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继军

这盏明代黑釉瓷灯（如图）高 9

厘米，口径 4 厘米，灯腹直径 11 厘

米，底径 8 厘米，出自中国古代北方

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磁州窑。

这盏灯外形为壶状，造型简洁古

朴，宽大厚实的把手连接了顶端的注

油口与底座，烧制致密浑然一体；壶

嘴留有细小圆孔，可放入灯芯直通内

底。与常见的敞开式储油不同，该灯

的灯腹为封闭式结构，可令前来偷油

的猫、狗、鼠等望灯兴叹，因而民间俗

称“气死猫”。整件油灯黑釉不但完

好均匀、光亮照人，且有窑变，细看微

呈茶叶沫状。除底座微有窑粘外，无

伤无损，堪称全品。

“瓦豆谓之镫（登）。”瓦豆是新石

器时代的一种陶制器皿，本作盛放食

品用，后有人在里面放置灯芯用作照

明，便成了中国油灯的雏形。这里的

“镫”，也即“灯”，古代两者为通假

字。如《楚辞·招魂》：“兰膏明烛，华

镫错些。”说的就是带兰香的明烛多

灿烂，华美的灯盏错落高低。又如

《西京杂记》卷三这样描写秦代铸造

的华丽宫灯：“高祖入咸阳宫……尤

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镫，高七尺五

寸，作蟠螭，以口衔镫，镫燃，鳞甲皆

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

一般认为，真正出现“灯”这个词

汇，当追溯到南北朝编纂的《玉篇》。

这主要是因为战国秦汉之时，灯主要

由青铜、铁制作，因而多用金字旁；到

了南北朝，由于青瓷的发展，大多用

烧制的青瓷制作灯具，也就更改为火

字旁的“灯”了。

千年古墓惊现辽代完整彩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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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卖花姑
娘》《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
女》《原形毕露》等 10 余部朝鲜影片
先 后 进 入 我 国 ，一 时 风 靡 中 国 大
陆。其中《卖花姑娘》还出版了电
影连环画面向全国发行。

在所有的朝鲜老电影中，《卖花
姑娘》无疑是影响最大的，1972 年
在我国大陆上映。这部电影内容催
人泪下、情节曲折生动，主人公花
妮、顺姬姐妹悲惨的命运让每一个
看过该片的人都不禁泪湿衣襟。加
上 影 片 主 题 歌 旋 律 优 美 ，哀 婉 动
人 ，至 今 想 起 来 仍 然 让 人 眼 含 泪
花。记得当时社会上曾流行这样一
句话：“看《卖花姑娘》必须带手绢
去，电影散场手绢一定全湿透了。”
可见当年这部影片感人至深、影响
之广。

1973 年 5 月，根据影片内容，天
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卖花姑
娘》连环画（如 图），出版后也是畅
销一时。如今，40 多年过去了，该
影片仍然让人难以忘怀。

朝鲜电影
《卖花姑娘》连环画

□郑学富

从古至今，金榜题名都是人生的
大喜事之一。在古代，官府除了对金
榜题名的人进行张榜公布外，还会制
作精美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

我国最早出现的“录取通知书”是
泥金帖子。泥金是用金粉或者金属粉
制成的金色涂料，用来装饰笺纸或调
和在油漆中涂饰器物，是我国传统的
高档装涂工艺。唐代开始用泥金涂饰
在笺简上，作为进士及第到家报喜所
用。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泥
金帖子》：“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
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

唐朝之后，出现了金花帖子，又称
为榜贴。宋洪迈《容斋续笔·金花帖
子》说：“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
……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到了宋
代仍然使用金花帖子，宋人赵彦卫在
《云麓漫钞》中有记载：“国初，循唐
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
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
护以大帖，又书姓名於帖面，而谓之
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黄花笺是
一种洒金粉的顶级用笺，用此来书写

“通知书”，可见珍贵。
明清时期，“录取通知书”被称为

捷报，或报帖，民间又称喜报。明人
王世贞《觚不觚录》云：“诸生中乡荐，
与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送来的就
是捷报。到了清代，又出现了刻板印
制的“通知书”了。

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陈列有近代实
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高中状元
的捷报（如图）。1894 年，慈禧太后
60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
第 5次进京应试，在清朝重臣翁同龢
的提携下，高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
以六品翰林院修撰官职。捷报上书：

“贵府少大老爷张謇恭应殿试一甲第
一名赐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修撰。”
其上还写有“报录人王上林”。

报录人即向考中者报喜讯的人，
又称报子。在古代，送“通知书”也比
较隆重。各级官府会安排专人将“通
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报录人一
般不少于3人，都骑上高头大马，高举
彩旗、旌幌，带上唢呐班子，一路上鸣
炮奏乐，吹吹打打，热闹非凡，犹如现
在男子结婚迎亲一般。

报喜是个好差事，衙门里的公
差争破头想干这差事，因为碰到大
户人家都能拿到赏赐的红包，也就
是喜钱，稍微穷点的人家也能赏些
酒水喝。

古代“高考录取通知书”

收藏圈

收藏资讯

□李富

日前，辽都故地赤峰市巴林左
旗上京博物馆展出了辽代人力车
壁画，这是我国目前为止首次发现
的辽代人力车壁画。

据巴林左旗文化部门介绍，
巴林左旗在文物普查过程中，在
富河镇富河沟村北 3.5 公里的哈
拉海场沟里发现一座早期被盗

砖室辽代壁画墓，墓道两壁绘有
人物的壁画，由于墓道夯土回填
坚固，所以壁画保存完好，色泽
鲜艳。巴林左旗文化旅游体育
局组织博物馆有关人员对壁画
进行了抢救性揭取，并整理展
出。

据介绍，该壁画共为 5 幅，
墓道南北两壁各 2幅，墓门北侧
残留 1 幅，内容分别为备饮、备
食和仪卫人物。人物造型简练，

形象生动，是目前发现的较为优
秀的重要辽代壁画作品。特别
是北壁发现的 1 幅木制人力车
和车夫形象，在辽代壁画上是第
1 次出现。巴林左旗是辽文化
的发祥地，是契丹民族建立大辽
王朝诞生地。

据辽金史专家、上京博物馆王
清煜先生介绍，这次壁画的发现，
对于研究辽代历史和风俗文化，具
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首次发现辽代人力车壁画

明代黑釉瓷灯

□李艳阳

彩绘木棺葬具 1组 3套，3
套分别为彩绘木棺、内棺及棺
床，木棺长 231厘米、宽 130厘
米、高约 110厘米，棺床长 256
厘米、宽148厘米、高107厘米，
辽代，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
山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所藏。

彩绘木棺以红、黑两色为
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鹤、凤、缠
枝牡丹、祥云等图案，其中仙
鹤、凤以及牡丹花叶子为贴金，
四周悬有铃铛，在棺盖上面还
有3个葫芦状鎏金铜饰件。内
棺的棺盖正面有3团贴金龙纹
图案，在两侧各有 1 对贴金凤
展翅飞翔，神态生动。内外棺
之间夹有丝织品。彩绘木棺棺
床为须弥座状彩绘棺床，共由8
层组成。

彩绘木棺大小 2 具，集绘
画、贴金、木雕、铸铜、木作、彩
漆等多种工艺为一体，内容包
括契丹人的文化、宗教、音乐、
艺术等许多方面，展示了1000
多年前鲜为人知的辽代社会面
貌，十分宝贵。

出土彩绘木棺的吐尔基山
辽墓，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
所发掘的一座未被盗掘的千年
古墓，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器、
银器、金器、漆器、木器、马具、
玻璃器和丝织品。这些精美的
随葬品，对于丰富辽代文化交
流、艺术等方面的认识，提供了
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
墓葬风格接近于晚唐和辽代早
期风格，应为辽代早期契丹贵
族墓葬。彩绘木棺和棺床，在
我区尚属首次完整发现。

该墓的发现，是近年来辽
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在研究辽
代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
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2002年夏秋时节，吐尔基
山采石矿的工人们用推土机挖
坑道时，在坑道的东半部，发现
了1个3米多宽的石头堆，这些

石头和山上的石头一样，也是
青石，当时没看出特别的地方，
所以也没引起注意。

2003 年 新 春 伊 始 ，工 人
们在“乱石堆”中突然发现，
其中淡红色的石头是经过人
工摆放的，而且石与石之间
有黑色胶泥粘着。进一步观
察发现，有的石头上还用墨
汁画着记号。

自当年 3 月 8 日发现“玄
机”到3月10日，仅仅2天多一
点的时间，吐尔基山发现“东
西”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很快传
播了出去，马上就来了好几拨

“挖宝人”。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接

到汇报后，副所长塔拉带着自
治区文物工作人员组成考古队
很快赶到，对现场进行了初步
勘察。

根据现场观察，初步断定
这是一座辽代墓葬。从各种迹
象判断，该墓近期没有被盗
过。但是研究过辽代考古的人
都知道，辽墓十墓九空，这座墓
葬早期是否被盗过，在当时还
无法判断。

从墓葬暴露在外的迹象推
断，该墓是一座辽代中型偏大
的贵族墓葬，墓主地位较高，如
果早期没有被盗，在这座墓葬

中将会有珍贵文物出土。
不出所料，经过2个多月的

正式发掘，在地下埋葬了1000
多年的契丹彩绘木棺和200多
件珍贵文物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人类学研究室鉴定，墓
主为女性，年龄在30——35岁
之间，应为北亚蒙古人种。清
理尸骨时发现，墓主面孔、骨
架、指甲发黑，其腹腔部位有大
量滚动的水银。

水银的发现使考古人员对
墓主的死因充满狐疑。腹腔中
的水银是吞食进去的，还是为
保存尸体灌进去的？

契丹人有一个习俗，就是
在人死后再灌入水银，据说能
够防止尸体腐烂，这在以前的
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

对于墓主的身份，有人推
测她很可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
机与述律皇后(回鹘人)的女儿
质古。从墓主身穿的华丽丝绸
服装以及描金彩绘漆棺、大量
金银器和珍贵玻璃器皿等出土
文物看，她应是一位身份极高
贵的契丹族女性。

同 时 根 据 吉 林 大 学 古
DNA 实验室的古人遗骸线粒
体古DNA研究，吐尔基山辽墓
样本的序列与耶律羽之家族墓

地的15号样本最为接近，仅有
一个碱基之差，说明吐尔基山
辽墓主与耶律羽之家族之间存
在较近的亲缘关系，验证了其
贵族身份，且为契丹公主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

与墓主一同随葬的大量珠
玉金银饰件中，其两肩上各有1
块金银饰牌，圆形金饰牌上有3
足火乌的图案,应该是象征太
阳；圆形银饰牌上有桂树、仙
女、玉兔等图案,应该是象征月
亮。清理墓室时，在墓室顶部
也发现了已残破的绘有日月图
案的壁画。而草原地区流行的
原始宗教——萨满教是崇尚日
月星辰的。

重复出现的日月天体图案
是否与萨满教和墓主身份有着
必然的联系呢？

吐尔基山辽墓是继陈国公
主墓、耶律羽之墓之后的又一
次重大契丹考古发现。

在这次首次发现的保存完
整、雕刻精细的彩绘木棺中，出
身显贵的年轻墓主到底是契丹
公主还是受人尊敬的萨满呢？

作为契丹人后裔的达斡尔
族，一直延续到现在还信奉萨
满教。在达斡尔族的萨满服上
一般罩有披肩和坎肩，其背后
刺有左日右月的图案,是一种
崇拜太阳和月亮习俗的传递。
而且现代达斡尔族萨满的头饰
与吐尔基山辽墓墓主头部所戴
金箍也有相似之处。

已在彩绘木棺内沉睡了
1000多年的这位华贵年轻、从
事乐舞，但是却在年轻时亡故
的契丹贵族女子身后，是一个
强大而又文化发达的契丹王
朝。

而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彩
绘木棺及棺内女贵族重返历史
舞台，不但为证明辽朝的文明
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内蒙古
草原文明宝库增添了一笔宝贵
财富。

吐尔基山辽墓的考古发
现，是我国契丹、辽代考古的重
大收获，它见证了雄居北方的
契丹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和历
史。

近日，圆明园一项“奇观”吸引

游客蜂拥而至。圆明园考古出土

的古莲子，在圆明园荷花基地首次

盛开了。

据介绍，2017 年，工作人员

在长春园东南隅的如园遗址进

行考古，陆续在镜香池内发现了

11 颗古莲子，这是圆明园进行

考古发掘工作以来首次发现古

莲子的存在。2018 年，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对 8 颗古莲子

进行培育实验，6 颗在播种之后

成功发芽，经过长叶结藕、温室

越冬，今年 4 月移植荷花基地，

近日开出第一朵花。

古莲为何还会开花？圆明园

相关负责人表示，古莲子之所以历

经百年仍能萌芽、生根、开花，一方

面它一直被埋在温度低、湿度小、

少微生物干扰的泥炭土中，不具有

生根发芽的条件；另一方面古莲子

的外面有一层硬壳，防止水分和空

气内渗和外泄。在莲子里还有一

个小气室，里面大约存贮着0.2立

方毫米的空气，可以维持古莲子生

命。古莲子含的水分也极少，只有

12%。在这种干燥、低温和密闭的

条件下，古莲子长期休眠，新陈代

谢几乎停止。

（人民）

圆明园沉睡百年古莲“复活”盛开

壁画局部。

古莲子开出的第一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