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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院 90 周年，近日，南京博物院推出
“玉润中华——中华玉文明的万年史诗图卷”特展，汇
集国内 40 多家考古文博单位的文物珍品 600 余件

（组），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顶级玉器盛宴。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表示，玉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
史，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此次展览分为玉生华夏、玉成中
国、玉美神州 3 个章节，以中国玉器近万年的发展
史为线索，阐释博大精深的玉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
系，呈现精美玉器所蕴含的匠心巧思和中华民族比
德于玉、温良坚韧的品格。

先民制玉 沟通天地

在展览第一单元，一组距今9000多年的玉器诉
说着中国先民制玉的悠久历史。

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只是一座百米小山，却被
誉为“中华玉文化的摇篮”。2015 年以来，小南山遗
址出土了环、玦、管、珠、璧、斧等各类玉器 140余件，
部分玉器表面有砂绳切割留下的弧形痕迹。根据文
化特征和测年数据分析，这批玉器的年代为距今
9000多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组合。

发源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距今 6500 年至
5000 年，以种类丰富、雕刻精美的玉器闻名于世。
这些玉器大多作为随葬品出现，具有宗教、祭祀意
义。龙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一种是 C
形玉龙，另一种是玉猪龙。此次展出的故宫博物院
藏红山文化玉龙由一整块黄绿色闪石玉雕琢而成，
龙身弯曲成优美的虹形曲线。玉龙头部雕刻出梭形
长眼、长而前凸的吻、上翘的鼻等，脑后长鬣飘
逸，龙身中部有穿系孔。据介绍，这件玉龙是目前
所见最大的一件C形玉龙。

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是国内目前发现最
早、保存最完整的集坛、庙、冢为一体的大型宗教
祭祀遗址，出土了大量红山文化玉器。展览中展示
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玉凤、玉人等，一般
被认为是巫师祭祀通神时所用的法器。

距离牛河梁遗址1000多公里的安徽省含山县凌
家滩遗址也是一处以玉闻名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
遗址，距今约5800年到5300年，出土了与红山文化相
仿的玉人。这件玉人为蹲坐状，方脸，细目，姿态端庄
虔敬，两臂弯曲，五指张开置于胸前，双手戴有多个臂
环，背后饰高颈服饰和对钻的隧孔。专家认为，相距
甚远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遗址出现了相似的玉器，表
明这一时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互动。

玉鹰也是凌家滩文化的典型器物，双面雕刻，
呈展翅飞翔状，双翼作猪首形，鹰首侧向傲视，鹰
眼、猪眼和猪鼻孔均以穿孔表示。鹰腹部刻有圆圈
间八角星纹。据介绍，八角星纹在长江中下游和海
岱地区常见，或为刻画，或为彩绘，反映了华东地
区先民对该图形意涵的一致认同。

在凌家滩文化走向衰落的同时，长江下游的良
渚文化开始兴起。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
器，通常作为随葬品放在墓主头侧、手边或套在手
臂上。展览中呈现的多件良渚文化玉琮均刻有神人
兽面纹，这种纹饰在不同形制的良渚玉礼器上多有
出现，代表了良渚先民的信仰。

以玉载礼 一脉相承

夏商周时期，多元化的邦国文明逐渐走向一体化
的王朝文明，玉器成为维持国家礼仪和制度的载体，
在华夏民族的凝聚、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二里头遗址被称为“最早
的中国”，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
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等，专家认为可能
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经过

商周的传承扬弃，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以牙璋、
璧戚为代表的玉礼器是二里头文化礼制的象征。牙
璋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早期牙璋尺寸
较小，造型较为简单，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
向尺寸大型化、扉牙龙形化、功能礼器化转变。此
次展出了二里头遗址七区 7 号墓出土的牙璋，是二
里头迄今发现的 4 件牙璋中造型最复杂的一件。器
身下端与柄部之间有阑，阑部刻有密集的凹凸弦
纹，阑两侧边施刻大小扉棱与扉牙，左右两两相
对，排列密集工整，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

玉戈在商代玉器中是王权礼制的典型代表。此
次展出的商代大玉戈出土自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遗
址李家嘴3号墓，长94厘米、宽11厘米，是目前已
知商代玉戈中最大的一件。

到了周代，玉的宗教功能明显弱化，玉器成为
礼制和伦理的载体。除了象征神权与王权的礼器之
外，各种佩饰器大量出现。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
地虢季夫人墓出土的西周五璜联佩，由 1 件人龙合
纹佩、5件形态各异的璜、368颗红色或橘红色玛瑙
珠和 15 颗菱形料珠相间串系而成。《周礼》 等文献
中明确记载了贵族器具的使用等级，从考古发现
看，虢国国君为公爵，墓葬有七璜联佩，虢国国君
夫人的随葬品为五璜联佩，与晋国国君 （侯爵） 随
葬玉佩的等级一致。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使用逐渐扩大到普通百
姓，此外，以玉比德的风气兴起，提倡佩玉制度
化，玉器的装饰性也更加突出。此次展出的战国晚
期龙虎纹绞丝环、玉舞人、龙首衔环双身玉带钩
等，造型灵动，雕工精细，令人赞叹。

卮是古代盛酒、饮酒的器皿，流行于战国和两
汉时期，常用于重要仪式、筵席等。安徽省巢湖市
北山头 1 号墓出土的朱雀衔环踏虎玉卮，采用浅浮
雕、高浮雕、透雕、线刻等多种技法刻琢纹饰。整
器造型别致，构图奇巧，工艺高超，是价值非凡的
玉雕精品。

汉代重黄老思想，玉器多表现求仙、长生主
题，常刻画王母、朱雀等道教神灵形象。东汉镂雕
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出土于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
畅墓，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也是汉代玉器中唯一
的玉座屏。此器由 4 块镂空玉片接插而成，两侧支

架为连璧形，分别透雕一龙。中间两屏玉片略呈半
月形，两端有榫，插入架内，两屏分别透雕西王
母、东王公和羽人、朱雀、玄武、玉兔、三足乌等
纹饰。整个画面灵动多姿，超世脱俗，颇具浪漫主
义色彩。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第三批禁
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精雕细琢 多姿多彩

三国时期至明清，在多民族融合、东西方交流
的历史大潮中，中华玉文化吸收融汇不同民族、不
同地域的文化和技术，迈向艺术巅峰。

唐代丝绸之路畅通，和田玉料大量输入中原地
区，有实用价值的玉杯、玉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
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展览中的唐代胡人伎
乐玉带、羚羊首玛瑙来通杯等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
交流的盛况。

宋代玉器器型多样化、实用化，图案装饰丰
富，以人物、花卉和鸟兽为题材的玉器神形兼备，
富有生活情趣。天津博物馆藏骑鹅持荷玉童子由和
田白玉制成，生动写实，情态逼真，展现了当时的
社会民俗。据文献记载，宋代七夕节，民间多供奉
一种叫“磨喝乐”（又称“磨合罗”） 的玩偶，即手
持莲花或荷叶的童子。莲蓬多子，持莲童子寓意

“连生贵子”。
辽金元时期是文化融合的时代，“春水秋山玉”

是这一时期独特的玉器类型，表现北方游牧民族的
狩猎、游幸活动。展厅里展示的春水图玉钩及绦
环、双鹿柞树纹玉饰、秋山图玉带饰，均是这一题
材的典型代表。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嵌宝石金
座玉帽顶华美夺目，由金质椭圆形喇叭状底座和白
玉镂空龙纹顶饰组成，金座覆莲瓣面上现存宝石 7
颗。元代帽顶是辨尊卑的标志之一，帽顶用玉品级
高于用金，宝石及龙纹玉帽顶应为皇室贵族佩用。

明代玉器形成了追求装饰美的艺术风格，随着商
品经济繁荣，民间观玉、赏玉之风盛行，在经济发达的
大城市中开有玉肆，最著名的制玉中心是苏州。故宫
博物院藏明代“子刚”款白玉凤螭万寿纹合卺杯是苏
州制玉名家陆子刚的作品。杯为双筒相连式，两筒间
镂雕一凤为杯柄，杯前雕双螭攀趴于杯壁，外饰上下
两周绳纹，两道绳结间雕方形饰，其上琢“万寿”二
字。杯两侧分别琢篆文诗句和款识，其中一侧杯口沿
琢“子刚制”款。据此次展览策展人左骏介绍，该合卺
杯可能是明代后期某位皇帝大婚时所用。

清代玉器玉质精良，碾琢精细，品种繁多，包
括仿古玉器、陈设玉器、实用玉器、装饰玉器、文
房玉器等。清乾隆嘉庆时期集历代玉雕之大成，在
中国古代玉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人以“乾
隆工”来赞誉乾隆朝精益求精的琢玉工艺。展览中可
以看到乾隆时期的白玉熏、仿古雕龙黄玉方觥、青
玉丹台春晓图山子等，还有一方珍贵的“太上皇帝之
宝”玉印，是乾隆帝传位于嘉庆帝后使用的。

从通天的法器到王权的象征，再到君子品德的
表达，乃至成为百姓生活中兼具实用性的工艺品，
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创新发展，历经万
年仍散发着温润的光芒。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
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
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河山，
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
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这
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
毅为悼念彭雪枫而共同题写的挽词，对
彭雪枫的革命人生给予了高度赞誉。

彭雪枫，河南镇平人，原名修道，
1907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
年投身革命，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师长、师政委，新
四军第四师师长等职。1944 年 9 月 11
日，在指挥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时，
彭雪枫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殉国，年
仅 37岁。彭雪枫战功卓著，享有“德才
兼备、智勇双全”的盛名，2009 年被评
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彭雪枫留下的家
书和日记抒发着伟大的爱国情怀，传承
着感人的红色家风。

彭雪枫家境贫寒，但家人对他的教
育极为重视。彭雪枫的祖父是一位粗通
文墨并讲究道德修养的人，彭雪枫四五
岁时，祖父就亲自教他读书写字。稍
长，他又在伯父彭延庆办的私塾为富家
子弟作伴读。在小学读书期间，彭雪枫
尤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废寝忘食地刻
苦读书。后来，彭雪枫以“儒将”闻名天
下，被称颂为“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
这与他自幼勤奋好学分不开。正如他自
己所说，离家之初的艰难时期之所以能够
做到自力更生，就是“凭着祖父给我幼小
时的一点‘文化’，父母给我的教养下的聪
明（他们都是正直无私的人）”。

彭雪枫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作、艰苦朴素的品质。为了补贴
家用，其父除耕作外，还以织绸为副业。在私塾和小学读书期
间，彭雪枫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父亲织绸。后来他去城里上学，
为了一双鞋能多穿些时日，以减少母亲做鞋的辛劳，进城时，他
一离村便把鞋脱了拿在手中，到城边再穿上；回家时，一出城又
把鞋脱了，进村前再穿上。到了35岁结婚时，当大家看到他那床
被子已破烂不堪，要给他换床新被子时，彭雪枫怎么也不肯换，
同爱人一道拿起针线，把破被子一针一针补起来。事后，他对爱
人说：“如果我们结婚换新被子，其他干部怎么办？目前部队很困
难，我们不能特殊。”

彭雪枫深爱自己的妻子林颖，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与她交流
为人处世的看法，互相鼓励，共同进步。恋爱期间，彭雪枫就在
信中说：“待人接物上，不要过于锋芒外露……注意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待人接物，更谦逊些，更诚恳些，更大方
些，更刻苦努力些！”同时，还将毛泽东在其外出进行统战工作时临
别叮嘱的一句话“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送给她，与之共勉。结婚
之后，针对妻子在如何交友和待人接物方面的提问，彭雪枫答复道：

“既交友了，又怕人家存戒心，不易接近，那只有靠自己的一个
‘诚’字，日久天长，自能潜移默化了。……诚实是虚伪的反面，
为古今中外所共认的美德，我辈应以此二字共励共勉。”

彭雪枫对孩子满怀深沉的爱。1942年 12月 3日，在妻子待产
之际，彭雪枫写信关心地问：“孩子应该生下来了？这是我最关怀
的事！”12月 16日，当得知孩子出生后，他又写信说，“既已生下，不
管男女，都是共产党的后代，盼你谨慎育养”。12月24日，得知敌情
有大变化后又嘱托妻子“接信后，速将小孩交奶妈，或送人家看
养”。孩子不幸夭折后，彭雪枫悲痛不已，在1943年6月5日写给妻
子的信中记述：“昨日由铜城回淮北，路过观音寺，吃午饭，立即忆及
你去冬经该处时，痛遭孩子夭折之伤心事！打听孩子埋的地方，也
没结果，目睹景物，回忆前情，不禁为之悽然！”

苍天有情，幼子夭折之后，妻子又为彭雪枫怀了一个孩子，
那就是彭小枫。虽然彭小枫出生于父亲牺牲之后，未能与父亲一
起生活，但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要以父亲为榜样。诸多长辈的讲述
以及父亲留下的文稿、书信，使彭小枫日渐了解父亲的为人和经
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中变得丰满和伟岸。他为父亲感到自豪，
立志要追随父亲的脚步为党和国家做贡献。为此，彭小枫从小就
刻苦学习，1963 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工程系。毕业
后，彭小枫进入部队，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2006 年晋升上将军衔。彭小枫始终将父亲视为敬仰的英雄，
自觉传承红色家风。正如他在缅怀父亲的文章里所说，告慰先烈
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父辈遗志、担起历史重担，努力让祖国走向
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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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推出建院90周年特展

铺展中华玉文明万年长卷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图①：商代大玉戈，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②：元代嵌宝石金座玉帽顶，湖北省博

物馆藏。
图③：红山文化玉龙，故宫博物院藏。
图④：凌家滩文化玉鹰，安徽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藏。
图⑤：战国晚期朱雀衔环踏虎玉卮，巢湖

市博物馆藏。
本文图片均由苏阳摄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百年巨匠 百年史诗——百位大师风采特
展”自 9月 28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引起观众热烈反响，主办方决定将展览延期至11月30日。

该展览聚焦20世纪为中华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集中展
示了美术、书法、文学、音乐、曲艺、教育、体育等领域100位名家的
作品及相关文物350余件，包括齐白石的《松鹤旭日》、徐悲鸿的《九
方皋》、鲁迅的创作底稿等珍品。

“百位大师风采特展”反响热烈“百位大师风采特展”反响热烈

“百年巨匠 百年史诗——百位大师风采特展”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勇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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