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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贝彩绘陶鬲:
碰撞融合的生活智慧

□本报记者 徐跃

据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汪英华介绍：“嵌
贝彩绘陶鬲上的云雷纹已经有后期青铜器纹
饰发展的方向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器物有着
相似的纹饰图案，他们的审美思想是相互交
流、相互影响的。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绘陶器数量众多，
变化各异，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体现了由繁
到简、由具象到抽象、由自由结构到程式
化、规整化布局的总体变化规律。根据纹饰
的分类与演变考察，能够看出先民思想的转
变和发展。纹饰风格从早期到晚期均有较强

设计感和个体特色，规制性始终不
强，单元无定式。

嵌贝彩绘陶鬲就属于抽象类纹
饰，它的图案纹饰特色鲜明，外部是
用红白两色矿物颜料绘制成云雷纹图
案，再构成连续的单元，使得这件器
物拥有了古朴典雅的气质。

大甸子墓地彩绘陶器上主要可见4
种颜色：器表本身的黑灰色，颜料绘
制上去的白色和红色，以及偶尔可见
红白颜料混合而成的橙色。

嵌贝彩绘陶鬲就是以白色为主纹，以
红色填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甸子先
民用红色或白色填底时，往往并不填满。
这并不是偶然，而是画工有意为之。白色
主纹外，除去红线勾勒，还露出底色黑线
一道，使得纹饰整体层次更加丰富。

大甸子先民有意识地将陶器黑灰底色
与红白颜料一样，作为谋篇布局可以使用
的颜色之一，极大地丰富了彩绘陶器纹饰
创作，使其更加繁复、精美，体现了当时
的画工对底色的良好运用和独特审美。

通过一件文物，让数千年后的人们看
到了古代先民表达美的能力，也看到了他
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生活的智慧。

〖藏识〗

古钱界的爱马仕——
金匮直万
□吴昆

收藏古钱很多年了，手中的藏品也有
不少，但是如果硬要论收藏价值，恐怕我所
有的藏品都比不上一枚国宝金匮直万，毕
竟这种古钱被称为古钱界的爱马仕。

国宝金匮直万是王莽时代的钱币，这
种钱币造型十分奇特，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上半部为一枚圆钱，铸有“国宝金匮”四个
大字；下半部为方钱，铸有“直万”两字，由
于造型非常像一把钥匙，所以也有人把国
宝金匮直万称之为打开国库的钥匙。

王莽作为开国皇帝，曾下令禁止庶民
甚至列侯均不得拥有黄金，民间所有的黄
金都要归国家所有，也就是都要进国库，而
汉代黄金每斤的价值是一万钱，而国宝金
匮直万的下半部正好铸有“直万”两字，所
以人们认为一枚国宝金匮直万就可以价值
一斤黄金，而黄金都在国库里，所以这种古
钱就被称为打开国库的钥匙了。

事实上关于国宝金匮直万的身世之
谜，学界一直有所争论。大致有五种说法，
一是此钱不属于流通货币，只是用于记录
王莽国库内黄金的数量，一枚代表一斤；二
是在王莽新朝时，有金货一品的钱制，规定
一斤黄金可以兑换一万钱，国宝金匮直万
就是用来兑换黄金的；三是此钱是镇库之
宝，管家、钱庄都有一枚用于压库，并不流
通；四是此钱是一种凭证，是官府收集黄金
时颁发给上缴黄金人的凭证；五是此钱其
实是一枚符节，“金匮”其实就是“金匮石
室”的意思。这些不同的说法也给国宝金
匮直万增添了许多神秘感。不过，不管最
终正确的说法是哪种，这种古钱都无愧于
国宝的称号。

至于国宝金匮直万目前的价值如何，
《中国古钱大集》将其标注为“一级，无定
价”，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前年曾有一枚国
宝金匮直万拍出了300多万的价格，在古
钱界已经是非常高了。

骨柄石刃刀
□汪英华

骨柄石刃刀，新石器时代晚期小河沿
文化，一级文物，赤峰大南沟遗址出土，赤
峰市博物馆藏。

这件骨柄石刃刀由动物肢骨和燧石、
玛瑙刃片经过精心制作后组成，前窄后宽，
造型优美。柄体选用动物长肢骨，经纵向
劈裂，修整成弧形短刀状，再于一侧中上部
刻凹槽并抛光。之后选用硬度较高、韧性
较好的燧石、玛瑙石片剥制成四个小型薄
石刃。为了让刀刃弧度和骨柄衔接自然，
制作者将四枚薄石刃按骨柄形态精修后依
次镶嵌于骨柄槽内，并以胶状物质将其粘
牢，最终组成一把技艺精湛、锋利实用的刀
具。

骨柄石刃刀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
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逐渐消失，是新石器时
代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广泛分布于我国东
北、内蒙古、西北及西藏等地区，是当时重
要的渔猎及日常生活用具。

骨柄石刃刀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骨柄石刃刀制作工序复
杂，集中了石器的选料、剥片、压制技术，骨
器的切割、整形、挖槽、抛光技术，以及镶
嵌、粘合、固定、组合等一系列技术，它表明
人类在制作工具上的思维方式已经从单线
思维转化为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对各种原
材料的认知和加工制作的综合信息处理能
力产生了质的飞跃。是人类制作工具思想
意识、技术进步的具体体现，是史前时代复
合型工具制作的顶峰。

作者简介：汪英华，男，内蒙古博物院
文博考古研究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
局陈列展览组、文物鉴定组、文物保护组专
家库成员，内蒙古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专家
组成员，玉石器类国家文物进出境责任鉴
定员，内蒙古自治区旧石器时代研究中心
负责人。

陶鬲是古代陶制炊器，使用时在下面直接燃火煮
食，3个大腹便便的“袋状足”是它最显著的特征。

嵌贝彩绘陶鬲作为陶鬲家族的明星成员，来自于
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

夏家店文化因 1960 年中科院考古所在松山区
王家店乡夏家店村发掘而命名。夏家店文化遗址
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叠压在一起的，人们把堆积
在下层的早期青铜文化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
距今4200—36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在
上面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命名为“夏家店上层文
化”，距今 3000—2500 年，相当于中原的西周和春
秋时期。

197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队在

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村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
遗址和墓葬，历经10年左右时间发掘完毕。

大甸子遗址包含有居址、墓地两部分。发掘的
器类有很多，包括鬲、盆、鼎、罐、尊等。其中，鬲是
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之一。在大甸子墓地共清理
804座墓,出土420件彩绘陶器,这些陶器具有较高
的考古与艺术价值，嵌贝彩绘陶鬲就是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彩绘陶器。

这个考古学文化群体受到红山文化、小河沿文
化等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展示出古朴先
民的生活印记，发展出耀眼的文明之光，与中原地
区的商、四川蜀地的三星堆等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彩绘陶鬲作为一种随葬器或是礼器，一直被学
界所重视,是了解古人的生活、文化的重要媒介。

嵌贝彩绘陶鬲的外形十分出众，它身高29.5厘
米，敞口卷沿，口径22厘米，筒状腹，三袋形空足，柱
状实心足尖。

它是将陶胎烧成之后在其表面进行彩绘的，材
质为泥质褐陶，腹部用红白两色绘云雷纹，足部施以
黑彩，庄重典雅，整个陶鬲造型协调优美、线条流畅。

陶鬲唇沿嵌8枚白色海贝。4个贝壳间粘贴有4
个圆形蚌泡。海贝在当时作为货币使用，象征财富
和地位，可见在当时对于陶鬲等器物的装饰已经有
了一定的审美要求。

此外，海贝装饰还有另一层寓意。齿贝镶嵌彩
鬲口沿与圆满蚌壳相互映衬，代表四方八面照耀往
来路前程似锦。在史前文化中，贝壳的蛤蜊光的靓
白特性伴随逝去的人进入黑暗世界，有指引方向的

作用。
嵌贝彩绘陶鬲的海贝装饰与它的彩绘纹饰是相

得益彰的。
大甸子墓地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

遗存之一,其丰富的内涵多年来深为学界所关注,尤
其是其中的彩绘,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大甸子彩
绘陶器数量多寡、组合关系、纹饰种类的变化等具有
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等功能,是夏
家店下层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成就和精神
成就。

大甸子墓地前后跨越时间长度大约在150年左
右，相对较短。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却出现了
极为丰富的彩绘纹饰类型，形态多种多样，有些型别
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轨迹，但又很难划分出不同的
式别，可见在这一阶段其文化更新速度很快，文化创
新能力很强。

夏家店文化绽放文明之光

海贝装饰独具特色

彩色云雷纹饰承前启后

嵌贝彩绘陶鬲彩绘细节。

〖论宝〗

嵌贝彩绘陶鬲，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
子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文物。2006年
6月被内蒙古文物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

“嵌贝”“彩绘”“陶鬲”，它的名字已经概括出
了它的基本特征。嵌贝彩绘陶鬲精美的外表让
人无法相信，这是来自于距今4000年左右的先
人智慧，每一处都绽放着迷人的神秘光芒。在这
件文物身上，隐藏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吸引人们
走进它的世界。

嵌贝彩绘陶鬲敞口卷沿细节。

嵌贝彩绘陶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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