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紫檀木边框百宝嵌虎丘云岩寺诗画双连挂
屏，长 118.6厘米，宽 76.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紫檀木边框百宝嵌虎丘云岩寺诗
画双连挂屏呈“吕”字形，委角双阳线紫檀木边框，线
间用各色玉石嵌出松竹梅图案为饰。

挂屏屏心上部在香色漆地上用玉字嵌出乾隆《游
虎丘云岩寺》诗一首：“云岩重至不因山，露冕因民瞻
仰颜。虎阜松篁晴益蔚，剑池蹊径昔原闲。生公愿
力依稀是，短簿风流想像间。遍野黄金菜花茂，今来
真不负跻攀。”屏心下部，以玉、象牙、木料雕嵌云岩寺
风光。 （据《人民政协报》）

此瓶高 18厘米，瓶身呈葫芦状，外壁以白釉为地
满绘南瓜藤蔓及花果图案，饱满生动，纹理细腻。瓶
体正中装饰包袱纹，结扣于瓶身前部。

据介绍，该瓶为清晚期粉彩瓜纹包袱瓶，其施彩
明丽、器形典雅，为清代粉彩瓷器的上佳之作。

（据《侨乡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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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考古博物馆是
江苏首个具有地域文化
特色的专题博物馆，该馆
以“遗址—地层—遗迹”
为基本逻辑，用成套的器
物组群展示吴地人类历
史文化的演进历程，致力
于打造贯穿考古全生命
周期的展示、研究和探索
平台。

馆藏以苏州市考古
研究所藏品为基础，精选
1200 件（组）出土文物，涵
盖陶瓷器、漆木器、青铜
器、金银器、玉石器等，其
中超过五分之四的展品
与遗迹为首次亮相，揭开
了江南地域文明的神秘
面纱，带领受众沉浸式体
验富有趣味的考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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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梁 壶

铜箭镞吴市铭文筲吴市陶片
龙首金钗三国龙首柄铜熏十二生
肖俑腹身呈扁圆形，底部为圈足，
提梁为双股弧形结构，连接壶口
两侧。其独特造型罕见，为良渚
新出器型，经过淀粉颗粒检测，其
残留物为芋艿，壶身虽历经岁月
洗礼，仍可窥见原始陶器的实用
与古朴。

铜 箭 镞

这 4 个箭镞中，有两个形制
较为相似，另两个为镂空样式。
它们原本应是连接着木箭杆用于
作战，但木料已不知所终，这是目
前苏州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
铜器，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征，为
中原文化向江南地区传播提供了
新的实证。

吴 市 铭 文 筲

吴市铭文筲是一件楚国量器，
器身呈圆筒式，腹身周圈饰三道
凹弦纹，器底镌刻楚篆，器口沿亦
刻有少量文字，经科学测算其容
量为 1.14 升。结合器身铭文推
测，该器或与征收粮税有关，对研
究度量衡有重要意义。

吴 市 陶 片

苏州出土的“吴市”陶文，是
继广州“女（汝）市”、上海青浦

“吴市”之后南方地区发现的第
三批秦陶文。“吴”字笔画平整，
为新发现字体，“市”字与秦统一
后北方六国旧地“市”字陶文相
似。“吴市”指吴县的市场，是负
责管理商品交易的机构，其发现
实证秦代已在吴地推行“市亭制
度”，为秦会稽郡的确认提供了
佐证。

龙 首 金 钗

金钗顶端为一龙首，以金条
勾勒形态，金片增添层次，炸珠
（传统金属装饰工艺）细琢纹理，
巧妙饰出眼睛、耳朵、龙角等细
节，做工精细、栩栩如生，是少见
的孙吴王室高等级金器。

三 国 龙 首 柄 铜 熏

熏炉是中国古代用来熏香的
炉子，铜熏柄呈弯曲龙首状，威风
凛凛、活灵活现，龙颈鳞片细腻雕
琢，熏盖镂空可翻开，炉身浑圆玲
珑，铸有数个青铜小人，造型充满
想象力，极具江南地域特色。

十 二 生 肖 俑

生肖俑呈兽首人身，昂首直立，
着曳地长袍，腰部束带，双手提握
胸前，下露双足，通常为随葬明
器，用于记时标位或辟邪厌胜。

这套十二生肖俑在出土时缺
少生肖牛，专家猜测或许是墓主
人属相为此。其发现有助于研究
北宋乃至晚唐以来本地区的社会
风俗与民间信仰。

除了展品本身，苏州考古博
物馆内的“考古”元素随处可见，
如考古年代表、考古工具展示区、
文物保护与修复展示区、室外教
育探索区等。

“希望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
在此有所收获，使考古博物馆成
为考古理念宣传窗口、考古成果
展示空间、考古研究交流平台和
考古教学实训基地。”苏州市考古
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馆
长程义说。

（据《金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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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粉彩包袱瓶

紫檀木边框百宝嵌虎
丘云岩寺诗画双连挂屏

沈存周（1629年至 1709年），嘉兴人，字鹭雍，号竹
居主人，别号“沈锡”，室名“尚玩堂”。康熙初年居住
在嘉兴春波桥（现解放街道一带），常年以制作锡器为
生，曾为朱彝尊制作酒斗以贺寿诞，一时传为美谈。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他所制作的一件圆锡壶。

沈存周制作的这把盉式锡酒壶尺寸为15.8厘米×15
厘米，材料为上品锡材，采用熔锡、制模、裁剪等十余道
手工工序制作而成，做工极为考究。造型上，圈顶、炮
嘴、圆把、三足，线条圆润流畅，敦实厚重，高雅美观。
壶身镌有陆游《夜坐独酌》中的诗句“一壶清露来云表，
聊为幽人洗肺肝”，并题款“碧玉亭中玩刀，存周”。

这款盉式锡酒壶不仅是一件实用的酒器，更是承
载着历史与文化的艺术品，制造者以其独特的设计和
精湛的工艺，向世人展示了康熙时期封建士人生活美
学的精髓。 （据《联谊报》）

沈存周制盉式锡酒壶

炎炎夏日，来首都博物馆的观众恐怕
很难拒绝一支造型非常有特色的伯矩鬲
文创雪糕。这款雪糕是以首都博物馆镇
馆之宝之一的伯矩鬲为原型制作的。

伯矩鬲，全称“牛头纹带盖伯矩鬲”，
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1975年出土于北
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251号墓。鬲是古
代炊器，与鼎外形相近，但存在显著差
异。从形制上看，鬲的器足呈空心柱状且
与器腹连通，而鼎为实心足且足腹分
隔。鼎主要用于烹煮肉类，鬲则专司谷
物炊煮。不同社会阶层所使用的鬲，其
材质也有所不同，普通民众日常多用陶
制鬲器，而青铜材质则被贵族阶层专用
于礼仪场合。

要在偌大的展馆中找到伯矩鬲，十分
简单，因为它有一个“通关密码”——集齐
七头牛。在青铜器中，伯矩鬲可谓“精致
小巧”，通高仅 33 厘米，口径 22.9 厘米。
但仔细一看，可以发现它的造型和纹饰充
满了力量感。

整个器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栩

栩如生的牛头。盖子的最顶端，两只圆雕
的小牛首背靠背站立着，它们的耳朵线条
柔和，眼睛微微凸起，仿佛带着生气。盖
子本身的表面，又浮雕着两个巨大的牛
首，它们的牛角异常夸张，像两把弯曲的
大刀，高高翘起，甚至越过了鬲的器耳；角
身上刻满了细密的鳞片状纹路，牛口张
开，露出獠牙，透出一种近似神兽的威
严。转到器身下部，支撑鬲的三只袋足
（像口袋一样鼓起的足），每一足上都装饰
着一个牛首。这些牛首的鼻子向前突出，
仿佛正在蓄力冲撞。这些牛首，运用了圆
雕（完全立体的雕刻）和高浮雕（凸起很高
的雕刻）的技法，尤其是牛角飞扬的立体
程度，在存世的青铜器中非常罕见。

真正让伯矩鬲价值连城、成为国宝级
文物的，是它身上那 15 个字的铭文。伯
矩鬲盖内及颈内壁分别铸有相同的 15个
字：才（在）戊辰匽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
彝。翻译过来是：某年某月戊辰这一天，
燕侯赏赐了我的主人伯矩许多海贝，主人
为了纪念这一荣耀而铸造了我，并用于祭

祀他的父亲戊。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
容，通常是记载王室给予分封地的诸侯或
宠臣的赏赐，受赏一事往往与祭祀先祖联
系在一起，这是当时青铜礼器的一个重要
特点。有文献记载，伯矩此人活跃于西周
燕国的上层社会，他应当有十分重要的身
份，燕侯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

最重要的是，这件鬲的出土地点——
琉璃河遗址，以及铭文中的“匽侯”，与此
地其他墓葬（如M1193大墓）出土的多件
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如“克罍”“克
盉”）相互印证，确凿无疑地证明：北京房
山琉璃河一带，就是西周初年燕国的始封

都城所在地。这一发现，将北京作为有明
确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持的城市历史，向前
追溯到了公元前 1045年左右（根据夏商周
断代工程年表），距今已超过 3000年。这
一结论被详细记录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
地》等重要的考古发掘报告中。

2013 年，国家文物局将伯矩鬲列入
《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成为首
都博物馆唯一一件获此最高级别保护的
藏品。它不仅仅是一件艺术价值极高的
青铜器，更是北京城从古老的燕都蓟城一
步步发展成为今天国际大都市的最早、最
坚实的实物见证。（据《北京青年报》）

一件炊器
见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 三 国
龙首柄铜熏

◀
龙
首
金
钗

▲吴市铭文筲

◀提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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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 JIAN SHI GUANG

08 2025年7月3日 星期四 值班编委 郑 桉 编辑/美编 孙丽君 校对 张锦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