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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无疑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曾经辉煌的青铜时代虽然早已衰落，但那个时
代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一直影响至
今。所以回顾青铜时代，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
起源和发展，对于中国何以成为中国，具有重要
的意义。青年报记者最近就此独家专访了上海
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研究馆员、资深青铜器研
究专家马今洪。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传世青铜闪耀中华

目前，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备

计划于今年年底举行的上博东

馆开幕展“三星堆考古大展”。

近年三星堆考古热度不断攀升，

有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也备

受市民关注。

马今洪说，三星堆遗址出土

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高大的神像、造型

奇特的头像与面具、各种神灵动

物、神树与神坛等祭祀器物、黄

金制作的金面罩等，这些都是以

前没有出现过的器物，大大丰富

了中国青铜器体系。

三星堆遗址虽地处西南地

区，远离当时的中原文明，但古

代各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远比

今人想象得要快。马今洪告诉

记者，三星堆青铜器的一些细部

纹饰，很多就与中原纹饰很接

近，他们借鉴了中原文化的因

素，又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马今洪说，一些三星堆出土

的青铜头像在脸部附贴有黄金

面罩，还有金箔包裹的木质杖

体，都不见于中原文化，但放在

欧亚大陆文明视野下来考察，就

可以理解了，这些都是不同文明

之间交流互鉴的产物，这也是中

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

重要篇章。

三星堆考古大展
拟于今年年底开展

新闻延伸

在马今洪看来，青铜器是中
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中华
文明发展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马今洪说，青铜礼器就是等
级制度的一种物质化的反映，等
级制度就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
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至关重要，而
对于秩序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
中国的历代统治。

青铜器时代经历了一个由盛
而衰的过程。马今洪介绍，商代
早、中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
期，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繁荣的
基础。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中
国青铜文化迎来了第一个艺术高
峰。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
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
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
伦；以动物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
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
气；纪事体铭文开始出现。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周人
推翻商王朝后逐渐形成自己的
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青铜器
上可以看到风格发生很大改
变。新的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
重；纹饰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
率；经常出现具有长篇铭文的重
器。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中国
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
潮。诸侯列国的青铜器发展趋
向成熟，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
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出
现了许多奇谲瑰丽之器，铭文字

体亦注重美化。但此时各诸侯
国为确保生存和争夺霸权的机
会，摆脱了强调等级的礼制束
缚，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
青铜器也随之一步步走向了衰
落。

兴衰交替，这是许多事物发
展的基本规律。马今洪说，青铜
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青铜器强
化的礼制却一直延续到后世。
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
后，就命博士叔孙通制定了一系
列礼仪制度，使朝廷秩序井然。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高
峰，宋人的制礼活动极其兴盛，
随着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不断
发现，蕴含礼制的复古青铜器又
很盛行，这种复古青铜器主要作
为各级学宫、宗祠的祭器，这不
仅延续至后世，而且影响到东亚
文化圈。

元明清时期，不仅出现了大
量的复古青铜器，而且也出现了
很多仿青铜器器型的瓷器作为
祭器，甚至一般的碗、盘等日用
瓷器，用来盛肉和酒等祭品时，
会赋予祭器的地位，被称为“鼎”

“爵”，形式已经不重要了，内涵
的“礼”才是重要的。直到今天
也还可以看到青铜器的影子，比
如寺庙里焚香的香炉，祭孔时使
用的礼器，无不能让人想起礼制
的存在。马今洪告诉记者，有关
青铜器时代对今天的影响是一
个深刻的命题，需要专家学者不
懈探索和研究。

上海博物馆是中国青铜器
收藏的重镇，上博对于青铜器的
研究，尤其对青铜器铭文的研
究，在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上
博在青铜器铭文方面有两项著
名的发现和研究，而且都与上博
老馆长马承源先生有关。马今
洪说，马先生1975年在北京筹
办赴日本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
于陕西省送展的一件1963年就
已在宝鸡出土，但一直认为无铭
文的青铜尊内底，发现有笔道痕
迹，经过不懈努力，最后清理出
一篇 12 行共 122 字的铭文，即
为“何尊”。“何尊”铭文记载了周
成王五年营建成周洛邑之事，对
研究西周早期文字、词义、历史
等极具价值。“宅兹中国”即出于
此尊铭文。这是“中国”一词最
早出现的记载，指的是当时天下
的中心、王朝的中央“洛邑”，就
是现在的洛阳一带。去年“宅兹
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
展”在上海博物馆举行，虽然“何
尊”没来，但展览依然以“宅兹中
国”为名，这也有后人致敬老馆
长这一重大发现的含义。

另一项发现与研究影响也
很大。1992 年，马先生获得一

条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
套十四件的编钟，钟上的铭文是
整刻的，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据说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
都不敢轻易出手。当照片和铭
文传到了上海后，馆长马承源凭
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根据
仅有的资料，判定是真品，毅然
决定抢救回归。编钟到达上海
博物馆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
心清洗、去锈，奇迹出现了，这十
四枚编钟的铭文都可连读。全
篇铭文 355字，完整地记录了周
厉王三十三年，晋侯受命伐夙夷
的全过程，它具体记载了周厉王
亲征东夷之事，是对西周史料的
重要补充。晋侯苏钟归藏上海
博物馆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
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
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
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抢
救性发掘，在8号墓发现两件编
钟，其铭文铭文也是凿刻的，与
上博所藏的十四件编钟铭文可
以连读，原来它们竟是完整的一
套，十六件编钟的来龙去脉因此
真相大白。晋侯苏编钟现在陈
列于上博青铜馆，由编钟鸣奏的
古曲依旧余音袅袅。

上博青铜器研究硕果累累

青铜器文化影响至今

市民观赏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精品。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