形，合
缝处焊接。鞘上部系银链，可
随身佩带，用于游猎时刺杀猎
物。银鞘外表通体鎏金。此
锥即为史书中所记载的辽代
贵族们春季捺钵时专用的“刺
鹅锥”。

契丹民族在建立辽朝政
权之后，依旧坚守“转徙随时，
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习俗，

“捺钵”制度即是其最具特色
的 政 权 治 理 模 式 。 所 谓“ 捺

钵”，契丹语，本义为行营、行
宫、行帐，后引申为帝王的四
季渔猎活动。随着四季的变
化，辽代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
所，从事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
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
动。不同时期捺钵的地区有
所变化，所谓“春水秋山，冬夏
捺钵”，合称“四时捺钵”。“四
时捺钵”制度为金代所袭用。

据史料记载，每年正月上
旬至四月中旬“春尽”，契丹皇
帝都会在长春州（今吉林省前
郭 尔 罗 斯 塔 虎 城）的 鱼 儿 泺

（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
同江（今松花江与嫩江合流后
的松花江中下游段）一带，进
行以捕鹅、钩鱼和召见女真首
领为主要内容的“春捺钵 ”。
为了捕食天鹅，契丹人会放出
一种叫做海冬青的鸟，追赶、
啄扑天鹅，契丹侍从用刺鹅锥
迅速撬开天鹅的头骨并取出
天鹅脑，供契丹贵族行酒作乐
之用。

玉柄银制刺鹅锥

骆驼俑再现丝路繁华骆驼俑再现丝路繁华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孙娟华

人们的防寒措施五花八
门，外出有棉袄、羽绒御寒；在
家有暖气、烤炉保暖。我却独
爱姥姥送给我的手炉（如图）。

手炉是铜质的，呈圆形，
高 8 厘米，直径 4 厘米，由炉
身、炉盖、提柄三部分组成 。
炉身远看光滑透亮，细看还是
布 满 刮 痕 ，捧 在 手 心 久 经 摩
挲，倒是愈来愈光泽了。炉身
有 外 壳 和 内 胆 两 层 ，铜 制 内
胆，内放燃炭，以产生热量，而
外壳包裹内胆，既能保存内胆
的热量，又能将热量由内胆口
沿着镂空炉盖散发出来。镂
空炉盖可是手炉最精巧的部
分了，梅花镂空雕刻的炉盖既
美 观 又 散 热 ，还 可 以 侍 弄 炭
火，散热原理相当高明，炉火
不会一盖即灭，又不会太旺、
抚之烫手。手炉还设计有手
柄，方便携带。小时候每年春
节回乡下姥姥家，总是不安分
得 像 脱 缰 的 小 野 马 ，在 田 野
间、小河边，玩鞭炮、抓鱼，冻
得满脸通红，手指僵硬，姥姥
便往手炉里放了炭火，让我捧
在手心暖身。

相传，手炉起源于隋朝。
隋炀帝沿运河南巡至扬州，时
值隆冬时节，江都(今扬州市)
县令许伍为接驾，急命扬州民

间铜匠精制一小铜炉，内置火
炭，呈送给隋炀帝取暖，隋炀
帝即兴命名为手炉。到了唐
朝，手炉已成为官宦人家的必
需品，城市里设有香药局，售
卖专供焚香和手炉使用的炭
饼。白居易有诗云：“醉依香
枕坐，慵傍 暖 炉 眠 。”北 宋 年
间，手炉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非常普遍，且形状多样，有八
角形、圆形、方形、腰形、花篮
形、南瓜形等，小巧玲珑，大
部分是由紫铜、黄铜、白铜制
成 ，也 有 少 量 瓷 器 制 品 。 清
代诗人张劭曾作诗《手炉》：

“松灰笼暖袖先知，银叶香飘
篆 一 丝 。 顶 伴 梅 花 平 出 网 ，
展环竹节卧生枝。纵使诗家
寒到骨，阳春腕底已生姿 。”
古 代 人 宽 袖 大 袍 ，手 炉 可 置
于 袖 中 或 怀 中 带 着 ，所 以 又
有“袖炉”、“捧炉”的雅称，过
去的读书人，有了手炉，就能
暖手疏血，书写绘画两不误，
正是“纵使诗家寒到骨，阳春
腕底已生姿”。《红楼梦》大观
园里，不独黛玉用手炉，凤姐
也常手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
炉内的灰。

如今，手炉早已退出历史
的 舞 台 ，姥 姥 也 早 已 离 开 了
我，而手炉却一直珍藏在我身
边，哪怕冬日再严寒，只要望
上两眼，内心的温暖便汨汨流
淌出来。

手炉

凤纹方鼎

青铜时代

图 1 北魏彩绘骆驼俑

图 2 唐彩绘陶骆驼俑

图 3 唐三彩骆驼俑

图 4 唐彩绘陶骆驼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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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