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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博物館展青銅器傳世之美
多件國家一級文物亮相

博物館藏聚焦博物館藏聚焦文人文人風物風物
上博藝術展上博藝術展千里春風憶江南千里春風憶江南（（上上））

■唐鸚鵡銜枝綬帶紋銅鏡
（上海博物館供圖）

■■明明文徵明文徵明《《江南春詞意圖卷江南春詞意圖卷》（》（上海博物館供圖上海博物館供圖））

■■體型巨大的銅鼓體型巨大的銅鼓（（東漢東漢））

■呂鼎（周）

上海博物館此前曾舉辦過諸如虞山畫
派、婁東畫派、董其昌書畫藝術、青

龍鎮遺址考古、顧繡、竹刻等數十場與江南
相關的特展。今次展品陣容更為強大，除卻
上博館藏，還借展了安徽博物院、湖南省博
物館、遼寧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浙江省
博物館等15家文博單位的重要文物，涵蓋
骨角器、玉石器、青銅器、陶瓷器、書畫、
古籍、漆器、傢具、印章、竹木器、玻璃器
等諸多門類。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表示，江南因風景
優美、物產豐饒、人文薈萃令整個民族魂牽
夢縈，又因其「詩性」、「自由」與責任等
特質，在地域文化中獨樹一幟。本展覽在呈
現江南藝術、講述江南歷史的基礎上，從文
物出發，提煉出江南文化深層的五種特
徵——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安禮樂儀又曠
達灑脫，治平濟世與明德修身，陽春白雪與
市井浮生，抱誠守真與海納百川。

器物折射工藝造詣
展覽首個板塊名為「懸古垂文——我欲因
之夢吳越」，意在溯本尋蹤，突出江南社會
民風由尚勇至崇文的轉變。以河姆渡文化骨
耜、良渚文化玉項飾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吳王
夫差鑒、越王者旨於賜劍等，簡要回顧江南
史前及吳越爭霸的歷史；以宋拓《淳化閣
帖》中的王羲之《秋月帖》、唐代虞世南
《大運帖頁》、南宋范成大《春晚帖頁》，
以及元代王冕《墨梅圖軸》、明代徐渭
《竹石牡丹圖軸》為例，簡述東晉
「衣冠南渡」後江南蔚為大觀的藝術
成就；以南三閣、絳雲樓、楝亭以及
「清學開山之祖」顧炎武、「一代
儒宗」錢大昕等眾家的藏書、著
書，明示明清江南的典籍豐富、學
術精博和文化魅力。
以「安禮達生——何妨吟嘯且徐

行」命名的板塊，由「五禮」入
手，以良渚文化鳥紋玉璧、無錫
鴻山越國貴族墓地出土原始瓷仿
青銅器、三國．吳朱然墓出土
宮闈宴樂圖漆案、西晉青釉堆
塑樓閣飛鳥人物紋罐、南宋
「三金」等，表現江南「倉廩
實而知禮節」。又以南朝竹林七

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南宋景德鎮窯觀
音像、元代張雨《和鄭元祐遊仙詞
頁》、明代陳洪綬《雅集圖卷》、丁
雲鵬《洗象圖軸》等，講述江南規範
之外的寄託與通達、「自由」與「詩
性」。其中，借展品之三國．吳朱
然墓出土宮闈宴樂圖漆案被視為目
前僅存的三國（裝飾）繪畫實物資
料，向來以複製品示人，此次展出
原物，極為難得。

再現古人雅意生活
江南文化的載體說到底還是燦若星

河的江南人，緊隨其後的板塊「鑄業銘
志——文采風流今尚存」，以五代十國
．吳越錢鏐銀簡、明代唐順之《草書杜詩
卷》，以及明代蔡世新《王陽明肖像圖
軸》、明代倪元璐《行書五律詩
軸》、清代惲壽平《花卉冊》、清
代龔賢《江村圖卷》等文物展現
江南人物，講述江南「詩性」之
外的責任、思想與氣節。
江南文人書齋風雅，展覽據此
另闢第四板塊「雅意閒趣——南
國古來風物好」，用八件文物
造景，繼而以南宋魏了翁行書
文向帖卷、南宋．元代哥窯五
足洗、明宣德剔紅雙螭紋荷葉
形盤、清代任薰《恪齋集古圖
卷》等，再現古代江南文人
鑒古藏珍的雅意生活，以五
代董源《夏山圖卷》、元代
倪瓚《汀樹遙岑圖軸》、明
代文徵明《江南春詞意圖
卷》、明代董其昌《棲霞寺
詩意圖軸》等，再現古代江

南文人的詩書畫印創作。
漫漫浮生在這江南，除

了「陽春白雪」，也有「煙
火氣」。茶、酒、香、花等「四般閒事」，
滋養了江南生活裏的精緻典雅，犀角、竹
刻、硯、墨、刺繡等雅玩，體現了江南造物
裏的匠心文意，皮影、說唱本、首飾、紅
陶、紫砂等構成了江南日常裏的閒情偶寄。
本板塊是此次江南文化藝術展展線最長的

一個板塊，也是展品最精緻的一個板塊。其
中，五代董源《夏山圖卷》極為珍貴，明代
繆瑞雲顧繡竹石花鳥人物合冊（共十開）較
為脆弱。出於文物保護需要，前者僅展出一
個月，後者僅展出五開，並在開幕一個半月
後換展另五開。

《康熙南巡圖粉本》參展
今次上博舉辦的「江南文化藝術展」是典
型的主題性展覽，突破單一門類與時間脈
絡，側重文物闡釋。值得注意的是，整個展
覽以清代王翬《康熙南巡圖粉本》作為展覽
開篇，意在強調江南的重要地位與影響力。
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副主任李蘭介紹，粉本
指中國古代繪畫施粉上樣的稿本，《康熙南

巡圖》共12卷，留存有若
干件粉本，此卷為第七卷及
三幅散頁的粉本合卷，即畫
家在繪製定本之前，呈送康
熙皇帝進行御覽審定的稿
本。《康熙南巡圖》第七卷
現已流落國外，因此上述粉
本的存世尤顯珍貴。
該卷描繪了康熙第二次南

巡從無錫到蘇州沿途的山川
地勢、交通運輸和市井百態，堪稱一幅生
動的風俗畫長卷。由於是繪製定本前的稿
本，粉本山水運筆較為蒼秀概括，與王翬本
人清雅的繪畫風格接近。人物不作細部刻
畫，康熙肖像空缺，僅以華蓋標識出位置。

■■皮影皮影、、說唱本等構成了江南日常裏說唱本等構成了江南日常裏
的閒情偶寄的閒情偶寄

■■觀眾在展廳參觀觀眾在展廳參觀

■■李叔同李叔同 篆書篆書《《知知
止頁止頁》》

■■《《康熙南巡圖康熙南巡圖》（》（局部局部））

■■東晉東晉 王羲之王羲之 行草書行草書
秋月帖頁秋月帖頁（（宋拓本宋拓本））
（（上海博物館供圖上海博物館供圖））

■■南宋南宋景德鎮窯青白釉觀音像景德鎮窯青白釉觀音像

■■西晉西晉青釉青釉
堆塑樓閣飛堆塑樓閣飛
鳥人物紋罐鳥人物紋罐

■■三國三國··吳吳朱然墓出土之宮闈夜宴圖漆案朱然墓出土之宮闈夜宴圖漆案
（（上海博物館供圖上海博物館供圖））

■■明明 徐渭徐渭 《《竹石牡竹石牡
丹圖軸丹圖軸》》
（（上海博物館供圖上海博物館供圖））

■■元元倪瓚倪瓚《《汀樹遙岑圖軸汀樹遙岑圖軸》》
（（上海博物館供圖上海博物館供圖））

■■南朝南朝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上海博物館供圖上海博物館供圖））

■■清乾隆清乾隆三螭紋玉花觚三螭紋玉花觚
（（上海博物館供圖上海博物館供圖））

都說江南好都說江南好，，你可知其妙你可知其妙？？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春風千里春風千里－－江南文化藝術展江南文化藝術展」」上的上的197197件組文物件組文物，，把江南之妙娓娓道把江南之妙娓娓道

來來。。展覽以清代王翬展覽以清代王翬《《康熙南巡圖粉本康熙南巡圖粉本》》開篇開篇，，繼而引出各個板塊繼而引出各個板塊，，以此來講述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以此來講述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安禮安禮

樂儀又曠達灑脫的江南樂儀又曠達灑脫的江南，，治平濟世與明德修身的江南治平濟世與明德修身的江南，，陽春白雪與市井浮生的江南陽春白雪與市井浮生的江南，，抱誠守真與海納百川的江南抱誠守真與海納百川的江南。。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章蘿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凝
重內斂的造型、華美精雅的紋飾、雋永秀逸
的銘刻，中國古代青銅器以其獨特的時代元
素，向人們傳達了豐富的內涵信息。除了實
用器功能，在禮制森嚴的古代社會，青銅器
在祭祀、宴饗、征伐及喪葬等「國之大事」
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旅順博物館舉辦的的
館藏傳世青銅器展，共精選
了商、西周、春秋戰國、漢
代青銅文物297件，其中國
家一級文物達 12 件。據
悉，該展亦入選全國博物館
網上展覽資源推薦名錄。
青銅器始於新石器時代晚
期，公元前3000多年前，
中國已有青銅冶鑄生產活
動，夏商周三代發展至鼎
盛。中國古代，青銅器具有

特殊的社會地位，彰顯着身份、等級與權
力。
商周之時，青銅器已經成為「明上下，別

等列」的標誌，貴族的墓葬中也隨葬大量的
青銅器。這一時期，因「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青銅器主要用於祭祀和戰爭，而從其
實用功能上，又分為酒器、食器、兵器、樂

器、水器等，多鑄刻銘
文。大部分青銅器都是貴
族在祭祀祖先神靈時或宴
會等重大禮儀場合才使用
的禮器。祭祀結束後，青
銅器會被妥善保存在宗
廟，下次使用時再拿出。

珍貴呂鼎參展
展品中的國家一級文物

西周青銅器呂鼎，乃是羅

振玉舊藏。呂鼎腹布滿雲雷、幾何、乳釘、
獸面等紋飾，內壁刻有43字銘文，內容展
示了一段西周重臣的受賞史實。根據銘文及
相關史料考證，這件器物的主人名為
「呂」，也稱呂伯，是周穆王時期一位高權
重的大臣。周穆王在宗廟祭祀祖先，召呂伯
陪侍在其左右，並賞賜呂伯黑黍做成的美酒
和貝幣，這是當時對大臣相當高的賞賜。呂
伯為了感恩穆王對自己的賞賜，鑄成此鼎，
並將這種榮耀事跡撰文鑄刻於鼎上，用以提
醒自己和子孫時刻牢記穆王的恩寵。
不僅如此，呂鼎同時具備周王繼位元年、

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是青銅器斷代的
標準器，可以說彌足珍貴。
同為西周時期的「過伯簋」，內底亦刻有
銘文，記述了過伯跟隨周昭王南征伐楚，並
取得勝利的歷史事實。「簋」為盛食器，出
現於商代中晚期，盛行於周。與鼎一樣，也

逐漸成為商周奴隸制社
會中「明貴賤、別等
級」的標誌禮器，曾有
天子使用九鼎八簋的制度。
青銅器銘文上承甲骨，下啟秦小篆，書體

風格雄渾壯觀、嚴謹端正，古韻十足。通過
研究銘文，可以印證史書記載的重大歷史事
件。更可貴的是，史書失載的「遺珠之
憾」，亦可以利用銘文準確還原。

漢代銅鼓滿載「民意」
時至漢代，青銅器的社會功能已大大降

低，銅鏡、貨幣等成為主要器種。但該館收
藏的漢代銅鼓，卻因體型巨大頗為引人注
目。銅鼓鼓面邊緣環列六隻青蛙，其中三隻
背上有小青蛙，另三隻背上有小龜。鼓面中
心飾有太陽紋，鼓身有錢紋、席紋以及稜形
雷紋。

作為一種由炊具演化而來的打
擊樂器，銅鼓在古代常用於戰
爭，以敲擊的聲音指揮軍隊前

進，也用於宴會、樂舞中。文物專家解釋
稱，位於鼓面中心的太陽紋是銅鼓最基本的
紋飾，表達了西南少數民族對太陽的崇拜。
鼓面邊緣裝飾的青蛙、龜是該地區圖騰崇拜
的表現，用喜水動物象徵風調雨順，寓意五
穀豐登、生活富足。鼓身裝飾的雷紋蘊含雙
重含義：既代表乾旱時人們對降雨的渴望，
也有暴雨成災時人們祈求平安的寓意。
鮮為人知的是，現在叫做青銅器的器物，

在商周時代被稱為「金」，皆因它是銅與
錫、鉛等其它金屬的合金製成。青銅器原本
呈現出金燦燦的顏色，但是歷經千年後長出
綠色銅銹，才成為今日所見之模樣。作為中
國古代首次出現的人工合成器物，青銅器見
證了中國古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