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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10万
年前，汾河谷地的丁村人点燃人类早期文明火
种；4000多年前，崇山脚下的陶寺建起宫殿和城
市；2600年前，晋文公在这里成就霸业……

在风光旖旎的汾河畔，青松翠柏环绕间，以
“日月相抱”为造型的临汾市博物馆尽显优雅大
气。它的设计理念源于象征“日月同辉”的陶寺
古观象台，2018年一开馆，便成为众多文博爱好
者竞相打卡之地。

临汾市博物馆现藏文物15万余件（套），其中
国家一级文物 101 件 （套），尤以青铜器、陶瓷
器、木版年画等最具特色。博物馆基本陈列“表
里山河”包括“远古足迹”等4个展厅，从远古到
明清，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铺展开来。

追溯远古足迹

“远古足迹”展厅通过对丁村遗址、柿子滩遗
址、枣园遗址等考古成果的深入解读，展示了早
期智人在临汾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

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城南5公里，是新中国成
立后在北京周口店以外发现的首个大型旧石器时
代遗址。1954年秋，由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
文中、贾兰坡率领的考古队，在汾河畔的厚厚砂
层中发现了 3 枚智人牙齿化石、28 种动物化石和
2000多件1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填补了中国历史
上早期智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

“这是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的复制品。这些牙
齿呈铲状，铲状牙齿正是黄种人的特征。”临汾市
博物馆陈列展览部负责人梁军介绍，丁村人的化
石非常少，但对于了解中国古人类的连续演化进
程非常重要。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上承北京
人，下启山顶洞人，处于向现代人进化的关键阶段。

3组展柜中分别展示了丁村文化早中晚期的石
器。早中期比较典型的是石片、三棱大尖状器、
石球、刮削器等，晚期出现了融入以燧石为主的
精细原料制作的细石器制品。梁军介绍，旧石器
时代晚期，石器石料更加优质，器形更加规整，
类型更加丰富，以细石叶工艺为特征的细石器产
品占据主流地位。

吉县柿子滩遗址是距
今 2 万-1 万年间面积较
大、堆积较厚、内涵较丰
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展
厅里有一组柿子滩遗址出
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表
面磨蚀程度较高，残留物

和使用痕迹表明，它们兼具食物加工、装饰品磨
制和颜料研磨等功能，其中加工野生谷物的痕
迹，透出农业生产的曙光。

枣园文化距今7000-6400年，是目前山西发现
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枣园遗址的陶钵、陶盆
和房屋基址图、房屋模型等，显示当时的人们已
经过上农业定居生活。

解读陶寺文化

在第二展厅入口处，一件彩绘龙盘引人驻
足。它出土于襄汾县陶寺遗址，质地为灰陶，盘
内用红、白两色绘出团龙，红色表现龙头和盘曲
的龙身，白色表现鳞片，口中还吐出枝杈状芯子。

“陶寺遗址的早期王级大墓共出土4件彩绘龙
盘，这是其中1件，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梁军
介绍，陶寺龙盘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祈雨或祈求丰
收时使用的礼器，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产物，也
是华夏民族“龙的传人”的代表。

陶寺位于今山西省南部临汾平原，东临汾
河，背靠崇山。4000多年前，这里土壤肥沃、水
源充沛，适合农耕。展厅有一组三层立体沙盘，
结合数字三维技术，展示了陶寺遗址早中晚三个
时期的演进过程。

陶寺文化早期已开始筑城。到了中期，城址
迅速扩张，宫殿区、仓储区、墓葬区等功能区一
应俱全。陶寺文化晚期，功能区废弃，城墙毁
坏，陶寺遗址成为一般性的聚落。“陶寺遗址存在
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表现出早期都城的
雏形。”梁军说。

一个大型3D裸眼沉浸平台前，很多观众在排
队体验。这是模拟的陶寺古观象台，站在观测
点，或扶摇直上，或盘旋山谷，仿佛身临其境体
验四季交替、时光流转。“2003年发现的陶寺古观
象台集观象、授时、祭祀于一体，印证了《尚书·尧
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梁军说。

展柜里，朱书扁壶 （复制品） 和朱书扁壶残
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有朱
书文字的陶扁壶，引起学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将扁壶上的朱
书释为“文尧”二字。2006 年，陶寺宫
殿区晚期基址又出土朱书扁壶残片，作
为考古领队的何努认为，残片内侧朱书
为“尧”字的下半部，尽管残缺，但仍
能看出大概。

超大型城址、世界最古老的观象
台、大规模墓葬群、朱书扁壶……有学
者认为，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尧的都城。

“这是根据陶寺出土文物等比例
还原的圭表。圭表测量可以确定

‘地中’，决定都城选址，还可以用
来制定历法。”梁军说。陶寺中期王
墓出土了漆绘圭尺和作为游标、景
符、垂悬附件来使用的玉琮、玉
戚，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圭
表实物套装。

《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
中”，政权的交替伴随着圭表“中”
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
改变。经专家实地模拟观测，夏至
日影到陶寺圭尺的长度与 《周髀算
经》 记载“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
的“地中”标准吻合。

讲述晋国风云

说山西，不能不说晋国。晋国
是周代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始建于

西周，立国 600 余年，历经 38 位国君，创造了璀
璨的晋文化。临汾是晋国的核心，是晋霸春秋的
策源地。同一时期，在晋国周围还有一些小诸侯
国，如洪洞的南秦、翼城的霸国等，都是晋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被评为“2010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的发现让史书从未记
载的霸国进入人们的视线。在“晋霸春秋”展
厅，以整体套箱方式展示了大河口西周霸囯1017
号墓葬，墓上覆盖着厚厚一层青铜器和白色贝
壳，并用全息幻影成像呈现了墓地原貌。墓地中
发现了多件镶嵌蚌饰的漆木器，还有很多带铭文
的青铜器。

霸国墓地出土的铜鸟盉造型奇特，通体布满
精美纹饰。铜鸟胸腹部向前斜伸一管状长流，尾
下腹底有一象首足，象鼻外卷。铜鸟背部有盖，
盖内刻51字铭文。有专家认为它是酒器，也有学
者根据与它一同出土的铜盘推测，它们是古代贵
族在祭祀、宴饮等场合用来洗手的器具。

“从西周中后期开始，霸国逐渐衰落，很可能
在春秋早期被强大的晋国兼并。”梁军说。

由26块陶模和陶范组成的“模范巨阵”占据
了展厅一面墙。这些模和范出土于侯马铸铜遗
址，有工具范、兵器范、礼器范等多种类型，表
面有细如发丝的蟠螭纹、鳞纹等纹饰，是晋国青
铜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

春秋末期，晋国内讧不断，诸侯和卿大夫通
过结盟来打击敌对势力。展厅里有一组1965年出
土的侯马盟书，材质为玉石片，上以毛笔书写朱
红色文字。“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古代盟誓制
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梁军介
绍，盟书一般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
于地下或沉在河里。

侯马盟书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卿赵鞅参与晋国
内部由六卿纷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
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标志战国时代开
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见证平阳沧桑

临汾古称平阳，因筑城于平水北岸而得名。
“千秋平阳”展厅设有“铁之发展”“古傩源流”
“般若之光”等单元，展现了临汾地区从秦汉至明
清的地方特色文化。

梁军带记者来到一个长12余米的展台前，“要
特别介绍一下《赵城金藏》。”这部规模浩瀚的佛
教典籍为金皇统年间刻印，有 7000 余卷，现存
4000 余卷，既是佛书，也涉及哲学、历史、天
文、历算等，如今已成孤本，极其珍贵。

1933 年，《赵城金藏》 发现于洪洞广胜寺。
1949 年，移交北平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收
藏。《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
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而在临
汾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卷。

临汾冶铁业自古发达，春秋时期就有冶铁的
记载，唐宋时期达到高峰。展厅里一件44厘米长
的唐代铁卧牛，见证了临汾城千年沧桑，也是临
汾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尊铁牛历史上共出土3
次，最早是在后梁开平二年 （908年），晋州刺史
徐怀玉率军修补城墙时发现了这尊铁牛，众人皆
认为它是祥物，遂刻石载之，同铁牛共放于石
匣，埋于旧处。明洪武六年（1373年），平阳指挥
使胡渊清理旧城基础时发现石匣和铁牛，视为奇
物，命人撰文刻碑，一同埋于此处。1977年，铁
牛同石匣、石碑再次出土，并得以完好保存。

“临汾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在保证学术性
和科学性的前提下，以别出心裁的展陈方式和先
进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讲好文物背后的故
事。”临汾市博物馆馆长狄跟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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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的烟花在屏幕上绽放，喜庆的
爆竹声不绝于耳，飘扬的雪花映着红灯笼
和福字，窗台上放着可爱的布老虎……走
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瑞虎佑安——二〇二
二新春展”现场，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

在壬寅虎年即将到来之际，国博推
出新春特展，系统展示与虎有关的历史
文化、节俗信仰等，营造欢庆虎年新春
的祥和氛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自远古时代起，在与自然的相处
中，先民们就认识了虎这一体形庞大、
皮毛华丽、雄健威猛的动物，对其产生
敬畏和崇拜。虎的形象出现在玉佩、枕
头这类贴身使用的生活器物上，也出现
在孩童服饰、门头墙上，表达人们希望
借助虎威驱除邪祟、保佑平安的心愿，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祈福。

此次展览的展品上起商代，下迄21
世纪初，品类丰富，既有金玉璀璨、精
工细作的贵胄用器，又有粗陶灰瓦、朴
拙可爱的市井之物，从多个侧面展现中
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虎文化，其中七成以
上的展品为首次展出。

步入第一展厅，琳琅满目的瓷器映
入眼帘。对称展柜里，两件金代虎形瓷
枕一左一右、一题诗一绘画，似在欢迎
观众的到来。

在青铜器展区，国宝虎鎣隆重亮
相。虎鎣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曾为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的藏品，造
型端庄典雅，纹饰精美，因其流管为卧虎造型，顶盖内铸有“自作供
鎣”铭文，故被称为虎鎣。这件文物曾在海外漂泊百余年，经多方努
力，于2018年回归祖国怀抱，入藏国家博物馆。为庆祝虎年春节，虎鎣
归国之后再度“出山”，让观众一睹国宝风采。

西汉错金银虎形带钩设计巧妙，钩体为一只昂首阔步的老虎，气韵
生动，虎身镶嵌形状各异的金银片，利用金属的不同光泽来表现老虎华
丽斑斓的皮毛。虎尾卷曲呈钩状，用于钩系腰带，兼具审美与实用性。

在玉器展区，精雕细琢的玉虎、虎纹带銙、虎纹饰件等尽显古代匠
人的高超工艺，引得观众啧啧赞叹。

展厅里还展出了国博书画院艺术家们为迎接虎年新春所创作的多件
楹联与书画作品，表现出蓬勃生机与美好祝福。

此次展览的展陈设计可谓匠心独运。“展览采用中国传统多进式院落
的形式来表现传统‘家’的概念，以红色为主色调来渲染过年的气氛。
展厅中有五个不同造型的门进行空间区隔，划分瓷器、青铜、玉器、书
画等不同的展品区，传达‘五福临门’的吉祥寓意。”中国国家博物馆策
展工作部孙祥说。

展览中还设置了多媒体互动体验区，应用动态捕捉技术，为观众提
供体验剪纸艺术的机会。在充满民俗韵味的体验空间里，观众可以用手
模拟剪纸动作，创作精美的生肖剪纸，感受科技力量和传统艺术结合所
带来的乐趣。

本报电 （记者邹雅婷） 春节临近，“2022 年故宫博物院新春文化
‘佳’宴”专题将于农历腊月二十八 （1月30 日） 在故宫博物院官网及
“数字故宫”官方小程序上线，为大众奉上丰富多彩的云上文化大餐。

故宫博物院青少版网站将推出《紫禁城建筑的秘密》系列视音频节
目。节目通过拆解故宫中的建筑元素，用儿童视角的提问与解答，让小
朋友在动画短片与音频中了解古建筑知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上
线的同时，还将在官方微博和“数字故宫”小程序推出互动答题活动。

故宫数字文物库将全新发布1.5万件文物影像，同时还将上线虎年文
物专区，便于观众分类欣赏、查阅。

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打造“虎年生肖文化专题”，精选数十件“虎”
主题文物，介绍与虎相关的文化知识。

“数字故宫”小程序将推出“冰雪过大年”专题，以冰嬉图为主线，
融合展现古今冰雪运动、冰嬉运动竞技小游戏等，还将发放虎年微信红
包封面。

此外，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将推出“冰雪过大年”“福
虎生威”“吉祥画话吉祥”系列专题策划，融入冬奥气氛，持续展示故宫
风光、节俗知识、传统文化等内容。

2022年故宫博物院新春文化“佳”宴将持续至元宵节 （2月15日），
届时故宫官方微信公众号“微故宫”将为大家奉上元宵主题推送，介绍
与元宵赏灯相关的文物及文化知识，呈现别具一格的云上“元宵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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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将推出新春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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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霸国墓地出土铜鸟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