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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清

藏品：织锦护臂。
年代：汉代。
质地：织锦。
规格：长18.5厘米、宽12.5厘米。
特点：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中
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国宝之一。

渊源：护臂是古人射箭时保护胳膊的护具。文中织锦
护臂呈圆角长方形，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3条长约
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护臂上织
有上下两排“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字，此外还有凤凰、鸾鸟
等珍禽瑞兽以及云纹、星纹等，织造工艺非常高超。与织锦
护臂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根据对具体
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显示，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据考古专家分析，这块织锦护臂很可能是蜀锦，织造
完后被运往长安城，经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汉代西域三十
六国之一的精绝国，也就是现在的尼雅遗址。无论文字还
是纹样，都能说明这件织锦的织造规格很高。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
《史记·天官书》，意思是金、木、水、火、土5颗星星同时
出现在东方的上空，有利于中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
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
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指5颗行
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天文“五星连
珠”或“五星聚会”现象。

1995年10月，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尼雅遗
址一处墓地上例行考古挖掘，几个月一无所获。就在
大家失望时，突然发现了一座古墓。这是一个双人合
葬墓，死者身上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是其中一具尸
体的右臂上绑着的这块色彩鲜艳的织锦。

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精绝国故址，位于塔克拉玛干
沙漠南缘民丰县喀巴阿斯卡村以北20公里的沙漠中。
尼雅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原王朝与西域古国的关系，
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提供了珍贵资料。

点评：织锦护臂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是汉式织锦
最高技术的代表。

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黑王辉

藏品：武瞾金简。
年代：唐代早期。
质地：纯黄金。
规格：长36.2厘米，宽8.0厘米，厚0.1厘米，重223.5克。
特点：有关武则天的传世文物屈指可数，金简是目前存

世的唯一一件可以证明属于武则天的可移动文物。金简呈
长方形，纯金打制，不仅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河南省博物院
镇馆之宝。1982年5月在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峻极峰北侧山
崖被发现后，引起极大轰动。

渊源：这通金简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它与武则天有关，
它还是目前发现的唯一金简，对后世了解唐代历史风物和女
皇的生活提供了实物佐证。不仅如此，对嵩山来说，它也有非
凡意义。武则天登嵩山封禅，说明嵩山在她心中的地位。在
我国历史上，封禅多发现在泰山，只有武则天在嵩山祈福。“封
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
天降祥瑞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一般由帝王亲自到泰山上
举行。由于武则天在嵩山封禅，所以位于河南省中西部、中岳
嵩山南麓的登封便由此而得名。

金简上有铭文，竖刻，共3行63字，从右至左为“上言：大周
国主武瞾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
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瞾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
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由此可知，金简是久视元年（700
年）七月初七，武则天到中岳嵩山祈福时派遣大内太监胡超所
投，希望能够除罪消灾。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金简不止这一通，应该还有2通。因
为金简上有“乞三官九府除武瞾罪名”的记述。《三国志·张鲁传》中
记载：“三官为天、地、水，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地，其
一沉水，谓之‘三官手书’”。也就是说，要制作三通简，一通放在山
上，一通埋在地下，一通沉在水中，即起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
官解厄的作用。这通传世金简在嵩山上被发现，当为“天官赐福”
金简无疑，还有两通，应埋在地下和沉在水中。

1982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登封县王河村村民屈西怀在
嵩山游玩时，无意间在山顶的石头缝里发现一块金光闪闪的
刻着字的金属片。消息不胫而走后，一个外地人找到他，想用
一千块钱买这块金属片。屈西怀拒绝了。没想到对方一路加
价到10万，甚至写下血书承诺：如果转手获利的话，除10万之
外还给屈西怀分成。屈西怀意识到这不是一块普通金属片，
径直交到了当地文物部门。

点评：女皇武则天金简，这一稀世国宝的发现是研究武周
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宝贵资料。金简刻字精美、手法娴熟、工
艺精绝，虽历经1300多年的岁月仍金光灿灿，可见当年皇家造
器技艺之精湛。

藏所：河南省博物院。

□鱼子涵

藏品：彩绘散乐浮雕。
年代：五代时期。
质地：汉白玉。
规格：长 1.36 米，高 0.82 米，厚 0.17——0.23

米。
特点：珍藏在河北博物院的这块五代白石彩绘

散乐浮雕，告诉我们1000多年前就有以女子为主
的乐队。此浮雕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充分展
示了五代时期曲阳石雕的艺术风采。浮雕上共雕
刻着15个人。右边第一人为着男装的女子，戴黑
色幞头，穿褐色圆领长袍，双手交叉胸前，横握一
棒，棒上有双环丝带，似为乐队指挥。右下角2位
男性头缠布带，好似在表演。另外12名演奏者都
是女子，分前后两排，所持乐器有箜篌、筝、琵琶
等。她们梳抱面高髻、椎髻、环髻、双髻等不同发
式，穿红色抹胸、白色衣裙，外穿褐、白、红三色窄袖
短襦，帔巾从胸部后搭于肩上，腰系绦带于身下，脚
上是红色高头履。乐手们所持乐器是当时不同民
族乐器的集合，呈现出晚唐民族大融合的特点。

渊源：此浮雕1995年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县西燕
川村王处直墓。王处直在《旧唐书》《旧五代史》均有
传，是唐末、五代早期的义武军节度使，为河北地区
的重要藩镇将领。王处直的墓葬保存了大唐遗风，
以青石砌筑，整个墓室绘满了山水、花鸟、云鹤等内
容的精美壁画，尤其是用18块曲阳汉白玉雕刻的武
士门神、生肖、《散乐图》等几组浮雕更为出色。

散乐，据史书记载，在南北朝以后也叫百戏，是
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几乎概括了民间表演艺术的
所有形式。散乐也是隋唐时期重要的艺术表演形
式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后，打通丝绸之路，大量西
域乐器传入中原与汉乐融合，浮雕上的箜篌、横笛、
答腊鼓、曲项琵琶等都出自西域龟兹、疏勒、波斯等
地。

点评：散乐受唐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
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一种类似宫
廷音乐的形式。根据《辽史》记载，用于散乐的演奏
乐器有觱篥（bìlì）、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
等15种之多。由此可见，浮雕上的散乐队是一支
完整的表演队伍。《散乐图》中乐器的刻画十分精
细、逼真，为研究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形
象资料。

藏所：河北博物院。

□朱卫东

藏品：己酉香炉。
年代：元代。
质地：瓷。
规格：口径25.5厘米，高42.7厘

米。
特点：香炉双立耳，圆鼓腹，三

兽足。口沿至肩部两侧饰兽形耳，
腹部饰四个兽面铺首衔环纹，通体
施天青色釉。

渊源：香炉出土于呼和浩特市
白塔村（古代丰州城）。香炉颈正面
有一长方形题记，上刻“己酉年九月
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15字繁体
楷书铭文，明确记载了烧制时间与
工匠姓氏。己酉年为元武宗至大二
年（公元 1309 年），小宋即制作工
匠，原为南宋遗民，入元后为海山王
（元武宗）烧制钧瓷，名噪一时。公
元1309年9月15日，小宋为丰州城
万部华严经塔旁的寺庙烧制了这尊
香炉，无论造型还是釉色，均已达到
出神入化的境地，堪称元代钧窑瓷

器的巅峰之作。
钧窑是我国五大名窑之一，始

于唐盛于宋，金、元时期继续发展。
钧窑瓷器的最大特点是窑变成色，
釉色以红、蓝为基调，融熔一体，形
如流云，灿如晚霞，变幻莫测。相比
宋代钧瓷的细润，元钧瓷釉厚而垂，
釉面有较大的气泡和开片纹，施釉
多不到底，且露出胎骨。传世元代
钧窑器多施以天蓝、灰青、月白色
釉，经高温还原后呈现红、蓝、紫色
的斑块。这尊香炉釉色蓝中带青，
青中含白，天青与月白相互交融，隐
隐有宋钧瓷柔和匀净之韵味，飘逸
变幻，浑然天成。

点评：这尊香炉器型较大，打破
了民间“钧不过尺”的说法。器物上
的麒麟纹饰大有讲究。麒麟是集鹿、
牛、马、鱼之美于一身的神兽，寓意吉
祥，充分展示了元代钧瓷追求自然天
真，简练豪放的独有特色。香炉整体
造型端庄大方，飘逸空灵，既有雄壮
浑厚的沉稳之气，又具清新练达的含
蓄之美。

藏所：内蒙古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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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初昕

藏品：江州钱牌。
年代：南宋。
质地：铅。
规格：长 7.2 厘米，宽 2.3 厘

米，厚0.2厘米。
特点：这块锈迹斑斑的南宋

江州钱牌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
九江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钱牌
呈长方形，上圆下方，正面铸有两
行阳文“准拾捌界壹百江州行
使”；背面上部铸有一个“使”字，
下部有一个形似“片”字的花押，

“使”字右下方有一处模压阴文
“权宜便民”四字。

渊源：钱牌是南宋特殊的产
物，因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其作
用，专家也就各行其说。一种说
法是铸于南宋初年，是宋高宗行
军代用币。试想当年，高宗南渡
后屡被金兵追击，曾流亡扬州、南
京，后又乘船入海避乱，直到建炎
三年金兵北归，才置行宫于杭州，
当时称作“行在所”，不久升州为
临安府，长期定都于此。说钱牌
便是此间所铸的代行货币，在临
安府一带发行，目的是弥补军用
之缺，也不无道理。另一说认为
钱牌的铸行当在宋理宗淳祐和景
定年间，即南宋末年。

1993年，九江市兴建大中大

商厦，挖掘机挖出一座古墓，从
墓室又长又厚的青砖来看，这是
很有年代的古墓。在场人员立
即上报文物部门。文物管理人
员赶到现场，对古墓进行了抢救
性挖掘，出土了不少陶罐、瓷器、
竹简，最让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挖
掘出土了一枚长方形钱牌。拂
去泥土，钱牌上露出“准拾捌界
江州行使”字样；背面上端有

“使”字，下端为官押符号，符号
右上侧凿“权宜便民”四字。专
家通过钱牌上面的铭文，知道这
是一块南宋时期的钱牌，发行量
不大，是钱币中的珍品。

文物专家认为，江州即现在
的九江市，宋时为水陆要冲，并且
有长期置监铸钱的历史。江州钱
牌的铸行时间，下限在咸淳元年
（1265年），因《宋史·度宗本纪》明
确记载“咸淳元年七月，壬戌，督
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牌、帖。”上限
则应在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
强制推行“金银见钱关子”，引起
纸币信用危机以后。据南宋吴自
牧《梦粱录》记述，其时“朝省因钱
法不通，杭城增造蜡牌，以便行
用。”江州钱牌，应该是在同样背
景下出现的，存世稀少。

点评：九江古时称江州，这
枚钱牌对研究九江的历史有着
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藏所：九江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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