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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遗址内的高等级墓葬以玉器为重要随

葬品，可能将其视作通神的工具。

而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晚期龙纹盘，则体现了西周时期精

彩绝伦的制作工艺。其折沿浅腹，高圈足外撇，腹部设两附耳，

其中一附耳有两短横梁与器口相接。外腹饰一周变形龙纹，无

具象龙首。内壁饰 12 条首尾相接的鱼纹。内底中心为盘旋式的

卷龙纹，龙首居中，有两圈眼眶，圆目突出，龙角和口部的形

式比较特别，左龙角后有一小龙，龙首下有两条对称曲体的小龙。

躯干右旋，饰鳞纹，旁设两爪。

根据文献记载，这类盘主要使用在盥礼之中，盥礼即洗手礼，

用盛水的盉或匜浇水洗手，废水承接在盘中。在祭祀和宴飨时

都要行盥礼，以表明自身的洁净和对客人的敬重。龙纹多与盘

等水器结合，体现了龙与水的联系。

赫赫金龙

唐代无疑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高峰期。此次展览中，有

两件极为珍贵的唐代龙形文物，堪称一大亮点。西安博物院藏

的唐代金龙长首独角，1971 年陕西省西安市郭家滩村出土，这

条金龙巨目阔口，眼与耳下有三撮短须，作腾空奔驰状，脚爪

锐利，爪为三趾。身躯较直，下部镂空处镶嵌绿松石。角、三

爪及尾上各有一小孔，为穿铆钉之用，推测其应为某件器物上

的装饰。龙鳞清晰细密，形态矫健有力，反映出唐代高超的工

艺水平和审美趣味。

与之相呼应的是西安博物院藏的唐代鎏金铜龙首银链，这

件难得的文物是 1980 年在陕西省咸阳窑店出土的。链身以银丝

编结，配以龙首形锁头。龙首为铜质，表面鎏金，独角长嘴，

巨目獠牙，大耳长须，鼻上卷，口含圆环锁扣。龙首与链铆接

在一起，整器长达 102 厘米，重 647 克。根据相似文物判断，

此链可能是僧人或居士佩戴的项链，意在礼佛护法。其制作精良，

材料昂贵，侧面反映出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当时佛教寺

院经济的发达程度。

龙在瓷中

宋代开始，龙的造型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范式，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北宋郭若虚所著《图画见闻志》中总结出画龙“折

出三停，分成九似”的理论。此次展

览中，上海博物馆藏定窑白釉印

花云龙纹盘，体现了金代瓷器

制作的高水平。该盘敞口，

弧腹，圈足。器身及足端

皆满釉，釉色白中泛黄。

口沿因覆烧无法施釉形成

芒口露胎，以金属镶扣进

行装饰。内壁模印云龙纹，

龙身矫健，鳞甲细密，首尾相

顾，腾跃于云气之中。这件龙

纹盘工艺精湛，存世稀少，堪

称佳作，可能为河北曲阳法兴寺遗址出土的数件云龙纹盘之一。

上博馆藏的另一件清代乾隆年间景德镇窑青花胭脂红云龙

纹双耳扁瓶，瓶身前后各以胭脂红彩绘一正面五爪龙，并以青

花绘祥云环绕其间，青花深沉，胭脂红娇艳，两色相映成趣。

扁瓶颈部以胭脂红彩书写异体“寿”字，寓意百寿吉祥。底部

落青花六字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

乾隆一朝多有对历代名瓷的临摹与仿烧，此类扁瓶应是借

鉴明永宣时期的抱月瓶而来。胭脂红为釉上彩，于雍正十三年

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成功，督陶官唐英称之为“新制西洋紫色”。

五爪龙纹是清代官窑瓷器的御用纹样。不过至晚在乾隆初，这

类纹样已经在民间使用，且官方并未严厉禁止。乾隆所作的朱

批中明确表示“五爪龙者，外边常有”，指示唐英可将选落之

器在当地变价出售。

本周博物

定窑
　　定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

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

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

起的一大瓷窑体系。定窑原为

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

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

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

称，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

市曲阳县（原属今定州市）的涧磁村、野北村及东燕川村、

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

青花胭脂红云龙纹双耳扁瓶。

红山文化晚期玉玦形龙。

定窑白釉印花云龙纹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