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汉
字

特别
报道

大展

制作精良
与现代毛笔相差不大

“白马作”毛笔杆长 21.9 厘米，竹

制，精细匀正，中空，浅褐色。笔杆中下

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刀法工秀整

齐。汉代仍保留着“物勒工名”的手工业

传统，“白马”当为制作此笔的工匠名

字。刘光煜介绍，“目前没有其他文物刻

有‘白马’，现存古籍文献中也没有关于

‘白马’的记载，因为中国史书记载王侯

将相较多，记载工匠的比较少。我们在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其他毛笔，

上面也刻着一些工匠的名字，但是刻有

‘白马’的只有这一件。”

作为汉代毛笔的代表作，这支毛笔

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毛笔有何不同呢？刘

光煜认为，“白马作”毛笔已经与现在的

毛笔相差不大，这支毛笔的笔头外覆黄

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

并济，富有弹性，已经具备了古人对一支

好笔所要求的“尖、齐、圆、健”四个条件，

即所谓“笔之四德”，很适宜于在竹、木质

地的简牍上书写。“这支笔的杆长是21.9

厘米，笔头长1.6厘米，通长是23.5厘

米，这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刚好与

《论衡》所谓‘一尺之笔’相吻合。”刘光煜

认为，这说明当时的毛笔制作已经有成

熟严格的规范。

过去，有人认为，毛笔是秦代名将蒙

恬创制的，如今已证实这个说法不成

立。因为大量事实表明，远在蒙恬以前

很久，毛笔即被广泛使用。刘光煜说，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绘制彩陶，使用什么

工具，现在尚无定论，但是从彩陶的纹样

和彩绘笔画特征推测，当时的人们已经在

使用毛笔。比如说，画流线型的线条需要

用尖峰细笔，画宽带纹就要用宽扁的笔。

在一些彩陶上，用凝练的长线条画花纹，

需要用含水量大的长峰硬毫笔画成。”他

认为，黄河流域的先民较早地制作出性能

优良的毛笔，并出色地掌握了运用毛笔的

技巧，这对以后中国以尖峰毛笔为主的书

写和绘画有决定性意义。

刘光煜介绍，商代盛行用龟甲和兽

骨进行占卜，其占卜记录通常刻在甲骨

上，刻前需要先用朱或黑在甲骨上书写，

然后依笔迹用刀。从残留的尚未契刻的

文字笔画观察，可知当时已使用毛笔无

疑。刘光煜说，目前所见最早的毛笔是

在战国时期，笔杆用竹制作，笔头用的是

兔箭毛，制作方法是把竹竿端部劈开，将

理顺的毛束夹在其中，然后用线缠绕，再

涂以漆。

后端削细
便于插入发中或冠上

谈到“白马作”毛笔，刘光煜认为，这

支笔尤为特别的地方在于笔杆后端尖头

削细，“汉代官员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

洗净的毛笔尾端，横插入发中或冠上，以

便随时取用，俗称‘簪白笔’。簪笔的习

俗流传已久，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用簪笔

代士的规制。”

《正义》曰：“簪笔，谓以毛装簪头，长

五寸，插在冠前，谓之为笔，言插笔备礼

也。”《正义》所言，已经不是实用之笔，而

纯为一种装饰物了，“白马作”毛笔尾端

削为钝尖，显然是为了便于簪插，并且出

土时的位置，正在墓主人头部之左侧，表

明入殓时笔即簪头上。这可作为汉代文

职官吏“簪笔”之制的印证。

竹制文物很难保存，这支竹制毛笔

如何得以保存2000多年直至出土？刘

光煜回答：“这和甘肃的地理条件、气候

条件有关。磨嘴子汉墓气候干燥，又有

沙质的土，非常适合木制文物的保存。

我们从里面发掘了很多珍贵文物，包括

几件国宝级文物。甘肃省博物馆也是汉

代木质文物保存最多的博物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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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书法艺术，是东
方文化园囿中的一

丛奇葩，它把线条所能显示出
来的动态美感和意念境界挥
洒到极致。汉字书法的无穷
魅力，首先来自汉字独特的形
体结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书
写者的文化修养、精神气质和
表现技巧。而毛笔的发明，是
我们祖先对文化事业的一大
贡献，没有毛笔便没有汉字书
法艺术，二者相辅相成，彼此
倾注了无限生命力。在漫长
的演进过程中，汉字书写方式
孕育了篆、隶、楷、行、草等书
体，每种书体各有其风骨妍
态，这就扩大了书法的表现幅
度，为毛笔的纸上驰骋开辟了
更广阔的天地。

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
——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
展上，有一件“国宝级”文物，展
示了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这
件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
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

“白马作”毛笔，是制作最精
良、保存最完整，闻名于海内
外的一支毛笔，人们公认它是
我国毛笔的代表性作品。此
笔通长23.5厘米，正是汉制长
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
所言“一尺之笔”的长度相
合。为何这支毛笔的笔杆后
端尖头削尖？甘肃省博物馆
保管部副主任刘光煜对此进
行了解读。

国宝“白马作”毛笔：
印证汉代文职官吏“簪笔”习俗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

旗举行的首届辽上京文化论坛上，辽上

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介绍，最新的考古发

掘，不仅初步确认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陵寝的位置，且证明辽祖陵主要承继了

唐代陵寝制度。

契 丹 人 建 立 的 辽 朝（公 元 907

年-1125年），主要有五处帝陵。辽祖陵

是其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位于

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西南约20

公里的“祖山”一个口袋形山谷中。

2003年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对辽祖陵遗址进行了全面考

古调查、试掘。2007年至2010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

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

祖陵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

掘，目前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我们根据地面调查，找到了辽祖陵

陵园内最大的一处人工建筑遗迹——一

座人工修筑痕迹清楚的大土丘。”董新林

说，这个“土丘”略呈弧面扇形，东西长约

125米，上下高57米。“我们推测这很可

能是辽太祖陵寝玄宫外的封土，而玄宫

主体应在人工土丘后面的山体内。”他

说，在土丘西南侧发现2个残缺石人像

和1个石犬，从而初步从考古学上确认

了辽太祖陵寝玄宫的位置。

对于《辽史·地理志》所记载的“太祖

陵凿山为殿”等史料，董新林说：“我们在

考古调查和发掘中都得到了确认。”同

时，考古队基本明晰了陵园内的主要建

筑布局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初步认识

到辽祖陵营建规划理念。耶律阿保机驾

崩后，葬在西距上京城约20公里的山谷

中，这与唐朝帝王陵择地近都、位于都城

西侧的规制相合。辽祖陵陵园分为内、

外两区，形如“日”字，应是模仿上京城而

设计，是古代中原王朝“帝陵若都邑”规

划理念的体现。

唐朝帝陵有两种形制，即“依山为

陵”和“堆土为陵”。董新林认为，辽祖陵

既“依山”又“堆土”，主要承继了唐代陵

寝制度的规制，又有创新，为后来辽朝诸

帝陵所遵循，这反映出契丹族统治者对

汉族文化传统的尊崇和效仿，体现出北

方游牧民族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方面所

作出的独特贡献，“可以说，以辽祖陵为

代表的辽代陵寝制度可纳入中国古代陵

寝制度的演变模式中，是其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新华社

考古证明辽祖陵承继唐代陵寝制度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展览现场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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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祖陵玄宫封土丘南侧发现的石人像、石犬。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