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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
杭州西湖，千百年来一直是骚人墨客吟咏不

绝的灵动诗韵，丹青妙笔描摹不尽的秀美画卷，
街头巷尾流传不息的故事文本。

西湖之美，让曾在杭州任官的苏轼留下了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
其全”的感叹。

为探寻西湖魅力，笔者日前来到杭州西湖博
物馆总馆。

城湖相依

秋日的西湖，细雨朦胧，桂花芬芳，一派诗
情画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包括西湖博物馆、
南宋官窑博物馆和名人纪念馆，从多个方面展示
西湖之美，讲述西湖故事。

西湖博物馆位于南山路钱王祠旁，整个建筑
大部分延伸于地下，从湖面上看，几乎察觉不到
葱郁树木中隐藏着一座现代建筑。“西湖博物馆占
地面积 8500 平方米，包括西湖历代浚治与景观的
形成、西湖题名景观、西湖文化、精神家园等六
大展区，展出文物涵盖书画、古籍、陶瓷等七大类，
系统展现了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底蕴与
文化内涵。”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说。

顺着阶梯下到馆中，大厅内巨大的沙盘模型
立体展示了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旁
边展柜里，多种古生物化石体现了西湖丰富的自
然遗存。据介绍，西湖一带原为浅海湾，大约

2600 年前，泥沙淤积堵塞了湖与海的通道，变为
淡水湖泊。经历代人工疏浚治理，演变为“一湖
两塔三岛三堤”的景观格局。

展厅另一侧图文并茂地讲述了西湖历代浚治
过程。据史料记载，自唐至清，统治者对西湖之
浚治不曾中辍。唐代李泌、白居易和宋代苏轼主
导的浚治奠定了西湖的基础面貌，日后疏浚基本
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正因如此，如今西湖的大
体格局沿袭了唐宋时期的旧貌。“杭州之有西湖，
如人之有眉目”，正如苏轼所言，西湖是杭州山水
景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湖的治理对于杭州
城市发展意义非凡。

“这是我们西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潘
沧桑指着展柜里的 《清乾隆西湖行宫图》 说。这
是唯一一幅流传至今钤有乾隆御玺的西湖行宫
图，全长9米多，采用传统山水画法，以鸟瞰的形
式描绘了乾隆南巡时驻跸的西湖行宫及游览的各
景点，并标注了行宫与各景点的具体方位和距
离。全图笔法细腻，疏密有致，设色典雅，构图
严谨，展现了高超的绘画技法。

“此图在西湖申遗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潘沧桑介绍，“图上描绘了‘三面云山一面
城’的城湖格局，其中的景点和位置标示与现在
的西湖景观能够一一对应，实证了西湖至少200多
年来都保持着原真的格局，体现了西湖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专家实地考察时把西湖博物馆作为第一站，重要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考证此图。”

展馆中，一件清康熙青花西湖风景观音瓶吸引
了不少参观者欣赏。此瓶撇口，长颈，丰肩，筒形
腹，腹下渐敛，浅圈足。瓶身自颈以下描绘西湖风
景图，亭台塔殿错落掩映，游人画舫行于其间，
展现了杭州市民在西湖边怡然自得的生活。“清代
至民国时期，陶瓷界流行把西湖作为装饰题材，
但清初康熙年间此类作品还比较少。此瓶描有 50
余处西湖景观，构图巧妙，笔触细腻，青花发色
典雅，是少见的清代早期青花佳作。”潘沧桑说。

山水美学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经过
历代精心营造，西湖形成了独特的美景。世界遗
产委员会评价称，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
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诠释。

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
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
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这大名鼎鼎的“西
湖十景”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南宋以临安 （今
杭州） 为都，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南
宋宫廷画师们从难以遍数的湖山美景中凝练出

“西湖十景”，十景题名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
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陈二郎’金叶子为国家一级文物，反映
了南宋杭州经济的发达。”潘沧桑说。金叶子由纯
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上面刻有铭文“铁
线巷陈二郎十分金”，其中“陈二郎”为制作金叶
子的金铺名称。金叶子是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

的产物。它面值较大，一叠可兑换铜钱 35 千文，
40 克一叠，每叠 10 张，每张 4 克，便于携带，易
于分割，大大方便了货币流通。

灵秀的山水带给人丰足的滋养，孕育出清雅
隽永的艺术。南宋美学的精髓在南宋官窑青瓷上
得到充分体现。南宋官窑博物馆位于杭州玉皇山
以南乌龟山西麓，占地 60余亩，由展厅和遗址保
护厅两部分组成。展厅内，“南宋官窑历史文物陈
列”以“青瓷故乡”“御用之瓷”“风雅之美”“皇
宫遗珍”“南宋官窑遗址与工艺”为专题，系统展
示了南宋官窑青瓷的发展历程及其独一无二的工
艺特点、登峰造极的美学价值。

“南宋官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宋高宗
为烧造宫廷用瓷而建的御用瓷窑，由修内司直接
管辖，产品以粉青釉色、冰裂纹片、紫口铁足、
古朴器型四大特色而著称。由于胎土原料特殊，
厚釉工艺烧造难度极大，南宋官窑烧制成功率不
足百分之一。且由于专供御前使用，验器标准十
分严苛，略有瑕疵即行砸碎就地掩埋，无论成品或
瑕疵品一律不得流入民间，因此南宋官窑完整器
现存于世的非常少，十分珍贵。”潘沧桑介绍道。

展柜里，一件南宋官窑簋式炉格外引人注
目。它是仿商周青铜簋造型的青瓷香炉，由官窑
遗址出土瓷片精心修复而成，表面没有青铜簋的
繁复装饰，追求自然之美。瓷炉釉色粉青莹润，
釉面呈玉质感，古朴庄重而又温润含蓄。

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在古窑址基础
上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包含南宋郊坛下官窑
遗址的龙窑和制瓷作坊以及老虎洞修内司南宋官
窑遗址。郊坛下遗址保护厅以复原陈列、动画演
示等方式再现了800多年前官窑瓷器制作、烧造的
场景。立足于龙窑遗址前，仿佛能看到几百年前
烧造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日日劳作于西湖边，
将自己对西湖美景“天人合一”的体会融入瓷器
烧造中。

人文渊薮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优美
的西湖曾让白居易离任杭州时流连不舍。千百年
来，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画家挥洒才
情。他们的作品和故事，为西湖增色添彩。

名人纪念馆由章太炎纪念馆、苏东坡纪念
馆、唐云艺术馆、张苍水先生祠、于谦祠、于谦
故居、司徒雷登故居7处场馆组成，散落在西湖周
边不同地方。

苏东坡一生曾两次到杭州做官，为当地做了
不少贡献。苏东坡纪念馆坐落在杭州西湖苏堤南
端，由主楼展厅、碑廊、酹月轩等组成。展厅一
楼陈列苏东坡生平事迹，二楼主要介绍苏东坡在
杭期间的文学艺术成就。参观完展厅，可眺望不
远处苏东坡主持修造的苏堤，感怀斯人。

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三
人均与杭州西湖结下不解之缘，并安葬于此。“粉
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明代名臣于
谦的述志诗句。于谦祠位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
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自 2019 年起开展全面维
修及展陈改造，今年2月重新开放。张煌言为明末
抗清英雄，字玄著，号苍水。张苍水先生祠堂正
中悬挂着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好山色”牌匾，
这3个字正是张苍水就义时面对西湖发出的感叹。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墓毗邻张苍水墓，墓
前建有章太炎纪念馆，这是国内最大的章太炎文
物资料和研究中心。馆内展出的 《膏兰室札记》
记录了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的学习心得，从中
可窥见其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曾任燕京大学校
长、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父母
均为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故居位于杭州拱墅区
耶稣堂弄，是其父来杭传教时建造的住宅。海派
画家唐云是杭州人，虽长居上海，但对家乡念念
不忘，一生以“杭人唐云”自称。唐云艺术馆坐落在
西湖边的长桥公园，与著名的雷峰塔隔桥相望，
馆内完整收藏唐云作品及其生前所藏艺术精品。

“一池西湖水，千年根与魂。西湖之美说不
尽、道不完。”潘沧桑说，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立
足于自身特色，策划推出了宋韵系列、西湖文化
系列、陶瓷文化系列、名人系列等多个系列主题
展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在B站、微博、抖音
等网络平台传播，受到许多青少年欢迎。

奇诡的“神面纹”，华丽繁复的装饰，独特的蓝锈……走进上海
博物馆“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一件件瑰丽奇异的青铜
器让人忍不住惊叹。这些青铜器不仅带给观众艺术上的震撼，还讲
述了神秘的噩国历史。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噩国在商末即与商人往来，噩侯与西
伯昌 （即周文王姬昌）、九侯同为商王朝的三公。但这个历史悠远的
方国部族，却在传世文献中昙花一现，再难觅踪迹。近年的考古发
现，让研究者对于西周时活跃在汉淮之间的噩国有了新的认识。

此次展览甄选上博馆藏噩国青铜器，并借展中国国家博物馆、
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与私人
藏家的藏品，首次聚集60件噩国青铜器精品，时间跨度自西周早期
至春秋早期。

展览第一部分“噩侯家族”展出兽面纹卣、噩侯方罍、兽面纹
尊等西周早期噩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
山发现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青铜器 27 件，其中 9 件铸有“噩
侯”铭文，专家判断为一代噩侯墓葬。噩国青铜器表现出独树一帜
的艺术风格，其中一类带有“神面纹”的器物，是其他地区前所未
见的。其主体部位是一张高浮雕的面孔，有着炯炯有神的双眼，眼
睑结构近似于人眼；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像是两钩新月；鼻部
隆起，鼻翼圆且宽大，酷似人的鼻子。因其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
近似人面的写实，故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目前所见的传世或出
土青铜器表面多呈绿色锈，而湖北随州地区出土的噩国青铜器由于
地质、水分等条件影响，部分器物表面形成了罕见的蓝色锈。幽幽
蓝锈配上奇特纹饰，令人过目难忘。

展览第二部分通过西周晚期的噩侯驭方鼎和禹鼎讲述“噩国与
周王室的关系”。西周早期噩国为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
侯国。西周晚期噩国与周王室联姻，噩侯与周王的关系一度亲密
友好。噩侯驭方鼎内壁有铭文86字，记述了周王南征归途中与噩侯
驭方宴饮并行射礼，周王赏赐噩侯。然而，好景不长，周厉王晚
期，噩侯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厉王动用西六师、殷八师伐
噩，最终擒杀噩侯驭方、扑灭噩国。1940年出土于陕西的禹鼎，器
腹内壁铭文记载了禹的家世及禹率军伐噩、俘获噩侯驭方的事迹。

西周时期的噩国因叛周被伐后，噩国、噩族未再见于正史记
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
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南阳设西鄂县。2012年，河南南
阳新店乡夏饷铺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大
批青铜器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其中包括四代噩侯
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发现，为了解噩国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等
提供了新的线索。展览第三部分为“噩国再现”，展出2012年至2014
年出土的部分噩国青铜器，包括噩姜鬲、噩侯钟、噩侯鼎等。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

本报电（田立阳） 陕西历史博物馆《2022陕博日历·玉韫九州》日前
正式发行。这是自 2018 年以来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的第五本文物日历，
也是正在筹备的“玉韫·九州”大型原创展览配套的文创产品。

《2022陕博日历·玉韫九州》 精选全国 65家文博机构和美国 3家知名
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玉器365件 （组），首次全面系统地将中国史前文
化代表性玉器汇集成一册。通过每月一个主题、每天一件文物的形式，
解读玉器的制作技术与艺术、功能、时代和区域特点等，阐释玉器所反
映的中华礼制文明。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介绍，日历中的文物除了来自玉器文
化发达的红山、凌家滩、良渚、齐家、大汶口、龙山文化外，还包括黑
龙江小南山文化、西藏卡若文化、广东石峡文化以及台湾卑南文化等，
它们虽地处偏远，却对研究玉文化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分析玉文化的区域分布及传播交流，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
早期中国形成的历史进程。

此日历中还包含不少书法名作，封面“玉韫”二字来自唐代陆柬之
书其远祖陆机《文赋》帖，“九州”二字来自王羲之《兴福寺碑》和《普
觉国师碑》，传统节令和阴历纪日文字皆来自西安碑林珍藏的名碑古帖。

青铜器讲述噩国传奇
本报记者 邹雅婷

陕博日历聚焦玉文化陕博日历聚焦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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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西湖行宫图》（局部）。 本文图片均由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提供

南宋“陈二郎”金叶子。南宋“陈二郎”金叶子。

清康熙青花西湖风景观音瓶。清康熙青花西湖风景观音瓶。

南宋官窑簋式炉。南宋官窑簋式炉。

西周早期神面纹尊。 阿德摄

《2022陕博日历·玉韫九州》。 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