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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人气火热，正
在这里举办的“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
为国内外观众奉上一场青铜艺术盛宴。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介绍，此次展览汇集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5 个省区市 32 家文博单位从
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精品文物294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03
件（套），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
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也是献给成都大运会的一
份厚礼。展品中有多个重要考古遗址的代表性文物和近
年最新考古发现成果，其中88件（套）文物为首次外展。

展示各地特色器物

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书
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西南地区先民创造的青铜文化，
以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著称，在其鼎盛时期代表
了当时亚洲青铜文明的高峰。

此次展览包括序厅、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云南地区
的青铜文明、黔桂地区的青铜文明、尾厅五部分，生动展示
了中国古代西南地区辉煌绚烂的青铜文化和丰富多彩的
社会生活图景，讲述了中国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四川和重庆（简称川渝地区）自古便是中国西南地区
连接中原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川渝地区的青铜文
明最早可追溯到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
在商代晚期达到鼎盛，经过融合发展，成为中国青铜时
代的杰出代表之一，并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单元，可以看到三星堆遗
址近年新出土的商代铜人面具、铜扭身跪坐人像、铜眼
形器、铜鸟形饰等，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铜
人头、龙形铜饰、鱼形金箔饰、兽面纹铜钺等相互对
照，反映了两个遗址文化的延续性，也体现了古蜀人独
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3件“成都”铭文的青铜兵器首次集中展示，诉说着成
都古城的悠久历史。1985 年雅安市荥经县战国晚期船棺
墓出土的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将“成都”称谓的出现
时间向前推了 200多年，此前学界认为“成都”最早出现于
西汉时期。成都市蒲江县出土的“成都”铭文矛，是目前唯
一在成都地区发现的“成都”铭文青铜器。来自广元市青
川县的“九年吕不韦”铭文戈，正面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
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蜀东工”。这
些带铭文的青铜矛、戈，不仅为研究巴蜀青铜兵器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追溯成都城市名称历史提供了证
据，由铭文可知“成都”一名至迟在公元前238年已经存在。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明萌芽于夏商之际，至西汉达到
鼎盛，以滇中地区的考古发现最为集中。晋宁石寨山、
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等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
器、金器、玉石器等，再现了 2000多年前滇人祭祀、战
争、贸易、生产、生活以及对外交流的场景。

贮贝器是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云南地区
的青铜文明”单元展示了李家山贵族墓地出土的西汉驯马
场面铜贮贝器、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等。驯马场面铜贮贝
器整体为圆筒状，腰微束，平底下有3个扁平足，器身两
侧铸对称立体虎形耳。圆形盖上铸 10人 7马，分为 8组，
生动表现了滇人在头领的监督下集体驯马的场景，似为
供奉驯化和驾驭烈马、蛮牛的“御神”。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亦为束腰圆筒形，器盖、器腰两侧
各铸一对虎形耳，底有 3 个扁足，器身饰卷云纹和菱形纹
等。器盖立雕 10 名女子：中心位置有一位贵妇跪坐于鼓
上，通体鎏金，身边放着壶、豆、盘等器皿。旁有3个侍女，
或捧送食盒，或撑伞，或跪坐听候差遣。周围有2人，一坐
一立，面面相对作理线状。另有4人面向中间席地而坐，用

“腰机”织布，不同的动作反映了织布过程中的不同环节。
“腰机”亦称“踞织机”，是斜织机出现之前一种较简单的织
布工具，云南地区至今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使用踞织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滇人对宗教和祭祀的重视在
贮贝器、扣饰等青铜器的图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家山
出土的西汉剽牛祭祀铜扣饰展现了祭祀前众人制服健壮
公牛的场面：11人合力将1头公牛缚在圆柱上，1人被牛角
挑穿大腿，5人推按牛身，2人拉牛尾，2人拉绳索绕于圆柱
上。柱顶端呈盘状，立一牛，柱身有多道三角形纹和弦纹。

古滇国青铜器大部分是兵器，许多兵器上装饰着各
类动物纹样，华丽异常，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典
范。展厅里呈现了西汉蛇首形青铜叉、东汉蛙形銎铜
钺、西汉剑鞘金饰等，其丰富的造型和装饰令人赞叹。

第三单元聚焦“黔桂地区的青铜文明”。其时代最早
可追溯到商周时期，至战国秦汉时期进入发展高峰，出
土青铜器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还体现出中原与巴蜀、
滇、楚、南越等文化的影响。

毕节市赫章县可乐遗址是贵州地区规模最大、遗存
最丰富的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对研究夜郎古国的历史文
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乐遗址发现了目前国内仅见的“套头
葬”，即埋葬时在墓主人头部、足部套铜釜、铁釜或铜鼓
等。饰虎铜釜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其口沿加铸仪态威

猛的立虎，虎上套颈圈，彰示墓主的权威性和神秘性。
贵州兴仁出土的东汉连枝铜灯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

欣赏。灯呈树状，高1.2米，由灯座、灯柱、灯枝和灯盘
组成，通身上下饰有盘龙、乌龟、凤凰、小鸟、跽坐
人、吹箫人、击掌人等，灵动多姿。此灯造型与三星堆
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相似，是贵州境内所见体形最高
大、结构最复杂的一件青铜器。

讲述文化交融故事

展览中的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勾勒出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象。

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出土的商代三羊铜尊是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铜尊呈喇叭口，束
颈，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
纹和饕餮纹。其造型与纹饰总体呈商代晚期中原文化的
特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表现出明显
的地方特色。此尊应该是巴人在商文化影响下创制的重
器，是迄今所见巴人故地年代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容
器，对于研究古代巴人的矿冶技术、文化进程以及与商
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川西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是南
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茂县、甘
孜、盐源等地发掘了一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揭示了
2000 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迁徙、战争、贸易等情况。茂
县牟托大墓出土的战国动物纹青铜牌饰为带柄扇形，应
是插在某种器物上的饰件。牌饰外圈饰小乳钉纹，顶上
有 8 只相对而立的圆雕禽鸟。圈内以同心圆泡区隔为 3
层，从上至下铸有鹿、虎、蛇。动物纹牌饰在北方草原
文化中很常见，在石棺葬里却是首次发现。这说明石棺
葬的主人是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岷江上游的羌人，保留着

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
云南保山、德宏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根据

文献记载，该区域可能是哀牢人的活动中心。保山市隆
阳区罗明坝出土的战国时期铜盒造型很有特点，仅在哀
牢地区发现。铜盒整体呈扁长方形，由上宽下渐窄的盒
盖和上窄下渐宽的盒身扣合而成，扣合部内收呈束腰
状，盖顶下弧呈马鞍形。盒盖与盒身饰双同心圆纹、束
线菱形纹、圆圈纹等。近年在越南发现一些束腰铜盒，
形制与保山发现的铜盒相近，可见哀牢文化经过族群迁
徙向南传播到越南南部。

西汉时期，岭南地区出现了以錾凿制作铜器纹饰的
錾刻工艺。广西合浦风门岭出土的刻花三羊钮铜簋是汉
代錾刻花纹铜器中的精品。器呈扁圆形，盖顶置钮，钮
上套一活环，外饰凸弦纹一圈，边缘呈品字形，分塑3只
羊，羊首均正视盖中心。腹部置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外
撇。盖顶饰柿蒂纹，间有一对兽鸟，盖面及腹部饰菱形
花纹，足饰蕉叶纹。此器制作工艺精湛，器型与纹饰兼
具中原风格与地方特色，反映出越汉文化的交融。

展厅里有 3件西汉羊角钮铜钟，分别来自云南、贵州、
广西。这是百越族群常用的打击乐器，因顶部两侧有羊角
状鋬钮而得名，造型独具特色，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的钮
钟。羊角钮钟在中国云南、广西、湖南、贵州和越南北部等
地均有发现，是南方青铜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器物。

反映多元一体格局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南地区
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片、饰有太阳芒纹的铜鼓等体现了
中国古代先民崇拜太阳的共同信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实物例证。

铜鼓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它不仅
是一种乐器，更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常用作祭祀中沟
通神灵的礼器。铜鼓上的太阳纹、蛙纹、翔鹭纹的艺术
表达与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的太阳崇拜表现方式惊人
地相似。

展览尾厅展示了6件鼓面有太阳纹的铜鼓，分别来自
云南腾冲、云南广南、广西贵港、广西桂平、贵州赫章
和四川盐源。

云南腾冲春秋时期绳纹铜鼓属于万家坝型铜鼓。万
家坝型铜鼓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最原始的铜
鼓，流行于春秋至战国早期。鼓体分为3段，鼓面小，胸
部突出，胸径大于面径，纹饰简单，铸造技术粗糙。

云南广南牡宜遗址出土的西汉战争场面铜鼓和广西
贵港罗泊湾出土的西汉羽人划船纹栉纹铜鼓属于石寨山
型铜鼓，鼓身上纹饰繁复，展现了当地先民的社会生活
和精神信仰。

随着秦灭巴蜀、汉开西南夷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
西南各地相继纳入中原王朝的统一管辖，全面融入中华民
族大家庭。近几十年来，云南、贵州等地相继出土了“滇
王之印”金印、“巴郡守丞”铜印、“辅汉王印”铜印、“汉叟邑
长”铜印等汉代官印。2021至 2022年，云南昆明河泊所遗
址出土一大批封泥、简牍、铜器、铁器等文物，其中封泥有
837 枚，大多为官印封泥，包括“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
等，该遗址的发现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
些印章与封泥见证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是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展柜中陈列
着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滇池长
印”等官印封泥，这是它们首次面向观众展出。

有学者认为，这次展览呈现西南地区异彩纷呈的青
铜文明，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与当代考古热点相结
合，凸显了文化在传播、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生命
力，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
的发展演变规律。

近日，“四时花开——景德镇御窑遗
址出土明代瓷器恭王府博物馆特展”在恭
王府博物馆乐道堂展厅开幕。

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合主办，展出景德
镇御窑遗址出土并修复的明代花卉主题
瓷器 99 件（套），其中不乏孤品和珍品，极
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不同于以往从
制度、工艺、品种等层面对御窑出土瓷器
进行解读，本次展览另辟蹊径，以恭王府
四季景象为背景，从瓷器上的花卉纹样和
茶、酒、花、香等器用的角度，在古与今、恭
王府与景德镇御窑之间展开一场关于美
好精雅生活的对话。

展览所在的恭王府乐道堂，曾经居
住过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幼女和孝公主，
也曾长期作为恭亲王奕訢的起居之所，
后因被多家机构使用，原有内部装饰已
不存。为满足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恭王府博物馆近期将其改造成馆内第一
座具备恒温恒湿条件的文物展厅。

作为此项改造工程的竣工揭幕展，
恭王府博物馆与刚刚荣获“全国最具创新
力博物馆”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合作，将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明代瓷器置入恭
王府的古典建筑园林之中，进行创新性
的情境式展现。展览分为“四时充美”“花
气袭人”“赏心乐事”3 个单元，展示了御

窑出土的四季花卉组合纹样器物，包括洪
武时期独有的春牡丹、夏石榴、秋菊花、冬
茶花组合纹样瓷器，形制各异、釉色丰富
的花器以及与赏花相关的各类雅玩瓷器，
其中不乏宣德朝各式蟋蟀罐、成化朝斗
彩鸡缸杯等一代名品。

景德镇是誉满天下的瓷都。明洪武
二年（1369年），朝廷在景德镇设陶厂。建
文四年（1402年）更名“御器厂”，清代名为

“御窑厂”。景德镇御窑的拣选制度极为
严苛，稍有瑕疵的产品会被就地砸碎、掩
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御窑厂遗址
发掘出数以吨计的明清御用瓷器落选品
残片，并修复出1400多件明代御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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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御窑瓷器走进恭王府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景德镇御窑瓷器走进恭王府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战国动物纹铜牌饰，茂县羌族博物馆藏。

西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西汉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局部），云南省博物馆藏。 本文图片均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

西汉羊角钮铜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明宣德青花茶菊纹盖罐。 恭王府博物馆供图
明宣德青釉金钟式花钵。

恭王府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