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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高 24.2厘米，口径 21厘米，传清道光年间
陕西眉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天亡簋是西周初年几件记载
重大历史事件的、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据传说，出土于
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天亡簋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高 24.2厘米，
口径 21厘米，是西周初年的典型器物，也是研究西周早期
历史的重要文物。

此铭文记载了作器者天亡辅佑周武王进行的一场规
模浩大的祭祀典礼，祭奠祖先和周文王的保佑。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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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亡簋

该笔掭以葫芦为形，镂
雕葫芦枝蔓及蝴蝶为饰，叶
片翻卷自然，筋脉清晰可
见。葫芦束腰处浮雕红色
蝙蝠，工艺精湛，栩栩如生。

据介绍，笔掭是古人运
笔时用来掭试毛笔所沾墨
汁干湿、形状的用具。其不
仅具有实用性，也是可供清
玩的文房雅品。

（据《侨乡科技报》）

高 32 厘米，口径 12.2 厘
米，足径 12.3厘米，由炉座和盖
两部分组成，可拆合。1963年
出土于安徽省宿松县一座北宋
墓葬中，现藏安徽博物院。

盖钮作狮子抢绣球状，狮
首高昂，尾巴上翘，颈部挂 3枚
铃铛，蹲在莲蓬果上，前足踏
彩球，姿态雄健。盖体中空，
熏香时香气从微张的狮口溢
出。香薰炉身呈莲瓣状，圈座
外雕莲瓣纹，有的莲瓣上特意
不施釉，露出黄白色的胎，绿、
白相映，显示出莲花花瓣的阴
阳向背，别有韵味。

我国“用香”的历史悠久，最
早人们通过燃烧草木进行祭
祀，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焚烧草
木，利用其烟进行祭祀占卜的
记载。唐代香料丰富多样，宋
代则是香文化发展的鼎盛时

期，香炉进入普通百姓家。
绿釉狮盖香薰炉是宋代著名瓷窑吉州窑所制。吉州窑

位于现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境内，因古时吉安称为吉州，
故称吉州窑。 （据《内蒙古日报》）

商代晚期，高 44.3厘米，口径 27.2厘米，中国国家博物
馆藏。

1959年，作册般甗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作册般
甗以其铭文著称于世，是最早的长篇铭文之一。铭文内容
反映了商代末年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同一时期的甲骨记载
和后世文献相吻合，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作册般甗铭文书法也颇值得称道，书体雄劲有力，其铭
文首尾尖、中间粗的书法之风，被称为“波磔体”，是这一时
期金文书法的代表风格。 （据《人民政协报》）

清代笔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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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影片《封神第一部》（以下简
称《封神》）正在各大影院热映。它取材
于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和宋元话本

《武王伐纣平话》，讲述了商与西岐大战
之前的传奇故事。作为一部神魔史诗，
震撼恢宏的视觉特效自然可圈可点，更
为观众称道的是其独具匠心的服装道
具，其中包含的不少历史元素均取材于
真实文物，不仅有商周青铜器、玉石器，
还有唐代的坐龙、元代永乐宫壁画等。
文物元素贯穿影片始终，在剧情之外，成
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封神》中出现最多的是青铜器元素。在
概念短片中，金黄的青铜水流过范模（陶瓷或
铜铁等成型用具），最后铸造组合成“封神”二
字，展现了类似青铜器的范铸工艺。片名“封
神”为金黄色篆书，金黄色是青铜器铸造之初
尚未生锈前的状态。另外，“封神”二字上的
纹饰可见兽面纹、鸟纹和龙纹等，也是商周青
铜器最为常见的纹饰。

兽面纹又称饕餮纹，常以动物的面目形
象出现，有牛首、虎首、龙角形等，神秘肃穆，
凶猛庄严。兽面纹是不少商至西周早期青铜
器的主纹饰，在电影中商纣王和质子营的胄
甲、铜剑、鼓面等道具上都曾出现。胄是士兵
作战时使用的头盔。质子营的胄确实有商代
风格，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大墓出土的青
铜胄极为相似，都有高浮雕的兽面纹，凸脊纵
向高耸，后部顶端有一圆孔可以插翎羽。这
种带兽面纹的胄，在商代遗迹中曾出土过多
件，既具有防护头部的实用价值，又兼具艺术
的美感。

片中，镇守在朝歌城外的两头饕餮巨兽，
完全是动物形的青铜器形象，周身遍布青铜
器纹饰。在申公豹的操纵下，它们拖着巨大
的身躯追击姬发，是片中一处小高潮。据说
片中饕餮巨兽的头部，曾参考过商晚期皿方
罍上的兽面纹。

另外，影片中还有一些器物也有青铜器
的影子，如西伯侯姬昌被商纣王囚禁后，纣王
杀掉伯邑考将其肉饼带给姬昌。在姬昌与纣
王交谈之际，旁边的白色盛酒容器很像商代
的铜鸮卣。

青铜器

除却青铜器元素，玉石器在
《封神》的服饰道具中也有多处运
用。值得一提的是，《封神》中的
全部玉饰都采用真玉定制雕刻而
成。其中最出彩的是姜皇后、苏
妲己、四大伯侯等人佩戴的玉组
佩。历史上最早的组佩，可能起
源于新石器时代用蚌壳、兽骨等
串联的珠串。从考古发现来看，
大量玉组佩发现于西周及以后，
商代尚未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影
片中的玉组佩，应该是西周时期
礼制发展后的样式。

玉石器

《封神》最后的彩蛋中，出现了魔家四将的身影。
《封神演义·第九十九回》中，姜子牙封神这四人时说：
“今特敕封尔为四大天王之职……立地水火风之相，
护国安民，掌风调雨顺之权。”影片中，魔家四将的形
象很可能取材于佛教寺庙中四大天王的塑像或壁画
形象。

从历代文物中出现的四大天王形象来看，其形象
发展的过程中，手中持物混乱且复杂。明代李春熙在
《道听录·卷四》中记载：“寺门四金刚，执剑者风也，弹
琵琶者调也，执伞者雨也，手中如虵（同‘蛇’）者顺
也”，由此引申出“风调雨顺”的概念。影片中，可见魔
礼青手执宝剑，魔礼海怀抱琵琶，魔礼红手擎宝幡，魔
礼寿所持紫金花狐貂并未出现，估计在影片第二部就
能看到。

《封神》中的元始天尊和十二金仙衣袂飘舞、超脱
物外。电影主创团队称这些仙人装扮曾取材于永乐
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尤其是元始天尊和十二金仙
的彩虹色背光，与壁画中南极长生大帝后面的背光几
乎一样。

此外，像三星堆的金面具、占卜的龟甲、汉代的多
枝灯等文物在影片中都有出现。《封神》中，还有一些明
显超越时代背景的镜头，像骑兵的出现、嵌玉的华丽金
甲、抛石机的使用和锋利的长剑等。不过，《封神》只是
一部根据神魔小说改编的电影，能将如此多具有历史
气息的文物元素加诸道具之上，已足以让观众叹为观
止了。 （据《海南日报》）

古代塑像和壁画

西周龙纹玉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商代兽面纹青铜冑（江西新干大
洋洲大墓出土）。

商代皿方罍（湖南博物馆藏）。

元代永乐宫壁画《朝元图》（局部）。

商晚期龙形玦（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封神》中，姜王后佩戴玉组佩。

商晚期虎形玉佩（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

片中，东伯侯姜桓楚腰间的玉组佩中，最上部有
一首尾相接的玉龙。此玉龙背部有扉棱，呈张口衔尾
状，整器很像是一个缺口的玉环，可称为龙形玦或蜷
体玉龙佩。此种形制确实在商代最为流行。例如，河
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就曾出土过多件龙形玦，一般呈扁
片状，纹饰多为线条勾勒的重环纹、雷纹和云纹等，时
代特征极为明显。

玉璜也是片中玉组佩的重要饰件之一，大多以横
向放置的形态与玉管、玉珠等组成佩饰。民间传说
中，姜太公曾垂钓于秦川渭水之畔，一日钓得一条红

色鲤鱼，剖开鱼腹发现一个玉璜，上面刻有 9个篆字：
“姬受命吕佐之报于齐”，意思是周文王将受天命请吕
尚辅佐，西周灭亡殷商后，吕尚会因功受封于齐地。

殷寿成为商王进行祭祀时，曾手握玉钺。钺在
商周时期是权力的象征。另外，西伯侯姬昌曾赠其
子姬发一枚玉环，其寓意是希望身为商纣质子的姬
发可以早日还家。《荀子·大略》中载：“绝人以玦，反
绝以环”，意思是说断绝君臣关系时赠以“玦”，重新
召回被贬谪的臣属则用“环”，应是取两者的谐音

“诀”和“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