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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系文物，有一部分得自天

地造化，突出自然神韵，得益于大

自然的馈赠；有些则出自匠心神

工，凝聚人文意趣，展现工匠高超

技艺。被问及值得推荐的展品时，

任华利推荐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十节玉琮”。

“十节玉琮跟良渚晚期的玉琮

十分相似，这证明在很早长江中下

游之间已经有了文明的交流与往

来。”任华利介绍，玉琮从一产生就

带有宗教色彩，是一件通天礼神的

法器，作用就是与神沟通与天地交

流。而十节玉琮，在工艺与风格上

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玉器不太

相似，而是带有1000公里以外良

渚文化的烙印，这正是“我住长江

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

君，共饮长江水”的真实写照。

与十节玉琮位于同一展厅的

清代御题诗翡翠福禄寿图插屏也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福禄寿手里

捧着具有吉祥寓意的器物，而且背

面有皇帝的御题诗，这与我们传统

文化息息相关。”任华利说。同时，

元代青花玉壶春瓶也值得一看，元

青花在四川地区极为少见，推断为

元代景德镇窑烧造。“这不仅证实

了四川也有元青花分布，也印证了

成都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往来，

更为研究四川与全国的经济文化

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在展览中，观众还能邂逅明清

时期瓷器，它们被古人赋予了更多

的生命力和生活气息。原来，明代

的瓷器风格多变，各有千秋，官窑

青花的纹饰多为海水龙纹、缠枝花

卉等。民窑青花瓷器则更为实用，

反映民间的文化生活。清道光年

间的青花苍鹰花石图泡菜坛和清

光绪年间的青花山水图带盖火锅，

更凸显了瓷器的实用性。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8日。展览期间，金沙遗址博物

馆还推出“万物青”线上数字展。

同时，为方便各地观众观展，官网

专题页面、微信语音导览及360°

全景导览等也在开展当天和展览

期间陆续上线，致力于打造全民

参与的展览互动体验。与此同

时，金沙遗址博物馆不仅提供公

益讲解服务，还将陆续推出竹编、

穿珠、扎染、水拓等“青韵”系列公

益社教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实习生孙思淼

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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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

化的长河中，青

色始终占据着独特而

重要的地位。它既象

征着生机与希望，又蕴

含着宁静与深邃，是中

华民族审美体系与礼

制传统的重要载体。

7 月 16 日，四川地

区首个以文物为视角

解读中国传统色彩美

学 的 大 型 原 创 特 展

“青·韵——文物里的

中国传统色彩美学”正

式在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拉开帷幕。本次

展览汇集故宫博物院、

湖南博物院等国内 20

余家文博机构的200余

件青色系文物，包括青

玉、青花瓷、青瓷、翡

翠、绿松石、青金石、服

饰、青绿山水画等，丰

富多样、造型各异的青

色展品，不仅带领观众

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

青色美学之旅，更全面

展现中国传统色彩美

学的深厚底蕴与中华

文化的审美精髓。

在展览现场，不仅

有悠扬的琵琶、笛子声，

更有身穿宋制汉服的装

扮者与观众进行互动，

带领大家沉浸于青色美

学的世界。同时，此次

展览也邀请了很多汉服

爱好者，体验从兰汤洗

尘、焚香品茗到手工香

牌制作、文化典故聆听，

让汉服爱好者可以全方

位感受宋代“礼、香、茶、

艺”的文雅生活。

步入展厅，当青色与蓝色的光影交
织出现，身着青色衣物的装扮者在展厅
门口迎接观众。光影伴随琴声的变化，
呈现出一种独属于中国传统色彩的艺
术美感，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感受古人对于青色的独到见解。

此次展览一共包括五个部分，围绕
青色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序厅以“青，
东方色也”为主题，介绍了中国传统五
色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我们之所以选
择青色，是因为青色是中国传统文化里
所独有的色调。另一方面是因为金沙
遗址也出土了青玉以及绿松石这类青
色器物。”执行策展人任华利向记者阐
述青色作为展览主题的原因。

据任华利介绍，第一单元“蓝田日
暖玉生烟”聚焦自然馈赠，展示了天然
矿石的青色之美；第二单元“雨过天青
云破处”则转向人工巧作，呈现了造型
不一的青色器物；第三单元“世间无限
丹青手”升华至美学传承，汇集织物、山
水卷等青绿山水画。

展览在尾厅“青出于蓝胜于蓝”部
分画上句号，而主题也与非遗物品、学
生的创作进行了呼应。尾厅展示了四
川地区的瓷胎竹编、蜀锦、蜀绣、川剧等
相关青色非遗物品，展现了中国传统色
彩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而学生笔
下的青色作品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审
美情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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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节玉琮(新石器时代)

“青·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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