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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江

藏品：利簋。
年代：西周。
质地：青铜。
规格：利簋通高 28厘米，口径 22厘米，方座长宽各 20.2厘米，重 7.95

千克。
特点：该器造型呈圆形，两耳，方座，形制上圆下方，是西周时期出现的

青铜器新样式，也是西周时期对“天圆地方”观念的具体表现。
器身和方座通体装饰饕餮纹，方座四角装饰蝉纹。器底铸有铭文4行

32字。铭文内容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
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是：武王伐纣，甲子日黎明，岁星当
空，问卜伐商成败，兆象大吉。当日克商。辛未日（甲子日后第七天），武王
驻军在阑（地名），赏赐有事（官名）利（人名）以金（铜），利以金铸成铜簋宝
器作纪念。字体扁长，字迹凝重，首尾尖，中间粗，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

渊源：长期以来，历史上对于武王伐纣的描述只出现在各种古籍中，比
如以《史记》为代表的后代史书，但是这些古籍对于这场战役并没有特别权
威的描述，也不能给出“牧野之战”发生的准确时间。为了确认“牧野之战”
是否真实存在，确定武王伐纣的历史时间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
一。真正为历史学家解答了这个历史难题的就是西周利簋。

利簋上的铭文记述了这件青铜簋是由西周初期的贵族利铸造。利跟
随周武王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胜利后受到周武王的奖赏，所以铸造
了这尊青铜簋用以记功，并祭奠祖先。铭文中提到，周武王伐纣是在甲子
日清晨，而且是岁星（即木星）当空，这与我国古代文献《尚书·牧誓》中的记
载完全一致。铭文虽然简略，却是迄今为止关于周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
物遗存，历史意义和价值非凡。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
组依据这尊西周青铜利簋的铭文，推断出周武王灭商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
1057年1月20日，为商周时期的历史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点评：簋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与鼎配合使用，用于祭祀祖先。西周
时期，不同的等级使用鼎和簋的数量不同。周王的礼制是九鼎八簋，诸侯
的礼制是七鼎六簋，大夫的礼制是五鼎四簋，士的礼制是三鼎两簋。这尊
西周青铜利簋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
的西周青铜器，被列入国家档案馆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2002
年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
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还是武王伐纣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因此被视为

“国之重宝”。
藏所：中国国家博物馆。

□张宝清

藏品：太阳神鸟金饰。
年代：商周。
质地：砂金。
规格：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
特点：太阳神鸟金饰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也是成都城市标志

的核心图案。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太阳神鸟金饰列入《第三批
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
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图案采用镂空
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
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
行的鸟组成。4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
旋转方向相反。太阳神鸟金饰生动再现了远古人类“金鸟负日”的
神话传说故事。4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
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

渊源：2001年2月8日，在成都近郊金沙村的管道施工中，挖出
了部分铜器、石器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大批
金器、玉器、铜器和象牙不断出土，令人惊叹。2月25日，一件特别
的金饰件发掘出土。刚出土的金饰件被揉成一团，考古人员小心翼
翼地将金饰复原展开，“太阳”和“鸟”的图案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
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
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饰的含金量高达 94.2%，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
由于加工工具不是很锋利，图案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从
残留的痕迹分析，它的加工至少采用了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
空等多种工艺。先用自然金热锻成为圆形，经过反复锤揲，使金箔
的厚薄基本一致，再用剪切的方法去掉外表参差不齐的部分，使其
成为一个较为标准的圆形。在圆形的金箔片表面刻出整个图形
（包括太阳及光芒和4只鸟），最后根据刻好的纹样切割形成镂空。

点评：太阳神鸟金饰上的鸟引颈伸腿、作势欲飞，很有力度
感。旋涡状的太阳动感很强，不展翅的飞鸟被动滑翔。太阳与飞
鸟运动方向相反，这种独创的、艺术的、完美的表现手法，与现代运
动力学相符合。

藏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李笙清

藏品：双凤交颈壶。
年代：清乾隆。
质地：玉。
规格：通高13.6厘米。
特点：壶的造型为2只交颈互拥的联体雏凤。壶盖为2

只凤鸟首，交颈贴面，状极亲昵。壶身由2只互拥的凤鸟身、
翅膀及鸟足组成，2只鸟的鸟足相抵，紧紧依偎。器型腹空
壁薄，玉质青白无暇，晶莹润泽。壶底刻有“乾隆御制”描金
篆书款。

凤鸟细羽粗毛，形态逼真。壶颈雕蝴蝶结带，将 2只凤
鸟系在一起，体现出自然和谐之美。壶顶巧妙地雕成2只鸟
首贴面的情形，似在喁喁私语。头顶翎毛上翘，流和柄分置
于2只凤鸟背，壶柄呈曲凤形，尾端外卷，巧夺天工。

据文献记载，乾隆皇帝酷爱玉器，每当宫中有重要玉器
制作都要亲自过问，所以乾隆时期的御制玉器都十分珍奇，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乾隆时期的制玉工匠在继承前人的基
础上达到了极致，被后人称为“乾隆工”。乾隆工用料考究，
精雕细琢，不惜工本，极富时代特色特点。

渊源：凤为百鸟之王，在远古图腾时代被视为神鸟而崇
拜，象征着美好、吉祥与和平。凤凰还有爱情的美好象征，中
国古代诗文中，多将凤凰作为爱情寓意，汉代古绝句中就有

“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的句子。传说汉代司马相如为追
求卓文君，还作过《凤求凰》的曲子，其中就有“凤兮凤兮归故
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爱意表白。《诗经·大雅·卷阿》中亦有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之句，原意是凤与凰在空中相偕而飞。
文中白玉双凤交颈壶造型取“双凤合颈不分离”之意，表

现出浓郁的爱情色彩，应为清宫皇室新人大婚时所用合卺之
物，表达了对美满婚姻生活的祝福。

点评：白玉双凤交颈壶材质精美、雕工精巧、抛光细腻，
有清代玉器制作鼎盛时期的共同特点。这件双凤交颈壶是
清代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制的御用器，造型新颖奇巧，圆雕
工艺精湛，玲珑剔透。从器型和装饰风格来看，是以造型和
纹饰为创新特色的仿生玉器，将自然生物与壶身巧妙结合，
制玉工艺水平精湛，铭文款识清晰，字体清秀，凤鸟精细传
神，既为饮具，又可作为陈设玉器欣赏，堪称清代宫廷玉器中
的精品，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藏所：武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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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成

藏品：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年代：唐代。
质地：黄金。
规格：通体高5.9厘米，口径6.8厘米，重239克。
特点：金杯看上去像当代的工艺品，其实“出生”于唐代。金杯

敞口外侈，腹部内收，下方隆起，圈足外撇，肩部有呈“6”字形把手，
以铆钉固定在十字金片上，金片铆在杯身上，牢牢固定着把手。杯
身有4个均匀分布的六瓣团花纹，团花由锻打的扁金片构成框架，
焊接于杯身，立体感十足。团花纹四方有上下两端相对的如意云头
纹。团花纹和如意云头纹外沿由紧密排列的小金珠焊接而成，装饰
效果极强。

这只金杯当初嵌在团花纹和如意云头纹以扁金片装饰的框架
中，和它一起镶嵌的还有珍珠美玉等奇珍异宝。唐代这种独特的工
艺叫“金筐宝钿”，即在器物表面焊接金丝边框，框内镶嵌宝石。所
以，金杯的全称叫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渊源：唐代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朝代，四邻臣服、万邦
来朝，一切外来文化都能成为大唐盛世的点缀。这只金杯，无论从
工艺还是造型来看，都洋溢着浓浓的异域风情。它使用了掐丝焊接
和炸珠焊缀工艺，这两种工艺最早在西方出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
我国。带有中亚粟特风格的“6”字形把手，在中原器物上较为少见，
而团花纹则是我国传统的吉祥图案，有着和合团圆的寓意。因此可
以说，这是只中西合璧的金杯。

点评：这只金杯高超的制作技艺在同时代器物中极其罕见。以
炸珠焊缀工艺而言，首先要将黄金融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水中，通过
两者的温度差，使金液炸裂成小颗粒，这便是金杯上团花纹和如意
云头纹外沿装饰所用的金珠。

值得注意的是，金液炸裂形成的金珠原本大小不一，但金杯上的
金珠却大小相同。原来，聪明的古人把金液倒在孔径相同的过滤网
上，这样滴落到水中形成的金珠大小就一样了。

将金液炸裂形成的金珠焊接在器物表面作为点缀，这个工艺叫
“炸珠焊缀”，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十足的耐心。这只金筐
宝钿团花纹金杯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珍宝。

藏所：陕西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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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磊磊

藏品：乳钉纹青铜爵。
年代：夏朝。
质地：青铜。
规格：高22.5厘米，宽31.3厘米，壁厚0.1厘米
特点：该铜爵1975年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

最早的青铜爵，被誉为“华夏第一爵”。铜爵窄长流、尖长尾，细腰、瘦腹，扁带
状鋬，三棱锥状足。腰腹正面装饰5颗乳钉，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铜爵造
型精巧玲珑，简练朴素，前有长流，后有尖尾，宛若迎风而立、轻盈舒展的窈窕
少女，散发着俊俏清逸的气息。

渊源：青铜爵作为一种常见的饮酒器，流行于夏商时期，是最具代表性的
酒礼器，可以说是中国酒文化的代表。特别是在商代，是最常见的酒礼器，但
器形的大小、把手的位置和足的形状不尽相同。从用途上讲，铜爵的流是用
来饮酒的，尾则主要是用来平衡重心和方便往爵内注酒。青铜铸件最大的优
点就是可以较大限度延展，不易折损。为了充分显示这个优点，铸铜匠有意
识夸张地延长铜爵的流和尾。

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是由一系列乳突有规律地组成排并构
成一定阵式的纹饰，早在夏代青铜器出现之始就出现了，直至西汉，在青铜器
上还可看见乳钉纹的身影。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是乳钉纹的鼎盛时期。乳
钉纹主要出现在鼎和簋上，此外，在爵、角、瓶、尊、壶、盒、钟、罍等器物上也有
出现。

这件铜爵极有可能是模仿陶爵制成。因为陶爵除直接用于饮酒外，还具
有温酒的功能。作为中国古代最典型、最常见的酒礼器，爵也具有“明贵贱，别
尊卑”的作用。古代爵禄制就是根据贵族身份的高低，规定其配享相应的爵，
现代汉语中的“爵位”一词，也是从用爵制度中演化而来。这件乳钉纹铜爵是
夏代铜爵中的出类拔萃者，堪称国之瑰宝。

点评：“块范法”的出现，是我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块范法，就是将金
属液倾入预先制好的分块组合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预定几
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工艺。乳钉纹铜爵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用块范法铸造的青铜容器，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二里头时代开始进入
到青铜文明时期。作为“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是夏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实
物见证。

藏所：洛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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