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展覽以一九九五年至二○一六年歷
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文物為依據，經
過對八十多家相關單位、二百多座考古遺址
、八百多件精美文物的調研整理，從中選擇
最具代表性的精品作為展品，其中很多文物
此前都沒有走出過本省、博物館，甚至是庫
房。最終參展文物涉及二十一個省市、四十
九家單位、共三百六十件。

神秘條紋 原始密碼
整個展廳布局別具匠心，給人一種九曲

迴環之感，以中國審美哲學之遞嬗演變為邏
輯線索，將史前、夏商周、漢唐、宋元明清
四個時期有序地勾連起來。一進入口，便可
見展廳頂部懸下的一款款透明的玻璃條，恍
若喀斯特溶洞中的鐘乳石一般。仔細看去，
上面印着 「內蒙古通遼哈民史前聚落遺址」
、 「福建漳平奇和洞遺址」、 「河南寶豐清
涼寺汝官窰遺址」等著名的遺址地名，從這
些玻璃條下走過，觀眾可以有一種穿越歷史
、橫跨古今的強烈感覺。

走入展廳內部，基本呈逆時針圓環狀排
列，穿過總覽千年的序廳，正廳第一部分便
是原始文明部分。乍看去，這一部分展品多
是些不起眼的破損陶片，色澤素淡，形制簡
單。不過仔細看去，這些陶片上無不鐫刻着
精緻規則的直線和曲線，再行分辨，似乎還
能看出一些動物和人形的輪廓，毫無疑問，
這些線條正是中華民族最原始的文明密碼。

在一對來自新石器時代（約一萬年前至
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彩繪陶片上，其中一
枚繪有十分規則清晰的網狀紋，另一枚則繪
有兩條首尾交叉的曲線，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游魚」的形象。而在另一枚新石器時代陶

片上，則繪有十分明顯的大嘴鳥形象，其喙
誇張有力，其目圓瞪有神，據講解員介紹，
這種圖案的陶片通常被歸為 「鳳鳥紋」一
類。

在《美的歷程》中，哲學家李澤厚曾寫
到：遠古時代，中華大地存在東西兩大部族
聯盟，他們分別以龍、鳳為本部族最主要的
圖騰標記。一方面，聞一多先生曾指出 「龍
就是蛇加上各種動物而形成的」，《山海經
》又說 「蛇乃化為魚」，從中人們不難看出
「魚─蛇─龍」之間深層次的隱秘關係。另

一方面，大嘴鳥自然可被視作鳳鳥的原型。
因此這簡單的兩組陶片，其實是中華先民借
助線條對圖騰崇拜最初的表達。今天，人們
從這簡潔的魚紋和鳥圖中，似乎仍可隱隱聽
到原始先民們遊獵時的喊叫聲。

青銅饕餮 巫禮重器
繼續前行，參觀者便可進入更為輝煌燦

爛的商周時代，此一時期的青銅器至今仍被
視作 「國之至寶」。在商周時期，文明尚未
完全開化，原始的巫術禮儀幾乎承載了文明
初態的所有功能：歌唱、狂舞、通靈、執掌
命運……可以說，莊重與神秘構成了殷商青
銅器最典型的品格。時至今日，當參觀者站
在那一款款青銅器之前時，揚厲的器型、可
怖的圖紋依然透着一股股森森攝人的氣息。

首先進入觀者眼簾的是一款形似 「爵」
的酒器，事實上它的名字叫做 「銅斝」，來
自商代晚期。只見它三足而立，挺拔高貴，
器身布滿神秘的圖案，其中下腹處的一周三
組獸面紋最為震撼，但見這怪獸雙眼怒瞪而
出，誇張而立體，極盡猙獰神秘之態。事實

上，這種亦被叫做饕餮紋的圖案是夏商周青
銅禮器紋飾中最核心的母題。

因為巫術禮儀流行於整個社會，更被統
治者加以利用作為威懾統轄底層民眾的重要
工具，所以這種透着濃烈神秘感的氣質幾乎
融入了商代每一尊銅器之中。即使是以祥鳥
為題的銅鴞卣，也是二目高凸，足部粗壯，
頸部更飾以對稱的獸首形貫耳，一種莊嚴神
秘及對自然敬畏之感顯而易見。在另一款產
於商代晚期的銅鉞上，在厚重的鉞身上同樣
刻滿了狼牙獸面，其猙獰畢露的紋路與冷兵
器上的陰森完美融合，共同宣示着征伐刑殺
之權、象徵着不可侵犯之力。

在所有商周青銅展品中，一款名為 「噩
侯銅方罍」的大型盛酒器將青銅饕餮的神秘
可怖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整體器型可分為
上下兩層，兩層均刻有神秘威嚴的獸面，其
斜立向上的 「丹鳳眼」直視前方，眼球突突
欲出，十分駭人，而精緻的眉毛、高聳的耳
廓、吐出的舌頭，更把這種神秘可怖的氣象
烘托到極致。

理性春秋 浪漫戰國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

時期。以孔孟為代表的北方諸子首開思想啟
蒙先風，從此掙脫蒙昧的理性精神開始昂首
闊步進入中國文明版圖之中，而南方的莊子
、屈原則以卓然不群的才華開拓了中華文明
的另一重要脈絡——浪漫主義。於是，在春
秋戰國時代，極具思辨性的理性精神與充滿
想像力的浪漫情懷相融交織，共同成為那一
時期中華文明最炫美的一組複色。

在春秋期展品中，很多都是金銀製的小
飾品，雖然體量很小，但其超乎尋常的規則
設計與精緻美感都讓參觀者過目難忘。其中
一件名為 「鏤空夔龍紋金飾」的小物件兒，
通體由變形的龍紋組成，其龍身捲曲延伸，
玲瓏奇巧，直線有力，曲線圓潤，而且講究
對稱，兼具錯落，堪稱人類理性主義審美的

傑作。據稱這件飾
物曾是春秋時期
芮國芮桓公佩
掛的金飾。

相 信 喜 歡
金庸小說的人，對
虛竹手上的扳指一

定不會陌生。在此次
展覽中，一款精美至極

的玉扳指同樣吸引了很多
年輕觀眾駐足。據現場講
解員介紹，這款呈紅木色
的玉扳指主要是古人拉弓
射箭時，保護拉弓拇指的
工具，因此它的設計別
具匠心：當佩戴者的拇

指伸直時，恰好可與扳指
較高的一邊齊平，而第一
關節則恰位於短邊之上，
這一簡單的設計充分體現
了當時匠人那種理性務
實的精神。

整個展覽中，體
量最大、最震撼人心
的莫過於一面巨大的

「懸鼓」。這件名
為 「虎 座 鳳 鳥

漆木架鼓

」的文物，以虎為座，以鳳為架。其中鳳鳥
昂首屹立，仰天長嘯，與虎俯卧在鳳鳥腳下
的姿態形成鮮明的對比。據了解，這種懸鼓
是戰國時期楚地特有的一種樂器，而楚地恰
有崇拜鳳鳥的傳統。這件作品造型別致、設
計巧妙，融聲、色、形於一體，表現出戰國
時期楚人絕妙的想像力和高超的藝術表現力
。站在它面前，人們似乎可以看到莊周化蝶
蹁躚起舞，屈子揮袖高唱九歌，那瀟灑俊逸
、不拘俗塵的制式彷彿能激起所有觀者心中
最澎湃的波瀾。

漢像樸拙 鋪陳生活
告別商周，即進入漢唐板塊。在《美的

歷程》中，李澤厚將漢代藝術特色概括為 「
鋪陳與樸拙」。在經歷了先秦理性時代百家
爭鳴的啟蒙後，原始巫術那威懾人心的力量
迅速衰落，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可以征服自
然，人類對於自身力量的崇信達到了一個高
峰。於是在漢代藝術中，與人有關的一切生
產生活都得到了盡力的鋪陳，華麗堆砌的漢
賦正是這一時代特色最明顯的體現，當然漢
代雕塑也十分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

在一款約略產自東漢初期的銅貯貝器上
，約有十個人聚集在一個圓形的底座上，雖
然空間極度有限，然而一眾婦女紡織忙的情
景卻呼之欲出，居中一位貴婦人在主導整個
紡織場面，雖然人物細節顯得粗略，但整個
場面卻分工明確，洋溢着寫實主義風格。據
了解，在漢代的滇文化地區，用這種貯貝器
表現時人狩獵、戰爭、建築、集市等生活內
容的作品十分盛行。

而另一組陶庖廚俑、陶案作品更將漢代
藝術 「鋪陳與樸拙」的特點表現到了極致。
這套作品用高度寫實的手法，生動刻畫了一
位忙碌的廚師形象，只見他 「萌態」十足，
嘴角微翹充滿 「喜感」，雙手浮於案上，手
掌下擺放着已經拆解的狗頭、豬肉等，生活
味道十分濃郁。

與後代雕塑相比，漢代人像顯然稱不上
精緻細膩。眉眼俱以最簡單的線條勾勒而出
，手掌形態也顯得並不靈動，然而恰恰由於
沒有花哨精緻的外部表現，漢塑人像反倒可
以讓觀者直入塑像內蘊的風神，去想像漢代
那一幕幕生產生活的實際情態，而不致迷離
分心，囿於膚淺之外表。

盛唐時代 昂揚雄風
時光進入大唐，中國封建社會也走入了

一個巔峰時代。作為彼時地球上最強大的王
朝之一，唐代文明的特色當然的昂揚雄起和
兼容並包，這一點在著名的唐三彩上體現得
最為淋漓盡致。

在一款名為三彩騎馬陶樂俑的作品上，
一位面容豐滿、雙腮圓潤的男性端坐在一匹
肥碩的駿馬之上，人物充滿自信，馬兒目光
篤定，加之唐三彩光艷奪目的色澤，令整件
作品顯得十分富麗，每一細處都能讓人感受
到有唐一代蓬勃向上的精氣神。

在唐代文物展區，一件神鳥與神獸合體
的雕塑吸引了很多人駐足。作品上半部一隻
神鳥振翅高飛，碩大的翅膀完全展開，彷彿
孔雀開屏一般氣勢懾人，下半部則是一隻張
開血盆大口的神龍，雙目突出，鼻翼翹起，
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之氣。其實這件作品
有一個專業的名字叫做 「鴟吻」，它來自唐
玄宗李隆基的陵墓。整件作品的巨大體量不

僅體現了唐代文明的宏偉氣度，其造型風格
的諸多細節也體現了唐代多元文明的交流與
融合。

宋崇清雅 明清俗艷
邁過繁華富麗的大唐盛世，中國傳統文

藝在宋代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受思辨
哲學影響，宋代文藝普遍呈現一種清雅淡然
的氣質。在這方面，著名的宋瓷堪為代表。
在展廳中，一款名為耀州窰青釉刻花渣斗的
北宋青瓷靜靜地居於一處並不起眼的展位之
上。這件作品瓷體瑩潤，色澤淡雅，內刻數
朵淺淺青花，彷彿透出陣陣幽香。可以說，
這件宋瓷所處展位的低調安靜其實恰與展品
的氣質高度脗合。

時入明清，中國封建社會一方面達到了
發展的巔峰，特別是工商業的發達帶動了手
工製造業的高度繁榮，但另一方面文藝生產
卻因為嚴苛的政治桎梏而變得缺乏生氣，這
兩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明清工藝品上體現
得最為明顯。在明清展區，觀眾可以看到，
很多工藝品製作手法繁複之極，滿是珠光寶
氣卻鮮見漢代文物的天真質樸、唐代文物的
昂揚向上與宋代文物的高雅清淡。

在展覽中，一款名為金鑲寶石龍鳳簪的
文物吸引了很多女性觀眾的注意。這款簪子
頭部綴滿各色寶石，一如結滿彩色葡萄的枝
蔓，珠光寶氣，炫目至極，富貴奢華之氣四
溢。另一款名為嵌寶石金頭面的飾物則在心
形的金質鏤空底座上填滿了大小珠寶，同樣
閃人雙眸，侈麗畢現。很顯然，這些物件兒
已遠非實用那麼簡單。

該展覽由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合辦
，將展至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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