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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奇才辛弃疾唯一传世墨宝
《去国帖》：字里行间感受金戈铁马

鱼季尊的主人是谁？ 器内铭文揭秘身份谜团

他是南宋数一数二
的豪放派词人，有

“词中之龙”之称，一句“醉里挑
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写出

“沙场秋点兵”的大气磅礴；他
也有柔情似水的情怀，写下了
浅斟低唱、阴柔缠绵的宋词，更
留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
含蓄婉转，让无数后人回味至
今。提起他的名字，国人自然
耳熟能详，他就是南宋能文能
武的奇才——辛弃疾。

人们朗诵辛弃疾的千古名
篇，领悟其豪放的文学风格和
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感叹他
一生命途多舛、壮志难酬，只能
将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的关
切、忧虑，全部寄寓词作之中。

数百年的历史风云之后，
于诗词之外，人们如何寻觅辛
弃疾的足迹？如今，走进成
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
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就
能邂逅辛弃疾唯一传世真迹

《去国帖》。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

年），36岁的辛弃疾写下了《去
国帖》这篇信札，彼时的他，有
着怎样的复杂心境和微妙情
感？日前，就在辛弃疾唯一传
世真迹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四川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
主席、秘书长王道义说起了这
位爱国文学家的铮铮铁骨、家
国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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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帖》里一腔报国热情
“邂逅一个真实的辛稼轩”

《去国帖》作为目前仅见的

辛弃疾传世墨宝，其史学价值

及艺术价值可见一斑。据悉，

此帖是《宋人手简册》中一页，

内容为酬应类。《去国帖》共10

行 ，110 字 ，文 中“秋 初 去

国，……日从事于兵车羽檄

间”，是指辛弃疾在江西提刑任

平“茶寇”赖文政事。细看帖中的释文，

就能明白其中表达的含义，和辛弃疾当

时身处的环境。

“这是在辛弃疾36岁任江西提刑时，

写给同仁的一封信。”王道义说，这封信

上实际暗含着辛弃疾拳拳报国之心。文

中大意为：自从去年秋天离京，如今已经

是冬季，因为忙于平叛，疏于写信问候，

神魂盼归。字里行间，皆是戎马倥偬。

王道义说，回看辛弃疾一生，他出生

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21岁的他

毅然“鸠众二千”，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声

势浩大的起义军。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

及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辛弃疾名重一

时，他的仕宦生涯也由此开启。可在宦海

沉浮中，他数次起落，终是壮志难酬。

王道义谈起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

是在这幅《去国帖》的正中偏上位置，有

洇了的一块墨痕很显眼。他曾经两次陪

着文艺界的同僚去观赏，大家对这块墨

痕猜测纷纷。“我认为，这大概就是辛弃

疾笔下的‘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无人领会这一腔报国热情所催下的一滴

热泪。”

同时，王道义也说起这幅《去国帖》

中记载的细微小事，从中能够看到辛弃

疾作为南宋官员，为百姓做的点滴细

节。在辛弃疾身上，不仅有抵御外寇的

慷慨激越，更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利民

济民。这些，恰恰是容易被人忽略的。

“这件《去国帖》，正是从辛弃疾身边

的工作小事、交往小事，点点滴滴发散开

去。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辛弃疾，真实的

辛稼轩。”

真迹流露“士大夫”风范
“不失为一件杰出的书法作品”

穿越数百年的时光，当这件《去国

帖》被静静摆放在玻璃展柜之中，在领略

辛弃疾勤政爱民的崇高品格、满腔的爱

国热情之外，不妨将目光聚焦在他留下

的墨宝真迹中，体会他流畅自如的运锋

用笔。从中，可以一窥辛弃疾作为士大

夫的另外一面，领略他扎实的文字基础、

缜密的士子风范。

“我们今天能够在展览中见到这样

的作品，不仅在爱国情怀、文化意义、精

神格调上有新的触动，并且还能发现辛

弃疾在书法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王

道义细细剖析，从辛弃疾的这幅真迹中，

可以看到他书法学习王羲之、苏东坡和

黄庭坚，用笔刚劲、字势雄强。虽然是小

小的一幅信笺，却充满了雅正之气。

“可以说，全篇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

报国之志，而且那种风流儒雅、风云舒

卷、潇洒的风范，都是值得学习书法的今

人借鉴的。”

王道义强调，虽然在书法史上，辛弃

疾并不以书法的创作见长，但《去国帖》

不失为一件杰出的书法作品。从这幅真

迹中，辛弃疾精深的书法功底和不凡的

艺术才华显露无遗。“从用笔、结字、章

法，包括古代书信体中‘黄伞格’行文款

式，都是颇有功底的。”

自6月10日开展以来，成都博物馆

“汉字中国”特展吸引了众多观众，此次

展览将汉字所承载的悠久历史，穿越时

空呈现在观众眼前。其中，在辛弃疾《去

国帖》已然泛黄的纸张上，写满文人墨客

的家国大义、铮铮风骨。需要特别提醒

的是，出于文保要求，该展品已于7月10

日撤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徐语杨 实习生吴松芝

尊是商周青铜器中重要的盛酒
器，流行于商至西周中期。在青铜器
铭文中，食器和酒器都泛称尊彝，但约
定俗成的尊通常是高体大口。尊一般
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器肩有明显
转折，流行于商代早中期，还有一种类
似 于 觚 ，流 行 于 商 周 晚 期 至 春 秋 时
期。另外还有一种动物形状的盛酒
器，也被称为尊。

在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
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展览中，有一件精
美的青铜盛酒器，与我们常见的尊形
制不同，它的形制和纹饰风格独特，不
仅有足还有鋬（把手），具有独特的文
化特征，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就是
鱼季尊。

鱼季尊长方形，扁椭状，口沿卷曲
外侈。如此精美的青铜器通常用在哪
些场合？器内底的铭文又包含了哪些
历史信息？7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王竑，请她讲述了这件
文物背后的故事。

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
使用者的身份较为尊贵

尊，又作樽，《说文》中记载：“樽，酒

器也，从酋廿以奉之。周礼六尊：牺尊、

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

宾客之礼。尊，或从寸。”《段注》记载：

“凡酒必实，于尊以待酌者。郑注礼曰：

置酒曰尊……”商代的尊大多为侈口、

高颈、广肩、大腹、圈足。殷墟晚期和西

周早期盛行觚形尊，体较觚粗大，器腹

略凸出。西周中期出现侈口、缩颈、垂

腹、底圈足。

在商至西周中期，尊主要用于身份

地位较高的人出席的场合，它也是乡饮

酒礼中不可缺少的盛酒器。乡饮酒礼

是古代推举贤能而举行的一种宴饮礼

仪，通常由乡大夫主办，招待乡里贤能

之人或德高望重者，而最贤能者为宴饮

礼中的主宾。《仪礼·乡射礼》中记载，宴

席中，宾客的席位坐北朝南，以东端为

尊，主宾的位置设在宾客席位的最东

端，其余的宾客依次而坐，主人的位置

则是坐东面西。

在筵席中，酒尊设在主宾的东侧，

以方便取酒。王竑介绍：“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东方具有特殊的意义，为最尊

贵的方位，汉以后用青龙标识。尊这种

酒器在乡饮酒礼中的摆放位置，不仅被

设置在主宾的东侧，更与使用者的身份

息息相关。即便在宫廷中使用，其摆放

位置与乡饮酒礼中也是一样的。”

器内底铭文透露主人身份
造型罕见与文化属性有关

尊也有造型生动的鸟兽之形，多见

象、牛、马、羊、鸟等动物，如“三羊尊”

“四羊尊”“龙虎尊”“牛头尊”等，其质地

有青铜尊，也有陶质。鱼季尊呈束颈，

下腹垂，腹下有四扁形虎足，腹侧有一

兽头鋬。颈部饰凸弦纹，腹部饰一周共

身的夔龙夔凤纹，有云雷纹衬地。器内

底铸有铭文二行六字“鱼季乍(作)宝

旅彝”。

王竑介绍：“我们可以从鱼季尊的

器内底铭文得知，鱼季尊的主人叫鱼

季，在家里排行较小，而鱼季尊出土于

陕西宝鸡鱼国墓地竹园沟4号墓。这

个墓地的规模相对较大，青铜器比较

多。由此推断，鱼季是西周早期鱼国的

大贵族。”

王竑认为鱼季尊独特的形制特征，

可能与其族群文化背景有关，而不只是

具备艺术价值。“鱼季尊的造型比较罕

见，这种独特性与它的文化属性有关，

比如它可能反映了鱼国民族文化的特

质。鱼国墓地出土文物与巴蜀文化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鱼国很有可能是来

自巴蜀地区的部族。”

王竑还提到，根据文物的发掘地点

和时代信息，鱼季尊不仅反映了鱼国的

历史信息，还有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的

交流互动。

尊入诗很多，张旭诗云，“寄语尊前

客，生涯若转蓬”。杜牧《赠别》诗云，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

曾巩《虞美人草》诗云，“当年遗事久成

空，慷慨尊前为谁舞”。所谓“尊前”，就

是酒尊之前。不论是“尊前”还是“尊

酒”之“尊”，都是指酒器，如同今日人们

说的“杯前”“杯酒”。随着时代的发展，

“尊”字的含义已不局限于酒尊了，如今

延伸出的意思，更象征着敬重和尊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海韵

鱼季尊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王道义

辛弃疾行楷书《去国帖》宋 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