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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朱提青铜器中，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
的当数“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铜洗。“建
初”为东汉章帝刘超的年号，“建初元年”即
公元76年；最晚的为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
文》卷十四，容庚《汉金文录》卷五著录的双
鹭花纹的“建宁四年堂狼造”洗。“建宁”为
东汉灵帝刘宏年号，“建宁四年”即公元171
年。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绝大部
分产生于公元76年至公元171年的近百年
时间内。

朱提西邻邛都，《汉书·地理志》有载：
“邛都，南山出铜”。所谓南山，只是宽泛地
囊括了邛都以南的山脉，据考证，是指今天
的螺髻山一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物
普查中，果然在西昌南部山丘的黄联关、黄
水等地发现大型汉代冶铜遗址多处，印证
了史料记载。其中，黄联关镇东坪村汉代
冶铜遗址面积就达18万平方米，暴露于地
表的冶铜、铸铜、烧炭、铸币等炉基多达数
十个。足见在汉代，邛都县的冶铜、铸铜业
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虽然产地不明，
但其铭文的特征既有别于朱提、堂狼，纹饰
又不具备“东汉蜀郡（铜洗）底部多饰凤、羊
等图像”的风格，所以不排除“永和元年铭文
双鱼洗”就是“邛都制造”的可能。加之，这
件“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的鱼纹造型、艺术
手法等，又与云南昭通文管所收藏的“阳嘉
二年邛都造”铭文双鱼洗基本相同，尤其是
鱼鳞、鱼尾、水波等夸张技法、线条风格，几
乎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由此可以猜测，当
时“邛都制造”已经颇具规模，所产青铜制品
除供本地使用外，还销往了其他地区。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凉山州博物馆的
库房里，还有一件保存完整的双鱼纹铜洗，其
内底部铸有篆书的“永建二年邛都造作”铭
文，“永建”是东汉皇帝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
年号，“永建二年”即公元127年。这就实实
在在地告诉我们，早在一千九百年前，西昌一
带已经与朱提、堂狼一样，开始生产铜洗。

由于东汉时期的越嶲郡与朱提郡（东汉
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改县为郡，下辖朱
提、堂狼等五县）山水相连，两地之间的经济、
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朱提、堂狼的铭文双鱼洗
闻名于世，而邛都也是重要的产地之一，其历
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古代的西昌由于独特的地理优
势，一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南
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推动了沿线地区
的经济、贸易、文化及手工业发展，“邛都
铜洗”就是实实在在的明证。

笔者近年来整理四川历代旧
志和地情文献资料，闲暇时也喜
欢翻阅这些资料，从中常常会发
现很多有趣的词，而这些词又与
四川历史上一些人物的绰号有不
少关联。

四川总督——李豆花
李豆花指的是曾任四川总督

的贵州黔西人李世杰。因他常买
“蜀中市肆未成熟的豆腐杂生菜煮”
的“豆花”吃，赢得“李豆花”美称。

关于“豆花”，《雅安县志》卷
四称“浸豆磨浆，岩盐点之成乳，
曰豆花。用粗布裹作方块，曰豆
腐”。四川人所称豆花，与北方
的豆腐脑略有不同。“豆花即豆
腐之未成者”，它介于豆腐脑与
豆腐之间，嫩一点叫豆腐脑，老一
点叫豆腐。所以有老豆腐、嫩豆
花之说。食物之嫩者，莫如豆
花。日常生活中，形容女人皮肤
白嫩也叫豆花。车辐先生的小说

《锦城旧事》里有个重要人物“嫩
豆花儿”，其真名早已无人知晓，
因为她皮肤白而且嫩，所以大家
都叫她“嫩豆花儿”。

《啸海成都笔记续编》称：“成
都小吃嗑甲于各省最著名者，先有
山西馆之豆花，只三文钱一碗。椒
油麻酱，辛香异常，每日开堂不过
五钟，即已告毕。”不知道酷爱吃豆
花的李总督，当年是否曾去光顾
过。如今成都的大街小巷，时常
可以看到富顺豆花、李豆花的店
铺，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常。

川剧宗师——康二蛮
康二蛮指的是被称为“康圣

人”的一代川剧宗师康子林，因其
乳名“二蛮”得名。

康子林于清同治九年（1870）
生于邛崃，在家排行老二，长兄康
子久，乳名“康大蛮”，他别名“二
蛮”。《南史·萧子响传》说，“人名
蛮，复何容得蕴藉？”但四川民间
却不这样认为。尽管儿女金贵，
却都要给他们取个低贱难听的乳
名，认为这样孩子才会无灾无病
顺利地成长，也就是俗话说的“叫
得开，免了灾”，正如民国《南溪县
志》所说“祝其体力强健如蛮族，
故曰蛮也。”

1930 年 6 月某日，重庆“鼎
新”大舞台门前设了一个灵堂。
在数百副对联中，有一副对联这
样写着：“成都三庆会，中国两圣
人”。还有一副对联的下联写着：

“子林正音，有为变法，今后登台
出角，谁继康家两圣人？”民国时
期，中国有两个康圣人，一是维新
变法的康有为，一是川剧舞台上
的康子林。

《成都市志·川剧志》这样写
道：康子林“一生极力维护三庆
会，曾拒绝高薪邀请，甘与会内同
人共渡危艰。对人谦和恭谨，从
不疾言厉色，作风俭朴，律己甚严
常言‘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
友。’奖掖后学，热心公益……以
品艺双优而名列第一，获大银奖
章。……唱戏之余喜读书、唱扬
琴，懂医道、通绘画，并对明清古
画有鉴别力……川剧界尊称为

‘康圣人’‘戏圣’”。
一个“戏子”何以博得“圣人”

之名？不仅在于他戏演得好，更
在于他的品德高。康子林是川剧
文武生，文、武、唱、做，高、昆、胡、
弹无不擅长。功底深厚，嗓音清
脆，吐字清晰，行腔委婉，韵味隽
永，声情并茂。刻画人物细致真
切，性格鲜明，形神毕肖，尖子、翎
子、变脸等各种技艺俱佳。《评雪
辨踪》里冷、窘、酸、难的吕蒙正为
他赢得“活蒙正”之誉，《情探》里
忘恩负义的状元郎王魁，《八阵
图》里迷茫绝望的东吴都督陆逊，
都是康子林的拿手角色。时人赞
他“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
康子林为人正直，由他和杨素兰、
萧凯成等人发起的川剧著名班社

“三庆会”，被川剧研究专家周企
旭先生视为“现代川剧”诞生的标
志。民间戏班子，向来是诲淫的
渊薮，一些“草台班子”为吸引观
众，尽演一些诲淫戏，如《小上坟》

《上游庵》等等。但票友们都知
道，这些戏在三庆会里是看不到
的。康子林告诫三庆会的演员要
讲“口德、品德、戏德”，“表演宁可
不足，也不能过分渲染艳情，以免
导人以邪。”康子林还成立研精
社，致力于川剧改良工作。把昆、
高、胡、弹、灯几类剧目综合在一
起，对川剧的发展和艺人的团结
起到了促进作用。

1930 年 6 月，年届六旬的康
子林因常年带病坚持演出，辛劳
过度，殁于重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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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昌历史的了
解停留在距今两千年前，因为在有据可依的文献
里，西昌模糊的样貌最早出现在汉代，那时它叫
“邛都县”。它的诞生，始于大汉王朝对西南疆域
的开拓，以及郡县制的推行。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
越嶲郡（今凉山），下辖十五个县，郡治邛都（今西
昌）。此后不久，在司马相如的主持和带领下，“蜀
身毒”道成功开通，这条远达印度的商贸之路给西
昌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也让西昌的文化进
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

汉代以前，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
为主，少有青铜器的身影。而汉代以后，尤其是东
汉末年，安宁河流域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存，且在
西昌及周边发掘的诸多汉墓中，铜器变得常见，其
中不乏一些精品文物。

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为何
它们在汉代以后开始集中出现？且西昌周边出土
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生活用具？如此多的铜器出
土是否又与邛都产铜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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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昌马道的杨家山一号墓中曾
经出土过三件铜洗，三者竟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式样。

其中一件为“鱼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
弧腹较浅，浅圈足。口径32、圈足径巧6、高5.6厘米。腹
部有对称的铺首，底部有等距离的三枚乳丁，内底饰阳线
鱼纹。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铜洗中，双鱼纹铜洗居多，而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鱼纹铜洗”却为“单鱼纹”，且
无铭文标注，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

另一件为“凤鸟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
略斜，深弧腹，平底。口径34、腹径31.2、底径16.6、高17
厘米。腹上部和中部各饰两周凸弦纹，腹部有对称的铺
首，内底饰有浅阳线凤鸟图。

第三件则为敞口、方唇、斜宽沿，折腹较浅，平底，腹部
有对称的两个圆形鼻钮。口径23.9、底径10.6、高5厘米。

就目前发现的铜洗资料来看，无论是出自墓葬、窖穴
或是传世品，形制大小多较接近，实物资料反映，这类铜
洗是实用器而非明器（注：明器即随葬品），原本应该是活
人使用的一类生活器物。

杨家山一号墓为东汉时期砖室墓，不仅出土了摇钱
树、五株钱叠铸铸件等稀罕物件，还发现了洗、壶、篡、颤、
釜、盔、案、耳杯等生活用具94件，其中以铜器数量最多，
多达57件，陶器次之，还有少量铁器、金饰和铜钱。

而实用铜洗就有三件，可见墓主人非富即贵，家世显
赫，生前过着十分讲究的生活，否则，也用不起如此之多
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铜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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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早在1992年8月，西昌市东郊，邛海北岸
凉山电视台基建工地挖出一组汉代青铜器，经西昌市文
管所现场勘察和清理，确认这是一处汉代窖穴，附近汉晋
砖室墓密聚，其东 2 公里多外有一大型汉代聚落遗址
——大坟堆汉代遗址。窖穴距地表深1米许，窖穴外形
已被民工挖坏，穴中集中埋有东汉青铜器三件，其中一件
为“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

该铜洗为侈口，宽沿，深腹，平底，腹外腰部饰四道凸
弦纹，有对称铺首两个。洗内壁底部阳铸“永和元年李造
作工”八字铭文。铭文有边框，字体篆书，竖行。铭文两
侧对称各阳铸一鱼纹，两鱼大小一样，左鱼体态瘦削，右
鱼肥大，似有雌雄之分。双鱼头皆朝上，尾展开，身披鳞，
张口吐气，两翼有水波，作游动状。该洗口径36、口沿宽
3.3、底径19.5、通高19.5厘米，比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最
大一个铜洗还要大。其做工精良，光洁度好，纹饰优美，
可称为汉代铜器中之珍品。

目前，我国已知的东汉铭文双鱼纹铜洗中，大都出自
朱提县和堂狼县（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朱提、堂狼洗
的铭文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只铸纪年和产地，诸如：“建初
元年堂狼造”“建初四年朱提作”“延平元年朱提造工”等，
无一例铸有造作人姓氏的。但西昌东郊出土的“永和元
年李造作工”铭文双鱼洗却在纪年和造作人姓氏之后缀
一“工”字，而没有产地，这在大渡河以南以及云贵高原的

“西南夷”地区尚属首见。“永和元年”为东汉顺帝刘保的
纪年，即公元136年，可见此铜洗的独特与珍贵。

朱提县地处川滇黔交界处，是汉武帝时所置，它北通
巴蜀，南接滇越，东濒夜郎，西邻邛都，是巴蜀文化、夜郎
文化、滇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区。朱提多出产银、铜，《汉
书·地理志》有载：“朱提，山出银”；《后汉书·郡国志》亦
载：“朱提，山出银、铜”。可见在两汉时，朱提就是重要的
银、铜产地，因其铜矿蕴藏丰富，为朱提青铜文化的发展
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保障。

初见鱼纹铜洗，大家都会惊呼：“这不就是一个洗脸
盆吗？”“对啊，它就是一个洗脸盆，但却不是普通的洗脸
盆，差不多算是洗脸盆的‘老祖宗’了，并且不是人人都可
拥有。”凉山州博物馆工作人员贾丽笑着说。

“以铜作镜，可以正衣冠。”在铜镜产生以前的岁月
里，古人常在一种叫做“铜鉴”的盆子里盛上水用来照影，
因而后世也把铜镜称为“铜鉴”。铜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
期，发展到汉代时改名为“铜洗”，并有了新的用途。顾名
思义，“洗”就是盛水用作盥洗的器具，从功能和外形上来
看，和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洗脸盆差不多。

现代社会，不管有钱没钱，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
的脸盆，可在汉代，不同等级的人，洗脸所使用的用具其
材质却大不一样。

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在汉代最为流行。因为
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所以铜洗只能是
汉代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资格使用，普通老百姓一般只用
得起木洗、陶洗。

铜洗一般为圆形、敞口、鼓腹、平底，腹部外壁有对称
的铺首衔环一对，便于使用时提携。铜洗的内底部大多
铸有花纹图案，花纹大多为鱼纹、鱼鹭纹或羊纹，有着富
贵有余、洁白如鹭、吉祥如意的寓意。有的铜洗中央还铸
有铭文，铭文的内容有吉祥语、铸造的年代等，其中铭文
内容为产地的较为少见，因此也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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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鱼纹铜洗。

双鱼纹铜洗局部。

双鱼纹铜洗内底部拓片。

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
墓出土的铜傩戏双耳杯。

更多凉山宝藏，扫码上
封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