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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尾狐

三足鸟

PIN JIAN SHI GUANG

社 址 ：银 川 市 文 化 西 路 50 号 监 督 电 话 ：0951- 6033926 全 年 定 价 ：326 元 邮 编 ：750001 全 年 订 阅 热 线 ：0951- 6029949 60339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6400004000007 印 刷 ：宁 夏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鉴 时 光08 2024年7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编委 冯 涛 编辑/美编 吴 佳 校对 纳紫璇

这件隋代长尾鸟纹金“方奇”，长 20 厘米、宽 16.5 厘
米，重 1166.8克，2006年宁夏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出土，现
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

这块金饰牌铸造成型，花纹不清，似半成品。饰牌正
中有长方形框，纹饰三重结构。中心第一重有长尾鸟一
对，相对而立，钩喙圆目，鼓舞双翅，头顶似有高大的华角，
双爪似环。第二重有模糊龙纹一周。第三重有龙六条。
在此矩形之外，围绕竖钉三周。饰牌正、背面均未经打磨，
因而粗糙。长方框之上方左右各有两个钉孔。

铭文中说金饰牌是“中御府造”，则该机构必为向海明
设置的手工业管理部门。在隋末农民起义中，明确记载设
置百官的只有窦建德。《旧唐书·窦建德传》：“（大业）十三
年正月，筑坛场于河间乐寿界中，自称长乐王，建号丁丑，
置官属。”《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亦记载了窦建德置
百官事。金饰牌的发现证明向海明不仅置百官，而且较窦
建德早了 3年，可补史之阙漏。 （据《收藏快报》）

包头博物馆征集保管部工作人员
申琳介绍，黄釉陶樽不仅器型完整、釉
色光泽莹润，而且浮雕技法十分高超。
陶樽腹部的浮雕图案大致可分为 5组。
第一组是幅古老而神秘的画卷，有西王
母、捣药的玉兔、神女、三足鸟和羽人。
在山峦起伏、木植林立之地，玉兔前左肢
握杵、前右肢扶着钵，蹲踞山巅做舂碓
状。旁边的嫦娥云髻轻挽，持杵伸向钵
边，与玉兔共同捣药。右上方山巅云端
中，昆仑女神西王母端坐于凭几前，庄
严肃穆。西王母右边蹲踞着一个羽人，
左手扶膝，右手托着一只三足鸟，似乎
在放飞。

第二组雕刻着祥禽瑞兽图案，有翼
马、雌猪、蟾蜍、鸮、长角羊、斑鸠、狸、
熊、虎等。两个高鼻巨眼、方口阔额、身
材魁梧健壮的人站在门两旁，这是守卫
安全的天神与地神，他们的身体被山峦

掩映。除此之外，还有悠闲吃着龙须草
的敛翼天马。龙须草又称龙刍，神话传
说中，马吃了这种草可以日行千里。还
有大嘴、竖耳、翘尾，鬃鬣似箭，做奔跑状
的雌猪及似在寻哺的两头猪仔，奔走觅
食的斑鸠、象征月亮的蟾蜍、昼盲夜明的
鸮鸟，象征祥瑞的长角羊、狸、白虎等，这
些生灵各具特色，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
充满神秘感的世界。

第三组图案，山巅云端之上，一男
子身着紧口裤褂，头挽椎髻，左臂长大，
右臂短粗，蹬足弓腿，张弓搭箭，箭指扶
桑树上一只鸟，侧身而弋。扶桑树上有
两只鸟，后面有一轮红日，这也许是后羿
射日的神话故事，也可能是暗示射雀得
爵的祥瑞图画。还有头向相反、前后相

随的长蛇和螭龙，它们是成仙得道者的
坐骑。

第四组图案是牛首人身、鸡首人
身、树冠箕踞 3个神怪。鸡首人身神和
牛首人身神，有人认为是关中地区流行
的陈宝与怒特神，也有人认为鸡首人身
神和牛首人身神是灵鸧（cāng）和罗緪
（gēng），灵鸧即太上老君，罗緪即神农氏
炎帝。鸡首人身像和牛首人身像并列出
现在黄釉陶樽上，在樽器皿中属首次。
树冠箕踞神怪应该为东王公。汉代，人
们有拜谒东王公、西王母之认同。东王
公称木公，晋葛洪《枕中书》称东王公为
扶桑大帝。

第五组图案是两位仙人和一只九
尾狐。身着羽装的两个仙人，左边的颔

下飘须，手舞足蹈，右边的跽坐挥臂，作
拍打状，显然是为跳舞者击节伴奏。跳
舞者仿佛口中唱着什么。一只九尾狐翘
着尾巴，边走边回头看，两条前腿做“V”
字状前伸，这是汉代画马等四蹄动物前
腿的常见画法。九尾狐的 9条尾巴为向
前高翘的大尾巴后面支出的 8 根小尾
巴，加上主尾巴的末梢，正好 9根。九尾
狐象征子孙繁盛。

申琳说：“黄釉陶樽是汉代陶器的
经典之作，表现出当时人们的精神思想
和意识。该樽内容之丰富，纹饰之繁缛，
装饰风格之独特，为汉樽中仅见，是研究
汉代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以及美术史、
文化史的珍贵文物。”

（据《内蒙古日报》）

在包头博
物 馆 的“ 九 原
长歌——包头
古代历史文化
陈列”展厅里，
陈列着该馆的
镇馆之宝——
汉代黄釉浮雕
神怪瑞兽纹陶
樽（简 称 黄 釉
陶樽），1981 年
出土于包头市
九原区召湾汉
墓群。

▶汉代黄釉浮雕
神怪瑞兽纹陶樽，高
22.1 厘米，口径 18.7 厘
米，腹径 21.3 厘米，配
变体博山炉盖。

捣药玉兔

▶翼马

隋代长尾鸟纹金“方奇”

枕头，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见卧
室寝具。从前，我国民间曾流行一种“布
枕”：它不同于现代使用的流线型扁枕，
而是以纺织制品缝制成长方柱六面体
形；其“流行”时间，约为明清至 20 世纪
中期。这是记者在展览现场所了解到的
信息。

什么叫织绣枕顶？这种布枕具有稳
定的长方体形状，为了塑造出这种效果，
人们就需要采用质地较硬的多层布片等
装裱枕头两端的顶面，为了美观，开始在

上面刺绣各种纹饰图案，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织绣枕顶”。

枕顶之色：织绣枕顶的布料与针线多
选用红、黄、黑、白、青，是中国传统的用色
基调，皆有其对应的象征意义：红色——繁
荣、喜庆和热情；黄色——皇权、尊贵和丰
收；黑色——沉稳、神秘和刚毅；白色——
纯洁、高雅和哀伤；青色——希望、清新和
宁静。

枕顶之纹：枕顶上的纹样以常见的
元素符号表达人们的期望心愿，不同人

生阶段有着不同的样式，反映出民间普
遍的价值取向。本次展出的纹样主要
分成几大类：多子多福，以花卉、鸟兽为
主（如石榴、凤鸟）；延年益寿类，多使用
植物、鸟兽元素，如常见的桃、松柏、鹤；
爱情婚姻类，有鸟兽、花卉、人物故事、
几何图形等，“龙凤呈祥”即是常见的纹
样；平安富贵类，多见鸟兽、花卉与花瓶
的组合；诗文吉语或戏曲故事，为生活
增添一丝文人意蕴。

枕顶绣，作为中国美术刺绣的一个
种类，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

到 20世纪中后期，织绣枕顶逐步退
出了生活实用场景。但是，枕上刺绣的传
统得以保留，刺绣位置由原来方枕的侧
面，转移到扁枕的正面。

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由多彩的纹
样、精美的针法、丰富的图案构成的朴素
而又精致的枕顶，不仅是单纯地凝视静止
在展柜中的“它”，更是感受到当时人们每
一个生活里的小期盼、“小确幸”。

值得一提的是，自 1992 年杨永德先
生捐献收藏瓷枕以来，南越王博物院一
直持续开展对枕类文物的收藏、研究，
陆续入藏陶瓷、竹木等不同材质的枕和
织绣枕顶藏品，至 2019 年馆藏枕类文物
达 700余件（套），时间上启唐宋，下至近
代，数量众多、品类齐全。此次展出的
200 余件织绣枕顶藏品，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品类上，均为同类藏品专题展中的
佼佼者，许多珍贵藏品更是首次与观众
见面。

在“枕上添花”展览现场，展陈团队
设置了多项动态展示与互动项目。“五
彩斑斓——枕顶色彩的选择与搭配”单
元中采用短视频与图书相结合的形式
为观众介绍中国传统色系，呼应单元枕
顶色系主题，帮助观众理解枕顶、枕的
色彩搭配效果与色彩的历史文化渊源；
展厅内备有枕顶刺绣材料、工具，鼓励
观众亲手参与制作织绣，体会枕顶织绣
的技法。 （据《新快报》）

枕顶织绣千千色 重现当年“小确幸”
7 月 10 日，由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枕上添花——

南越王博物院藏织绣枕顶专题展览”在王墓展区综合陈列楼三楼展出。展览精选
200 余件织绣枕顶藏品，从“织绣枕顶——布枕的发展与演变”“五彩斑斓——枕顶
色彩的选择与搭配”“织金绣彩——枕顶的绣法与技艺”“枕上添花——枕顶绣的
纹样及寓意”四个主题切入，对枕顶的发展、色彩、纹饰技艺以及纹样内涵进行展
示说明，呈现了一幅枕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景图”。

▲清末民国，蓝布绣花婴儿耳枕。

民国，红地绣凤凰纹枕顶（一对）。

▶清末，双面丝绸刺绣 6 孔耳枕，枕上六面
皆有耳孔，又称玲珑枕、六合泰枕。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湖州人。这位宋末
元初的诗人、画家乃至书法大家，早已是中国艺术史上不
可磨灭的里程碑。他的人生像他的笔墨一样，充实而跌
宕，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

在浓郁的墨香中，赵孟頫的《昔寻李愿诗卷》以其行云
流水般的行书，展现了元代书法艺术的璀璨。作为赵孟頫
晚年之力作，充分展现了其个性化的书法风格。每个字的
构造紧密得体，笔画之间恰到好处的空间处理，既保证了
字形的美感，又不失整体的和谐。

这一诗卷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更是他人生阅历和
情感的集中体现。纵览此书作，起初笔触严谨而楷带行，
渐入佳境后则行中见草，其笔力苍劲厚重，点划使转交代
分明，令人叹为观止。此诗卷并非孤立的作品，它与赵孟
頫的其他书信、诗词合装于一卷，共 24行。这不仅体现了
作者将多种文体并置的勇气，更显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
的宽广视野。值得一提的是，清安岐在《墨缘汇观》和《石
渠宝笈续编》中对此作有所著录，足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
地位。 （据《联谊报》）

背
面

正
面

赵孟頫《昔寻李愿诗卷》赏析

赵孟頫《昔寻李愿诗卷》。

该碗直径 14.7厘米，内壁以青花描绘牛郎织女，环绘
祥云及喜鹊翻飞，画风流畅生动。

据介绍，此碗制作考究精良，绘画工整细腻，青花发色
雅致，为清道光年间烧制的官窑瓷器，是古人以“七夕乞
巧”为题材的时令用器。 （据《侨乡科技报》）

清代牛郎织女瓷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