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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阳

“广衍”铭青铜戈（如图），长22.70
厘米，宽 11.04厘米，厚 0.6厘米，刃宽
2.18厘米，秦代，于准格尔旗秦广衍城
出土，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广衍”铭青铜戈，戈头每一部分
都有专名：主要刃部称“援”；援末转
折而下的部分称“胡”；嵌入木柲的部
分称“内”，内一面纵刻“广衍”二字；
援末和胡上穿绳缠柲的小孔称“穿”。

青铜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
的常用格斗兵器，是我国古代特有的
一种长柄冷兵器，是车兵作战用的一
种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格斗兵器，贯
穿了整个青铜时代。它在中国古代
的军事技术史上，在我们现代军事思
想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今
天，很多与戈有关的成语仍在沿用，
譬如成语“金戈铁马”“同室操戈”“化
干戈为玉帛”“大动干戈”“枕戈待旦”

“反戈一击”等，有着悠久历史的青铜
戈在先秦冷兵器时代作为主要作战
兵器逞威疆场，时至今日，仍然是战
争的代名词。

关于戈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镰
刀类工具演化而来。新石器时代的
石戈头,只有援和内,至今仅在福建、
广东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
过。到了青铜时代，戈成为军中必备
的主要兵器。中国迄今为止出土最
早的青铜戈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直内戈，距今约 3500 年。
战国晚期，铁兵器使用渐多，逐渐淘
汰了青铜戈，这种盛行于青铜时代的
兵器，到西汉以后已绝迹，最终被由
戈演化而来的铁“戟”所取代。

此青铜戈铭文上的“广衍”二字，
指的是史书记载的秦汉时代的广衍

城。广衍城，位于内蒙古准格尔旗掌
乡勿尔图沟注入牸牛川的南台地上，
故城大部分已被牸牛川冲掉，仅剩下
东墙和北墙一段，地面瓦片密集，出
土“长乐未央”、“千秋万岁”文字瓦当
和云纹瓦当，还出土了半两、五铢、大
泉五十钱币以及铜镞等遗物。根据
以上文化遗存判断，古城的时代大致
在战国至新莽时期。古城周围有许
多与之同时期的墓地，其中有一些属
于秦人的屈肢葬。随葬品大部与中
原相同，也有一部分表现出畜牧经济
的特点，如用牛首、牛蹄和牛羊肉随
葬，以牛首衔环、牛首和马首形带钩
作为装饰品等。古城以北的两处墓
地发现的三件器物上，均刻有“广衍”
两字，说明古城就是秦汉的广衍城。

据记载，广衍城所在的地方，战
国时期惠文君十年（公元前 328 年），

“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以前，属魏；
之后，归秦，历秦始皇统一全国，直到
秦亡。秦汉时期的广衍县，是统一多
民族的秦汉王朝北方接近匈奴等我
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个县，这里的文
化面貌自然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这里出土的半两钱和五铢钱，表明这
里当时只流行秦汉的统一货币。牛
羊头蹄及双耳铜鍑等随葬品也显示
出了带有畜牧经济的特点。这些，有
的是秦文化固有的传统，同时也表明
匈奴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对秦
汉文化的影响。阴山以南、黄河以北
的地区，是水草丰茂、宜农宜牧的农
牧业区。战国之前，这里是林胡、楼
烦等民族的游牧区。自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拓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
原，农业文化随之传人阴山以南，出
现了定居的村落。在今大青山以南
的黄河东岸，黑河和浑河流域，有不
少战国时期的村落和城址，有些秦汉

城郭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广衍城中的主要居民应是战国

以来在此居住的农业人口和后来迁
徙来的内地人口。秦始皇曾连续“发
谪徙边”，至秦亡后这些迁徙来的人
口大部分亡去。汉代又继续秦的迁
徙政策，向边地迁徙内地人员，其成
分也与秦相似。迁徙的内地人员，除
一部分是“闾左”的贫民和犯法刑徒、
有市籍的商人外，还有一部分属一般
内地居民。边城居民的主要任务是
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另一项任务就是
屯田。边城虽是为阻止北方少数民
族南下而设，但整个秦汉时期，华夏
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并非一直处于
战争状态。而是既有战争，又有和平，
既有对抗，又有交往。同时，游牧民族
的生活方式，对移居边地的华夏民族
也有很大影响，汉人在重视耕种的同
时，也把游牧作为重要的物质生产方
式，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在物质文化
与生活习俗等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
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在古
城附近发掘的一些墓葬具有与关中及
其他地区秦墓基本相同的秦文化特
征，进一步证实了秦文化的北传。

秦朝时期，在这里采取了筑长
城、置郡县、修筑道路、发展农业诸多
措施。承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原政权
管辖北方的历史，秦朝的统治和开
发，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同中原地区的
联系。秦朝这个统一的中原政权，第
一次对北方实施政治、军事上的管辖
和经济上的开发。这一地区与以农
业文明为主的中原政权和游牧文明
为主的北方民族政权始终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广衍古城也印证了内
蒙古地区是多种文明交融碰撞的重
要地区，也是自古以来多民族生息繁
衍所在。

鉴赏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江志君

这件晚清龙凤戏珠纹剔
红圆盘（如图），高 2.5 厘米，口
径 20 厘米。盘敞口，矮圈足，
通体髹红漆。盘心主雕龙凤
戏 珠 纹 饰 ，并 以 方 格 形 内 嵌

“米”字花形锦纹地、弧形海水
纹地、海水江崖和缠枝花卉图
案相互映衬。盘弧形内壁上
有四组菱形开光纹饰，每组开
光内均雕一样盛开的两朵缠
枝花卉。每组开光图案之间
雕圆形内嵌花卉锦地辅纹饰，
主纹饰为四个不同的杂宝吉
祥图案。盘外壁雕一圈枝叶
茂盛的缠枝花卉纹饰。盘足
内手刻“嘉靖年制”名款。

此剔红盘漆层肥厚，雕工
娴 熟 ，刀 锋 犀 利 ，线 条 流 畅 。
盘心雕刻龙凤戏珠图案。龙
凤戏珠自古表达吉庆祥和、繁
荣昌盛的寓意。盘心右雕龙
纹，龙身翻腾，龙爪五趾大张，
气势凶猛，眼睛圆睁，龙须张
扬、胡须飘动、龙发竖立似随
龙身激烈舞动而动，龙嘴冲着
火珠大张，露出犀利的牙齿和

伸长的龙舌；盘心左雕凤凰，
展翅飞翔，五条长长的凤尾羽
毛随风飘动，一字张开，似在
优美地舞蹈，富丽高贵，神态
温雅。龙凤嬉戏的圆球形火
珠，火焰炽烈，非常夺目。龙
尾 部 翻 腾 的 海 水 ，随 龙 凤 嬉
戏 而 掀 起 高 高 的 浪 花 ，猛 烈
地撞击在海石的崖壁上。在
龙 凤 纹 饰 布 局 上 ，龙 头 高 于
凤 头 ，体 现 了 龙 至 高 无 上 的
地位。龙凤戏珠整个画面给
人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美好
印象。

剔红，又称雕红漆、红雕
漆，常以木灰、金属制胎，然后
在胎骨上一层一层髹红漆，少
的髹八九十层，多的髹一二百
层，在半干时描上画稿，然后
再雕刻花纹。剔红技法在宋
元时成熟，到了明清时快速发
展。剔红制作工艺复杂，是一
种高档的工艺品。

经有关专家鉴定，此盘应
为晚清仿“嘉靖”款之作，不过
从纹饰整体布局还是雕刻局
部细节上看，该器依然能够显
示出当时精湛的仿制工艺，值
得收藏。

龙凤戏珠纹剔红圆盘

一件青铜戈
牵出秦汉广衍城

杂项

《荷花》
□李晋

呈 现 在 眼 前 的 这 幅《荷
花》画作（如图），创作于民国
时期，传世到如今，称作经典
也 不 为 过 。 其 作 者 凌 文 渊

（1876—1944），名 庠 ，字 文
渊，号直之、隐峰居士等，江苏
泰州人，近现代著名画家，清
末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后为江苏省谘议院议员。民
国后，一度做到了代理财政部
总长的职位。虽是官场中人，
然其不改文人本色，于政治、
经济、书画俱有研究，与齐白
石、陈半丁、姚茫父等名画家
素有交往。其绘画得明人陈
道复、徐渭笔意。

该作品是条幅，现藏于江
苏省泰州市博物馆。画的纸张
有自然的老旧感，边侧还有少
许水的斑迹，所幸没有蔓延到
画面。左侧上方落有穷款，为

“隐峰居士渊”，下钤“直支”白
文印，隶书体款字精气十足，能
揣摩到画家创作时的心境。

凌文渊的此幅《荷花》采
用了他习惯的大写意技法，仅
以黑墨和曙红两色完成，构图

删繁就简，画简意丰，一片水
墨荷叶占据了画面正中的大
块地方，荷叶的筋络以墨色的
浓淡来表现，大荷叶下对应着
一片小荷叶，旁边搭配有几枝
荷秆，上面烘托出开得正浓的
荷花，红色的花瓣张开着，有
的花瓣内中故意留下空白，凸
显了荷花在自然效果下的变
化，饱满的荷花洋溢着生命的
力感，似乎是以最美的笑颜迎
接烈日，留心观察，会发现荷
花带有一丝偏于左侧的倾斜，
这一处的合理用笔不仅让支
撑荷花的荷秆更富有动感，同
时也让荷花多了几分柔媚和
可爱，下方的荷花朵儿略靠向
右方，与硕大的荷花形成了强
烈的对比，显示了画家高妙的
美学构图能力。此外，荷杆上
以少许小黑点体现自然界荷
花枝干上的小刺，让荷花的形
象更接近于现实。

《荷花》的写意终究还是
建立在写实基础之上的，时光
慢慢流逝，而画中的荷花还是
傲绝存世，动人依旧，阵阵清
香不时穿越时空，氤氲弥漫，
这是艺术的无限美感，这是画
家蕴藏许久的一瓣心香。

民俗

瓷话

粉彩杏林春燕赏盘

□李喜庆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
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
轻。”这是由北宋文学家晏殊创作的《破阵
子》中的句子，诗人借助燕子、梨花、碧苔、黄
鹂、柳絮、池塘等意象，向人们展示了春意盎
然、生机勃勃，让人美不胜收。而在瓷器上

“杏林春燕”图案却是用来祝贺金榜题名。
民国粉彩杏林春燕赏盘，口径 25.5 厘

米，敞折沿、矮圈足，盘型周正。盘心绘杏林
春燕图，一棵柳树，沧桑挺拨，绿意浓浓，枝
叶茂盛，翠绿柔韧。两枝杏花，争芳吐艳，绿
叶红花交相映衬，似乎有微风吹拂，飘来缕
缕花香。两只小燕子比翼双飞，窃窃私语，
像是在欢庆春天的到来。此盘色彩淡雅，绘
画精细，胎质细白坚致，釉面光洁莹润。

燕子外形俊俏，飞舞轻盈，欢快勤奋，是
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其形象
也经常出现在古代艺术品中，或惜春伤秋，
或渲染离愁，或寄托相思，或感伤时事，意象
之盛，表情之丰。南宋词人史达祖在《双双
燕·咏燕》中写到：“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
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极
研尽态，形神俱似，写出了小燕子娇小可爱。

相对于文学作品中的“燕子”意象而言，
古代艺术品和工艺品中的燕子，不仅表现方
式完全不同，其寓意也往往大不一样。有时
候燕子只是一种表面的纹饰，而作品的内涵
却与燕子无关。以杏花和燕子组成的图案，
名为“杏林春燕”，表面上看，似乎是表达春
光之美好。实则不然，“杏林春燕”是一个科
举时代的典故。在唐代，每年春季由尚书省
礼部主持全国科考，举子及第后，还要通过
吏部的考核才能任职，称为“铨试”或“关
试”。放榜之日，新科进士便在长安曲江杏
园举行聚会，设宴游乐，称为“杏园宴”或“杏
园探花宴”，后来这个场面在艺术品中演变
为“ 杏 林 春 燕 ”图 。 为 何 演 变 为“ 杏 林 春
燕”？前面三字，“杏”与“幸”谐音，“杏林”象
征有幸上榜者，“春”代表“春闱”，即春天举
行的京城会试。以“燕”代“宴”，原因有三：
一是燕子秋去春回，是春天的象征;二是

“宴”与“燕”谐音;三是以“燕”代“宴”，在画
面上更有诗情画意。

红缎绣花尖尖鞋

□尚代文

清代宣统时期的妇女还要缠脚。我外
婆就是小脚女人，她生前讲述缠脚的经历，
都是母亲强迫的，如果不从就要罚跪，甚至
打骂。理由是只有小脚女人才嫁得出去，一
方面是母亲对女儿的溺爱，另一方面是母亲
对女儿强加痛苦，丧失干重活劳动力，这是
旧社会的悲剧。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
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男人一律要
剪辫子，女人一律要放小脚，以后才没有缠
脚了。如今已经很难见到小脚女人，除非是
百岁以上的老人。

二十多年前，我的岳母生病，将她接到
城里照顾，给她洗脚时，看见五个脚趾向内
弯曲，和脚掌连在一起。这双尖尖鞋（如图）
就是那时叫我回乡下拿来保存的。此鞋为
红缎料和各色丝线绣出桃子、佛手、梅花图
案，纹饰五层，鞋后跟至鞋脚尖装饰一周花
边，更显得做工精致美观，脚底尺寸长度 9
厘米，正好三寸，真可谓“三寸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