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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青铜器之乡”，陕西宝鸡，从
不缺故事。

宝鸡，古称陈仓，是华夏始祖炎帝故
里，周秦文化的发祥地。“治国不以礼，
犹无耜 （sì） 而耕也”，3000年前宝鸡地
区的周礼，浸润在周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凝结当时先进技术的青铜器，自然成为

“礼”的载体。
随着时光的推移，宝鸡这片厚土，不

断发掘出青铜器瑰宝。近日，记者探访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翻阅那流传数千年的

“青铜史诗”。

石鼓园内 大气雄浑

走进位于市区东部的中华石鼓园，仿
佛推开了历史的大门。园区分为两大区
域：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为中心，仁、
义、礼、智、信“五德园”和周文化墙，
构成周文化区域；以石鼓阁为中心，“敬
天祭祖、秦公盛典、涉马渡河、车马盛
猎”等石鼓诗文雕塑，构成秦文化区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以集中收
藏、研究、展示青铜器为主的国家一级博
物馆。”刚走进园区，博物院院长陈亮就
介绍，何尊、胡簋 （guǐ） 等上百件国宝
均陈列于此，“馆藏青铜器数量多、种类
全、价值高，是展现周秦文化和中华文明
的艺术宝库。”

单是博物院建筑，就给人以强烈的视
觉震撼。它依山而建，南依秦岭，北望渭
水，采用了传统的高台门阙形式，层层递
进，气势恢弘。主体建筑造型别具一格，
墙面由土黄色锈石砌成，羊首浮雕和青铜
纹饰装饰其上，极具历史厚重感。

陈亮介绍，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前身是
1958年建立的宝鸡市博物馆，1998年迁到
公园南路，更名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2010年9月，新建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在
中华石鼓园落成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
博物院收藏文物 12761 件/组，设有 《青
铜铸文明》 基本陈列和3个常设专题陈列
——《对镜贴花黄》《陶语诉春秋》《明月
照琼琚》。基本陈列有“青铜之乡”“周礼
之邦”“帝国之路”“智慧之光”四部分，

荟萃了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1500多件。
“周韵秦风，大气磅礴。”从甘肃天水

专门赶来的游客小林，对石鼓园和博物院
里的金石文物兴趣盎然，“国宝重器，浑
厚凝重，看来不虚此行！”

何以为尊 我有“中国”

说起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院之
宝”，首先当属“何尊”。

何为何尊？尊是古代的盛酒器，何尊
的主人是一位叫“何”的西周贵族。“它
的器形上圆下方，体现着古人天圆地方的
思想观念。通体四道透雕的扉棱，整齐有
序，极富立体感。”陈亮介绍道。

仔细端详，何尊纹饰华丽，腹部雕有
饕餮兽面纹，粗大卷曲的兽角翘出器外，
颇有腾跃欲食的动感。

说起当初出土的故事，何尊远没有今
天这般光鲜。1963年秋，宝鸡县贾村塬农
民陈堆，无意间发现后院坍塌的崖面有两
道亮光。夫妻俩搬来梯子，爬到崖上用手
一刨，一件器皿滚落下来。后来为讨生
计，家人将器皿卖到废品站，换得 30
元。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其
征集入馆。

1975 年，“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
在北京举行，何尊被借调参展。著名青铜
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在清理锈蚀时，发现了
器内底部铭文12行122字，其中包括最早
的“中国”一词。这一发现让何尊身价倍
增。上世纪 80 年代，何尊曾多次应邀赴
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展览。

何尊的由来牵涉到两个身份非凡的
“年轻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和同宗的贵
族何。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成王召见了
何，勉励他效法父辈，为国效力。为此，
何铸造了这件精美的青铜器，记录周成王
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事件及对他的训诫。

对于文明的传承，文字至关重要。青
铜器出现后，金文应运而生。何尊腹底铭
文中，刻有“宅兹中国”，这是迄今发现
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宅兹”，指

“居住在这里”；“中”字甲骨文、金文字
形像旗杆，本义为“中心”，“国”字由城
池和兵戈构成，“中国”就是国之中央。
随着历史演进，“中国”一词，逐渐派生
出更广泛的含义，最终成为我们国家的名
称。

“何以为尊，我有‘中国’。”陈亮十
分感慨，“走过 3000 年历史长河，何尊

‘中国’重现于世，而‘中国’已经拓展
到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每一个中华
儿女自信自豪的源头。”

金文载史 意义非凡

除了何尊，博物院收藏的胡簋、逨
（lái） 盘等国家一级文物，其铭文都记载
着数千年前的为政准则或国之大事，堪称
一部部“青铜史书”。

1978年 5月，宝鸡市扶风县齐村村民
挖水塘时，推土机推出一堆青铜碎片。仔
细查看，竟发现了一个“大家伙”，西周
第十位天子周厉王所制青铜器——胡簋。

簋，古代盛食器。胡簋通高 59 厘

米，腹深23厘米，最大腹围136厘米，重
60公斤。据了解，胡簋是迄今唯一有明确
纪年的西周厉王自作器，也是目前发现最
大的青铜簋，有“簋王”之称。

“簋的双耳呈象首形，簋体下有正方
形方座，加强了稳重感，腹围和方座上均
饰直棱纹，颈部和圈足饰一周窃曲纹，上
下相互对照呼应。”陈亮说，胡簋腹底铸
的 124字铭文尤为珍贵，文字表明周厉王
制此祭祀宝簋，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
室、王位及其自身，赐降多福、长寿与智
慧。

宝鸡青铜器出土前的状态，包括遗
址、墓葬、窖藏等多种形式，其中以窖藏
最为独特。对于窖藏产生原因，陈亮表
示，西周晚期战乱频繁，贵族逃跑时将带
不走的青铜器埋藏地下，期望天下太平后
再回来使用，但却再也没有回来。

2003年1月19日，宝鸡眉县杨家村五
位村民，在村北坡取土时发现窖藏。当
晚，市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出土
西周青铜器 27 件，件件有铭文。其中，
鼎 12 件、盉 （hé） 1 件、盘 1 件、壶 2
件、鬲 （lì） 9 件、盂 1 件、匜 （yí） 1
件，铭文共 4048 字，据考为西周贵族单
氏家族的器物。

作为其中历史价值最高的一件，逨盘
内铸铭文21行372字，以第一人称记述了
单氏家族 8 代人辅佐西周 12 代天子征战、
理政的故事，既歌颂了周王的丰功，又昭
示了家族的荣耀。它还印证了《史记》中
西周诸王世系，意义非凡。

千年时空流转。如今，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正努力让浸透岁月风烟的古老文物，
焕发出新的生机。

博物院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实物展
陈、多媒体展示、场景复原等有机结合，
给人以历史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以“青
铜乐坊”青少年教育活动为依托，打造

“我们的节日”“青铜乐坊欢乐行”等品
牌；策划“我行我塑——泥捏青铜器”

“暑期小小讲解员”等诸多活动，让青铜
文化走近孩子们身边。

“华夏子孙，当敬畏历史。吾辈传承
先祖的智慧，也将开启新的壮阔征程。”
陈亮说。

在提前调配的水溶液上，轻轻滴落
的颜料随水波晕开。一番精描细画后，
将白纸盖在水面上吸取颜料，再慢慢将
纸抽离——一幅美幻绝伦的画作就这样
诞生了。

这就是被称作“水面作花，纸拓成
画”的大理石纹水拓画 （下文简称“水
拓画”）。

在古都西安，为记者演示这一技艺
的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
目前土耳其水拓画唯一的外籍传承人李
昕桐。正是这个来自西安的旅土华人，
把经古丝绸之路流传至土耳其的水拓画
技艺又带回中国。

异国学画技

2007年，李昕桐随土耳其丈夫到伊
斯坦布尔生活。“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边，你会看到沿山坡阶梯而上的古老红
顶木屋、犹太教的神庙、基督教的教堂
和穆斯林的清真寺和谐共处。”李昕桐
说，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和极富包容性
的文化深深吸引了她，也影响了她日后
的发展。

远离故土的李昕桐逐渐意识到，生
活不能仅仅依靠爱情，“没有家人，没
有朋友，没有工作，我成了‘三无’人
员。”李昕桐说。要改变现状，就必须
先打开通往外界的路。“当我从电视上
看到一滴滴斑斓的颜料在水面上慢慢晕
染出惊艳的色彩时，我的心被深深打动
了。”李昕桐的改变，从水拓画开始。

从此，邻居们经常看到一个东方女
人，肩上扛着画液、画盆，手里拎着颜
料、画刷等近10公斤的水拓画工具，从
山头的住处走到海峡边，再转乘公交
车、轮渡去学习水拓画。来回 4 个小时
的路程，这是她学画前 3 年的必经之
路。因为语言障碍，她成了班里的后进

生。水拓画的画液和颜料需要长时间的
制作和酝酿，但李昕桐制作的材料却无
法使用。单单学甩颜料的动作，她就比
别人多用了一倍的时间。“我还把颜料
甩到了师母送给师父的新衬衫上，师父
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敢靠近我的画盆，看
到我甩颜料就会躲远一些。”李昕桐笑
着回忆当初的窘境。

师父发现了李昕桐学习中的困难，
便让班里英语最好的同学做翻译。李昕
桐这才慢慢了解水拓画技艺远远不是看
起来那么简单，“溶液与颜料二者之间
必须达到完美和谐的状态才能作画——
水拓画这盆水真的很深。”从制作水溶
液、颜料、画刷开始，到挥手而就画出
美丽花朵，信手拈来一幅作品，李昕桐
用几年时间磨练出高超的技艺。

2014年，在师门三代联展上，李昕
桐成为25年间2500名学生中第十五个得
到出师证的学生，也是唯一一名外籍学
生。“把自己的国粹教给外国人，而且
史无前例地颁发了出师证，我的师父和
师爷特别勇敢，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包
容。”

失传的“流沙纸”

李昕桐将水拓画推广到中国的想法
也得到了师门的支持。

李昕桐的师父、土耳其水拓画工艺
大师查埃罗，同时也是土耳其奥斯曼历
史文化专家。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水拓
画起源于盛世大唐。查埃罗认为，水拓
是纸张装饰艺术，而纸张由中国发明。
通过翻阅大量史料，他推测唐朝时期，
在塔拉斯河大会战中，水拓画被唐军通
过古丝绸之路传至中亚和中东，最终在
土耳其播种开花。

毕竟相隔千年，如今又相隔万里，
如何让更多中国人了解水拓画，对于李

昕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13
年以来，她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
天津、重庆等地举办多场公益讲座、体
验课、培训班，并参加多档文化栏目的
录制，以期让更多的人认识水拓画。

李昕桐还在国内查阅资料，发现宋
朝 《文房四谱》 中记录的唐朝艺术“流
沙纸”，与当今的水拓画制作工艺极其
相似，但这项工艺在中国已失传。因此
国际上对水拓画是否源自中国有争议。
李昕桐希望在中国出土的文物中能找到
相关证据，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确认：水
拓画是由中国经丝绸之路流传出去的。

从土耳其到中国，从唐朝到今天，
水拓画艺术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孕育出
独特的匠心，在世界留下独具东方神韵
的一笔。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合作
的实施，土耳其也积极推行“中间走
廊”计划。来自古丝绸之路起点长安的
李昕桐，更加频繁地往来于中土之间。
什么也打消不掉她将失传的水拓画带回
中国的信心和决心。“这不只是画，这
是文化，这是历史。”她说。

通往美好精神世界

“水是流动的，每一滴颜料都会随
水轻轻漂散。看着颜色在水面上一圈圈
晕染开，你的思想和注意力自然而然就
被吸引了，这是唯一让我永远干不烦的
事。”李昕桐说。每次沉浸到水面，沉
浸到斑斓的颜色中，她都会感受到精神
的纯净，周围很安静，内心也很安静，
那是水拓画赐予她的美好世界。

李昕桐别出心裁，将水拓画艺术引

入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工作中。“在孤寂
的异域生活中，它成了我的解药，我希
望它也能帮助那些孤独的孩子们。”在
自闭症学校授课过程中，李昕桐发现，
水拓画的确能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
子”。“孩子们用小手不断搅动着水，当
他们看到颜料在水里的无穷变幻，非常
欣喜享受，显然他们受到的触动比大人
更深。”

未来，李昕桐希望这项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能重新在中国开花结果，丰富
人们的业余生活，塑造良好的个人性
情。她感慨道：“我是一个很平凡的
人，幸运的是我遇上了水拓画，遇上了
好时机。希望能够通过水拓画帮助更多
人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

丝路旅者李昕桐：

带水拓画“回家”
本报记者 龚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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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强

◎匠心◎匠心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青铜史诗”铸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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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铭文中的“中国”

西周胡簋，周厉王所制，目前发现的最大
青铜簋，有“簋王”之称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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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桐在2018年中国城市春晚上表演水拓画创作李昕桐在2018年中国城市春晚上表演水拓画创作

水 晶 是 大 自 然
鬼 斧 神 工 的 杰 作 ，
色彩缤纷明艳，兼
具空灵澄澈和刚强
坚毅的品质，适合
制 作 各 种 工 艺 品 。
江苏省东海县是一
个“水晶王国”。水
晶年开采量400-600
吨，占全国一半以
上，且品质优良，含
硅量高达 99.99%，为
全国最优。

1986 年 出 生 于
东海县水晶雕刻世家的孙静，在这个领域刻苦磨练了 20
年之久。东海艺人素来擅长雕刻水晶小件，他们将传统
工艺造物思想与现代审美观念相结合，出“新”出

“色”。孙静着力捕捉传统雕刻技艺与现代雕塑艺术的最
佳契合点，在追求自然、写实、细腻中又不失简洁、时
尚。雕刻俏色小件昆虫是孙静的强项。他创作的 《金知
玉叶》《昆虫小精灵》 获中国玉石雕神工奖“最佳创意
奖”，《蝉定金生》获江苏省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金奖。

民间艺人练就了一双辨识材料质地、纹理、色泽及
坚硬度、通透度、明暗度等属性和特质的慧眼，并总结
出一整套工艺流程和技法“心语”。他们称得上是大自然
的“贴心人”。

孙静自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水晶石，痴迷于探究水
晶世界的奥秘。他不用确定的图纸，全凭灵感和想象来
创作。圆、浮、透、线、沉、影及阴刻、阳刻等多种技
法并用，大胆取舍，“去色显俏”，气息灵动。孙静非常
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自然界中立意取材，以小见大，
从细微处见精神。那些千姿百态、流光溢彩的水晶材
料，经过他的雕琢刻画，仿佛灌注了精神灵气，具有了
节拍与律动。在孙静眼中，“宇宙之大，蚊虫之微”，生
命不论大小与长短，皆可有所作为。他的作品以昆虫的
活泼和灵敏寄寓生命的顽强力量，在带给观者强烈视觉
冲击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生命的咏叹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为了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孙静潜心研读法国
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昆虫的身体特征、生活习
性、动静姿态、声音特点等，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与昆
虫打交道，孙静体会到一种别样的幸福与亲切。他不断
收集各种昆虫标本，仔细观察研究。捕捉昆虫也成了孙
静的生活习惯。孙静刻刀下各种昆虫形象活灵活现，具
有自然的神韵，仿佛他与昆虫心灵相通。

孙静水晶雕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