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品：湘竹金扇。
年代：明代。
质地：纸、檀木、湘妃竹。
规格：扇面全高30厘米、宽47厘米。
特点：这是康熙御赐王渔洋的湘竹

金扇，扇面纸本，双面铺金，内扇骨为檀
木，外扇骨为湘妃竹。扇面画芯高
16.3厘米、宽 44.8厘米。

渊源：湘竹金扇原是明代宫廷之
物，备受清代康熙皇帝珍爱。金扇一面
为明代唐寅的人物画，一面是康熙御书
中唐诗人刘商的《裴十六厅即事》：主人
能政讼庭闲，帆影云峰户牖间。每到夕
阳岚翠近，只言篱障倚前山。这首诗本
意是赞赏裴十六善于理政，前来诉讼者
很少，官衙显得很清闲；赞赏裴十六做
官不以长官自居，口中所谈论的都是山
中的隐居乐趣。康熙帝将此诗收发在

扇子上，赐予王渔洋，很显然，是借用
刘商的作品赞赏王渔洋在刑部尚书任
上时，一方面清正廉洁，另一方面又超
然物外。末题“临董”二字。康熙酷爱
临摹董其昌书法，且喜欢把临摹作品赐
予廷臣及外国使节。引首有 2个小御印

“中和后”“康熙辰翰”。
王渔洋（1634 年 -1711 年），原名

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
台县）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
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王渔洋为
官清廉，洁己爱民，可谓一代廉吏。他
博学好古，尤工诗文。独创诗论“神韵
说”，被尊称为清初文坛领袖。王渔洋
为官 45年，其中 27年为康熙近臣，官声
和渊博的学识深受康熙皇帝恩宠，屡蒙
御赐达 13 次之多，这把金扇便是其中
之一。

点评：在封建社会，朝中大臣能够
得到皇帝的恩赐之物，是至高无上的荣
耀。王渔洋对康熙御赐的湘竹金扇格
外珍惜，他在撰写《居易录》中如是记
载：“七月二十四日，与诸公内直，赐御
书唐诗湘竹金扇。其一面画人物山水
花鸟。臣得人物，其诗乃‘主人能政讼
庭闲’云云……”以昭示子孙勿忘皇
恩。单就唐寅的画作而言，本身即是令
人趋之若鹜的艺术精品，其存世量可谓
凤毛麟角，尤其是人物画，更是笔法凝
练，独具风韵。再加上康熙皇帝的御书
题赠，两者一前一后，珠联璧合，这把金
扇的书画艺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藏所：山东省桓台博物馆。

藏品：鲁国大玉璧。
年代：战国。
质地：玉。
规格：外径 32.8厘米、孔径 11.6厘

米、厚 0.6厘米。
特点：鲁国大玉璧器型较大，是国

内发现的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
件。玉料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半
透明，油脂光泽。玉璧肉部内、外缘各
有一周廓，肉两面纹饰相同，以两组微
凸起的绹索纹分隔成内、中、外 3 层纹
饰。内、外 2 层为阴线刻纹，中间以斜
向交叉排列的蒲纹为地，其间浅浮雕
饰排列均匀的谷纹；内层为合首双身
龙纹，其间以 3 道绹索纹相隔成 3 组；
外层为 5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
两相交，纹饰布局紧密匀称，繁缛精
美，线条流畅，工艺纯熟，属战国玉璧
中的精品。

渊源：玉璧是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
圆形玉器。穿孔称作“好”，边缘器体称

作“肉”。《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壁，
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一
般把体形扁平、周边圆形、中央有孔且
边大孔小的器物称为璧。考古发现，玉
璧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
朝，都有不同形制和纹饰的玉璧出现。
玉璧的应用范围也极为广泛，既是权力
等级的标志，也可用于佩戴，亦能作为
随葬品，同时又是社会交往中的馈赠品
或信物。

战国至两汉是玉璧的鼎盛时期，花
纹形式多变，饰纹种类极为丰富，使用
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战国玉
璧多采用新疆青、白、碧玉。佩戴的壁
直径一般在 10厘米以内。战国璧表面
分成一、二或三区同心圆纹带，内外区
琢双身龙纹，中区保留传统谷纹。内外
边沿用阴线刻出，剖面呈三角立棱状。
这时期出现了出廓玉璧等创新制作，即
在内孔或外缘上镂雕出生动的动物形
象。雕刻技法普遍运用粗细阴线结合
法，粗线条少，细线条多，且线条有毛
口。刀工锋利挺拔，刀痕较深，转角尖
锐。谷纹乳突饱满匀称，谷纹是在乳钉
纹上加刻阴线而成。

点评：玉璧主要用来祭祀和殓葬，
鲁国大玉璧就是殓葬器。该玉璧1977年
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 52 号
墓，随葬器物放置在椁室周围和棺内，
出土玉璧 18 枚，鲁国大玉璧是其中最
大的一件，位于墓主身下。从此，这件
埋于地下 2000 多年的玉器进入世人
视线。

藏所：山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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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品：唐三彩腾空马。
年代：唐代。
质地：瓷。
规格：全长 52厘米、通高 38厘米。
特点：唐三彩腾空马由胡人骑马俑和

飞奔之马两部分组成，釉色沉稳，造型优
美，线条平滑。骑手是位着一袭蓝色长袍、
腰系革带的胡人少年，昂首挺胸端坐马背，
头发中分梳于耳后，形成两个互相盘结在
一起的发髻。少年身体前倾，面部轮廓丰
满清晰，高鼻深目，满脸自信。

少年胯下的骏马身形健硕，马头方直，
耳如削竹，眼似悬铃，鼻口阔大，经过修剪
的马鬃让马儿看上去很清爽。马四蹄张
开，呈腾空飞奔状，颈上鬃毛直立，马尾经
过人工编织绑缚，马鞍之后有白、绿、黄三
色相间的囊袋。马通体以褐黄釉为主，胎
釉结合紧密，釉面光洁鲜亮。

渊源：唐三彩诞生已有 1300多年的历
史，它结合了国画、雕塑等艺术的特点，造型
多样，一般可以分为生活用具、模型、人物、
动物四大类，其中尤以动物居多，动物中又
以马居多，这可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唐三彩腾空马 1966年出土于西安市莲
湖区西安制药厂的一座唐墓中，是古代陶
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属于盛行于唐代的低
温铅釉的彩釉陶器。唐三彩釉彩以黄、绿、
白三色为主，陶坯上涂的彩釉在烘制过程
中发生化学变化，最终的成品色釉互相浸
润、斑驳淋漓，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在
不同色彩的交相辉映中，显示出唐三彩独
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唐三彩腾空马上有非常漂亮的蓝颜
色，叫做“波斯蓝”，当时要从波斯，就是今
天的伊朗进口青金石来烧制。唐朝在政
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均达到了很高
的成就，是当时世界强国之一。唐三彩马
匹造型上大量施蓝釉，更增加了它的价
值。“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三彩腾空马的造型、施用的蓝釉，反映了丝
绸之路上繁荣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

点评：唐三彩腾空马造型生动逼真，有
着鲜亮细腻的釉色。人物表情恬淡安详，而
马则是跃动潇洒，艺术造型上一静一动，具
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足以展示制
作者的高超技艺。三彩腾空马是唐三彩中不
可多得的精品，匠人精心塑造的胡人飞骑，
生动形象体现了大唐文化的兼容并蓄。

藏所：西安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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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四大
古国之一，拥有无
比光辉灿烂的历
史文化瑰宝，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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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历史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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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都会有哪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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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鸭形玻璃注。
年代：北燕时期。
质地：玻璃。
规格：长 20.5厘米，腹径 5.2厘米，

重 70克。
特点：鸭形玻璃注是全球唯一的一

件 2000多岁高龄的玻璃制品。这种动
物造型的玻璃器皿在我国仅此一例，属
于国宝级文物，列为国家首批禁止出国
（境）展览文物。

渊源：北燕（407年-436年）是十六
国时期慕容云、冯跋建立的政权。407年，
冯跋发动政变灭后燕，拥立后燕惠慰帝
慕容宝的养子慕容云为帝，定都龙城
（今辽宁省朝阳市），沿用燕国号，史称
“北燕”。409年，慕容云被部下离班、桃
仁所杀，谥号惠懿帝。冯跋平定政变后
即位于昌黎，436年被北魏灭。

鸭形玻璃注 1965年出土于辽宁北
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的墓葬，墓主为北
燕朝重臣。鸭形玻璃注原产于古罗马，
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到北燕。该器无
模吹制成型，器胎较薄，流如鸭嘴状，长
颈鼓腹，细长尾。颈腹部采用象征手法
粘贴玻璃条作装饰，颈部粘贴三角形纹

饰；背部采用粗细不等的玻璃条粘出双
翅；腹下亦采用象征手法粘贴出双足。
装饰部分或用折线或用曲线，与整个器
形的风格和谐统一。鸭形玻璃注重心
在前，故空体或装满水时前倾，只有当
腹部充水至半时，器身后部加重，才能
放平。

关于鸭形玻璃注的用途，一直众
说纷纭。有一种说法认为，鸭形玻璃
注是古代欹器。我国古代，欹器通常
会被放在座位的右边，它的用途和现
在的座右铭类似，是古代人提醒自己不
要自满的一种容器。清朝的皇帝就曾
让人在紫禁城里摆设欹器，意思是要借
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特
点，阐释“满招损，谦受益，戒盈持满”
的道理。

点评：鸭形玻璃注的造型及装
饰艺术与风格皆属罗马玻璃系统，其
吹管成型、热贴玻璃条等也是古罗马
玻璃制作的常用技术。这件鸭形玻
璃注由西域经过草原之国柔然传进
北燕，是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
物证。

藏所：辽宁省博物馆。

4 鸭形玻璃注 全世界独一无二

5 鎏金铜蚕 见证丝路辉煌

藏品：鎏金铜蚕。
年代：西汉。
质地：铜、金。
规格：通长 5.6厘米，胸围 1.9厘米，

胸高 1.8厘米，重 0.01千克。
特点：铜蚕质地为红铜，外部鎏金，

蚕体饱满，形象逼真。铜蚕全身首尾共
9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
呈老熟蚕昂首吐丝状，颈背部刻凸线
纹，腰背部横刻 2 道凸纹，尾部向背部
翘起，刻工精致。

渊源：1984年，陕西省安康市石泉
县农民谭福全在前池河挖沙、淘金时，
在距离沙土面 2.5米深的地下发现鎏金
铜蚕。1985年，谭福全将鎏金铜蚕无偿
捐献给陕西历史博物馆。

上古先民认为，金蚕寓意重生，所
以将蚕形状的手工艺品作为陪葬物是
当地的一个特有风俗。我国养蚕制丝
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蚕禾决定着农
耕社会一年的生养：“春不夺农时，即
有食；夏不夺蚕工，即有衣。”传说“黄
帝元妃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
衣服”。《诗经》里有系统描绘古代农家
采桑女采桑的全部过程：“春日载阳，

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
求柔桑。春日迟迟，采桑祁祁。”汉代，
养蚕造丝业达到高峰。据记载，在许
多大型的官办手工业作坊中，工人可
达数千人。汉代的丝绸不仅供国人使
用，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行销至西亚和
欧洲。石泉县位于秦岭南部，气候温
和湿润，非常适合蚕桑业的生产，《石
泉县志》也有记载，此地古代养蚕业很
兴盛。

点评：西汉鎏金铜蚕制作工艺符合
汉代雄浑大气、线条简练朴素的审美标
准，作为中国国内首次发现的鎏金蚕，
它为研究中国蚕桑丝织的历史及汉代
鎏金工艺的发展状况，均提供了实物资
料，同时也反映了陕南桑蚕业的状况，
属国家一级文物。自汉代开始的古丝
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
推动了中华丝绸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和
交流，多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融合,
形成了璀璨的人类文明，鎏金铜蚕作为
丝绸之路的重要象征和实物见证，具有
极高的历史价值。

藏所：陕西历史博物馆。
（据《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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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筒为清光绪粉彩瓷器，高 12厘米。外壁
描绘天官腰扎玉带，长髯垂至胸前，身侧童子高举

“福”字。
据收藏方介绍，相传天官是授予福禄的神

人。农历正月十五，天官会下凡赐福人间。笔
筒以“天官赐福”为题材，表达了吉祥如意的美
好祝福。

（据《侨乡科技报》）

清代“天官赐福”笔筒

清代中期和田白玉籽料镂空雕“二甲传胪”
玉摆件。长 13 厘米、宽 8 厘米、高 1.9 厘米，重
120 克，主绘两只螃蟹，两蟹其一螯分别钳住一
芦苇，谐音二甲传胪（芦），含有金榜题名的美好
祝愿。

传胪是科举制度中，殿试以后由皇帝宣布进士
名次的典礼。明代邱浚所编的《幼学须知》载：“天
子临轩，宰臣进三卷，读于御案前，读毕拆视姓名，
则曰某人。阁内则承之以传于阶下，卫士六七人，
齐声传呼之，谓之传胪。”传胪也特指公布殿试结
果。“二甲传胪”是中国民间吉祥纹样，多以螃蟹两
只衔芦苇为图。

明清时期的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种。殿
试又称御试、廷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
考试，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
名称为“探花”。殿试两天后，皇帝要召见新考中的
进士。考中的进士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
立宫殿门前听候传呼，然后与王公百官一起进太和
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的姓名、名
次。这就是“金殿传胪”。

（据《新民晚报》）

和田白玉籽料镂空雕
“二甲传胪”玉摆件

宣石是最适宜表现雪景的奇石，也是做盆景的
最佳配石，因产于安徽省宣城市辖区的宁国市而得
名，又称宁国宣石，石质坚硬、性脆，颜色有白、黄、
灰、黑等，石表多现结晶状，略有光泽，棱角明显，有
沟纹、皱纹，细腻多变，以白色为主，貌如积雪覆于
石表，有积雪未消之感。

此宣石经过切底，颜色黑白相间，略带锈黄
色，整体呈“S”形，长 40厘米（连座），宽 16厘米，高
13.5厘米，山形秀雅，宛如雪山绵绵长长，如同绵
延起伏的北美落基山。落基山动物种类繁多，常
见的动物是鹿类。

动物模型配上这亮丽的宣石，组成了一件完美
的小品。 （据《新民晚报》）

宣石·落基山麋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