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明中国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

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玉石品相温润、质地坚韧、色泽纯
净，凝聚了天地精华，与中国人的精神追
求颇多契合。中国的玉器制作历史悠久，
玉器的材质、造型、纹饰，不同的器类组
合与使用方式，反映了与之相关的思想、
文化、制度，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
专题展览重装亮相，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
古代玉器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体现中华
文明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精湛的艺术造诣。

展览从国博馆藏近 9万件古代玉器中精选 480件 （套） 文物，
上自远古，下至晚清，器类丰富，其中一级文物数量多达 80 余
件。此外，还展示了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的各类矿石标本 20 余
件。展览分为“玉出东方”“玉礼堂皇”“吉玉琳琅”“琼华满堂”

“镂冰雕琼”5个单元，勾勒出玉器从饰品到神器、礼器，再回归
世俗，由帝王贵族专享到普及民间的发展轨迹，并展现了玉器制
作的工艺流程与审美意境。

第一单元“玉出东方”梳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夏商时期玉
器的发展历程，分为“星光灿烂”“王权仪轨”“敬天崇祖”“携佩
护佑”4组。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玦形龙以兽首与内
卷的蛇身组合而成，可能是祭祀活动的法器。湖北天门罗家柏岭
出土的凤形佩代表了肖家屋脊文化玉雕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
华第一凤”。石峁文化四孔刀、龙山文化平首圭、二里头文化牙璋
等，则是仪仗礼器的代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蛙残存
未退化的尾部，为蝌蚪向蛙进化过程中的样子，佩戴它可能有护
佑幼儿健康成长的含义。

第二单元“玉礼堂皇”展现了西周至汉晋时期玉礼器的发展
脉络，分为“玉以载礼”“以玉比德”“灵魂不朽”3组。在这一单
元可以看到造型多样的玉佩饰，如西周人龙纹璜、春秋时期玛瑙
玉组佩、战国时期夔龙形佩、西汉舞人佩等。组佩指的是西周以
后逐渐形成的全身佩戴或悬挂腰间的佩玉组合，以牌、璧、珩、
璜、环为主体，以觿、管、珠、冲牙、动物形饰等为配件。组佩
是周礼制度的物化表现，佩饰的材质、架构、长短成为区别身份
地位的重要标志。地位越高的人组佩的长度越长，结构越复杂。
组佩系在身上，行路时叮当作响，还有节步作用，彰显主人的从
容气质和优雅风度。殓葬玉器也是一种重要的玉器类型。云南晋
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西汉玛瑙扣饰背面有双孔，通过丝线可与各
种珠管连缀成一幅“珠被”覆盖在死者身上，是古滇国仿效中原
王室葬仪制作的“珠襦玉柙”。

第三单元“吉玉琳琅”主要表现隋唐以后玉器的世俗化发
展，这一部分文物数量大、种类多，雕饰精美，内涵丰富。观众
可以欣赏到精雕细刻的亭阁人物凤舟簪饰、小巧雅致的透雕八仙
香囊、寓意富贵长寿的蜜蜡群猴摘桃坠，辽、金、元时期以狩猎
题材为特征的“春水玉”和“秋山玉”，还有一些借鉴西方文化元
素的玉器。

第四单元“琼华满堂”重点展示明清时期的陈设玉器。“仿古
彝器”是模仿早期青铜礼器制作的玉器，是明清宫廷重要的陈设
玉品种；“艺用双绝”为实用功能与艺术造型并重的工艺玉器；

“文房诸宝”即书房文案上的玉器，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风雅情致。
第五单元“镂冰雕琼”从材料和工艺角度介绍宝玉石知识和

治玉技术发展。绚丽多彩的清代“福禄寿”百宝嵌饰令人啧啧赞
叹。百宝嵌又称“钿嵌”，以金、银和各色宝石、珊瑚、蜜蜡、角
牙、螺钿、沉香、砗磲等材料，制成山水、人物、楼台、花卉、
鸟兽等形象，再镶嵌在漆木器之上，色彩艳丽，精美绝伦。

大汗之城 宏阔壮丽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元大都破土动工，至
元十三年（1276 年）建成。大都蒙语称“汗八里”，就
是“大汗之城”的意思。元世祖忽必烈营建的大都包
括外城、皇城、宫城，按照《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的规制建设，不仅影响了明清北京城的格
局，还影响了今日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元代定
都北京是大运河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元代大运
河从杭州起一直向北到达大都的通惠河码头，全国
的物资经由大运河汇聚于此，开启了以北京为终点
的京杭大运河时代。

“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这是宋末
元初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眼中的壮阔大都。

展厅入口设计成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的外形，
进入“城门”，一组仪仗车马俑整齐列队，气势威严。
元大都共设11座城门，西、东、南城垣各3座，北城垣
2座，西城垣中间 1座为平则门。展厅内有“平则门”
石额拓片，双钩正书“平则门”三字，左侧小字题“洪武
六年五月日立”。原石额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城门石额。明正统年间，各城门修
缮完工，平则门改名阜成门并沿用至今。

展厅中央为元代宫殿复原场景，并展示了大都
出土的建筑构件，如汉白玉麒麟石雕构件、龙凤石
雕栏板、狮子造型的角石。

元大都建筑设计受到草原文化逐水而居的影
响，皇宫环列于太液池（今北海）和琼华岛（今北海白
塔山）的东西两岸，琼华岛上建有一座广寒殿。首都
博物馆藏嵌螺钿广寒宫图漆器残片出土于元大都后
英房遗址，上有“广”字残迹，一般被认为表现的是琼
华岛上的广寒殿。画面以螺钿镶嵌而成，色泽变化
丰富，正中一座两层楼阁，一道云气自楼阁下层腾
起，掠过楼顶，直冲霄汉。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
的平脱薄螺钿器物，也是目前出土的唯一元代螺钿
漆器，证明元代已出现薄螺钿镶嵌工艺。

元大都的建设离不开大批能工巧匠。大都设计
规划者刘秉忠、参与通惠河修建的范文虎、修治通
惠河河闸的任仁发、负责营建宫城的张弘略、负责
石工雕刻的杨琼……透过这些营造者的随葬品及墓
志铭，可以想见他们当年为建造这座宏伟都城所付
出的心血和汗水。

运河北上 汇聚奇珍

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忽必烈命程文海到江
南“搜访遗逸”，他找到了南宋宗室后裔、时年 32岁
的赵孟頫。同年十二月，赵孟頫从湖州出发，再由
杭州取道运河北上，向元大都进发。

初到大都的赵孟頫用诗句描绘他所看到的大都
景象：“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诗中所写
的“海”便是积水潭，与高梁河、通惠河等共同构成
元大都漕运水系。元大都是一座世界级大都市，为
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政府每年从南方运输大
量物资进京。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郭守敬建言
开挖一条通州至大都的运河。工程竣工之后，漕船
可以经通惠河入大都南城垣，沿皇城东垣外，过万
宁桥下，停泊在积水潭内。积水潭漕船云集、舳舻
蔽水，东岸和北岸则是繁华的商业区。

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 年），赵孟頫又奉诏北上
大都，途中从独孤长老处得到五字已损本《定武兰亭

序》，一路上他时常翻看，先后题跋 13段，故称“兰亭
十三跋”。赵孟頫还临写此本，兰亭十三跋和他临写
的书迹皆被收入《快雪堂帖》。十三跋后遭焚烧，残本
现藏日本。此次展出了故宫博物院藏清拓《快雪堂
帖》卷五兰亭十三跋，并打造“运河上的赵孟頫”多媒

体互动墙，以动画展现赵孟頫接获北上诏令、南浔北
得《兰亭序》、舟中写跋、舟中展卷、济州急登船、虎
陂等待放闸、抵达大都 7 个场景。观众点击展柜上
的按钮，地图上的点位高亮显示，便能随赵孟頫一
起领略运河沿岸风光。

“沉船遗宝”视频讲述了山东菏泽古沉船的故
事。这艘沉船发现的位置在当时的黄河北支上，那
时黄河北支与会通河相接，凡从运河北上元大都或
南下去往杭州方向的船只，在徐州到济宁段都需要
经过这段河道。沉船中出水了包括瓷器在内的 160
余件文物，其中瓷器主要为景德镇青花瓷、青白釉
瓷器、磁州窑瓷器、龙泉窑瓷器、钧窑瓷器等，都
是元代常见的瓷器类型。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磁局”，对制瓷业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元人尚白色和蓝色，景德镇创烧出一种

卵白釉瓷器，并烧制出成熟的青花瓷。元青花存世
稀少，此次展览中展示了15件元青花瓷器，殊为难
得，其中有南京博物院藏青花莲池鸳鸯纹盘、镇江
博物馆藏青花云龙纹瓷罐等名品。菏泽沉船出水的
青花鱼藻纹高足碗是一件酒器，通体装饰青花，外
壁口沿下饰缠枝莲纹，下腹饰一周变形莲瓣纹，足
体竹节突出处饰 3周弦纹。内壁饰卷草纹、弦纹、鱼
藻纹。由于元人喜欢豪饮，当时的瓷器体形比较大。

首都博物馆藏卵白釉印花“王白”铭高足杯胎体
较薄，釉厚而温润，釉色近似鹅蛋壳的颜色，代表了元
代卵白釉瓷器的最高水平。此杯内壁上部为回纹，回
纹下部印有“王”“白”二字款识。卵白釉瓷器上常书

“枢”“府”两字，是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
的瓷器，故又称“枢府瓷”，而“王白”印款极为罕见，
属国内首次发现的新款识。

多元文化 交流共存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时代，多元文化共
存，互相交流、影响。展览第三部分呈现了来自运河
沿线城市的珍贵文物，反映元代兼容并包的气象。

赵孟頫在诗文、音律、书法、绘画等方面均颇
有造诣，其“以书入画”的理念开元代绘画新风，对明
清书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

《自写小像》为后人展示了他的风貌，右上角小楷自题
“大德己亥子昂自写小像”，作者时年 46岁。竹林坡
石间清溪横流，一文士着乌巾白衫，持杖临水而
立。画面设色典雅，笔意工稳，兼具清新、古拙。

与赵孟頫齐名的鲜于枢擅长大字草书。故宫博
物院藏行草书《自书五绝诗》奇态横生，骨力遒健，
颇有唐人神韵，前半部以行书为主，后半部以草书
为主，是鲜于枢的书法佳作。

元大都后英房遗址出土了宋代书法家米芾用过
的紫金石砚台，砚背面有阴刻铭文 5 行，字有残
缺，落款“元章”二字。米芾的《砚史》中提到过此
砚。随砚台出土的还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等，专家
推测它们是作为古玩被元代贵族士大夫收藏。

元杂剧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西厢
记》等剧作一直流传至今。南京博物院藏磁州窑瓷枕
展现了《西厢记》中长亭送别的场景，可见此剧当时非
常流行。展厅中以投影的形式展示了山西省洪洞县
广胜寺“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图壁画”，画面中的
人物动了起来：舞台上，一场表演即将结束，忠都
秀带领众演员作揖谢幕，观众纷纷叫好，意犹未
尽，一名丑角演员即兴发挥，表演一小段滑稽的口
技，引得观众哈哈大笑。

元代南方金银器延续了宋代风尚，造型以花朵、
瓜果为主。南京博物院藏如意云边金盏出自江苏苏
州吕师孟夫妇合葬墓，为四出菱花样式，由 4个如意
头纹样上下叠加组合而成，器心锤制出4个浮雕式小
如意头，如同花蕊，器身满饰缠枝莲花，精美绝伦。

苏州博物馆藏银镜架设计巧妙，由前、后两个支
架构成，能随意放立折合，采用锤打、镂雕等工艺制作
出凤凰、牡丹、团龙、玉兔、瑞雀、仙草等丰富的纹饰。

元代纺织业相当发达，富丽的织金锦深受蒙古
贵族喜爱。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滴珠兔纹织金锦
据专家推测为一件女性大袖袍的残片，织物主体以
龟背形中四瓣小花作地，地上分布两行滴珠窠纹，
一行内置兔纹，另一行内置花卉，这两者是元代流
行的图案。

1368 年，朱元璋麾下大将徐达率军攻克元大
都，结束了元代统治。展览结尾展出了无锡博物院
藏《吴王手谕》，这是当时的吴王朱元璋写给左相徐
达的一封亲笔信，谈论了张士诚部下越狱的事情。
朱、张二人争夺天下，最终朱元璋大败张士诚，建
立大明王朝，也揭开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新篇章。

沿着大运河，追寻元大都遗韵
本报记者 尹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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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大运河畔，有一座2021年新建的专题性博
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这个夏天，在此举办的“大
都：元代北京城”特展人气旺盛，收获了众多观众好评。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徐小虎介绍，此次展
览是继去年“中兹神州：绚烂的唐代洛阳城”特展之后，中
国大运河博物馆“运河城市”系列的第二个展览，为观众打
开从运河角度审视城市发展的视角。展览通过“大汗之
城”“河润大都”“九州风雅”三部分来展示元大都的缔造、
运河对大都的供给、大都的文化艺术等内容，汇集了故宫
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22家文
博单位259件（套）元代精品文物，其中有近70件元大都遗
址出土文物。

▲赵孟頫《自写小像》，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自写小像》，故宫博物院藏。

▲如意云边金盏，南京博物院藏。

▲地狮角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提供▲地狮角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提供

▲卵白釉印花“王白”铭高足杯，首都博物馆藏。

▲红山文化玉玦形龙。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唐代玛瑙花瓣盏托。▲唐代玛瑙花瓣盏托。

▲明代兽面纹双兽耳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