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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志。”

7 月盛夏，成都博物馆“汉字
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
文明”特展主办方收到一份
特别礼物，一位来自陕西汉
中的观众，在情真意切的感
谢信后面附上自己精心书
写的12个毛笔字，用最中国
的方式赞美特展，这句《三
国演义》中曹操刘备煮酒论
英雄时脍炙人口的金句，形
容观者如云的“汉字中国”
大展，毫不违和。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沿
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是
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是
人类文明的瑰宝。穿越千
年，见字如面，“汉字中国”
特展以解码汉字承载的中
华文化基因的方式，诠释
何以中国。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
里有源，人们不惧烈日悬
天，排长队到成博观展，其
实是在膜拜华夏风骨，寻觅
精神原乡，追随文物脚步。
人们行走在汉字的历史脉
络中，感受着中华文明的悠
久璀璨。

穿越千年 见字如面
□吴德玉

静静用目光摩挲展品，那一撇那一捺
淬炼出钟灵毓秀的中国智慧——

距今约8000年的刻符龟甲，其上刻画

的符号与甲骨文中的“目”字极为相似，仿

佛于混沌之中开了一双天眼，也开启了汉

字的旅程。

史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史记·
周本纪》中的内容高度吻合，而关于微氏家

族发展史的内容不曾见于已知的文献，史

墙盘的记述填补了这段空白，具有很高的

史料价值。

五代雕版印刷佛经印于后唐天成二年

（927年），是国内现存较早的雕版印刷作

品，为研究早期雕版印刷技术和佛教文化

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细细用心灵品味内涵，那一件那一幅
凝聚着跨越山海的中国气质——

最火爆的当属赵孟頫临《兰亭序》，展

柜前排起的长队，写满热望。这件赵孟頫

临本在继承“书圣”王羲之遗韵的基础上，

带有自身的儒雅遒劲、清和洒落，堪称传世

佳作。松雪老人晚年笔力已入神化域，却

不知，据史料记载，赵孟頫临摹《兰亭序》多

达上万本，果真是笔随人老。

行楷书《去国帖》，是辛弃疾36岁任江

西提刑时写给同僚的一封信，这幅目前仅

见的辛弃疾传世墨宝暗含拳拳报国之心。

有当代书法家将上面的一块墨痕解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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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丘勅卷》是宋徽宗存世墨宝中少

有的行书作品，彼时的他仍处盛世，笔力

的潇洒和飘逸诉说着这位帝王的安逸惬

意。作品中还有清乾隆御题七言律诗一

首，千古两皇帝穿越时空的惺惺相惜一

览无余。

这一件件文物之所以跨越千年依然安

然无恙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凝聚了多少人

的心血？

慢慢用好奇探究幕后，那些人那些事
弘扬着笃实宽厚的中国美德——

“秦诏版”铸造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

元前221年），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

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详实的物

证，同时也对研究秦篆的书写风格提供了

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这背后还有一个传

奇故事：1976年，甘肃省一位博物馆工作

人员在下乡征集文物时遇到了一个主动上

交文物的老乡，收到一块不起眼的古代铜

板，这就是和秦始皇有关的国家一级文物

秦诏版。

西周康生豆，是山西太原老人雷毓祺

从铜厂的废铜里拣出的青铜文物，20年

来，雷毓祺及拣选文物小组的组员经手的

废铜有数十万吨，从中拣选的文物有大到

高两米的铜佛像，小到直径几厘米的钱币、

铜箭头等，总重量达50余吨。

何以中国，这就是中国！知来处，明去

处。华夏传统中有国人的精神基因，文化

传承中有民族的志气底蕴。植根于五千多

年文明的文化沃壤，让我们勇毅前行。

“墙”之子“兴”铸造青铜壶
十三年兴壶上已出现几何纹样

三年兴壶铸造于西周中期，从庄白村

共出土两件兴壶，器型大小纹饰基本相

同。整体浑厚庄重，纹饰粗犷豪放，繁而不

乱。主体饰以波带纹，为象形纹饰。十三

年兴壶则铸造于西周中期到晚期过渡阶

段，既保留了西周早中期的基本趋势，又发

扬了西周晚期的特色。与三年兴壶一样，

十三年兴壶共出土两件，器型纹饰铭文基

本相同。其基本形制为圆形腹、长颈、圈足

形捉手，颈两侧为兽首衔环、圈足，颈部有

长篇铭文，腹部纹饰为北方地区特有的十

字条带文。值得一提的是，十三年兴壶的

纹饰上，已经出现了几何纹样。对此，讲解

人员引用了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解读：“几

何纹样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逐渐发展为抽

象化的符号，用于装饰和美观。在当时，具

有巫术礼仪图腾的含义。”

如此精美的纹样，究竟是用何种方法

铸造的？两位工作人员讲解道，古人制造

青铜器，主要运用的是模范法。首先用泥

土做出青铜器的形状，雕刻花纹作为内

模。待内模干透后，抹上一层草木灰，再在

草木灰的外面裹上一层泥，等干透后将最

外层的泥剥开，得到外范。将内模削去一

定厚度，与外范合起来，再以熔化好的青铜

液灌注其中，待凝结后，即可得到青铜器。

既然都来自庄白村一号窖藏，那么这

两件青铜器与史墙盘一样，应该同属于微

氏家族。讲解人员告诉记者，实际上，墙为

第六世，兴为第七世，墙为兴之父。这样的

关系，从94号兴爵铭文中的“父丁”、64号

兴钟铭文中“皇考丁公”，均可得到证实。

“微氏家族传至兴世，势大业大，成了王室

的宠臣。兴经常伴驾周王，屡受重赏，这在

其所铸的器铭中有清楚的记载。”

曾数度受到周王赏赐
“青铜史书”名不虚传

从两件青铜器上镌刻的铭文，后人得

以一窥西周的礼制。三年兴壶在盖外侧铸

有铭文12行60字，记载周王在不同时间举

行飨礼时，将羔俎和彘俎赏赐给兴之事。

所谓“飨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施

行的招待贵族的隆重礼节，是具有“亲和万

民”之意的礼仪活动，在西周是非常隆重的

典礼。《周礼·秋官司寇》中就有“飨礼九献”

的相关记载。西周初期，周天子最隆重的

飨礼仅为“三献之礼”，后来才出现了只有

周天子能用“九献之礼”。

从三年兴壶铭文上看，从九月丁巳到

己丑的三十三天内，兴先后两次受到了周

王的赏赐，一次在郑，一次在句陵。虽然兴

受赏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以得知兴两次

受赏的时间都是随周王外巡时。不难发

现，兴居于周王的左右，应该是王室的重

臣，有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同为庄白村

一号窖藏出土的兴钟上，也有记叙兴辅佐

尹氏的铭文可以证明。尹氏为史官之长，

兴继承祖考之业，辅佐尹氏，掌管威仪礼制

之事，自诩日夜敬勉，不敢息惰，福禄蓬勃，

和乐无穷。铭文中的“羔俎”，即彘俎，是指

放猪牲肉的器物，《说文》：“彘，豕也。”按照

周代的礼制，赏赐羔俎、彘俎是周王对臣下

的特殊恩典。

受访者告诉记者，能够从青铜器中了

解到的周朝制度，远不止这些。“从鼎中可

以了解到列鼎制度，列鼎制度规定了天子、

诸侯、卿、大夫、士在祭祀、宴飨、丧葬时所

用鼎的数量，以及鼎中所用肉菜种类、簋的

数量、簋中所放素菜的种类和数量。从盘

上可以看到贵族净手的沃盥之礼，如‘史墙

盘’。从刖人奴隶守门鼎中还可以看西周

刑罚制度。从折觥、大盂、青铜酒禁里可以

看到周人饮酒礼。”这些记载和资料，不仅

能够印证史书中的记载，也能够提供给后

人更多了解历史的途径。

由此可以看出，西周的青铜器，不仅具

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一方面，它的铭文能够

作为补充，印证史书记载的真实；另一方

面，它还能够补充古籍记载外的历史细节，

在家国大事中增添属于家族和个人的记

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史墙”之子“兴”所铸青铜壶：
饰有几何纹样，铭文印证史书记载

说到中国的青铜器珍品，不

得不提到陕西宝鸡扶风县庄白村

一号窖藏。这里共出土青铜器

103件，其中74件都铸有铭文，包

括“青铜史书”史墙盘、“艺术瑰

宝”折觥、三年兴壶、十三年兴壶

等等。幸运的是，在本次“汉字中

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

展中，观众在成都博物馆能一次

看到多件来自庄白一号窖藏的青

铜器。

史墙盘的名字由来，是因为

起意铸造该器物的人名为“墙”，

职位为“史”。三年兴壶、十三年

兴壶的名字由来同样如此。名为

“兴”的人，受到了周王的赏赐。

为了纪念这件事，也为了歌颂周

王的恩赐，于是铸造了这两件青

铜器物。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邀请宝鸡周原博物院工

作人员韩云、讲解员党竟尧，解读

了这两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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