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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子涵

藏品：紫砂杯。
年代：明代。
质地：陶瓷。
规格：杯通高 8.4 厘米，杯高 7.0 厘米，口径 10.5

厘米。
特点：项圣思是明末清初制陶名艺人，善做紫砂

器，但传世作品极少。他制作的文中紫砂桃形杯，是
迄今发现最早的桃形紫砂杯。该杯还有长14.4厘米、
宽13.8厘米、高3.8厘米的杯托，为后人所配。杯托有
铭文 131字，记述了这套桃形杯的作者及流传经历：

“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
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廿年前，简翁得此
于燕市，归而宝之……”杯托底部有“石民”篆文印一
方。“石民”即近代壶艺名家裴石民，“简翁”即宜兴名
士储南强。

紫砂桃形杯胎质细腻，色泽红润，杯内外壁平
整。整个杯将桃的枝、叶、果有机相联。桃子丰硕肥
大，与杯柄相连的枝干古老苍劲。枝端上的小桃为老
桩增添了活力，稍稍伸出的叶端、小桃和枝干，处于同
一水平面上，呈“三足鼎立”之势，形成杯底的三个支
撑点，使桃形杯稳定在底座上。桃杯外沿下刻有“阆
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诗句，署名“圣思”，
并钤“圣思所作”阴文小印一枚。

渊源：桃在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认为是五木之精，
有长寿的寓意，是艺术家们创作的常见题材，明清时
期颇为流行。文中紫砂桃形杯是明代晚期作品，原为
宜兴收藏家储南强珍藏。1952年，储南强将此杯连
同很多其他珍贵收藏品一起捐献给国家。

杯铭“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出自唐
代诗人许碏的《醉吟》，《醉吟》一诗又出典于西汉文学
家东方朔的故事。

点评：这件紫砂桃形杯无论形制还是制作技艺，
堪称绝佳。杯身泥质温润细腻，杯体为剖桃之半，造
型精美，叶脉清晰，技艺卓绝。此杯是项圣思的巅峰
之作，整件作品形象完美，妙趣天成。

藏所：南京博物院。

□胡胜盼

藏品：孝端皇后凤冠。
年代：明代。
质地：纯金、珍珠、宝石。
规格：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直

径23.7厘米，重2320克。
特点: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是中国国

家博物馆镇馆之宝。冠内用漆竹扎成帽

胎，面料以丝帛制
成。冠前是 9 条
纯金打造的龙饰，
口衔宝石珠滴，珠
滴下有 8 只口衔
宝石珠滴点翠金
凤，冠后是一只纯
金凤，冠前、后共
九龙九凤。

渊源：凤冠是
皇后的礼帽，皇后
在接受册命、拜谒
宗庙祭祀祖先、参
加 朝 会 时 佩 戴 。
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中国古代女性
礼 冠 中 罕 有 龙

凤。唐代后妃礼冠的基本制度是采用花树
和博鬓，宋承唐制，但有一个重大变化，即
在冠上先后添加了凤与龙的形象。明初基
本承宋制，《明史·舆服志》记载，皇后礼服
为九龙四凤冠。文中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
上龙凤数目与明初规定不同，可见明朝晚
期对原定制度已不再严格执行。孝端皇后
是万历皇帝的原配，当了42年皇后。万历
帝在位48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位期间共立2名皇后，分别是孝端显皇后

（后称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明史·卷一
百一十四·列传第二·孝靖皇后传》中记载：
光宗即位，下诏曰“朕嗣承基绪，扶临万方，
溯厥庆源，则我生母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
恩莫大焉。”这句话记载王恭妃是在明光宗
继承皇位时才被立皇贵妃称号。后面还记
载：会崩，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靖温懿敬
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由此可见，万历
年间，孝端皇后并未诞下皇子，但却有皇后
级别的称谓。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凤冠出土于定
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
翊钧及其皇后孝端、孝靖的合葬墓。1956
年 5月至 1958年 7月，国家对定陵进行考
古发掘，这是迄今唯一一座经过发掘的明
代帝王陵。定陵出土了 4顶凤冠：六龙三
凤冠、九龙九凤冠是孝端皇后的，十二龙
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是孝靖皇后的。

点评：九五之尊旧时特指帝王的尊
位。从数字上可看出，龙凤冠不仅是巩固
阶级地位的特定象征，同时也体现出万历
年间国家经济实力的强盛。孝端皇后龙
凤冠第四层镶嵌的是红蓝宝石。从郑和
下西洋的路线图中看，郑和船队曾抵达过
古代锡兰（现斯里兰卡），由此可以大胆推
测，红蓝宝石应来源于古代锡兰。

藏所：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喜庆

藏品：颂簋。
年代：西周。
质地：青铜。
规格：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
特点：西周中后期盛食器，由盖和器两部分构成，

隆盖，顶有圈形把手。器敛口，鼓腹，腹部两侧的双耳
造型别具一格，状如一变形龙首口吐祥云，双耳下的
垂耳与圈足下的三小足形状相若，相映成趣。盖与器
母子合口。器口和盖沿各饰一周兽目交连纹，中间像
眼，两侧各连接一回勾状曲线。腹部和盖面装饰着数
道平行的凹槽状纹饰，称横条沟纹，因像老式房子上
的瓦沟，所以也称瓦棱纹、瓦纹。盖顶的捉手内饰团
龙纹，圈足饰垂鳞纹。器身整体纹饰繁简呼应，疏密
有致，形制庄重。颂簋的腹底和盖内各铸 15行 152
字，简明完整地记录了周朝册命典礼的全过程，反映
了西周王室册命官员的制度。

渊源：周王三年五月，一位叫颂的官员在成周（洛
阳）掌管仓库，就任后制作了簋、鼎、壶等青铜器感谢
周王恩德。颂死后，这些器物随他一起埋入地下，直
到2000年后的清代被盗出土。清嘉庆十九年（1814
年），金石学家刘喜海慧眼识宝，在北京的一家古董店
里发现了颂簋，重金购买并带回山东老家收藏。之
后，颂簋又先后被收藏家李宗岱和山东黄县巨富丁树
贞收藏。后来丁氏家道中落，兄弟分家过程中，颂簋
的器盖和器身分离。20世纪 40年代，器身为胶东古
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后转入山东博物
馆。1959年，家住青岛的丁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收
藏的器盖捐献给山东博物馆，颂簋重归完整。

点评：商代晚期，簋是礼器的一部分，标志贵族的
等级。到了西周，簋和鼎以鼎为奇数，簋为偶数配合
使用，使用者身份地位不同，使用的数量也不一样。
文献记载，当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
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随着列鼎列簋制度的完
善，簋成了青铜器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类目。文中颂簋
形态及纹饰均为西周中后期的代表，其造型庄重，铸
工精良，纹饰瑰丽，是难得一见的青铜器珍品，腹内和
器盖上的铭文对研究西周历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藏所：山东博物馆。

□雷焕

藏品：跪射俑。
年代：秦代。
质地：陶土。
规格：高120厘米。
特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千人千面
的兵马俑形象无不令人惊叹。其中，
在2号坑中，有一尊跪射俑每天都被
游客围得水泄不通。因为这尊跪射
俑是已发掘清理出的数千尊兵马俑
中保存最完整的、唯一没有经过人工
修复的兵俑，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

这尊跪射俑身穿战袍，外披铠
甲，头发丝、手掌纹、布鞋底儿针脚线
清晰可见。他上身笔直挺立，左腿屈
蹲，双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做握弓
状，右膝、右脚尖以及左脚抵地，3个
支点呈等腰三角形支撑着上体重心，
这个姿态属于两军对峙战斗前的预
备姿势，如在弦之箭，蓄势待发，是秦
代军事布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兵
动作。这尊跪射俑双目炯炯有神，凝
聚前方，面容冷峻。

渊源：兵马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
一个类别。古代施行人殉，奴隶是

奴隶主生前的附属品，奴隶主死后
奴隶要作为殉葬品为奴隶主陪葬。
兵马俑即制成兵马（战车、战马、士
兵）形状的殉葬品。从 1974 年秦兵
马俑被当地农民打井意外发现至
今，考古工作者共从3个坑中清理出
兵马俑 7000 余件。兵马俑原来都
是彩绘的，发掘的时候遇空气瞬间
变成灰色。文中这尊俑出土于秦始
皇兵马俑2号坑东北角，这个部位一
共发掘出土160尊跪射俑，这尊是保
存最完整的。他身上的铠甲，腰部
以上部分是上片压下片，腰部以下
是下片压上片，这样的设计非常符
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在作战时更有
利于弯腰活动。这尊俑身后的铠甲
上还保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

点评：这尊跪射俑如此完整得益
于它的“低”，或者说，在于它的低姿
势。跪射俑只有 1.2米高，普通立姿
兵马俑都在1.8至 1.97米之间。兵马
俑坑是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棚
顶塌陷，立姿俑便首当其冲受损。跪
射俑的蹲跪姿右膝、右足、左足三个
支点呈等腰三角形支撑着身体，重心
在下，与两足站立的立姿俑相比，稳
定且不易倾倒。因此，它经受住了
2000多年的岁月风霜。

藏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穆秀珍

藏品：广陵王玺。
年代：东汉。
质地：金质。
规格：通高 2.1厘米，台高

0.95厘米，重122.9克。
特点：该印由纯金铸成，精

巧玲珑，光灿如新。印体呈方
形，上立龟钮，龟头扬起，龟足
撑地，龟背上铸有六角形图案，
龟甲边缘、双眼、四足等部位均
錾刻有小圆圈形的花纹，俗称
鱼子纹。龟钮精致，纹饰精
美。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
四字，布局疏密有致，字体端庄
凝重，刀法遒劲，是汉印中的
珍品。

渊源：广陵王是东汉光武
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刘荆，在
建武十五年（公元 39年）被封
为山阳公，十七年（公元41年）
晋爵为山阳王。中元二年（公
元57年），光武帝去世，汉明帝
刘庄继位，封刘荆为广陵王，并
遣之国。后来，刘荆因谋反败
露自杀，朝廷取消了广陵国，将
其改为广陵郡，从此再未封广
陵王。刘荆夫妻死后合葬在扬
州甘泉山。

玺印制度在汉代已形成了
统一规范，汉王朝会给分封的
刘姓诸侯王和臣服国的君王颁
发金玺或金印。区别在印钮
上：汉朝内部分封刘姓诸王用
龟钮，分封周边国家时，在南方
的诸王用蛇钮，北方的用羊钮，
西北的用驼钮，这与当地物产
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南京博
物院组织考古队对扬州市邗
江区甘泉山一带古墓进行抢
救性发掘，重点发掘了甘泉山
1号墓和 2号墓。这两座墓规
模较大，出土大量灰陶器、釉
陶器、青铜器等文物。2号墓
随葬品中的铜雁足灯底盘周缘
镌有“山阳邸铜燕足长蹬建武
二十八年比十二”的铭文，因此
推断墓葬时代为东汉早期。又
考虑到刘荆受封为广陵王之前
为山阳王，猜测这可能是刘荆
的墓葬。1981年 2月的一天，
甘泉公社老山大队新庄生产队
社员陶秀华在该墓附近的农田
干活时，忽然发现一个亮闪闪
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枚带把
子的“图章”，沾上印泥印出字
来，是清晰的“广陵王玺”4个
字。该王玺实证2号墓的主人
为刘荆。

点评：汉代是中国印章制
度的鼎盛时期，广陵王玺是汉
印精品中的精品。此印文虽为
篆书，但其隶书的意味明显，转
折和收笔很方正，字迹苍劲，端
庄凝重。汉代诸侯王的印章在
尺寸、重量和形制上都有严格
规定，广陵王玺金印的发现印
证了典籍的记载，被视作文物
断代的标准器物，具有极高的
历史价值。

藏所：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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