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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是青銅禮器中的主要食器，從夏晚
期至兩漢時期，鼎成為貴族進行宴客和
祭祀時使用的重要禮器，也是用來說明
分別（尊卑／上下）的權力象徵。 方
鼎的鑄造難度較圓鼎為大，數量也少於
圓鼎，在商周時期有着重要的意義，尤
期是大方鼎，幾乎成為皇權的象徵，例
如眾所周知的司母大方鼎。
今次介紹這「獸面紋方鼎」為商代晚

期，高36.5公分、長28.6公分、寬21.7
公分，器內邊有銘文18個字。其體積
較大，器壁厚重，藝術設計精妙，以四
條敦實的柱足支撐寬深的器腹，肅穆莊重，
器表面由雲紋襯地，高浮雕饕餮、夔鳳、紋
結構清晰，獰厲威嚴，再以八條寬厚的扉棱

和寬折加強體積感和力感，同時微撇的雙耳
設計為器物平添動感，令其絲毫無笨重的感
覺，富有神秘氣氛。 文：青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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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晚期獸面紋方鼎

本次展覽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青州
市博物館、焦作市博物館、寶雞先

秦陵園博物館、咸陽市文物保護中心、陶
質彩繪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
共同舉辦。展覽共分為「我們的敵人」、
「化零為整」、「我們的方法」、「我們
的工具」、「我們的創新」等五個方面，
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陶質彩繪文物保
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在陶質彩繪文
物保護領域承擔的項目為基礎，以陶質彩
繪文物為目標，選取了從先秦至元代的陶
質彩繪文物121件（組）及非文物類展
品。這些彩繪珍品在展示中國彩陶演變過
程的同時，亦充分顯示了古人的高超工藝
和非凡的智慧。

漢代陶倉樓集多種功能於一體
記者在現場看到，部分文物雖然距今已
有千年，但依然光彩照人，這些鮮艷的色
彩恰到好處地繪製在惟妙惟肖的人物或動
物身上，在滄桑中透露出一種穿越千年的
震撼之美。專心凝視每一件展品，似乎瞬
間便能看到每一位古代工匠的身影，而那
些至今亦算頂尖工藝的彩繪色彩，更像是
一種時間密碼和工具，在撥開千年歷史塵
埃之後，讓記者直接與古人來了一次時空
對話。
其中展示的焦作漢代陶倉樓特別引人關
注。據介紹，焦作古稱山陽，兩漢之時，
這裡土地肥沃，黍稷桑麻，年年豐腴，於
是作為冥器的「陶倉樓」建築模型應運而
生。此次展示的這幾件「陶倉樓」，從形
制上可分為雙層、三層、多層帶院落、高
層帶院落連閣式幾種，倉身封閉嚴實，部
分有門窗，底部有通氣孔幫助儲存糧食時
通氣之用。樓梯的不同部位，雕刻或彩繪
有絢麗奪目的圖案，既有形象逼真的背糧

傭人、侍男侍女，也有栩栩如
生的公雞黃犬等等，是集建
築、農業、繪畫、雕塑、陶
藝、葬俗為一體的漢代建築模
型精品。
另外一件出土於山東青州香山

漢墓的西漢彩繪騎兵鞍馬俑，雖
然沒有秦兵馬俑的威武高大，但
卻有着漢代陶俑獨有的韻味。該
騎俑造型優美簡練，姿態生動傳
神，呈跨坐式，身着交領長
袍，左手似牽韁勒馬，右手似
手握兵器，精神抖擻，呈現出
威武雄壯的姿態。人物的五官
等均用細筆勾勒，俑身上的彩
繪在地下歷經兩千多年仍然保存完好。而
其身下的陶馬兩眼圓睜外凸，嘴微張開，
馬周身飾以彩繪，馬具紋飾色彩鮮艷，線條
清晰流暢，繪畫技法高超，立體感較強，猶
如一匹匹真正的駿馬呈現在眼前。

兵馬俑製作時均為通體彩繪
說起中國古代彩繪陶質文物，自然少不

了秦兵馬俑。據介紹，作為秦始皇的地下
軍團，秦俑在最初製作時都是通體彩繪，
但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由於陪
葬坑曾遭受火燒、洪水等破壞而塌陷，陶
俑出土時已支離破碎，彩繪大多脫落。此
次展出的兩具兵馬俑，一件臉上由於彩繪
脫落，呈現出黑色的底漆本色，但其胸前
盔甲上的甲片卻呈現出鮮艷的暗紅色。另
一具雖然只有半身，但彩繪留存比較多，
使陶質的盔甲看上去十分逼真。
專家表示，秦始皇兵馬俑身上的彩繪是

由褐色的有機底層和彩色顏料層構成的，
兵馬俑身上彩繪所用顏色基本有紅、綠、
藍、中國紫、黃、黑、白等，多為天然礦

物質材料，其中中國紫為人工製造，兵馬
俑也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中國紫的實物。
此次展覽展出的另一件難得一見的精品，

是出土於陝西彬縣五代後周朔方軍節度使馮
暉墓的一組彩繪樂舞磚雕。該組磚雕展現
的內容為吹、敲、彈、跳的男女樂舞演奏
隊，每兩塊磚上下合拼成一個整形人物。
彩繪磚雕雕刻手法細膩、圓潤，男樂俑偏
頭送目，女樂俑側身回首，形態逼真傳
神。其色彩亦運用得美妙和諧，彩繪顏色
主要有黑、紅、紫、青等多種，對比鮮明，
絢麗奪目，是研究中國五代音樂史、舞蹈
史、美術雕塑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文保工作者
默默堅守永葆文物「顏值」
據介紹，作為人類最早的發明創造之

一，陶器的發展演變與人類的生產和生活
密切相關，是歷史信息的重要載體，典型
古陶器已經成為重要時代文化的代表符
號，見證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陶質彩
繪文物的彩繪部分更是此類文物歷史、藝

術、科學價值的集中體現。然而，由於自
然風化、生物侵蝕、環境污染等原因，陶
質彩繪文物出現了諸多病害，直接威脅文
物本體及彩繪層，留住色彩更是保護中的
重點和難點。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長侯寧彬在接受採

訪時表示，長期以來，秦兵馬俑的彩繪受
到人們的普遍關注。多年來，為使陶質彩
繪文物永葆「顏值」並且「延年益壽」，
文物保護工作者默默堅守，攻堅克難。
2005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陶質彩繪
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正式
成立，標誌着對陶質彩繪文物的保護進入
了標準化、規範化的新的階段。文保工作
者與學術界同仁攜手並進，有效地保護了
大批珍貴的陶質彩繪文物，建立、完善了
陶質彩繪文物保護的科學體系。並成立了
掃描電子顯微鏡實驗室、微生物實驗室、
顯微分析實驗室等5個專項實驗室以及彩繪
文物保護實驗室和綜合修復實驗室等。不
僅首次在兵馬俑的彩繪中發現了古人人工
合成的「中國藍」和「中國紫」，同時亦

在脆弱遺跡的提取材料及技術、黏結材
料、修復技術等方面不斷探索，取得突破
性進展，並將成果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講述文物修復背後的故事
據悉，此次展覽，除了回顧彩繪陶質文

物保護成果，展現修復細節。同時為了便
於觀眾了解這一小眾而專業的工作，了解
文物保護及修復背後的故事，展覽以文保
工作者的視角，選取了陶質彩繪文物鮮為
人知的另一面開始。通過實物及文字介
紹，讓大家深入了解文物因時間、空氣、
環境、溫濕度等等因素造成的生漆層老
化、陶質的酥粉痕跡、彩繪的空鼓、起
翹、剝落、表面可溶鹽等文物的現狀，打
破觀眾對文物的一種固有印象，通過文物
從「支離破碎」到「完好如初」，從「斑
駁殘跡」到「色彩斑斕」的變化，來普
及、宣傳文物保護的基礎知識，提升觀眾
對文物保護的意識，體會文保工作者們默
默堅守、攻堅克難為博物館的文物保護事
業，為中華文化的傳承作出的貢獻。

保護陶質彩繪文物保護陶質彩繪文物
「「駐顏駐顏」」先民的彩色技藝先民的彩色技藝
為期3個月的「留住色彩——陶質彩繪文物保護成果展」

日前在位於西安臨潼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正式開展。本次展

覽共展出從先秦至元代的陶質彩繪文物121件（組）及非文

物類展品，在讓觀眾集中欣賞不同地域、不同特色出土彩繪

文物珍品的同時，亦系統地展示了中國陶質彩繪文物保護研

究的成果，以及陶質彩繪文物保護修復相關的原則、程序，

基本的技術知識、保護工作的難點等，普及文物科技保護基

礎知識，引導社會更多的參與文化遺產保護事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據此次展覽現場的專家介紹，秦漢時
代，中國彩繪藝術已經得到長足發展。
文保工作者通過顯微拉曼和偏光分析手
段，從戰國至漢代的23處考古遺址的

40件文物樣品中檢測到了中國藍和中國
紫。根據樣品研究，中國紫出現於春秋
時期，而中國藍出現於戰國中期，是古
代工匠早在2,000多年前就人工合成的

無機化學物質，不僅豐富了古代顏料體
系，滿足了人們裝飾的需要，更是中國
古代先民智慧的結晶，中國古代科技發
展的明證。

話你知：古代人工合成顏料「中國藍」和「中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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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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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馬俑身上的彩色引人關注。

■五代彩繪樂舞磚雕。

■出土於山東青州香山漢墓的西漢彩繪騎兵

鞍馬俑。

■元代彩繪陶俑及車馬出行方陣。
■展出的漢代三足
彩繪陶罐。

9 月 24 日，上海佳士得將於「First Open｜
開創」拍賣專場中首度呈獻當代文人氣質的
「當代書房」專題，據悉，此次拍賣專題包含
30 件代表不同文人生活審美趣味的各式拍品，
宣導齊一的新美學生活，還原作為當今文人心
靈歸屬地——書房的理想情境，佳士得中國瓷
器與工藝品專家裴朝輝表示：「今年秋季，我
們非常榮幸於上海推出這一全新專題，拓展傳
統文房概念，探討器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還
原文人書房的場景與情境，從而折射出當代文
人藝術所體現的精、氣、神。」

據了解，拍前展覽亦會借傢具陳設、水墨、
攝影，案頭小趣的羊脂玉、紫砂壺、盆栽、竹
編花器等營造出修身養性、讀書品茗的悠然之
所。為配合此次拍賣主題，亦將同期舉辦專題
論壇，邀請高振宇、張金華、周默、劉山等一
眾藝術家、學者與藏家探討當代文人雅趣。

文：張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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