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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们就已
经开始铸造青铜器。甘肃马家窑文化
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我国
已知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铜器，距今已
有4800年历史。随着技术的发展，青
铜器冶炼技术也更加完善。周朝时，
以礼制管理国家、继承了商文化的周
人，赋予了青铜器特殊的含义，即“藏
礼于器”。从以青铜酒器为主的商代，
到以鼎、簋等食器作为礼器的周代，在
青铜器地位的变化中，中华文明也在
传承发展。

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特展“汉
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中，
就有一件青铜器“明星”，展示了中华
文明的赓续发展。这件由商人遗民所
铸造的青铜器上，284个字记录了两个
王朝交替时，绵延不断的文明。这就
是 1976 年 12 月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
扶风县庄白村一号窖藏的史墙盘。

284个字记录家国历史

这件青铜盘通高16.8厘米，口径

47.3厘米，盘深 8.1厘米，重 12.5公

斤。圈足，双附耳。腹饰垂冠长尾凤

纹。圈足饰窃曲纹，均用细雷纹衬

底。凤纹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

流行的纹饰。器内底铸有的铭文，特别

值得关注。铭文有18行，共计284个

字。这也是1949年以来出土的青铜器

中，镌刻铭文最多的青铜器之一。

人们之所以称它为史墙盘，因为

这是由来自微氏家族的史官“墙”，为

歌颂周王功绩、纪念先祖而制作的青

铜盘。关于这个微氏家族，在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此前的采访中，从

1999年开始参与周原遗址发掘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

曾介绍，文献中有很清楚的记载，“《史

记》及其索引中均有记载，孔子也曾经

评价其‘仁’，即‘微子去之，箕子为之

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这样

的微氏家族在跟随周王后，受到历代

周王重用。直到“墙”继承了“史”这一

官职，他决定在青铜器上刻以铭文，记

录家族的历史，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

的史墙盘。

铭文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周王室的

功绩。从文王讲起，历经武王、成王、

康王、昭王、穆王，一直讲到恭王，涵盖

了大半个西周历史。其中文王受天

命，武王征伐殷人，成王治理周邦，昭

王伐楚荆等事，均与已有的古籍文献

记载相互印证。后段为“墙”自述其先

人如何事周王的叙述，与前段中诸臣

子辅佐的内容相呼应。

史墙盘中记载的内容，与司马迁

在《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吻合，这既

增加了记载的真实性，也让墙盘有了

更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后人也能通

过这一件器物，对微氏家族有更加深

刻的了解。

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

说，当时出土了史墙盘的窖藏，便是微

氏家族的青铜器窖藏。“汉字中国”展览

中的折觥和兴簋，均出土于此。兴簋上

也有铭文。而折觥则因与其他青铜器

庄严的样子不同，而受到观众的喜爱。

体现文化的赓续发展

“这个家族是先商的遗民，他的先

祖被商王封在一个叫做‘微’的地方，

所以被称为‘微氏家族’。周代商后，

周人对先商遗民并没有赶尽杀绝，反

而招揽了他们，这是因为周人对商文

化是崇敬的，他们对商文化是一种继

承的关系。《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说

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体现的就

是这一点。”魏敏介绍。对此，徐良高

有着同样的见解：“周人继续任用其为

史官，体现了周人包容、多元的政策和

文化。”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文化，同时它

的文字发展又有了不同的面貌。”魏敏

说，从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就开始出现

在青铜器上。但是早期的商代青铜器

铭文只有简单的族徽或者族名，一直到

了商晚期之后，铭文才开始有了更多的

内容，这也跟青铜器的工艺发展有关。

而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仍是

记事性质。“比如说记载了族名、战事

的伤亡、统治者的赏赐等。但随着商

人崇鬼神、周人尚礼仪理念的变化，青

铜器上的铭文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魏敏说，史墙盘就是这样的一个见

证。观众在参观成博“汉字中国”展览

时，可以仔细辨认青铜器上的铭文，感

受文化的赓续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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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 赵孟頫《临兰亭序》真迹为何这么火？

说到正当红的重磅大展，不得不提到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展。此次展览220件重磅文物精品
汇聚，其中最具人气的莫过于赵孟頫《临兰亭序》这件书法作品，吸引了众多观众排着长队一睹“尊容”。为什么这么火？

日前，中国书协会员、四川省书协理事、成都市书协主席团艺术顾问钟杨琴笙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采访并给出答案：墨色
之中展现豪放大气和时代风骨。

西周铜器“史墙盘”:284个字讲述家国历史

史墙盘 兴簋

流传有序
赵孟頫真迹圆融如意

汉字，不仅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

桥梁，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漫长

悠久的岁月里，汉字不仅描绘了中华

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卷，更体现着中

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

《兰亭序》作于王羲之盛年，是其

书风集大成之作，被历代书法家誉为

“天下第一行书”。自李唐以来，随着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定和《兰亭序》

真迹的亡佚，各种形式的《兰亭序》复

制品更显珍贵，其中尤以唐代临摹本

和定武石刻最为难得。而身为宋太祖

赵匡胤十一世孙的赵孟頫，就藏有不

少定武善本，许多唐摹本也为赵孟頫

友朋辈收藏。

本次所展出的赵孟頫真迹来自无

锡博物院，是赵孟頫晚年所临作品，笔

法更加圆融如意，带有自身的儒雅遒

劲、清和洒落的书法境界。其上钤印

跋文从元到清七十有余，极为繁多，证

明了其流传有序，也清晰展现出这件

作品的坎坷经历。从明代大收藏家项

元汴，到明末书画家袁枢袁赋诚父子，

又到清代藏家王养度，再至无锡书画

家周怀民。后来，周怀民将毕生收藏

捐献给家乡的无锡博物院，让这件作

品不再是秘不示人的珍藏，大众也有

了一睹大师真迹风采的机会。

钟杨琴笙认为，古人学书法非常

重视笔法传承，“二王”笔法由其弟子

传至隋代智永禅师，初唐传至欧、虞、

褚、薛诸家，到了中晚唐时期，又传到

张旭、李邕、颜真卿、怀素、柳公权、徐

浩等人。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各个时期

重要的书法家。宋人在接受“二王”笔

法上体现出更自由化和风格化的“尚

意”书风，具有定法的“笔法单元”被解

体，个人意化的用笔冲破“法”的束缚，

“二王”笔法愈显衰薄，有被瓦解与稀

释的倾向。

承上启下
继承弘扬“二王”法书

赵孟頫何以成为承上启下的书法

巨匠？钟杨琴笙介绍，有一种说法是，

如果没有赵孟頫的继承与弘扬，以王

義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二王”书

法就不能得以延续，后世学书者因为

不能一窥“二王”书法的真谛，只能在

黑暗中瞎摸索和折腾，书法就有夭折

和崩溃的风险。他说，“至元代，赵孟

頫力挽狂澜，倡导恢复‘二王’笔法，并

竭力体现在艺术实践中。其所临《兰

亭序》一帖就是很好的证据，使‘二王’

为代表的帖学书法得以生生不息，流

传至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

孟頫既是‘二王’笔法的传承者，也是

中兴者。”

谈及赵孟頫《临兰亭序》这件作品

的书法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钟

杨琴笙说：“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赵孟頫

临王羲之《兰亭序》，是赵孟頫传世的

一件重要作品。赵孟頫是家喻户晓的

书法巨匠，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

和影响不需赘言。我想强调的是，他

在继承和弘扬以王義之、王献之父子

为代表的‘二王’文人书法体系上有突

出贡献。”

从王羲之到赵孟頫，两位不同时

代的书法家写就不断突破的文人精

神，历代藏家悉心珍藏的是笔锋之上

的不凡气度。赵孟頫《临兰亭序》不仅

蕴含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体现着气韵

生动的书法特色，更在墨色之中展现

了豪放大气、刚劲有力的时代风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