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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文物故事》

内容概要

《河南文物故事:青铜篇》叙述了文物的出土、流传经历及与之相关的典故和事件，《河南文物故事:
青铜篇》还展现了文物自身的作用与价值，是对文物、考古、历史、文献等多方面资料的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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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发现的青铜尊来看，其造型多种多样。按照尊体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三类：有肩大
口尊、觚形尊和鸟兽动物造型尊，其中以鸟兽动物造型尊的形象最为生动。部分青铜尊表面还有兽面
纹、蕉叶纹或云雷纹等装饰纹样，神秘瑰丽。 妇好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文物，可以说件件精美
绝伦。不仅揭开了我国第一个女将军的身世，而且为研究商代晚期的历史、习俗、艺术等提供了重要
的资料。其中的一对鹗尊特别精致与英武，它们在形制和纹饰上基本相同。如今其中一件被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藏，另一件则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鹗尊铸工精湛、纹饰繁细、造型独
特，内壁还铸有“妇好”二字的铭文。在殷墟的考古发现中，规格较高的墓葬，往往会出土鹗鸟形式
的青铜酒尊，而在一般的墓葬中却从未发现过，此类器物应该是高级贵族才能拥有的特殊形制的青铜
器。“妇好”生前曾是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开疆辟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物，她拥有鹗尊自然是
毋庸置疑的。 作为古代的盛酒器，仿照鹗鸟的形象所制成的青铜酒尊在商代晚期极为盛行。鹗，俗称
“猫头鹰”，是一种食肉类猛禽，生活习性与大多数禽鸟不同，喜欢昼伏夜出。猫头鹰的双眼位于头
部正前方，视野宽广；飞行时悄无声息，听觉非常灵敏；长着十分锐利的喙和爪，以鼠类为主食，关
于猫头鹰民间有许多传说。那么，商代人为什么要以猫头鹰的形象作为青铜器的造型呢？这恐怕要源
于商代人原始的图腾崇拜了。古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可能起源于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或植物，于是就将它
们视为神灵加以供奉，同时还要敬献神灵能够欣纳的物品，借此换来对自己以及家族成员的保佑与庇
护，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仪式。鹗鸟，以其特殊的外表及独有的生活习性在商代人眼中充满了神
秘感，这种神秘感久而久之就转化成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感，鹗鸟进而被商代人推崇成为“战神”一般
的神鸟，成为商代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鹗尊反映了这一时期青铜艺术在
取材和装饰上所带有的强烈而浓厚的宗教色彩。 鹗尊的珍贵不仅仅体现在历史价值上，更着重表现在
它那非凡的造型设计和精细的装饰艺术上。铜尊的整体造型采用了拟人化的表现手法：站立的姿态、
矫健的身躯显得十分威武；神态端庄，雄浑有力，翘首挺胸，气宇轩昂，仿佛是一位打了胜仗归来的
武士，显得自信、骄傲；圆睁的双目，透露着狡黠的天性。鹗尊头部的后面开了一个半圆形的口，上
面有盖，盖子的前端站立着一只小的鹗鸟，小鹗鸟后面还跟随着一只小小的夔龙。在鹗尊的颈部还出
现了一只弯曲变形的鹗鸟，巧妙地构成了把手，使整件器物集完美艺术和实用为一身，浑然天成。更
让人赞叹不已的是，为了使器物获得稳固的支撑，鹗尊的鸟尾有意下拉，与站立的双足形成了一个三
角形的支撑点，这种夸张手法的巧妙运用，既简洁明快，又完全符合美学的标准。同时，鹗尊的装饰
工艺也极为华丽。鹗尊的喙部和胸部的纹饰为蝉纹，颈部两侧装饰了夔龙纹，在两边的翅膀上对称装
饰了盘绕的蛇纹，在尾部上还出现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鹗鸟纹样，整个铜尊的花纹布局可以说是平面线
条和立体纹饰的精妙结合。由于此时的工匠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原始的朴素的装饰艺术开始向宗教
化和宫廷化方面转变，形成了一种追求通体满花、繁缛富丽、神秘诡异的风格。在通高仅有46厘米的
鹗尊之上，布满了饕餮纹、云雷纹、羽纹、蛇纹、蝉纹、夔龙纹等八种纹样，每一种纹饰既可以独立
表现，也可以相互勾连缠绕，将这个神秘的夜的使者装扮得更加肃穆凝重，同时也透露出几分稚气可
掬、天真活泼的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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