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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与凤的浪漫协奏

在众多威严肃穆的青铜器和娟秀
精美的丝织品文物里，一架彩绘漆木
虎座鸟架鼓赫然立于陈列柜中——

只见两只引吭高歌的凤鸟立于背
向踞坐的双虎之上，凤冠之间悬挂着
一面大鼓，两只幼虎后足蹬在凤鸟背
脊，前足托住鼓腔……

绕到展柜两侧，俯身凝视漆木虎
座，虎面肌肉轮廓分明，两只虎眼炯炯
有神，虎口吐出长长的、弯绕至虎下巴
的舌头，显现萌态，为百兽之王平添一
分俏皮可爱。

战国时期，漆器生产盛况空前，纹
饰较前代更加繁缛精美，造型更加奇
谲瑰丽，极富浪漫主义气质，观赏性与
实用性兼备，成为中国漆艺发展史上
一个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重要历史
阶段。

虎座鸟架鼓一般出土于高等级贵
族墓中，是文献所记载的悬鼓之一，目
前仅见于战国时期楚墓。2002年，湖
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发现了这件精美
的战国晚期虎座鸟架鼓，通高135.9厘
米、宽134厘米，自出土以来一直收藏
于湖北省博物馆。

“它是迄今为止楚墓出土的虎座
鸟架鼓中最完美的一件。”湖北省博物
馆漆器保护工作室研究馆员李澜在展
厅内端详着这件文物说，虎座繁缛精
美，凤鸟神态逼真，尤其是托住鼓腔的
两只幼虎造型非常少见。一个鼓面上
绘制了几何纹饰，另一个鼓面上描绘
了楚人的生活场景，这些丰富的元素
构成了一件造型多样、结构完整的虎
座鸟架鼓，堪称完美。

李澜指着鼓面上的细节对记者
说，仔细观察可见鼓面中心由3只虎盘
旋而成，围成一个圆心，两个鼓面对
称，共绘制有6只虎。虎啸震天，把鼓
面中心绘制成虎的图案传递了古人对
虎的威力和灵性的崇拜。

2020年底，湖北省博物馆十大“镇
馆之宝”评选结果揭晓，彰显楚文化独
特魅力的虎座鸟架鼓获此殊荣，李澜

带领团队加速了对这件文物的修复。
出土饱水漆器的保护与修复，目

前在国内只有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文
保中心两家单位的技术最为成熟。

李澜回忆说，最难修复的部分是
其中一副断裂的凤鸟翅膀，两对凤鸟
的翅膀都是张开的，处于悬空状态，因
此修复时不能将文物平放在地上，只
能架空起来再修复。

在修复过程中，李澜惊讶地发现，
近看虎座鸟架鼓底座的盘蛇显露出片
片金黄色的蛇鳞，色泽虽已黯淡，仍倔
强地宣告着 2000 多年前璀璨夺目的
光彩。

退后远观，在这处题为“八音和
鸣”的展厅区域，一套颇为完善的中国
古代礼乐文明制度铺陈开来……虎座
鸟架鼓位列前方，翘首挺立，在它身后
陈列着一排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编
钟，编钟两侧辅以编磬、琴瑟等乐器共
同展出，仿佛齐声演奏和谐有序的乐
章，回响至今……

莫高窟的“黏人大猫”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老虎大多
凶猛威严。但在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
高窟，百兽之王造型“百变”，展现出千
年前的生灵之美。

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绢画《携
虎行脚僧》中，老虎好似“黏人大猫”。
这幅唐代绢画描绘了取经归来的僧人
与虎相伴而行的场景。画面中，僧人
脚穿草编凉鞋，身背装满经卷的沉重
书箱，一手拿佛珠，一手执木杖，目光
沉着坚毅。在他身旁，是一只看上去
毛茸茸、肉嘟嘟的“萌态”老虎。

据敦煌研究院专家介绍，这幅绢
画笔触细腻、颜色淡雅，是“行脚僧”题
材的精品之作。在中国古代，“行脚
僧”形象一度流行画坛。敦煌壁画和
藏经洞出土文物中，保留了至少20个

“行脚僧”形象。尽管路途孤寂艰险，
但这些或“萌”或“猛”的老虎却始终与
僧人相伴。

在莫高窟唐代第92窟窟顶，绘有

一只黑色花纹的老虎。这只老虎并非
“虎视眈眈”，而是静卧一旁显得“楚楚
可怜”。据介绍，这幅作品表现的是释
迦牟尼涅槃前百兽前来听法、举哀的
场景。千年前的画工，用流畅的线条
勾画出老虎的躯体姿态，用黑、白、褐
等颜色描绘着老虎的毛色，着笔不多
却形神兼备。

在开凿于北周时期的莫高窟第
296窟中，有一幅经变画《五百强盗成
佛图》。在山林之中，老虎与鹿对峙相
望。壁画中的老虎没有敷彩，仅用赭
红色颜料勾线。画工用寥寥数笔，便
勾勒出一只耳朵尖、眼睛圆、目光炯炯
的猛兽。老虎与鹿的眼神相碰，构成
了紧张的气氛。

敦煌莫高窟被称为“沙漠中的美
术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洞窟营
造千年不绝。莫高窟现存洞窟735个、
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藏
经洞出土的文物达五六万件。

文图均据新华社

虎年 虎说

虎座鸟架、绢画老虎……
这些“萌虎”俏皮可爱

这里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的征战场景，这
里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人的精神世界……在湖北
省博物馆新馆中，常设专题陈列之一“楚国八百年”全面展
示楚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在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百
兽之王老虎造型“百变”，展现出千年前的生灵之美。

莫高窟第296窟的虎与鹿。

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绢画
《携虎行脚僧》。

湖北省博物馆新馆陈列的虎座鸟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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