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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顶金冠饰
冠顶高7.3厘米
冠带长30厘米
周长60厘米
共重139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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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王冠惊艳了岁月惊艳了岁月

我是来自
战国的鹰

□娜拉

我 生 活 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
期，那是一个风起云涌
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
上思想飞扬的年代。
那时候，在中国北方草
原地带活跃着一支游
牧部族——匈奴。我
的主人是这里的首领，
我是象征他地位与权
力的王冠。工匠在打
造我时，从选料、设计
到成型，煞费心血。他
们先用192克黄金、用
圆雕技法把我雕成鹰
形，又在我的头部、颈
部镶嵌了2块绿松石，
头和颈中间用花边金
片隔开，我就像戴了条
金项链。金丝从我的
鼻子里插入，连着头、
颈和腹部；尾巴是另做
的，也用金丝与身体连
接起来，这样一来，只
要主人的身体动，我的
头、颈、尾巴也会随着
一起动，为主人增添了
勃勃英气。

工匠有心，担心我
闲暇时寂寞，在我脚下
的半球形冠体上浮雕了
4只狼和4只盘羊相互
咬斗的场景。4只狼两
两对卧，四肢屈曲前伸；
4只盘羊也是两两对
卧，羊角后卷，卷曲处镂
空，前肢前屈，后半身被
狼紧紧咬住，成反转姿
态，使后肢朝上，搭在狼
的颈部……这个画面
简直太生动了，没事时，
我俯视它们撕咬，别有
一番乐趣。

为了让我能牢牢
地戴在主人头上，工匠
又用1202克黄金做了
3条半圆形绳索式金冠
带，冠带末端分别浅浮
雕张嘴露牙的卧虎，四
肢内屈、腹着地、头下
垂、作温静之态的卧马，
还有一只卧羊。金冠带
牢牢箍在主人额头，我
则在主人额顶，陪他争
战沙场，为他助威呐喊。

制造我的工匠太
厉害了，不仅圆雕出

“我”，还浮雕出我常见
的动物图案，展示了战
国时期中国北方游牧
部族贵金属工艺的最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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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

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历史悠久、幅员辽阔。长期以来，各民族

文化的交织融合与交流互鉴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北疆文化，成为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内蒙古有着丰富的文物资源，全区有 178 家博

物馆列入全国博物馆名录，珍藏的文物讲述、记录、书写着一个个

鲜活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即日起，《收

藏》版改版为《北疆文化·文物说》，通过与文物“对话”，感悟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根植在北疆大地上的优秀文化在

新时代焕发更大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

信。敬请关注。

冠顶是只鹰的造形，鹰首
和颈部是绿松石做的，整个身
体锻造成老鹰展翅的形象。

冠饰呈半球体，上面浮
雕着 4只狼和 4只盘羊相互
咬斗的图案。

鹰

狼

羊

马
龙

□沈莎莎

鹰形金冠饰是我国迄
今发现的唯一一件与匈
奴相关的金冠饰，被誉为

“千年瑰宝”，它是匈奴文
物最有代表性的稀世珍
品，也是迄今所见唯一的
胡冠。

这 件 器 物 代 表 了 战
国时期贵金属铸造业的
最高发展水平，不仅展现
了当时北方游牧部族精
湛的贵金属技艺，也体现
出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
游牧文化的交融。器物
上有北方游牧部族常见
的游牧、游猎题材，比如
金 带 上 四 肢 内 屈 、腹 着
地、头下垂、作温静之态
的卧马，马是游牧部族生
产、代步和作战的主要工
具 ，既 是 他 们 的 忠 实 伴
侣、也是他们的财富，只
有特别熟悉马的性情，才
能把马的形态、动作、神
情雕塑得栩栩如生。

游 猎 是 游 牧 部 族 生
活的重要部分，所以鹰形
金冠饰“鹰”脚下半球形
冠体上浮雕的狼和盘羊
相互搏杀图案，塑造了羊
后半身被狼紧紧咬住，半
身反转、后肢朝上搭在狼
颈部的艺术造型。而这
些圆雕、浮雕、锤、镌镂、
抽丝、编索、镶嵌等技艺，
是中原传统的金银器制
作方法。

除此之外，鹰形金冠
饰上还蕴藏着文化寓意，
比如鹰是古代神鸟，代表
力 量 、勇 气 、威 猛 等 含
义。因此，从鹰形金冠饰
的身上能看到当时北方
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
化两种文化的色彩，完美
体现出这两种文化融合
的魅力。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
院副研究员）

【自白】

【观点】

文化融合的魅力

“战国”，是西汉刘向
编注《战国策》时，为各诸
侯国混战不休的这一时
期取的名称。战国的起
始年份有多种说法，与春
秋在历史上没有明确时
间界限。公元前 221 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时
代结束。秦始皇在全国
推行郡县制时，匈奴游牧
于河套，秦始皇在河套北
部设置九原郡，鹰形金冠
饰的出土地杭锦旗当时
属于九原郡。

旷 日 持 久 的 争 霸 战
争使周朝诸侯国数量大
量减少。公元前 453 年，
韩、赵、魏三家分晋，奠定
战国七雄格局。公元前
386 年，战国七雄格局形
成。图强求存的各诸侯
国展开了许多举世闻名
的变法和改革，其中“胡
服骑射”是赵武灵王在我
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
大变革。

战国中后期，赵武灵
王看到胡人作战穿着窄
袖衣服，骑着马，行动迅
疾，便决定改革士兵的服
装，发展骑兵。很快赵国
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
一支成建制的骑兵。之
后，赵武灵王又沿阴山修
筑了长城。

公元前 296 年，赵武
灵王灭了中山国，此时赵
国成为东方六国最强大
的国家，与秦国展开数十
年的争霸。

（本报记者张劲整理）

【史话】

群雄争霸的时代

□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郑承燕

在内蒙古博物院四楼边关岁月展
厅，记者见到闻名遐迩的“镇馆之
宝”——鹰形金冠饰。这件距今2000
多年、金灿灿的王冠，给人第一眼的感
觉不仅是华丽，更是俏、巧。

中华民族文化中鹰的形象，可以
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先民们
认为鹰是神的化身，奉其为神鸟、天鸟、
神鹰。鹰还象征军容的威猛和战争的
胜利。《诗经·大雅·大明》中记载姜太公
在武王伐纣战场上的威猛形象时，就有

“维师尚父，时维鹰杨”的描述，赞扬姜
太公英勇奋战，像展翅的雄鹰。

鹰，不畏风暴，翱翔蓝天，象征自由、
勇猛、力量，被称为天空之王。在古代游
牧部族的文化中，有大量与鹰相关的造
型艺术，鹰形金冠饰便是其中之一。

鹰形金冠饰出土于鄂尔多斯市杭
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同时出土的
还有屈肢羚羊形金饰、火焰形金饰、刺
猬形金缀饰、虎形金缀饰等金、银牌饰
200多件。器物上都浅浮雕着虎、狼、
马、羊、鸟等动物形象以及虎咬羊、狼
咬羊等动物咬斗的图案。专家分析，
这批2000多年以前的珍贵金银器，从
数量及制作工艺看，绝不是普通的匈
奴人所有，尤其象征权力的鹰形金冠
饰，它的所有者应该是战国晚期至秦
汉之际活动于此地的匈奴贵族或部落

酋长等级的人。
鄂尔多斯地区在古代是各种政治

势力和军事集团频繁争夺的地盘之一，
历史上土方、鬼方、戎狄、林胡、楼烦、义
渠、匈奴、突厥、党项、契丹、女真等部族
都在这里活动过。鄂尔多斯高原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优越的交通位置，是
联接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
重要通道。因为频繁的贸易往来，生活
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开阔了视野，丰富
了物产，“成就”了鹰形金冠饰。

鹰形金冠饰的出土特别偶然。
1972年冬季，一个像往常一样平凡的
日子，家住杭锦旗阿门其日格公社76
岁的王美子到阿鲁柴登附近的沙窝子
里挖龙骨准备卖到中药铺换钱 ，一锹

下去，感觉碰到了硬物。他扔开锹，扒
开沙土，出现了箭头、棱形铁棍、甚至
还有纯金打造的器物。王美子不敢再
挖下去，连忙跑回村里向邻居讲述自
己的“奇遇”。

王美子的“奇遇”消息传到当时
的伊克昭盟教育局，该教育局又把情
况反映给当时的内蒙古文化局。内
蒙古文化局组织文物工作组实地勘
察，发掘出匈奴墓葬，鹰形金冠饰抖
落 2000多年尘埃，重见天日，成为迄
今为止国内出土的唯一“胡冠”。

每一件文物都像时间的刻度，站
在鹰形金冠饰前，和文物对话，与历史
相知，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

（本版图片、视频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冠带末端分别浅浮雕张嘴露牙的
卧虎，四肢内屈、腹着地、头下垂、作温
静之态的卧马，还有一只卧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