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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金漆木雕牡丹如意长 23厘米，宽 8.3厘米，高 8.3厘
米，以通雕技法用整块木料雕刻而成，虽经几百年，依旧光
鲜如新。该如意造型有别于一般的如意样式，木雕艺人以3朵
粲然开放的连枝牡丹构形，用两朵含苞欲放的小花蕾点缀其
间，形成花团锦簇的样式。牡丹花又称富贵花。3朵硕大的牡
丹花看似一样，又有区别，虽都呈怒放之态，但重重花瓣各具情
态，片片轻盈，历历可数，芳香有韵。枝条自然舒展，婉转流畅，
仿佛这不是木刻，而是笔画，线条圆润流畅，花形惟妙惟肖，足
可见工匠高超精湛的技艺。 （据《内蒙古日报》）

清乾隆款蓝玻璃戗
金花卉纹烛台通高 28.5
厘米，盘径 6厘米。故宫
博物院藏。

这件烛台由海蓝色
涅玻璃模制而成，上有铜
扦，下为大小两个撇口浅
盘，中有立柱，并覆碗式
高足等部分组合，其器表
阴刻缠枝花卉和卷草纹，
纹内戗金，华美精致。

此烛台颜色深沉美
观，造型优美，线条流畅，
采用了髹漆工艺中的戗金
技法，高足上饰弦纹，弦纹
之上阴刻填金横行楷书

“乾隆年制”四字款。
（据《人民政协报》）

金漆木雕牡丹如意

清乾隆款蓝玻璃戗金花卉纹烛台

这只八义窑瓷虎枕呈腰圆形，高8.5厘米、长29厘米，枕
面前低后高，角度圆润又柔和，满足了人体枕眠舒适的需
求。虎枕外形像一只匍匐在地的老虎，憨态可掬，眉毛粗浓，
双目圆睁，阔口露齿，尾巴自然地弯曲在腹部，生动有趣。身
上虎纹斑斓，用一粗一细的线条搭配勾勒而成，装饰感与写
实性浑然一体，相映成趣。虎枕古朴典雅、稚拙可爱，厚实而
不失法度，简洁又不乏诗意。最为精妙的是虎枕的排气孔与
虎鼻孔巧妙结合在一起，体现出民间工匠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是宋金时期陶瓷虎枕杰出代表。（据《内蒙古日报》）

八义窑瓷虎枕

这幅年画，长 77厘米、宽 53厘米，由天津杨柳青画店于
1978年 9月出版印刷，售价 0.11元。画面中，荷花送香、荷叶
田田、青蛙欢跳的荷塘里，四个脸庞红润、身体壮实的儿童，
正兴趣盎然地在荷塘里采摘莲蓬。这幅年画，构思巧妙，线
条流畅，设色工整清丽，画境活泼轻快，且“莲”与连同音，儿
童喜庆，莲蓬多子，莲花、莲蓬和儿童组合在一起，有连生贵
子的寓意，寄托着后代子孙兴旺的理想。（据《收藏快报》）

《采莲图》年画承载美好回忆

北京文物里的酒文化

壶中日月长
中国人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为嘉会之好，觥筹交错，意象万

千，回味无穷，饮酒之风历经千年而不衰。酒文化渗入社会生活各

个领域，无论在祭祀礼仪、宴会庆典、文人雅集等场合都占有独特的

地位。

夏代的酒器是酒文化的载体。“为
器虽小，而在礼实大”。酒器的演变，
可以观照时代的变迁，印证酒文化发
展的历程。商周青铜酒器中的主要器
形，以用途分，有饮酒器、温酒器、盛酒
器、挹酒（取酒）器等。

爵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酒
器，出现在中原地区。北京琉璃河遗
址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青铜爵，《说文》
中爵的解释为：“爵，礼器也，象爵之
形,中有鬯（chàng）酒。”鬯，是以黑黍和
郁金香汁调和成的香酒，专用于祭祀
或供奉。所以，爵不出现在日常的酒
桌上，而是祭祀场合。

琉璃河遗址另外的两件青铜器：
罍（léi）和盉（hé），也是两种酒器。罍
为盛酒器，盉是盛玄酒（水）以调和酒
浓淡的器具。王国维《说盉》一文：

“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以所节酒之
厚薄也。”这两件青铜器的主人被认
为名“克”，所以又被称为“克罍”、“克
盉”。它们上面的铭文还记载了 3000
年前用酒以供奉的史实：“周王说，太
保，你用盟誓和酒来供你的君王。我
非常满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儿子克做
燕国的君侯……”

谷物酿造是我国酿酒历史的开
端。延庆春秋时期的山戎古族用过的
青铜罍，口部以木塞封闭，罍内有大量
酒糟状沉积的炭化粟。粟呈团块状，
质轻而疏松，直径约 3 毫米。呈黄棕
色的颗粒状物所占比例少，褐色的粉
状、小颗粒状所占比例较大。

这些粟粒大部分是被人碾碎的，
而不是自然状态下的降解，因此可以
断定它们是酿酒的原料。罍中还有大
量谷糠碎片，说明酿的不是甜酒或黄
酒，而是白酒。这是目前北京所见最
早的酿酒原料，距今已约 2500年。

山戎人既然制酒，自然也就能喝
酒。是其中的一种饮酒器，鎏金铜胎，
平面呈椭圆形。上腹内收，鼓腹平底，
长边一侧肩、腹交接部位铸圆形环耳
一只，以便伸入手指举杯，两短边各有
一个小鼻钮。

汉代的主要酒器为樽、杓与耳杯，樽
为盛酒器、杓为挹酒器、耳杯为饮酒器。
饮宴时先将酒倒在樽内，再用杓酌入耳杯
奉客。此组酒器，再加上贮酒用的壶、锺、
钫等，就构成了汉代酒器的基本组合。

耳杯的基本样式是扁椭圆形，弧形
壁，浅腹平底，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
形耳或方形的耳，以便手握。因两耳似
鸟之两翼，故又名“羽觞”。李白《侠客
行》中“持觞劝侯嬴”中的“觞”即是此
物，意为举着酒杯劝侯嬴喝酒。

北京的考古发现中有很多耳杯，与当
时国富民强、粮食充足、嗜酒豪饮有关。
耳杯寓意“羽化升天，酒中豪情”，后成为魏
晋文人雅士寄情山水的“曲水流觞”。

唐代后期，注子（注壶）逐渐取代
了樽杓，合二为一，成为最主要的盛酒
和斟酒器。“注子”之名，唐代至宋元时
期多用，明以后改称执壶。明代李日
华《紫桃轩又缀》提到“吴俗呼酒壶为
注子……而今人加以长喙如鸟咮然，
故名注子。”

古人喜欢温酒，其口感绵甜可口，

不伤脾胃，又得以“煮酒论英雄”。注子
既已成为唐代后期主要的盛酒与斟酒
器，五代宋辽时人在其基础之上稍加改
进，加上温碗这个好搭档，即成“温碗注
子”，又称“注碗”。

不仅是汉民族，温碗注子也是辽人
常见的酒器。草原民族身处寒冷之地，
宴饮之时须随时更换温碗内的热水以
保持酒温，颇为实用。

石景山发现的辽代越窑划花宴乐
人物温碗注子一副。注子腹部的主题
纹饰是八人宴饮图，席前陈有酒樽、果
盘，主人公手捧酒杯，席地而坐，巧妙地
刻画出宴饮的环境与气氛。出土时，注
子置于温碗内，可见这两件器物应是完
整的一套温酒器。温碗内刻一对首尾
相逐的鹦鹉，新颖别致。

辽人的另一种酒器鸡冠壶颇具
特色。辽代初期为适应游牧生活，出
现了仿皮囊壶形制的鸡冠壶。这种
扁平或矮体器身的瓷壶因其提系部
位很像公鸡的顶冠而得名。辽中期
以后，壶体逐渐瘦长，形似马镫，故又
称“马镫壶”。

金代世宗时，中都设置都曲使司，实
行榷（què）酒制度。榷酒制度为封建政府
提供了稳定而巨大的收入。到章宗时，由
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除满足食用外，
早已绰绰有余。因而酒类专卖制度由榷
酒改为榷曲，即政府酒务机构向百姓出售
酿酒用的酒曲，由百姓自行酿酒。这样，
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酒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历史长河
中，酒器也有舶来品。高足杯的渊源在西
方，最早出现在罗马时代，拜占庭时期沿
用，唐代以前就已传入中国。高足杯又称
把杯、马上杯，最初为马上饮酒所制，便于
手持和绑挂马侧，是马上民族生活史的实
录。而北京地区便出土了相关文物，西城
出土的金代金质高足杯，采用捶打、錾刻、
焊接工艺精制而成，深腹、高足、造型端庄
大方，是贵族的饮酒用具。

龙潭湖出土的元代玉壶春瓶，细
颈，鼓腹，采用贴花和串珠式装饰手法
构成覆钟纹和如意云头纹。

玉壶春本与道教求仙有关，用于装仙
丹。唐代之后，也用以装酒。唐人称酒多
为“春”。唐司空图的《诗品·典雅》中有“玉
壶买春”之句。至今仍有“剑南春”等酒
名。李白诗《待酒不至》：“玉壶系青丝，沽
酒来何迟”。还有人认为玉壶春酒即为菊
花酒。《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
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酒保取过两樽
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

宋代之后，主要的贮酒器为经瓶。经
瓶以小口密封，短颈，丰肩体长。《正字通》曰：

“酒器大者为经程”，经为常规，程是度量衡，
经程，即为容一斗酒的标准酒器，后简称为

“经”，即经瓶。经瓶的造型使其装酒后头重
脚轻，须放在有插孔的酒置上。石景山的金
代壁画上绘有进酒图。左侧的侍者持经瓶
将酒倒入旁边侍者所端的碗中。

元代以后，经瓶通称梅瓶。元大都
出土的磁州窑系白釉梅瓶。肩部在釉
下墨书“内府”二字。内府，为皇宫内廷
所用之物，类似于现在的“特供”。

通州出土的元代白瓷盘，盘内墨书
一“酒”字，十分有趣。笔触酣畅，一气
呵成，直指其用。

随着玉壶春瓶的流行，在金银器中
也出现了细颈垂腹的注子，除却长流、曲
柄外，其形制与玉壶春瓶无异。元代以
后，此类玉壶春式的瓶身也成为执壶的主
要造型之一。丰台区出土的明代金执壶，
造型修长，制作精美，是酒器中的精品。

（据《北京晚报》）

夏商周酒器：
为器虽小 而在礼实大

延庆出土2500年前
的酿酒原料

从樽杓到注子：煮酒论英雄

金代高足杯见证文化交流 玉壶春瓶：细颈鼓腹 器型典雅

这件“虎蓥（yíng）”，通
高 25.3厘米，流鋬间距 34.5
厘米，肩宽 22厘米，腹深 13
厘米，盖高 9厘米，口径 12.5
厘米，重 4.22千克。器形作
侈口，为方唇，短束颈，宽折
肩，收腹，圜底，三蹄形足。
肩的一侧有管状流，以神形
俱佳之卧虎造型。另一侧
有龙首鋬，盖折沿，盖顶上
有踞一猛虎形装饰，盖与鋬

上各饰有一个小环钮，原本当有连链相接，现已散佚。肩部
饰古色古香的卷曲夔纹，腹上部密布横 S形斜角云纹，腹下
部则有一圈瓦纹，足根环饰饕餮纹。“虎蓥”的器盖和出水
口，皆有虎造型设计，且顶盖内铸有四字铭文，其中前两字

“自乍（作）”非常清晰，第三字释读存疑，第四个字为“蓥”。
从“虎蓥”稳健的形状、精美的纹饰、精巧的设计，业内推断
它的主人应该是一位有身份的官员。（据《西安日报》）

“虎蓥”
有这么一枚熠熠生辉的银带钩，穿越

了两千年的时光隧道，至今仍迸射着独具
魅力的灼灼之光，诉说一段令人歆羡不已
的江都王与爱妃的缱绻深情……这，便是
静静躺在南京博物院柜橱中的“长毋相
忘”铭合符银带钩。该器长 3.7厘米、高 1.8
厘米，钩体为一形神逼真的龙首形，钩身
系银质错金，古朴大气，厚重敦实，线条生
动，制作精良考究，图案为流畅的圆涡形
云气纹。它类似虎符，左右可分开；两个
半扇的内壁，分别以阴阳刻有“长毋相忘”
的小篆铭文，遒劲有力。观之即非民间惯
常用件，必为皇家贵胄之随身心爱之物。

精巧雅致的带钩上，“长毋相忘”的
四字爱情宣言，感动着无数向往真爱、追
求幸福的少男少女。“长相思，毋相忘”，
是古往今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一份情感、爱
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

银带钩虽体量极小，但风格独特，造

型新颖，发现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追
捧。其所阐述的大爱无言的深情内涵，在
西汉时期奔放张扬的年代，将内敛含蓄的
美好情愫与浓烈真挚的心思寄托在不离
身体的配饰上，生动还原了两千多年前恩
爱之人相互的爱恋与思念。

带钩在战国中晚期更加常见，出土
的传世实物不少。带钩多用青铜铸造，也
有用黄金、白银、铁、玉等制成。形式多
样，也有采用包金、贴金、错金银、嵌玉和
绿松石等工艺。带钩不仅为日常所需要，
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普通带钩都是整体结构，中间分不
开，而此件“长毋相忘”银带钩可由中间分
为两半，呈大小相同的两半，也可以利用
内侧铆钉扣紧，合成一钩。榫卯扣合，两
个半扇的内壁，分别以阴阳文镌刻有相同
的小篆铭文，凸面阳文、凹面阴文，内容系
一句两千年前的定情誓言“长毋相忘”，钩
钮底部使用不同金属铸造出三个同心圆，
寓意“永结同心”。如泣如诉的情话，悄然
隐在钩身之间，区别与外界纯粹直接的表
达方式，深宫里一往情深的守候，被这带
着体温、不被外人所觉察的带钩诠释得完
美又深切。

再看这枚“长毋相忘”铭合符银带
钩，可知爱情不问出身，贩夫走卒与达官
贵人的语言表白是一样的，“长毋相忘”倾
吐了爱人之间的心语：只求此生此世的两
心相悦之人将牵念长系腰间，长伴彼此，
长留心间！ （据《西安日报》）

银带钩里话情思

“长相思，毋相忘”，是古往今来不变的爱情宣言。

西周酒器克盉。

海淀出土的汉代漆耳杯。

辽代注子是盛酒器，上面刻画了
当时的饮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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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玉壶春瓶。

金代进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