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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位于成都杜甫草堂旁的四川博物院人
气很旺，正在这里举办的“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以其宏阔的视野、珍贵的
文物，吸引了社会广泛关注。

此次展览集结了 10 省 48 家文博单位的文物精
品，几乎覆盖长江全流域，518 件 （套） 展品中，
一级文物多达 209 件，系统呈现了长江流域青铜时
代的文化面貌，生动诠释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
深厚的文化自信。

神秘巴蜀

青铜器是古代物质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在文
明起源探索和早期文明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长江
流域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
巧的青铜器。此次展览以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
化圈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为主线，精选文化内涵深
厚、艺术审美独特的文物，展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
上中下游各地区文化异彩纷呈而又相互交融的景象。

展览第一部分为“巴蜀并辉”。步入展厅，幽蓝
“星空”下，三星堆青铜大面具赫然肃立，引领观众
走近神秘深邃的古蜀文明。

此次展览的总策展人、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
介绍，巴、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并存的两个重要
古国。以三星堆、金沙、马家木椁墓、青白江双元
村船棺墓等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遗存，和以罗家坝、
涪陵小田溪为代表的巴文化遗存，在这一部分共同
展出，再现了长江上游巴蜀文明并辉共融的图景。

展厅里，三星堆遗址今年新出土的 3 件文物备
受瞩目，这是它们首次公开展出。戴着尖头冠、眼
睛突起、面容夸张的小立人铜像，此前在媒体发布
时便引起关注，被网友戏称为“奥特曼”。小立人铜
像双手在胸前虚握，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某种仪式上
的动作。

另一件扭头跪坐人铜像，头发高高竖起，头扭
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
造型十分独特，令人过目难忘。

一件鸟形金饰前围了许多观众拍照。这是三星
堆首次出土鸟形金箔片，造型精美，长约 30 厘米，
宽约18厘米，整体厚度仅0.12毫米。此前三星堆出
土青铜神树和其他器物中就有不少鸟的形象，而与
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也曾出土著名的

“太阳神鸟”金饰。此金鸟头部似有残端迹象，专家
推测曾有鸟喙或冠饰。

一枚刻有奇特巴蜀图符的青铜印章吸引了笔者
注意。印面下部两侧各有一人，似伸手相握，双手
似托举一图形符号，符号两侧各有一口向上的铎，
两人之间置一罍。“这枚印章出土于成都市新都区马
家乡木椁墓。这是四川境内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最大
的一座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于文献记载的古
蜀国开明王朝时期。根据墓中出土的高级别铜器群
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国的蜀王，而这件青铜印
章应为蜀王用印。”谢丹告诉笔者，依据《周礼》等
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来看，印章上的两铎图像应该代
表宣布国家政教法令的木铎和下达武事命令的金
铎。这组巴蜀图符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蜀地受中
原文化影响的例证。

战国时期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是成都平原出土
的一件重要文物。壶身满饰嵌错图案，以三角云纹
为界，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习射图，
中层为宴乐弋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谢丹介
绍，这件铜壶所展现的绘画与雕刻结合的装饰技
法，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新风格
的代表。这种纪实性纹饰被学界称为“画像纹”，开
启了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先声。

群星璀璨

展览第二部分名为“群雄竞华”，丰富多彩的展
品呈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古城方国的璀璨文明。

位于湖北武汉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
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区域性中心。盘龙城是当时商
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长江流域
最重要的城邑之一。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在器形、纹
饰、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与河南郑州二里岗青铜器类
似，同时也带有自身特色，其中酒器的数量和种类
很多，并以觚、爵、斝为礼器组合，这与中原商人
的习惯相吻合。展览中陈列的各式青铜酒器，反映
了盘龙城的尚酒之风，形制多样的玉器、华丽的绿
松石镶金饰件等，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

江西地区以吴城、大洋洲墓、牛城、铜岭铜矿
遗址为代表的吴城文化，体现了3000年前南方青铜
王国的面貌。新干大洋洲商墓与殷墟妇好墓、三星
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大洋洲出土
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
精，为全国所罕见。来自大洋洲商墓的兽面纹虎耳
青铜方鼎，引得参观者交口称赞。该鼎周身装饰着
精美繁复的兽面纹、卷龙纹、连珠纹等纹饰和勾戟
状高扉棱，两侧有双环状立耳，耳上各卧一虎，气
势威严。它与河南郑州出土的几件殷商前期大型方
鼎在形制与花纹上较为相似，但加铸了虎耳装饰，
别具一格。据专家介绍，大洋洲青铜器装饰中多见
虎的造型，可能反映了某种信仰。

商周时期，湘江流域存在高度发达的地方青铜
文化，其青铜器以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为显著特
征。湖南醴陵出土的铜象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尊
为酒器，此尊造型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大象，象鼻昂
举，中空与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椭圆形口，酒可
以从此注入，是一件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精品。

曾国是从西周至战国时期存续 700 多年的一个
诸侯国。湖北随州历代曾侯墓中出土了大批青铜
器，如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就出自擂鼓墩 1 号
墓。此次展览中有一套擂鼓墩 2 号墓出土的青铜编
钟，风格与曾侯乙编钟极其相似，规格略小，音乐
性能稍逊。此套编钟共有36件，均为甬钟，分大小
两种形制。为了让观众切身感受古代青铜乐器的魅
力，展厅里设有红外线感应装置，参观者一走近编
钟，就会传出悠扬美妙的乐声，仿佛穿越时空，来
到曾侯歌宴现场。

展览中还能看到安徽地区出土的蔡国和群舒的
青铜器，诉说着消失方国的故事；楚墓中精美奇特

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彰显了楚人崇巫祀神、奇
谲浪漫的风格；工艺先进的吴越青铜兵器，反映了
吴越先民尚武的风貌。

百川汇流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根本
的特征。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对长江流
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交流、互鉴
频繁。随着秦统一中国，多彩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
融入到华夏主体文明之中。

在展览第三部分，一件象首耳兽面纹铜罍格外
引人注目。铜罍出土于四川彭州一处西周时期的窖
藏，纹饰繁奢立体，应为高级贵族所用。铜罍装饰
有象、牛、祭祀人的写实形象，体现出四川地方的
浓郁特色，而夔龙纹、兽面纹等纹饰则带有中原青
铜文化的印迹。“古蜀人在学习借鉴中原先进文化的
时候有所选择，周人以鼎、簋等食器为重器，而古
蜀人则以尊、罍等酒器为重器。”谢丹介绍，与之风格
相近的青铜罍在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也有出土。

“你看，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铜人，是不是和我
们古蜀国的青铜立人有些相似？”顺着谢丹的指引看
过去，只见一尊身着袍服的铜人呈站立姿势，双臂
弯曲，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两手空握呈圆环状，
似握持一物。这种造型尤其是手势，与三星堆遗址
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极
为相似，说明当地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
交流联系。

四川雅安荥经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成都”铭
文虎纹铜矛，也是一件体现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
该矛呈柳叶状，窄刃，圆弧形脊，双骹面铸饰浅浮
雕虎纹。虎首前的骹面有阴刻铭文“成都”二字，
实证了成都作为城市名称自战国晚期以来2000多年
未变。刺身脊上阴刻一“公”字，书体为秦文字风
格。这件矛将巴蜀图符中常见的虎纹与秦文字集于
一身，是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巴蜀文化汇
入华夏主体文明的例证。

参观完展览，走进沉浸式文创走廊，琳琅满目
的文创产品让观众流连忘返。“我们深入挖掘文物内
涵，配合展览推出了70多款文创产品，比如象首耳
榫卯小夜灯、巴蜀图符系列首饰、虎势·茶刀等，让
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四川博物院院长韦荃
说。展览期间，四川博物院还举办了长江文化主题
系列学术讲座，并推出兼具趣味性和科普性的陶
艺、刺绣手工体验活动和 《青铜铸文明》 系列研学
课程等，深受青少年欢迎。

10月 28日，由上海博物馆与法国
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汇聚7
个国家 13 家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力
量的“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
交流特展”开幕。据介绍，这是疫情
发生以来国际博物馆界参与地区最
广、参展规格极高的展览项目，通过
206件 （组） 中外陶瓷与油画作品，讲
述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的中欧贸易与文
化交流。

16 世纪开始，得益于新航路的开
辟与成熟，中欧贸易、交流日渐频
繁，瓷器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之
一，源源不断地输入欧美地区。远渡
重洋的中国瓷器不仅见证了明清时期
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发展，也记录了设
计、技术与观念的交流，是中西文化
对话的载体。

展览分为三个篇章。“中西交通”
篇通过珍贵的欧洲订制瓷器串联起早
期中西贸易史，以外销瓷器面貌的变
迁展现16至18世纪中欧贸易与文化交
流。同时，通过来自不同国家、不同
海域的7艘沉船材料，反映东西航线与
交通网络的拓展变迁。

“中西交融”篇重点展示中国瓷器
如何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以及对欧洲时
尚风潮的影响。通过当时的油画作
品，可以看到瓷器在西方的使用情
境。一件件极富创意的欧洲加彩、镶
嵌及室内陈设瓷器，体现了中西审美
的碰撞与交融。

“中西交汇”篇精选越南、日本、
中东、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
英国等地模仿中国的瓷器产品，通过
组合比对来呈现制瓷技术的交流互
鉴，揭示中国技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展厅里，一件来自法国吉美国立
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格外吸引人。壶身如玉
壶春瓶，长流，扁带形柄，器身以苏麻离青绘变形莲瓣、灵
芝、缠枝牡丹等。这是典型的永乐官窑产品，由景德镇御器厂
生产。明永乐、宣德时期，郑和船队携带大量官窑瓷器下西
洋，作为礼物赠予外邦，这件青花执壶即是其中之一。1547
年，弗朗索瓦·德·菲梅勒男爵将它携至法国。当时，他作为法
王亨利二世的临时外交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觐见奥斯曼帝国
的苏莱曼一世。作为外交礼物，这件青花执壶曾经见证了中国
与中东的交往，又再次经外交使节之手，联结中东与欧洲。

来自大英博物馆的釉里红加彩剑士狮子图瓶是一件中西合
璧的精品。此瓶为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窑瓷器，腹部以釉里红绘
狮子3只，以青花点睛，余皆留白。这样的装饰在欧洲人看来可
能略显素淡，于是，荷兰的瓷器经销商便请彩绘师在瓶身添加
纹饰。彩绘师在狮子之间添加身着粉紫色短袍的男子3人，作挥
剑砍狮状，隙地填以花树，其配色、题材、构图及绘画风格皆
模仿日本柿右卫门式样。瓶口、胫部又依康熙五彩的纹样和配
色加绘蕉叶、花卉。东西方三个国家的文化元素在同一件瓷器
上交汇，整体风格融合天衣无缝，极为精彩。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此次展览的主题是早期全球
化中的东西汇融，而展览本身则是全球博物馆力量的汇融。博
物馆作为人类文明见证物的收藏与展示机构，理应站在文化交
往的前沿，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苏
艺天工大师系列展——王金山缂
丝艺术展”日前在苏州博物馆开
幕。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缂丝织造技艺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王金山历年来创作的缂
丝精品，为观众带来一场缂丝艺
术盛宴。

缂丝是以蚕丝为原料，采用
特殊方法织造而成的丝织品。因
其工艺复杂费时，素有“一寸缂
丝一寸金”之说。唐代始见缂丝
织物，至宋代，缂丝工艺与书画
艺术巧妙结合，创造出精美绝伦
的艺术品。

王金山是江苏苏州人，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研习缂丝，
对宋、元、明、清历代缂丝艺术
颇有研究，擅长花卉、山水、人
物、书法等缂丝制作。他创造出
诸多缂丝新技法和新品种，并多
次赴海外进行技艺交流。

图为王金山缂丝作品。
苏州博物馆供图

209件一级文物亮相川博大展

呈现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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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展出缂丝艺术精品苏博展出缂丝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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