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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贝壳的用处有

很多，除了作为食物、装饰、

生产工具、宗教道具、交易

货币以外，还会将其作为绘

画的载体。除了在河北、山

东等中山国墓葬有发现，贝

壳作画的风尚也是全球性

的。在美国科利尔县基马

尔科，人们曾发现过绘有单

色人物形象的贝壳，创作时

间约为公元 700 年至 1500

年之间。

由于贝壳画较为稀少，

因此对于它们的研究也不

多，直到最近，有中国学者

通过研究河北灵寿县青廉

村出土的贝壳画，首次实现

了中山国遗址贝壳画图像

成功复原复现，并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要知

道，这两幅贝壳画距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是战国时

期中山国的遗存，对于研究

这个神秘的国家有着重要

的意义。

根据形态学特征，被复

原的两件贝壳画被确认是画

在文蛤上的。文蛤是我国一

种较为常见的动物，主要栖

息于沿海的潮间带和潮下

带，自古便因为好吃又有药

用价值，受到人们的追捧。

使用贝壳作为随葬品

的习俗，在其他中山国的墓

葬中也曾经发现过，而且都

是成对出现的，因此这两枚

绘有图画的贝壳很有可能

源自同一个贝壳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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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中国学者首次复现“中山国”贝壳画
同学们一定听说过《东郭先

生和狼》的寓言故事，讲的是

东郭先生在中山国，遇到了一只忘

恩负义的狼的故事。中山狼，最早

出现在明代马中锡小说《中山狼传》

中，现在，“东郭先生”和“中山狼”已

经成为汉语固定词语，“东郭先生”

专指那些不辨是非而滥施同情心的

人，“中山狼”则是指忘恩负义、恩将

仇报的人。

中山狼里的中山国，到底在哪

里？它有着怎样独特的文化？近

日，有中国学者首次复原复现了来

自中山国的绘画图像，让人惊讶的

是，这些图像是画在贝壳上的！

神秘的中山国
中山国位于今太行山东麓河北

省中南部，是东周时期由我国北方

游牧民族白狄族鲜虞部所建立的诸

侯国。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期

有“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

“乘（shèng）”是春秋战国时期

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一辆战

车即“一乘”，是当时战争的基本编

制单位。

中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灵

活的战略战术、勇猛善战的游牧精

神，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

之国。公元前 506 年，“中山”之名第

一次作为国名载入史册。中山国在

与中原列强争雄抗衡中，经历多次

兴灭，都城多次易地，加之史载不

详，2000 多年来战国中山国成为鲜

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实际上，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

短语跟中山国关系，那就是“胡服骑

射”。中山国与其南邻赵国世代为

仇，经常发生战争。历史上著名的

赵武灵王进行改革，“胡服骑射”，一

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强兵富国，消

灭中山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山王

陵、中山国都灵寿古城、中山国早期

代表性遗存行唐故郡遗址等陆续被

发现、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具有

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文

物，2000 多年前消失的“神秘王国”

才逐步褪去神秘面纱。

中国古代的颜料
最早的颜料来自大自然，古代人

类从土壤、矿物、动植物中提取出各

种颜色的颜料。

中国古代颜料主要包括矿物颜

料、植物颜料。

矿物颜料取自天然矿石，具有稳

定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色彩鲜艳且耐

久。常见的矿物颜料包括朱砂、石

青、石绿和赭石等。朱砂来自汞矿，

石青来自蓝铜矿，石绿来自孔雀石。

植物颜料来源于植物，主要有花

青、藤黄、胭脂等。花青来自马蓝或

蓼蓝的叶子，藤黄来自海藤树的树

脂，胭脂则是由多种植物混合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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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复原这两幅贝壳画，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受埋藏环境影响，图像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研究团队先通过三维视频显微镜进行观察，

对贝壳画进行重建复原，随后再通过X射线荧光

与拉曼光谱，确定了彩绘中使用的各种颜料成

分。

2000多年前，中山国的能工巧匠就已经通过

自然颜料进行创作了：红色颜料，其鲜艳而饱满

的色彩来源于朱砂；绿色颜料，其清新而自然的

色调是孔雀石所赋予；黑色颜料，其深沉而神秘

的色彩得益于炭黑的运用。

此外，贝壳外侧一面可看到红色颜料的痕

迹，但被泥土严重遮盖而不易分辨。这些颜料的

选择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对色彩的精准把握，更

彰显出他们在材料运用上的高超技艺。

结合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珍藏的另两件贝

壳画，研究团队归纳出迄今所发现贝壳画的一些

显著相似之处：所有贝壳画均展现出工艺上的一

致性，都采用了被称为“减地”的浅浮雕技法，即

在一块平板上剔地去料,使图像造型浮突于材料

表面；用于绘画的贝壳种类相同，且大小相近，这

足以说明贝壳材料经过精心挑选；贝壳画的制作

可能遵循着一个标准化的程序框架，从而确保作

品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贝壳画科技考古研究还显示，这种别具一格

的艺术形式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似乎极为盛

行，其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汉代。这些贝壳画

不仅载体独特，而且题材丰富多样，人物刻画栩

栩如生，构图成熟精巧，因此具备极高的历史、科

学和艺术价值。

知 道 多 一 点本次研究的其中一件贝壳画

CT处理后的图像 线描图

填充色块后的效果 基于部分想象的最终图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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