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
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

——李白《幽州胡马客歌》
李白诗中描绘了胡女跃马射猎、醉卧雕鞍

的飒爽形象，杜甫诗中也可见宫女才人“翻身向
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的勃勃英姿。千年
之后，如何能领略诗人笔下大唐女子策马飞驰、
自由豪放的飞扬神采？西安博物院“花月醉雕鞍
——大唐金乡县主展”，也许能使您通过一件件
栩栩如生的文物，真实感受这一切。

2022年9月30日，西安博物院原创展览“花
月醉雕鞍——大唐金乡县主展”将在博物馆一层
临展厅开幕。这一专题展，是金乡县主墓自1991
年发现 30余年来，首次对其考古成果进行最全
面、最系统、最深入地展现。展览好似一副唐代贵
族女性生活的图卷，将引领观众回眸千年前的大
唐，驻足长安水边多丽人的风景，欣赏唐代女性
靓装出行、驰马奏乐的英姿，感受胡人架鹰带豹、
携犬狩猎的异域风情……亲临此展，将会使观众
真切地触摸这段历史，感知盛唐的温度。

该展由西安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院联合举办，展期为2022年10月至2023年
4月。

金乡县主其人

金乡县主，祖父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父亲

为李渊最小的儿子——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
婴。滕王李元婴骄奢淫逸、劣迹斑斑，却因任洪
州都督时主持修建了江南名楼滕王阁，借王勃
一篇《滕王阁序》而名噪天下。金乡县主生于高
宗永徽二年（651），卒于玄宗开元十年（722），
终年 71岁。一生历经高宗、中宗、睿宗、武周、玄
宗数朝，见证了唐王朝从立国初创到繁荣昌盛
走向全盛的辉煌历程。

金乡县主墓位于今西安东郊的灞河东岸、
骊山西麓的铜人原畔，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该
墓为金乡县主与其丈夫于隐的合葬墓。于隐为
北周开国功臣于谨的五代孙，曾任职嘉州司仓
参军事、蜀州司法参军事，病逝于武则天永昌元
年（689）。33 年之后，即玄宗开元十年（722），金
乡县主去世，夫妻二人于开元十二年（724）合
葬。该墓为单室方形土洞墓，葬具使用了石椁，
墓内绘有壁画。历史上因多次被盗，随葬品几被
劫掠一空，壁画大多脱落，唯有墓道中两个壁龛
和墓室内的彩绘陶俑等少量文物幸存。其中文
官俑、武官俑、骑马伎乐俑、骑马狩猎俑等，造型
生动、色彩艳丽、精美绝伦，可谓唐代彩绘陶俑
的巅峰之作。

展览概况

一位身份显赫、历经数朝的唐代宗室，一位
安葬于“开元盛世”的皇族长辈，一座使用了石

椁的“逾制”墓葬，一批惊艳世人的彩绘陶俑
……金乡县主墓一经发现便引发了文物考古界
关注。

“花月醉雕鞍——大唐金乡县主展”从金乡
县主的特殊身份入手，通过对金乡县主墓现有
资料细致梳理，从李白诗句中提取了“花月醉雕
鞍”作为展览主题，既是对金乡县主生前生活的
真实体现，也是当时上层社会贵族女子生活的
缩影，与当时的社会风尚相契合。

展览由“大唐县主”“生逢盛世”“多彩人生”
“和鸣于飞”四个单元组成，以金乡县主的一生
为叙事主线，通过墓葬出土的金银器、三彩器以
及彩绘陶俑等文物，多角度展现这位唐代贵族
女性的绚彩人生，全面呈现出生活在长安的上
层女性所表现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自由、奔放
与热情，展现了唐代的繁荣昌盛与文化艺术的
高度发展，当时的民族融合及丝绸之路带来的
中西方文化交流情况也可窥一斑。

第一单元“大唐县主”展示了金乡县主墓的
发现过程，“金筐宝钿”头饰和高大的官吏俑等
出土文物揭晓了金乡县主的特殊身份。第二单
元“生逢盛世”通过庭院建筑、人物俑、动物俑等
文物，辅以大量的辅助图版，解读时代风尚，展
示帝都长安的万千气象和物阜民安。第三单元

“多彩人生”铺陈各类仪仗俑、狩猎俑、伎乐俑、
百戏俑等文物，从“仪卫威严”“靓装出行”“胡乐
新声”“旌旗猎猎”“百戏杂技”“生活器皿”六个

方面，展示了金乡县主丰富多彩、显赫荣耀的人
生和自信张扬、不拘于俗的个性。第四单元“和
鸣于飞”则是展览的尾声，夫妇墓志、彩绘镇墓
兽、铜下颌托等文物，为金乡县主的一生画上了
句号，在浸润胡风胡俗的长安城中，金乡县主走
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与丈夫合葬一处。

纵观展览，一位贵族女子的形象逐渐清晰，
她的一生映射出生逢盛世的唐代女性恰好遇上
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幻化出“东风染得千红紫”
的壮观景象。透过展览，不仅能看到唐代的繁
华，更能嗅到“曾有西风半点香”的异域味道。“汉
着胡帽、胡着汉帽”的唐代长安城已经习惯了一
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丝绸之路带来的不只是

“胡商”会集，宗教、艺术、胡服、胡乐、猎豹、峰牛
等舶来品，更是引领了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
也是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

展品一观

“花月醉雕鞍——大唐金乡县主展”共展出
文物181件（组），这些精美的金饰、陶俑，不仅可
以使人直观感受到唐代各类工匠技艺的精湛醇
熟，也能从这些随葬品的主题内容、工艺技术、
美学表现中解读出盛唐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性
以及文化交流的多样性，特别是西域文明对唐
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金筐宝钿”头饰 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金

饰品皆为唐代金银工艺尖端水平的“金筐宝
钿”，现仅存部分残件。金乡县主为二品命妇，按
文献记载，发饰之中应有金钿八枚、花树八株。

骑马俑 金乡县主墓共出土各类骑马俑 35
件，包括骑马伎乐俑、骑马狩猎俑、骑马鼓吹仪
仗俑等。狩猎俑驮鹿、抱犬、带豹、带猞猁、架鹰，
所携多为出自西域的猛禽猛兽。伎乐俑所持乐
器则有排箫、横笛、胡笳、羯鼓、琵琶、铜钹、腰
鼓、箜篌及筚篥等，多为胡乐器。

正如金乡县主墓考古发掘报告中所言，露
髻驰骋的骑马女俑、戴胡帽穿胡服的骑马女乐
俑，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期女子骑马出行的风
尚以及胡服、胡乐盛行的情景；架鹰抱犬、带豹
驮鹿的骑马狩猎俑则是唐代贵族酒足饭饱之余
逐兽山林、射飞苑中的真实写照；气势庞大的骑
马鼓吹仪仗俑群仿佛使人看到唐代贵族出行时
旌旗飘动、笳鼓喧天的盛大场面。

百戏俑 金乡县主墓共出土 12件不同内容
的百戏俑，主要类型有戴竿俑、倒立俑、相扑俑、
胡人袒腹俑以及参军戏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
有长竿妙入神”，唐代杂技种类多样，包括角抵、
竿技、球技、马戏、参军戏、幻戏等，其中竿木表演
在杂技表演中占主要地位，盛行于开元年间。据
葛承雍先生考证，胡人袒腹俑是来自西域的幻
术表演艺人，形象粗犷怪异，造型独特，故意挺
肚袒胸露腹表演幻术，这也是西域胡人标识性
的“胡俗”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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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于浙江绍兴，深受浙江历史文
化的滋养，是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
者。他致力于“立人”思想探索和国民精神
改造，其以笔为枪战斗不息的一生，体现
的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精神。作为现代中
国的“民族魂”，鲁迅坚韧的斗士精神和深
邃的文学创作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其精神
遗产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

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者

鲁迅生于绍兴长于绍兴，他不仅受到
以越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而且也非常注重对世界先进文化思想的
吸收和融合。早在留日期间，鲁迅就提出
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
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
化主张。他不仅对进化论、个人主义、人道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潮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而且还对以越文化为核心的浙
江文化精神进行了血脉承传与文学转化。

对鲁迅而言，浙江既是出生地，也是
精神故乡。鲁迅自幼就深受越文化的熏陶
濡染，他很小就看过许多越地野史杂记，
对大禹治水、吴越争霸等历史传说十分熟
悉。“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
之志”的古越精神既影响了青年鲁迅坚毅
果敢和抗争到底的性格，同时也激发了他
独立反叛的独异精神。在南京读书期间，
鲁迅曾给自己取过“戛剑生”的别号，显示
了他对越地胆剑精神的内化与继承。

自“弃医从文”以后，“摩罗诗人”的影
响让鲁迅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固
有之血脉”的重要性。留日回国后，鲁迅便
对魏晋时期越地文化典籍进行了有意识地
开掘、整理和辑录。特别是他对原籍会稽的
魏晋名士嵇康非常崇敬，花费了近20年的
精力来辑校《嵇康集》。刘半农曾送“托尼学
说，魏晋文章”的联语，鲁迅欣然接受，并默
认了嵇康等魏晋名士对他的深刻影响。

正是受越地历史文化的熏陶影响，鲁
迅成为了浙江精神文化的传承者。他一直以
身为越人而自豪，他常引用王思任“夫越乃
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的名言，并
不断发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的感兴。在
去世前一个月，鲁迅还写下《女吊》一文来赞
扬越地“女吊”这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
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可以说，与越文
化血脉的融合让鲁迅最终“魂归故土”，他
不仅骨子里继承了越地先贤坚韧的精神品
质，而且身上也流淌着越文化的精神血液。

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脊梁

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深刻意识到
人的灵魂改造的重要性。他因此弃医从文，
决心用文艺来唤醒沉睡的国民，唤醒民族
之魂。1907年，他正式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主张，强调要尊重人的个性和张扬人的精
神，“人立而后凡事举”。在五四时期，他更

是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驱者一道开
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鲁迅以其
坚韧的斗士精神和深邃的文学创作而闻
名于世，其一生的斗争历程与光辉事迹彰
显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面对民族危亡
时，他喊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呼
声；在遇到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时，他表
现出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而
遭遇到邪恶的敌人时，他又表现出了“横
眉冷对千夫指”的批判斗争精神。

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其身上坚毅的
精神骨骼和不屈的斗士精神正代表了中
国人的精神脊梁。在1936年鲁迅去世的葬
礼上，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民
族魂”旗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这正是当时
人们对鲁迅最崇高的敬意。在1940年，毛泽
东同志也高度肯定了鲁迅的历史地位，他
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
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
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
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作为“民族魂”，鲁
迅显然是当之无愧的，他也因此受到人们
发自内心的景仰和爱戴。

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源泉

在 2014年 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
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
大的精神力量。”

鲁迅曾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
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
灯火。”在新时代，高举精神之旗、树立精
神之柱和建设精神家园，自然都离不开文
艺的巨大作用。作为“民族魂”和“新文学
之父”，鲁迅以坚韧顽强的斗士精神和深
邃广博的文学创作鼓舞着我们的民族，其
精神思想自然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源
泉之一。学者钱理群就指出：“鲁迅开创的
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新传统，他对现代中
国，始终是一个‘正在进行式’的作家、思
想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
都能从他那里得到启示。”

鲁迅是具有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化
巨人，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从
他的人生中，从他的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
到他身上所流淌的浙江文化精神传统。在今
天，我们不仅更加需要有强健的民族精神，
因而也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只
有继承包括鲁迅精神在内的民族文化精
神，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价
值，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鲁迅：从
浙江文化精神的传承者到新时代中国精神
的源泉者”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
日文化交流中的‘文学者鲁迅’研究”成果。）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和市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与我们日常生活联系密切。通过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一方面这些文化遗产不同
于其他建筑物的身份可以第一时间得以确认；
另一方面，它们的基本信息，如名称、年代、保
护级别等也可以被介绍给公众。数年前上海有
市民曾拨打市政府热线电话反映上海市内的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未按《文物保护单位标志》
设置，上海市政府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回复
市民质疑。市民能够通过文物保护标准文件向
政府提出对文物建筑说明的要求，从侧面说明
了文物保护单位标志对已经有保护级别的不
可移动文物的意义。同时，制定文物保护标准，
尽可能地规范文物保护行为，能够让公民更好
地理解文物的重要性和价值之所在。本文试图
通过分析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讨论文
物保护标准化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

1963 年，文化部颁布了《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标志制作说明和标志式样》。随后，
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必须有文物保护单位
标志，其基本内容和要素在相关法律条文中有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
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
市、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做出
标志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
条例》第十条：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说明，应当
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名称、公布机关、公
布日期、立标机关、立标日期等内容。

更为详尽的文物保护标志说明牌要求，
见于国家文物局 1991 年发布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
保管机构工作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工
作规范》）第三章第六至十二条，就文物保护
标志的内容、形式 （横匾式、尺度、字体）、
石材、语言种类（民族自治地方同时竖立少数
民族文字书写的标志牌和说明牌） 等内容，
都有较为明确的要求。

时至 2008年 11月，由国家文物局提出、敦
煌研究院起草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发布，并
于 2009年 2月 1日实施。这项国家标准在 1991
年《工作规范》的基础上，明确了文物保护单位
标志的形式（规格、材质、颜色和式样）、内容
（正面、背面）、字体的格式和标志牌的竖立等。

综上，尽管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的竖立有
其充足的法律依据，其内容、形式等也在行政
性文件和标准文件中也有相当详尽的要求。但
是在实际制作、安装过程中，文物保护单位标
志牌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很难达成统一性。譬
如在制作过程中，通常受制作费用限制，材料
既要美观、耐腐蚀，又不能太贵重，防止被盗；

决策者的审美往往会左右标志牌最终的式样。
在内容方面，一些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背后有简短
的说明文字，这样标志牌兼具了说明牌的功能，
大多数标志牌并没有针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说明
性文字；除国家明确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保
护单位标志用双语外，改革开放后，很多地区的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也会采用双语的形式（如英
汉）。在安装问题上，通常需要提前与文物保护
单位对接，比如嵌入墙体的标志牌在一定程度
上破坏了文物本体；人流密集场所沿街的文物
保护单位标志牌，挂在墙上可能会掉落、立在地
上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倒塌，影响行人安全；线
型文物或建筑群中需要制作多个标志牌等等。

各省在标志牌的石材、形制、碑文描漆方
面，都有各自的选择，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制作的
标志牌也会有所不同。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而言，从 1961年第一批至 2019年第八批，文
物保护单位标志牌的差异性一直存在。尽管期
间实施的国家标准《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比1991
年《工作规范》内容上更加细化，却还是缺乏执
行力。造成这种情况有缺乏宣推的原因，但更
为根本的原因是文物保护标准的非强制性。

文物保护标准现状

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
企业标准。文物保护标准化是十分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意大利、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已经
制定多项文物保护领域的标准。2006 年，国家
文物局筹建成立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以下简称“文标委”），秘书处挂靠中国文
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目的是希
望通过开展文物保护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和发
展规划研究，启动标准化工作，尽快建立科学
合理、先进适用、适应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标
准体系，最终实现文物的保护、研究、利用、管
理等方面的质量与安全的技术控制。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文物保护标
准是国家文物管理的技术基础，为文物保护相
关工作和行为提供基本的评判依据，文物保护
标准的完善可以提升文物保护行业的管理水平
和效率。自文标委成立至 2022年，开展了 42项
国家标准和103项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008
年起，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 102项行业标准，
包括基础性标准、管理型规范和技术性标准三
个层级，细化、补充了《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文物
保护和管理制度。从这102项标准中，可以看出
行业标准基本集中在馆藏文物保护和预防性保
护、田野考古发掘、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规划和工程等几大类。此外，多项
针对不同材质文物的鉴定标准也正在编制中，
有望将文物鉴定程序标准化。

除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编订的文物保护行
业标准外，其他部委、省市也提出了一些标准

化文件。譬如，建设部提出的《全国统一房屋修
缮工程预算定额 古建筑分册（附录）》，北京市
提出的《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 第 1 部
分：瓦石作》、上海市建委提出的优秀历史建筑
修缮技术规程（附条文说明）、浙江省颁布的

《历史文化特色街区服务规范》等。

文物保护标准化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有一系列标准方面的法律法规，
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条文解释》（国家技术监督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家标
准管理办法》等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我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
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主要是保障人
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标准，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而推荐性标准，国家
鼓励机构或企业自愿采用。

就文物保护标准而论，文物保护标准化的
实质是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
性；文物保护标准化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得最佳
秩序和社会效益。由于文物本身具多样性和复
杂性，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标准来制定保护措
施。所以为了对文物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在
颁布文物保护标准的时候，主要制定的是推荐
性标准，目的就是让使用单位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使用。但往往这样的标准因为缺乏约束
力，执行率比较低，执行力度也不够强。

此外，文物保护标准需要定期更新。标准的
产生标志着该领域或某项活动的经验被规范化，
文物保护标准实施过程，实际上是推广和普及规
范化的实践经验的过程，随着文物保护实践经验
的深化和提高，文物保护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

进一步讲，文物保护标准是由一些专家依
据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制定出来的，标准编制人
员的工作经验和现有的认知水平以及经济因
素决定了文物标准的质量水平。因此在运用规
范时，应该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标准中某具体调
整的必要性、适用性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小结

2015年，甘肃景泰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明长城遗址内长达一个月的挖沙活动，造
成文物本体环境破坏，因此业内人士呼吁建立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视觉形象设计标准化。
但是文物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上文物保
护标准的非强制性，造成了推荐性文物保护标
准执行难的问题。国家文物局举办了多次标准
宣贯培训班，宣传推广已发布实施的标准，这
对于推进文物保护标准的实施具有积极作用。
毋庸置疑，若全行业遵循文物保护标准化规范
要求，能够有效促进文物保护和管理的科学
化、规范化，提高文物保护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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