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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这个春节，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博

物院热闹非凡，展览、活动不断。天南海

北的观众相聚于此，在博物馆里欢欢喜

喜过大年。

除了常设展外，良渚博物院在春节期

间特别奉上“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

跨年特展。展览汇聚 175 件/组珍贵文

物，种类涵盖玉器、陶器、青铜器等，其

中有 58 件/组国家一级文物、1 件禁止出

境文物。

1 月 29 日-1 月 31 日，良渚博物院开

启“过个文化年——知识点红包发放活

动”。这个特别的红包内含汉代玉器展和良

渚文化展厅的科普内容，为观众带来知识

点满满的新年祝福。

1月 30日-2月 3日，良渚博物院开展 6
场主题社教活动，包含“探秘良渚——良良

的世界绘本配套课程”、玉器大发现亲子互

动、雕刻玉器、错银工艺制作木牌饰等，为

观众展现一场集观赏性、文化性、互动性于

一体的新春文化大餐。

“博物馆是一所大学校，重要的是让

观众愿意走进来。”良渚博物院（良渚研

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表示，当前公众对

于 文 化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高 ，如 何 让 文物

“活”起来，让文化研究更贴近观众的需

求，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在担任执行院长前，马东峰曾从事考

古工作，历任杭州历史博物馆（杭州市文物

考古所）考古部主任、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管委会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在他看来，不论

是从事文物研究，还是文物保护相关工作，

都让自己获得很强的幸福感。

“考古更多是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博

物馆则是思考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让其

在社会中发挥作用。”马东峰觉得，考古为

博物馆提供基础，“当你对文物本身有了

清晰的认知，你做出来的展览展示会更加

丰富和精准”。

“我们不仅要研究良渚文化，还要更

多地关注和研究社会心理和观众需求。”

马东峰说，“更重要的是，创新和完善展

览展示体系，做好文化传播。”

就相关话题，马东峰近日接受了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一座关于良渚文化的专题馆

中青报·中青网：2024年5月18日，良
渚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相较其
他一级馆，良渚博物院的独特性主要体现
在哪些地方？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是一座集收藏、研

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于一体的考古遗

址博物馆。它是一个专题馆，和考古、遗址

之间的关联度很强。

博物院内的基本陈列展览主题是“良

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依托“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3
个展厅，重点展出良渚文化玉器、石器、陶

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全面、立体、

真实地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

古成果、遗产价值，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

地位和独特贡献。

此外，博物院还突破了考古遗址专题

博物馆所面临的策展选题范围小、专业

性较强、文物艺术之美关注度缺乏等问

题，以良渚文化为原点，构建起涵盖研究

型原创展、国家大型展会、线上展览的展

览新体系，如“文明之光的折射：特殊儿

童艺术展”“郁郁乎文哉——西周晋国玉

器精品展”“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

展”等。

中青报·中青网：玉器是良渚博物院的
特色之一。在设计和规划上，对于玉器的展
览和展示主要有哪些考虑？

马东峰：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曾用“玉魂国魄”来概括中华民族的精神

纽带。良渚博物院用这四个字作为关于

玉器展厅的主标题。玉器蕴含了丰富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现良渚遗产价

值的一个重要物质载体。玉器的展示，

重要的是要让观众从中理解良渚文化，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外，玉器本

身的审美和艺术价值，也是我们要着重

展示的。

“一把玉锥散落地面”

中青报·中青网：除了文物，良渚博物
院的建筑本身就颇具参观价值。在建筑和
文博结合方面，良渚博物院已推出或者计
划推出哪些活动？

马东峰：良渚博物馆是著名建筑师大

卫·奇普菲尔德 2007 年的作品，他于 2023
年获得普利兹克奖。大卫·奇普菲尔德的作

品以轻盈简约、低调和优雅著称。

良渚博物院从建筑设计初期，就十分

关注如何结合建筑阐释、解读良渚文化。整

体建筑的很多元素，就是从良渚文化中提

炼出来的。“一把玉锥散落地面”是大卫·奇

普菲尔德设计良渚博物院的理念。从外观

看，博物院犹如 4个盒子，这取材于良渚遗

址中一个墓葬中出土的一组玉锥形器。博

物院的建筑整体坐落于湖上，立面采用了

素雅的石灰石材质，风格粗犷简约，较好地

与周边山水景观相融合。

建筑和博物馆本身是相得益彰的。在

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在保证审美的同时，我

们既要讲建筑的故事，又要注重它和良渚

文化之间的关联。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理念的传承。

中青报·中青网：良渚博物院周边配套
游览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等。博物院是否结合
周边的这些地点，推出一些面向公众的活动？

马东峰：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一个“1+
3”的展览展示体系，包括良渚博物院、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老虎岭遗址公园，以及

瑶山祭坛。

良渚遗址面积非常大，整个区域内共

有 300 余处遗址点。这些遗址点都非常重

要，但是有些点位很多观众难以看到或关

注不到。现在我们正在修建良渚文明探索

绿道，把整个良渚遗址的遗址点串联起来，

有一部分已经投入使用。

此外，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有一个对

外开放的考古基地，这是一个真正的考古

现场，观众可以到这里体验考古工作。

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文化盛宴

中青报·中青网：在社会教育方面，良
渚博物院打造了哪些主题品牌、特色课程？

马东峰：近年来，良渚博物院基于考古

发掘和研究成果，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

年，不断推出科普文章和读物。例如，目前

已推出科普图书《中国早期文明丛书》、绘

本《五千年良渚王国》等。

良渚博物院积极推进良渚文化进学

校、社区、老年公寓、企业等；同时运用

社会参与、跨界合作、互联网传播等方

式，探索良渚文化活态利用的有效路径，

逐步确立了良渚特色的博物馆教育理念。

我们发起“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

划，致力于推动全民化、无差别化的博

物馆教育服务；打造“良博奇妙夜”“世

遗×非遗”“良·雅·集音乐会”“良渚讲堂”

等全年龄段覆盖的社教品牌，向公众推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

数字化也在展览展示中得到广泛应

用。良渚博物院多次举办数字展，例如

“一起：寻找文明之光”特殊儿童数字美

术馆、“鸟迹虫文：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虚

拟体验展”等。在常设展厅，观众戴上

AR 导览眼镜，也可与良渚文明“零距

离”接触。博物院官网还推出了常设展虚

拟导览，足不出户，观众便能真切感受到

良渚文化。

中青报·中青网：近年来，良渚博物院
在文创开发上有哪些创新尝试？

马东峰：文创开发是传播良渚文化的

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关注文创带来的经

济效益，但更多关注其中的社会效益。

通过自主开发、品牌合作等方式，目前

良渚博物院已推出文创产品 600 余款，涵

盖日用家居、文具办公、贵金属、饰品、家

纺、益智玩具、工艺品摆件、食品、箱包、服

装服饰、纪念品 11个大类。例如，馥郁良渚

系列香薰产品获 2024 浙江省“浙派好礼”

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评选文博文创产品类

银奖；良渚文化的少量玉璧、玉琮上刻画有

鸟立高台形态的特殊符号，羽栖香台氛围

香薰灯以此为灵感来源，将古老艺术与现

代生活相融合……

与此同时，良渚文创积极参加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博览会、“杭州奇妙夜”、温州

文博会、长三角文博会、杭州文博会等大

型展会活动，进一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未来的博物馆
会是什么样子？

马东峰：未来，我们希望将博物馆展览

展示、研究、传播的体系建得更加完善。我们

要积极发挥博物馆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引领

作用，用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为观众做一

桌色香味俱全的文化盛宴。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是一所大学校

□ 杭 侃

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参

加在山西临汾举办的“晋文化”研究座谈

会，写下了“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

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4 句诗。这几句诗在考古界流传甚广，其

中“燕山龙”是指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

雕 C 形龙；“华山玫瑰”则是指在仰韶文化

时期庙底沟文化中经常出土的彩陶上所

绘制的花卉纹样，盛行于山西、陕西、河南

交界地区。

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际，仰韶文化与红

山文化之间，从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向

北贯穿山西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南

部折向东，直至今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一

带，存在一条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北方

“龙文化”与中原“华文化”二者之间进行

过频繁交往。

彩陶是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以天然

矿物如赭石、氧化锰、瓷土等为颜料，描绘

出纹饰之后，再经入窑焙烧而形成的一种

陶器。中国的彩陶大约出现在距今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的遗址都位于黄

土地带，这或许与黄土地带稳定的农业生

活及丰富的陶土资源等有关。

彩陶在仰韶文化时期曾经广泛分布，

并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考古学家根据其

时代和地域差异，又将这些不同地域特色

的彩陶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文化。其中，有

我们熟知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类型

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中

心的马家窑文化的大漩涡纹彩陶等，多种

多样的彩陶，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的百花齐放。

庙底沟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

期，距今约 6000 年到 5500 年，以独具特色

的“花瓣纹”彩陶为标识，波及范围北抵阴

山、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达甘青。考古学

家卜工认为，“在偌大的区域里，在众多的

文化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图案始终那么

统一、那么规范，如同旗帜一般鲜明，使人

一望即知其文化属性和功能”，这种“文化

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

模的文化融合。考古学家陈星灿称其为

“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

也较之前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渭河流域的

关中，仰韶时代遗址达 1300 处，其中庙底

沟文化遗址占了大部分。聚落的规模也从

数万平方米到几十万平方米不等，高陵杨

官寨遗址总面积甚至约 100 万平方米；其

中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 24.5万平方米，环

壕的周长约 1945 米，壕宽 9 米-13 米，深 2
米-4 米。挖掘这样规模的环壕，所形成的

土方量达 11万立方米，考古学家王炜林认

为，“这等规模的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

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这与之前半坡文化

姜寨遗址 2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

等级分化，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

晋南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因为

农业的发展，社会复杂化加剧，人口的增长

导致文化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彩陶的传

播。如果以《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

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

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作为参照的话，

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庙底沟文

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这个区域基本契合，

考古学家孙庆伟直言这是“黄帝部落的文

化初觉”。

一件由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在

1977 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

文化彩陶盆，是山西发现的最完整的史前

彩陶盆之一。器腹外壁绘制了两组红底黑

彩的缠枝花瓣纹。这件彩陶盆上的花纹简

洁灵动、色彩鲜明，堪称庙底沟类型彩陶艺

术的经典之作。整个器形就宛如一个待放

的花蕾，柔和中又蕴含着奔放的力量，让人

不禁想起那首《怒放的生命》中所唱：“我想要

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

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纹样的绘制部位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在

《史前席地起居用陶器的装饰艺术——漫

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

中，解释了这些彩陶纹样装饰部位的设计

理念：由于那时的人们在应用陶器饮食或

盛物时，“常处于坐着或蹲着的姿态，这就

引致主要花纹带的布置，选取在人们蹲、坐

时视线最集中的部位”。这与苏轼在《私试

策问》中谈到“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

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的情形相符。

然而，这样一个花蕾终究还是枯萎了。

在距今 45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以

灰陶为主的龙山时代。这是一个让我从本

科时代就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从直观的

视觉效果来说，彩绘可以表达更加丰富的

精神世界，如果从简单到复杂，那么应该是

灰陶在前，彩陶在后，然而考古地层学证明

彩陶流行的仰韶文化时代要早于色调简单

的龙山文化。

对这个问题，我几十年来请教过一些

学者，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直到最近读

到艺术史家巫鸿新著《中国绘画：远古至

唐》中的一段话：

昔日仰韶文化中心的中原，则被龙山
文化的一支所占据，该文化来自东部，以制
造带有印纹与凸纹的单色器皿为特征。因
此当青铜艺术在这一地区随后出现并获得
迅速发展时，青铜器以铸造而非彩绘作为
主要装饰方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灰陶取代彩绘红陶，可能更多的原因

不是技术，而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无论

如何，我还是喜欢那个百花灿烂的时代。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6000年前的“花瓣纹”彩陶：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 霍宏伟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唐朝李白看到的月亮比

现在的更圆吗？唐朝月光比现在的更亮吗？

虽然没有时光机，回不去唐朝，但是有

铜镜带我们穿越。从望不见月亮形象的铜

镜铭文，到真子飞霜镜背上方的半个月

亮；从盘龙双鹊月宫镜上的一轮小圆月，

再到画面充满整个镜背的月宫镜。唐朝的

月亮，从抽象的铭文，到具体的形象，由远

及近，从小到大，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

们的眼前。

隋末唐初的一些铜镜铭文，常将铜镜

比喻为明月，从中可以想见那时月亮的影

子。有一些铜镜可能是隋代铸造的，到了初

唐，仍在使用。铜镜纹饰布局仍沿袭汉镜以

来的历史传统，镜背内区大多为动物或植

物纹饰，外区一周为铭文带，阳文楷书。镜

铭一般四字或五字为一句，用词典雅，情真

意切。虽然在这一类镜子的背面看不到月

亮的形象，但能感受到明月在当时人们心

中的崇高地位，所以才将日常所用的镜子

比作圆月。

1966 年陕西省西安市动力厂出土一

面光流素月瑞兽镜，镜铭为“光流素月，质

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凝清。终古永固，

莹此心灵”。外围铭文带与内区瑞兽纹相映

成趣，展示出独具特色的艺术美感。

说了好一阵唐朝的月亮，只见文字，还

没看到月亮的影子，终于在真子飞霜镜上

发现了半个月亮，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

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唐代的真子飞霜镜，因镜上田字格中

的四字铭文而得名。镜背上部中央为祥云

托月，半个月亮若隐若现。也有人认为，镜

子上方的半圆形纹饰不是月亮，而是太阳

的形象。镜钮形制较为奇特，是一只乌龟伏

于荷叶之上。镜钮一侧，一位隐士“独坐幽

篁里，弹琴复长啸”。另一侧则是一只鸾鸟

独立石上。

“真子飞霜”究竟何意？有的说，端坐

竹林前的抚琴高士名为“真子”，所弹琴曲

为“飞霜”；有的说，整个画面反映的是古

代孝子尹伯奇放逐于野的故事；有的说，

这是有关伯牙弹琴的典故；甚至还有人将

其与佛教、道教人物等联系在一起。众说纷

纭，令人如坠雾中。

有一面真子飞霜镜的来历较为独特，

是 1983 年浙江宁海文物普查时征集到

的。据说，此镜为当地村民在溪流中发现。

镜缘上部略有磕碰的残损痕迹，其余部分

保存完好，历经一千余年，仍然乌黑发亮，

实属不易。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面真子飞霜镜品

相较好，纹饰清晰，高士抚琴，鸾鸟起舞，一

派祥和气氛。浙江金华镜子上的纹饰，半个

月亮清晰可见，“真子飞霜”四字铭文的位

置，却被一只展翅高飞的仙鹤代替，富于想

象力，画面动感极强。

以上真子飞霜镜一般都是圆形、葵花

形，西安出土的一面则镜形罕见，为亚字

形。镜背上方云海托月，半个月亮浮上来。

真子飞霜镜的形制，有的在细部上略

有差异。除了镜钮上方有“真子飞霜”四字，

或者有一只飞翔的仙鹤之外，还有一种在

镜缘饰以一周篆书体铭文带的，镜铭为：

“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

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

亲，照心照胆保千春。”

无论怎样，这些铜镜标本中，半个唐朝

月亮的美好形象还是能够展现在今人面

前，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

经典老歌《半个月亮爬上来》。近年来，有学

者根据故宫藏镜上的铭文“侯瑾之”三字，

认为真子飞霜镜上高士形象的原型应是东

汉末年敦煌地区的学者大儒侯瑾。

1955年，在洛阳涧西矿山机械厂发掘

唐代兴元元年（公元 784年）下葬的陈曦夫

妇合葬墓时，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墓中随

葬了两面别具一格的铜镜。

一面是盘龙双鹊月宫镜。钮下一条盘

龙龙首高昂，鳞爪飞扬。镜钮两侧各饰一只

长尾喜鹊，口衔绶带相对飞翔。最为奇特的

是镜钮上方一轮圆月当空高挂，月中桂树

枝繁叶茂，其两侧分别为月兔握杵捣臼、蟾

蜍伸展四肢。另一面铜镜为螺钿镜。镜背上

方，树影婆娑，明月高悬。镜钮两侧，两位高

士席地而坐，一位举杯饮酒，另一位弹奏阮

咸。清风明月，诗酒田园，构成了中国古代

文人理想的生活内容。

唐代张汇《千秋镜赋》云，千秋镜背“或

铸或镕，是磨是削。刻以为龙，镂以成鹊”，

“鹊飞如向月，龙盘以映池”（《文苑英华》卷

一〇五），与盘龙双鹊月宫镜上的纹饰恰好

相符。盘龙、双鹊、祥云，月宫中的玉兔、蟾

蜍、桂树，成为此类铜镜的画面主体，引发

人们对月宫的美好想象。

从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真子飞霜镜，到

一轮小圆月当空高挂的盘龙双鹊月宫镜，

唐朝的月亮从远到近，渐渐清晰地映入我

们的眼帘。最为细致入微地展示唐人心目中

的月亮形象的，莫过于马上出场的月宫镜，可

以说是“月兔捣药嫦娥舞，跳跃蟾蜍临桂树”。

圆形月宫镜为圆形，象征着一轮圆月，

画面中央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树的左

侧玉兔双手握杵，平静捣药。树的右侧上

方，嫦娥凌空飞起，轻盈舒展、衣带飘舞，有

一种“吴带当风”的意境，树下有一只蟾蜍

伸肢跳跃。

圆形月宫镜画面组合的另外一种形式

为：左嫦娥，中桂树，右玉兔（蟾蜍），这种组

合形式的月宫镜发现数量相对较少。

上海博物馆藏的一面月宫镜形制较为

奇特。在围绕着三圈铭文的中心圆内，挺拔

的桂树、直立握杵捣药的玉兔、张牙舞爪的

蟾蜍，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令人惊讶的是，

镜钮为伏兽钮，长尾冲天，头朝下，嘴里噬

咬着一匹奔马。在这幅惊心动魄的月宫图

之外，三圈铭文共计 156个字，讲述了唐开

元十年（722年）一位扬州吕氏匠人铸造铜

镜的故事。

月宫镜还有一种八瓣菱花的镜形，外

轮廓如鲜花绽放，花瓣外露。其形制美轮美

奂，装饰意味浓厚，仿佛现代制作月宫题材

的墙上挂盘。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瓣菱花形月宫镜

中，还有一类带“大吉”铭文的月宫镜，画面中

的嫦娥飞升于空，手托“大吉”铭牌，玉兔忘记

了捣药，蟾蜍起舞。“大吉”就是大吉大利。

1966 年，在隋唐洛阳宫城内发掘 7 座
烧瓦窑，其中，4号窑后壁上阴刻“大吉”两

字。洛阳宫城遗址内还出土吉字凤鸟纹方

砖。这些文字与月宫镜上的铭文一样，均寄

托了唐朝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

最后想说的这面月宫镜，是一个“终结

者”，它宣告了大唐月宫镜题材的结束。

1955年，这面方镜出土于湖南长沙丝茅冲

8 区 29 号唐末五代土坑墓中，这是我见到

年代最晚的月宫镜。形制也很特殊，方形中

套一圆形，嫦娥、玉兔、蟾蜍、桂树，月宫镜

上的各种元素均有。

亘古不变的十五之月，无论是唐朝还

是现在，都是一样圆，只不过唐时的明月

更加古朴，更有诗意，寄托着诸多诗人的

浪漫情怀与美好遐想。进一步延伸阅读，

可参阅我的新书《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

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

唐代的月光，凝聚在唐时的镜上，映照

着今人忙碌的身影。有人说：江湖上漂浮着

两条船，一条叫“名”，另一条叫“利”。太史

公亦云：“天下熙熙，皆

为利来；天下攘攘，皆

为利往。”元宵节将至，

从名利的桎梏中暂时解

脱出来，跨越时空，感受

一下唐时的月光，品味

着月宫镜上积聚千载的

唐朝月光，你是否体会

到了那份穿越带来的

闲适与惬意呢？

（作者系中国国家
博物馆研究馆员）

在铜镜上赏唐朝月光

1977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

彩陶盆。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飞龙在天：中

国铜镜史上龙纹形

象的三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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