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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
目，罗绮飘香……”宋代孟元老的 《东京梦华录》
记述了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和风俗民情，
让后人得以一窥“华胥之梦”般富丽繁华的都城
盛景。

不久前，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推出“运河城
市”系列展之“梦华东京——北宋开封城”主题展
览，汇集了 23 家文博考古单位的 293 件 （组） 精品
文物，其中一级文物 36 件。展览分为“会通”“天
街”“风流”三部分，全方位展示了北宋开封的交通
贸易、城市布局、文化艺术风貌，让观众领略“琪
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气象。

四水贯都  万国咸通

北宋定都开封，与大运河有着密切关系。随着
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开封成为运河中枢，“当天下之
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
通济渠在开封被称为汴河，横贯城中，五丈河在北，
蔡河在南，金水河绕城而过，形成四河流贯开封的
景象，名曰“四水贯都”。北宋大臣张方平曾说“汴
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大量漕船每年通过汴
河运来粮食、财赋和各种物资。

走进展览序厅，一艘船映入眼帘。船上人影举
杯对饮、吟诗作赋，船窗外的电子屏上，《清明上河
图》 中的画面徐徐展开。参观者仿佛乘着时光之船，
在历史河流中溯流而上，穿越到北宋开封城。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朱聿婧
介绍，北宋开封是水陆交通发达、经济贸易繁荣的
大都会，其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的城市布局，
影响了元明清都城建设布局。城市为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打破了唐代以来的里坊制度，出现店铺

“侵街”现象，这是现代城市开放式街巷布局的雏
形。本次展览仿照北宋开封城市布局来设计展线，
并在序厅设置了“梦入东京——CAVE 沉浸式影片
空间”，将城市空间、地域风貌、街肆场景等以数字
化方式进行动态展示，让观众在欣赏文物之前，对
北宋开封城有整体而直观的印象。

在展览第一单元，宋刻 《地理图》 拓片展现了
北宋疆域和山川地形，从中可以看出开封所居位置
的重要性。开封州桥遗址出土的众多瓷器，是运河
沿岸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缩影。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
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东京梦华录》 里
的繁华盛景，至今仍耸立在开封的开宝寺塔和繁塔
见证过。展柜里陈列着二塔的建筑构件。开封市博
物馆藏伎乐纹砖原嵌于开宝寺塔外壁，历经千年仍
光泽亮丽，纹饰精美。开宝寺塔建于皇佑元年 （公
元 1049 年），为八角十三层仿楼阁式砖塔，因遍体
通砌褐色琉璃砖，浑似铁铸，民间称其为“铁塔”。

塔外壁镶嵌的模制花砖有飞天、宝相花、莲花、狮
子等 50 余种图案，塔的各个部位还使用了 20 多种造
型砖，如腰檐莲瓣砖、圭形门云纹砖等，体现了北
宋工匠的高超技艺。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印度、东南亚的香料
和西亚的玻璃器等，通过海路贸易输入中国。独立
展柜里的刻花蓝色玻璃瓶晶莹剔透，引人注目。此
瓶上部磨刻两周凹弦纹，下部磨刻 4 个不规则圆拱
形图案，肩部磨刻一周凹弦纹和一周 12 个排列不规
则的橄榄形纹饰，腹部磨刻 3 组折枝花草纹，器底
厚而呈深蓝色，器身浅蓝色。朱聿婧介绍，此器为
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玻璃瓶，推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舶来品，反映了北宋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情况。

天街繁华  礼乐兴盛

沿着汴河从东入城向西，来到州桥 （又名“天汉
桥”），这里是开封城中轴线御街与汴河的交汇点，
是全城的核心所在。

考古工作者对州桥遗址进行持续发掘，发现了
宋代的桥基、桥台、石岸和明代重修的石拱桥等。
在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发现了巨幅石雕
祥瑞壁画遗存，其上雕刻海马、仙鹤、祥云等，是
目前所见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印证了

《东京梦华录》 中的记载：“近桥两岸，皆石壁，雕
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

展览中的嘉祐石经 《周礼》 残石，曾立于开封
太学，是北宋文教昌明的实证。宋仁宗命国子监将
儒家经典刻于石上，作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
书”。这部石经始刊于庆历元年 （公元 1041 年），毕
工于嘉祐六年 （公元 1061 年），经文用篆、楷二体
书写，故又名“二体石经”。

宋徽宗赵佶热爱文化艺术，不仅鉴藏颇丰，还
创作了不少书画佳作。赵佶尤善画花鸟，其作品以
精工逼真著称。故宫博物院藏赵佶 《梅花绣眼图》
是此次展览中备受瞩目的珍品。图中梅枝瘦劲，向
右伸展，枝上疏花秀蕊，一只绣眼俏立枝头，鸣叫
顾盼，与清丽的白梅相映成趣。此图为赵佶早年作
品，所绘梅花为宫梅，这种梅的画法精细纤巧、敷
色厚重，带有富贵气息，为宫廷所喜好。

大晟钟是徽宗时期礼乐文化的体现。北宋崇宁
三年 （公元 1104 年），今河南商丘一带出土了 6 件宋
公成钟，因其出土于春秋时期的宋地，徽宗认为是
祥瑞之兆，且有感于当时全国音律不齐的问题，遂
设立大晟府，重制新乐，命工匠仿照出土编钟铸造
大晟钟，发送国内各个州府。大晟钟共铸 12 编，每
编 28 件，共 336 件。每套钟的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
作为标准音律定音。此次展览中可以看到来自故宫
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开封市博物馆的 7 件大晟钟，
按音阶高低排列。它们的形制、纹饰、铭文风格相
近，皆为平口镈钟，悬挂处不作长甬，并饰以双
螭纹。

《蹴鞠图》 和足球纹铜镜反映了蹴鞠这一运动在
宋代宫廷和民间的流行。《蹴鞠图》 为清代“扬州八
怪”之一黄慎所作，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赵
光义、宰相赵普等人蹴鞠的场面，人物神情生动，
笔意奇趣不俗。足球纹铜镜刻画了宋代青年男女踢
球的情景。据诗文记载，开封城中常举办蹴鞠比赛，
引得市民争相观看，万人空巷。

万姓交易  名士雅集

大相国寺在关于北宋的小说、影视剧中经常出
现，这不仅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也是一处大型
杂货交易市场。朱聿婧介绍，北宋时期，每月在大
相国寺开放 8 次“万姓交易”，官民士庶均可参加，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就曾在此购买珍馐佳果和金石
藏品。

展柜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瓷器、金银器、漆器
等，令人遥想“万姓交易”的盛况。定窑是宋代“五大
名窑”之一，定州博物馆藏白釉刻莲纹龙首净瓶是定
窑精品，其胎质细白，釉白泛青，采用堆贴、刻花、
划花技法装饰，颈、肩、腹部有覆莲纹、仰莲纹、
弦纹等。流为龙首形，龙头高昂，颈短粗，前额凸

起，双角并合后上扬，怒目，侧耳，上颌扬起，露
出舌尖。

宋人喜爱饮酒，开封城中酒肆林立，宴饮达旦。
河北省易县大北城窖藏出土的银执壶、银温碗、银
盏等，显示了宋人饮酒的讲究。《东京梦华录》 记
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
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菓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
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北宋时期，温州漆器名扬天下，以日常生活用
器为主，造型与同时代金银器、瓷器相近，碗、碟
多为花口或花瓣式。此次展出温州博物馆收藏的漆
碟、漆盏托、漆碗，造型优雅，工艺精湛，体现了
北宋漆器的特点。

西园雅集是北宋京城中一场著名的文人雅集，
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名士聚于驸
马王诜的西园，会后李公麟作 《西园雅集图》，米芾
书 《西园雅集图记》，使之流芳百世。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清乾隆款碧玉西园雅集图笔筒，反映了后人对
宋代名士风雅的追慕。此次展览还汇聚了“宋四家”
中 3 位名家的作品，如宋拓苏轼楷书欧阳修丰乐亭
记、明代缂丝米芾行书白居易五言诗轴、明代摹刻
古香斋藏蔡襄帖木刻板等，彰显北宋人物风流、文
化璀璨。

金明池是北宋御苑之一，坐落在京城顺天门外。
每年农历三月，皇帝敕令开放金明池，与士民于此
共观龙舟争标。天津博物馆藏张择端款 《金明池争
标图》 记录了这一京城盛事。在不足一尺见方的绢
本上，画家绘出方圆九里三十步的金明池及岸边的
景观和人物。画面以一艘大型龙舟为中心，其两侧
各有 5 艘小龙舟，船头各立军校一名，舞旗招展，
舟中桨手奋力划棹，向前方标杆冲去；岸上百姓或
观看龙舟，或春游赏玩，或买卖交易……众多人物
汇聚图上，虽微小如蚁，却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此图描绘的景物、活动与 《宋史》《东京梦华录》 等
古籍记载基本吻合，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展
厅里还设有“金明池争标装置打卡空间”，让观众亲
身感受宋代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

近日，“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
玉文化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作为
故宫博物院 2025 年首个特展，此次展览
以和田玉文化为切入点，生动展现中华
文明以玉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
展览遴选 258 件具有代表性的和田玉精
品，其中 130件珍贵文物为首次展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是中国
重要的玉料产地，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开
始进行玉料开采。清乾隆年间实施贡玉
制度，将和田玉的制作和使用推向历史
高峰，并推动中国玉器艺术繁荣发展。

“此次展览的名称‘玉出昆冈’，出
自蒙学经典 《千字文》。巍巍昆仑山冈，
白雪连绵，河流奔涌，是和田玉的生命
之源。”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策
展人黄英说，清代宫廷和田玉经历了大
自然的重重磨砺和玉工们的精心雕琢，
是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展览分
为“玉之源”“玉之礼”“玉之雅”“玉之
巧”“玉之用”5 个单元，立体展现传承
久远、灿烂辉煌的和田玉文化。

汉代白玉辟邪是故宫博物院现藏年
代最早的和田子料玉器。辟邪是传说中
一种能驱走邪秽的神兽，原型为狮子。狮
子产于西亚、北非等地，西汉时期随着丝
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与传统翼兽结合，衍
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兽——辟邪。

乾隆御题白玉采玉图山子和青玉采
玉图插屏上的浮雕，生动表现了开采和
田玉料的场景。白玉采玉图山子顶部和
背部保留子玉皮壳，呈大面积桂花黄色
及褐色，正面采用减地高浮雕技法琢采
玉情景：两名男子头戴毡帽，脚穿高靴，
腰间扎绳，长绳盘于腰后，正弯腰躬身，
双手用力搬动玉石。背面阴刻楷书乾隆
御题诗 《于阗采玉》。青玉采玉图插屏正
面浮雕采玉场景：8 名采玉人沿石阶行
走，1 人策杖在前，其后 6 人或抱、或
抬、或推车、或肩挑玉石，另有 1 人走近
高处城楼，似在叩关。插屏背面镌刻乾隆御题诗 《和阗玉》。

“玉之礼”单元展示了玉玺、玉圭、玉璧等宫廷玉礼器。白玉
盘龙钮“大清受命之宝”是乾隆皇帝钦定二十五宝之首，具有重
要的政治意义。宝玺为方形，盘龙钮，印面阳刻“大清受命之
宝”，汉文篆书满文本字，各二行。乾隆款白玉组圭依据北宋聂崇
义 《新定三礼图》、南宋龙大渊 《古玉图谱》 设计，包括镇圭、介
圭、瑑圭、琰圭、谷圭、躬圭。每件玉圭一面雕琢纹饰，另一面
刻篆书器名，侧面刻楷书器名与“大清乾隆年制”款。

清代宫廷玉器注重风雅和意趣，尤以文房清供与仿古玉器为
最。乾隆御题青玉兽耳活环凫鱼纹壶以 《钦定西清古鉴》 中的青
铜“汉凫鱼壶”为蓝本制作。壶圆腹，直口，壶肩和腹部一侧凸
雕兽面衔活环。壶身饰变形夔龙纹、雷纹及两周凫、鱼、龟纹，
细致灵动。壶口外壁镌刻乾隆御题诗 《咏和阗玉凫鱼壶》。

乾隆御题青玉百兽纹豆仿 《钦定西清古鉴》 所绘青铜“周百
兽豆”而制，是故宫博物院现藏唯一的玉豆。器盖及器身浅浮雕
百兽和猎人，盖里刻乾隆御制诗 《咏和阗绿玉百兽豆》。

如意又称“握君”“执友”“谈柄”，由古代的笏和搔杖演变而
来。清代宫廷玉如意选材精良，雕琢细致，寓意吉祥。故宫博物
院现藏玉如意 800 余件，以乾隆时期玉如意数量最多。此次展览精
选了 5 件玉如意，分别为白玉、青玉、黄玉、墨玉、碧玉制成。其
中一件乾隆御题青玉如意，长 56 厘米，宽 12.7 厘米，为故宫博物
院现藏玉如意中体量最大者。

在“玉之巧”单元，不少观众被莹润精美的月令组佩所吸引。
它以整块和田白玉剖琢而成，包括十二月令花佩和圆形花蕊。每
个月令佩均为花瓣形，一面雕月令花卉，另一面雕相应的阳文篆
字。圆形花蕊一面雕水仙、海棠、万年青、灵芝图案，另一面雕
阳文篆书十二音律，对应 12 个月令花佩。花蕊中心为六环式活心，
可转动，采用镂雕绝技雕成。

象生玉器是清宫赏玩用玉的重要门类。白玉巧雕螳螂蝠桃上
半部雕琢一只展翅飞翔的蝙蝠，下半部利用玉料天然的翠绿色雕
出桃叶、枝梗。在一根桃枝上圆雕一只大螳螂，螳螂一足落在桃
枝上，正侧头静观。黄英介绍，清宫旧藏和田玉中，如此件带有
鲜艳绿色的白玉极为罕见。

下棋是清代宫廷中风行的休闲雅事。此次展出了玉围棋、玉
象棋、玉双陆等。玉围棋以白玉、碧玉制成，共 371 粒，其中白玉
棋子 185 粒，碧玉棋子 186 粒，分别置于描金花卉纹漆罐内。对弈
时，白、绿两色棋子相映，颇为清新雅致。这组玉棋子旧藏养心
殿，应为皇帝御用之物。

痕都斯坦玉器在乾隆时期备受推崇。展览中既有来自域外的
痕都斯坦玉器，又有本土工匠的仿制品，体现了中外玉文化交流
互鉴。痕都斯坦青玉双檠烛台为 18 世纪印度生产，台底盘内镌刻
乾隆赋诗 《咏痕都斯坦玉灯檠》。随后，乾隆下令苏州玉工以和田
玉仿制了一件白玉双檠烛台，其灯挺来自印度，灯盘为清宫后配，
镌刻乾隆御题诗 《咏和阗玉灯檠》 及“大清乾隆年制”隶书款。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2026 年 1月 4日。

入“梦华东京”  赏千年宋韵
本报记者  尹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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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宋鎏金葵花式银杯 （浙江省博物
馆藏）。

图②：北宋赵佶 《梅花绣眼图》（故宫博物
院藏）。

图③：北宋耀州窑青釉狻猊出香薰炉 （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图④：宋代足球纹铜镜 （湖南博物院藏）。
图⑤：北宋蓝色刻花玻璃瓶 （浙江省博物

馆藏）。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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