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珍藏有一张北宋年间
的“松石间意”琴，被喻为“琴之重器”。“松石间意”
典出南朝（梁）沈约《宋书·萧思话传》，萧思话擅长
弹琴，能骑善射，“尝从太祖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磐
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
赏有松石间意”。讲的是萧思话随宋太祖刘义隆
在登钟山途中，见一块厚而大的石头旁有清泉流
过，宋太祖便命萧思话于石上鼓琴，君臣相欢，太
祖赐萧思话银钟酒，并感叹“相赏有松石间意”，道
出共同玩赏，有松石之间的意趣。

古琴由两块板拼合而成，分成面板和底
板，两块板的材质多有不同。古琴底板中间部
位的孔眼，是古琴最主要的音槽。琴身中心的
槽口为“龙池”，与此相对的另一个孔眼为“凤
沼”。琴底除了龙池、凤沼之外，还有琴轸、护
轸、雁足，用来托举琴身，支撑琴体。

这张北宋松石间意琴为一级文物，于抗战
西迁时期来渝，通长122.5厘米、宽19.2厘米。仲
尼式（历代存世名琴中最多的一种形制），通体黑
漆，面桐底梓，发小蛇腹断、流水断和牛毛断，鹿角
霜灰胎，13个黄金琴徽，7个和田玉轸，玉雁足。琴
颈处有“绍圣二年东坡居士”题字，就在“绍圣二
年”，六十岁的苏东坡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不禁让人联想，松石一挥而就，伴着
流转的琴音，荔枝入口是否格外甜糯。

“绍圣二年东坡居士”款左刻“坡仙琴馆”长
方形朱印，“坡仙琴馆”为晚清苏州怡园主人顾
文彬所建怡园中专门收藏苏东坡（人称坡仙）琴
的建筑；右刻“松石间意”琴名，落款“吴趋唐寅”。

唐寅前“吴趋”二字是地
名，常被用来代指吴地、苏
州，唐寅生于苏州阊门内
吴趋里皋桥，因而有“吴趋
唐寅”的说法。

另有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多位古代名人
题字或诗。“绍圣二年东坡居士”款下，沈周题刻

“风瑟瑟，云冥冥。鹤起舞，龙出听。戛绿绮，登紫
庭。歌且和，招仙灵。沈周”，意思是弹起这张琴，
可使天地变色，风起云涌，鹤起舞，龙出听，轻轻
敲打这张古琴可登仙境，弹琴而歌，可招仙灵。

琴名下，祝允明题刻“明月入室，白云在天。
万感皆息，琴言告欢。飞飞去鸟，涓涓流泉。临风
舒啸，抚松盘桓。消忧寄傲，息焉游焉。允明”。意
思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只要弹起这张
琴，都能令人沉静，心生欢喜。琴声像飞鸟，像流
泉，于松下临风弹唱，有消忧寄傲的功效。

允明琴铭下，文徵明题刻“月明千里，清风
七弦。潜蛟飞舞，孤鹤蹁跹。步虚天上，遗响人
间。嫋嫋独绝，飘飘欲仙。澂明”。意思是在银色
的月光下，迎着清风，弹起这张琴，可使潜蛟、
孤鹤翩翩起舞，琴上发出的美妙乐音像是天上
之仙籁吹落人间。

龙池下方，明代画家张灵题刻“晨飚夕澍，
假物喻思。无言之言，情不能已。张灵”。意思是
弹起这张琴早上便刮起疾风，晚上便下起甘
雨，通过这张琴可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于无声
处听惊雷，令人不能自已。

凤沼旁，文徵明的长子文彭题刻“琴之为

物，先圣所作，可以消忧，可以寄乐。如风人
（入）松，如泉奔壑。如云在天，如鸟择木。或抚
三终，或吟一曲。淑性怡情，云和所独。雁门文
彭”。意思是琴为先圣所制之物，可以消忧、寄
乐。弹起琴来，似清风吹入松林，似泉水奔入溪
谷，似流云于天上浮动，似飞鸟栖于良木。无论
是弹奏古曲，还是抚琴而歌，都能够怡情养性。
明代书法家王宠题刻“松涛澒洞，石壁嶙峋。蛟
龙出水，鸾鹤下云。雅宜山人”。意思是这张琴
的声音像汹涌的松涛，像嶙峋的峭壁，能使蛟
龙出水，鸾鹤下云。

另有几则琴铭分布在沈周琴铭、龙池、凤沼
旁，包含晚清时期江苏吴县的一些书画家所题
刻。题刻这些琴铭，表示自己曾看过这张宝琴。

与出土文物不同，这张“松石间意”琴是传
世千余年的老琴。经过修复之后，这张琴至今
仍能弹奏出渺渺清音。目前，松石间意琴正在
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四川
博物院、宜昌博物馆、随州博物馆共同推出的

“一见钟琴——从宫廷礼乐到文人雅兴”展览
中展出，展览还包括西周“楚季”铜钟、战国擂
鼓墩2号墓编钟、战国小田溪编钟、曾侯乙素漆
十弦琴、唐襄琴等重磅展品。两千年前的青铜
礼器编钟与唐代、北宋等时期的古琴首次汇
集，展现了“千古遇知音”的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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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交流

从宁懋石室《庖厨图》
看北魏洛阳饮食

祁姿妤

洛阳作为千年古都，多元民族习俗在此交
汇，造就了独特而多彩的饮食文化，牡丹燕菜、
牛肉汤、浆面条等洛阳菜品闻名遐迩。公元5世
纪末，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上层贵族开始与洛
阳当地的高门大姓联姻，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
的饮食习惯也在此碰撞。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
物馆的宁懋石室画像、墓志，藏着洛阳千年美食
的秘密。

1931年，洛阳北邙山半坡发现了北魏宁懋
石室，可惜石室很快被盗掘运往美国。墓主人宁
懋祖籍西凉（武威），可能是胡人。北魏太武帝太
延五年（439）平定北凉后，将凉州三万余人迁至
平城，宁懋家族应当由此迁至桓代。宁懋 35岁
时，在平城专司宗庙宫室的营造工作。494 年，
北魏迁洛，孝文帝励行华化，禁胡服、断北语、改
姓氏，并且与中原士族通婚。宁懋随之迁洛，并
娶河南大族荥阳郑氏为妻，最终官至魏横野将
军甄官主簿。石室的铭刻中有宁氏子孙的题名

“孝子宁万寿、孝子弟宁双寿”，表明这是他们的
后代为其制作。

宁懋石室通高 1.38 米、宽 2 米、进深 0.97
米，外观模仿木构建筑。除了屋顶与底部基石，
由五块刻有线画的石板组成，石板内外大多有
线刻图案。五块石板包括后壁一块，左右两壁各
一块，前壁石板两块。台湾学者林圣智根据石室
的构造内容，认为宁懋石室的性质应为“祠堂”
并非“葬具”。外部的图像侧重“孝”，绘三位不同
姿态的男性立像与四则孝子故事；内部图像主
题则为“养”，刻画了关系祠主饮食起居的庖厨
图、鞍马图、牛车图。

宁懋石室后壁内侧石板中央为墓主人夫妇
之位，但由于迁洛后对墓室的限制，绝大多数墓
主人夫妇并不描绘出形象。中央空白石板的左
右两侧为一对庖厨图。两幅庖厨图的画面构图
较为一致：上方有远山与树木，画面下缘也有树
石横列，树木与山石上下并排，作为庖厨活动的
背景；画面上段借由建筑与帷帐来界定具有一
定深度的活动范围。

在图2的庖厨图中，描绘了煮肉、切菜等场
景。围帐内有多位侍女正忙碌地调理食物。画面
中央置一有莲花瓣边饰的大型兽足鼎。鼎右上
方的侍女举起菜刀，在长案前切割食物。一位跪
坐的侍女在鼎旁生火，另一位侍女右手持碗，左
手伸向鼎中，可能在投放切好的肉或菜。其前方
站着两位持空盘以及一位执长颈瓶的侍女，可
能正在等待端取菜肴。在鼎的右侧有一侍女持
盘，盘中有三个杯或果，其身体面向大鼎，但回
首望向画面右下角的两位侍女。这两位侍女身
形比例略大于其他人物，其中位于前方的一人
手持饰花朵图案的便面。这组侍女位于墓主人
主位的左手边。持便面是侍奉主人的姿态。

在图 3庖厨图中，描绘了炊煮、送菜、烤串
等场景。在围帐左侧，一呈蹲姿的侍女手持串状
物，前方则置有三足小鼎。画面中央有灶，灶旁
有四位侍女。前侧一位侍女蹲跪着调整灶火。灶
中可能在煮羹，另一侍女以双手悬在锅上方，从
锅中舀羹之类的食物。在画面的左下方有两位
面向石室中央而站的侍女，前者端盘，后者则持
长颈瓶。

图中汤、酒、肉、菜是什么种类呢？北魏拓跋
氏迁都洛阳前后的饮食一直是以羊肉为主，灶
中的汤很可能是流行的羊汤。与现今的羊肉汤
比较，当时葱和香菜已经是羊汤的经典调料，值
得注意的是，北魏洛阳的羊汤还会加入安息国
来的石榴汁。《齐民要术》卷八“羹臛”引《食经》
曰：“胡羹法：用羊胁六斤、又肉四斤，水四升，
煮；出胁，切之。葱头一升，胡荽一两，安石榴汁
数合，口调其味”。石榴原产于安息（今伊朗），史
称“安石榴”。洛阳白马寺作为佛教东传中原的
第一古刹，附近种植的石榴也与佛教文化渊源
颇深，有一则“白马甜榴”的典故。《洛阳伽蓝记》
记载白马寺周围曾经种植石榴树林，又叫柰林，

“浮图前柰林蒲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
大。柰林实重七斤，蒲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
于中京……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因
此，据当时的社会风尚，图2中的盘中三果不排
除有石榴的可能。

公元 494 年北魏迁洛后，拓跋氏的饮食仍
以羊肉和乳酪为主，似乎仍然保持着草原习俗，
宫廷中的御厨也还是以料理家乡味道为主。贵
族食羊肉的草原习俗也影响着南朝来投奔的汉
人。《洛阳伽蓝记》记载南人王肃于太和十七年
（493）投奔北魏。他起初并不吃羊肉，好饮茶，经
过数年之后，也完全习惯吃羊肉奶酪。“（王）肃
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
饮茗汁……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
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
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
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
……为茗不中，与酪作奴。”对话之中是否有更
深层次的政治语境，是否是高祖以食物试探王
肃的忠心，这些暂且不谈，仅就将两类食物作为
南北文化的代表，就足以证明北方文化对于羊
肉的喜爱和认同，而且说明南来汉人也逐渐接
受了部分草原饮食风俗。

宁懋石室的《庖厨图》描绘了烤肉串、生火、
切肉等经典的庖厨主题，但并未表现汉晋以来
墓室图像中常出现的“屠宰”场景。北魏初期的
平城墓葬图像继承了汉晋以来的庖厨传统，大
同沙岭北魏太延年间壁画墓的庖厨图就表现了
狩猎动物、屠宰、汲水到烹制膳食的庖厨全过
程。迁洛后，在宁懋石室的图像中，屠宰的景象
被有意省略，只保留了最后对羊肉进行加工烹
饪的图像。日本学者田中淡发现，宁懋石室中
左侧画面中的侍女所端盘与几上画有一只鸡
或鸟，不过这只鸡并不完整，无头无爪，鼎又是
烹煮肉类的食器，证明烹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
环节。

为什么北魏迁洛之后不再表现屠宰的场
面？林圣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北魏时期皇室热
衷佛教，受到了佛教五戒中的第一戒杀生之戒
的影响。东汉以来流行的石祠在北魏时期的洛
阳进入了地下，有的被用作葬具、有的被用作下
葬前可以参观的石祠。而北魏时期地面上的祭
祀减少在祠堂前杀生，出现了出资造塔、供养罗
汉或开窟造像、共修造像碑的新方式，因此社会
饮食风气也随之一变。

随着北魏佛教广泛流行，人们在国家祭祀、
祖先祭祀和日常生活中都刻意地避开“杀生”，
这一主题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墓室壁画和葬具祠
堂上，也体现在祭祀方式和遗嘱书信中。北魏自
开国以来，宗庙祭祀沿袭魏晋祭祀牺牲之礼，直
到献文帝拓跋弘在延兴二年（472）对祭祀之礼
进行重大变革，去掉了宰杀动物祭祀的环节，

“高祖延兴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
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
显祖深愍生命，乃诏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
而咸秩处广，用牲甚众。夫神聪明正直，享德与
信，何必在牲。《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
礿祭，实受其福’。苟诚感有著，虽行潦菜羹，可
以致大嘏，何必多杀，然后获祉福哉！其命有司，
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于是群
祀悉用酒脯。南朝入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
训》中说，“儒家君子，尚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
死，闻其声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内教，皆能
不杀，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爱命，
去杀之事，必勉行之。好杀之人，临死报验，子孙
殃祸，其数甚多，不能悉录耳，且示数条于末”，
列举了关于鸡、羊、牛等几条杀生应报的故事，
尤其是祭祀时杀生反而增添“罪累”。这都反映
了当时在祭祀中减少杀生的观念。

宁懋石室图像中的侍女持瓶，可能表现了
奉酒场景。《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酿酒业
发达，“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
为业”，河东人刘白堕酿的酒，“季夏六月，时暑
赫晞，以甖贮酒，暴於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
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

综合宁懋石室的庖厨图和多种文献，可以
略窥北魏洛阳城的饮食风俗，由孝子出资刻绘
的丰盛的宴饮图表现出子嗣希望墓主死后继续
享用美味的美好愿望。画面中对肉类的表现方
式，相比以往庖厨图减少了杀生画面，一定程度
反映了北魏迁洛前后，利用佛教进行道德教化
与生活习俗改进的历史进程。

画像纹铜器始见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
早、中期，器型常见盘、匜、鉴、缶等水器，纹饰
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人们的生活，内容多为
宴饮、狩猎和战争。滕州市博物馆藏三件画像
纹铜器，均采集自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贵族
墓地（墓葬曾被盗扰，器物采集时均严重残
缺），三件器物分别为洗、匜、盘，均为盛水器，
时代不详。

洗残存四片，其中两片刻有图像（图1-1、
图1-2）。图 1-1 中纹饰的线条是用虚点构成
的，图像的左侧残存战车的车身和一个车轮，
画像中间也是用虚点刻画的图像，由于磨损，
不太清楚。图像右侧有两个似着紧身衣的人物
在奔跑。图 1-2纹饰的线条是用较长的虚点构
成，左侧三角纹纹带上挂有三个编磬，一人身
着深衣，正弯身敲击；右侧三角纹纹带上挂有
两件甬钟，一人似着紧身衣，手持槌在演奏，地
下还有一件类似觚的器物。

匜残存五片，其中两片刻有图像（图2-1、
图2-2）。图2-1画像分为三层：第一层为连续的
树；第二层为“亚”字形图案，应该是习射用的

“侯”，其两侧为鸟树连续图案；第三层左侧有三
人身着深衣，其中两人分别持觚和豆；人后应是
狩猎图，中间刻有一虎，虎周围有犬、鸟等。图2-
2图像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连续的鸟树图案；第
二层建筑内摆放一案，上面放有两个酒坛，一人
持觚对向案；身后一人侧身弯腰，一人持觚，一
人跪坐；第三层在建筑内有两人，一人持物弯
身，一人持豆，豆下有一觚；二、三层人物均着深
衣；第四层为一圈三线三角纹带。

盘残存四片，其中一片刻有图像（图3）。图
3画像分为四层：第一层建筑内摆放一案，上面
放有两个酒坛，一人持觚弯腰对向案，身后一
人持觚做同样动作；第二层刻有三人，均侧身
持豆；第三层刻有三人，其中一人手中持觚；第
四层为一圈三线三角纹带。

目前，全国范围内出土和传世的画像纹铜
器近六十件，地域分布也较为广泛，在江苏、河
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南、陕西、四川、北京等地
都有发现。画像纹铜器所采用的制作工艺主要
是线刻、镶嵌和铸造等方式，早期的刻画纹铜器
大多采用以点连成线的刻画方法来表现图像。

1964年江苏六合程桥M1出土的春秋晚期
画像纹残片，是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画像铜器
残片。纹饰中的线条用虚点构成，没有分层，表
现的是宴饮狩猎的场景。

1985 年江苏谏壁王家山墓出土了三件春
秋末期画像铜器，其制作手法也是采用点构成
线的表现手法。其中铜盘和铜鉴刻画的较有时
代特色。铜盘内壁刻纹分三层：第一层主要刻
画了狩猎、捕鱼、习射场景；第二层主要刻画了
两座两层重屋式建筑以及宴饮、乐舞、习射和
狩猎场景；第三层为双线三角纹带。铜鉴纹饰
分三层:一层是鸟纹；二层刻画了宴饮、乐舞、习
射的场景；三层残缺，可见从鼎中盛食的人物
和鸟树题材。

滕州市博物馆藏的画像纹铜洗，从制作工
艺来看采用的是鉴刻点构成线的制作方法，春
秋晚期出土的画像纹铜器也基本采用这种工
艺。从人物的衣着来看，馆藏铜洗上刻画的人
物似穿紧身衣裤，仅有一人穿深衣；从发饰上
看，人物有一短发者，余下的皆为一髻式。南京
六合程桥墓和丹徒谏壁王家山墓出土的画像
纹铜器上刻画的人物服饰着深衣与着紧身衣
裤者并行出现，发饰方面也出现短发者。从图
像的表现手法上来看，滕州市博物馆藏铜洗与
六合程桥墓和谏壁王家山墓出土的画像铜器
较为相似：刻画的内容较为简单，刻画技术并
不成熟，布局也不太紧凑。因此，从以上几点内

容来推断，滕州市博物馆藏画像纹铜洗的制作
年代应属于春秋晚期。

而战国时期的画像纹铜器，采用的是线刻
法，线条较为流畅，内容也较为丰富。1957年河
南陕县后川M2040出土战国早期铜盘一件。画
像内容分为三层：一层主要有鸟树题材和建筑
中的宴饮舞乐的场景，另外，可看到习射用的
亚字形“侯”；一二层交汇处有一人伏虎；建筑
二层，残存驾马和动物，一人牵马向建筑走去，
陈置三鼎，五人持豆向鼎；三层有四人身佩长
剑，面对二兽。

1973年山东长岛王沟M2发现两件鎏金刻
纹鉴，共存残片九片，其中两件残片刻画较为
精美。较大块残片上部为第二纹带，下部为第
三纹带。第二纹带画面中部为“亚”字形图案，
其两侧则为鸟、树连续图案；第三纹带内容是
战车射猎场面。第三纹带下，为三线三角纹带。
较小块残片亦为第三纹带的狩猎场面。左侧上
部为一车，车上一人一矢，车下部有一矢射兽，
兽右有一犬追逐。车后一虎形体较大。

1973 年南京六合县和仁发现一座战国墓
葬，其中出土了一件画像铜匜。该匜流内图像
分三层：一层是一棵树；二层是类似于鹿的动
物；三层是一首双身的怪兽。在一二层之间还
刻画有一只虎。器腹残存宴饮场景的部分图
案，三重楼台建筑内摆一案，上面放两个酒坛，
右边人物手中举瓤双膝跪地，建筑外人物也举
器物。在建筑物外有鸟树题材。

1953 年战国中晚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
M12 出土画像匜残片一件。原器物残破严重，
全形不易看出，仅留大流一段，器壁甚薄，流的
内部刻屋宇、兽鸟、树木、人物等。

战国时期的画像铜器，从刻画的技法上
看，以线刻为主，刻纹的线条细如毫发，刻工熟
练，运刀如笔。河南陕县后川出土铜盘、山东长
岛王沟出土铜鉴、南京六合和仁出土铜匜、山
西长治分水岭出土铜匜，其刻画的技法均是采
用的这种线刻技术。滕州博物馆藏的铜盘与铜
匜刻纹线条流畅、粗细均匀，也应是采用此种
刻画工艺。从刻画的内容上看，战国时期的画像
铜器已有射侯、虎、宴饮、树木等刻画内容出现
在同一器物上的主题方式。射侯所用的侯由春
秋晚期的素面侯演变为多呈“亚”字形侯；在狩
猎或鸟树题材中，常常伴随有虎。从滕州市博物
馆藏铜盘上，可以看到器物上刻画的侯也是呈

“亚”字形，在鸟树题材中也出现了虎。从人物的
衣着来看，战国时期人物的着装也多以深衣为
主，少见或不见着紧身衣的人物形象。滕州市博
物馆藏铜盘与铜匜上的人物也都是身着深衣。
从建筑样式风格来看，建筑也由春秋晚期的两
层重屋式演变为三重楼台式。六合和仁出土铜
匜、长治分水岭出土铜匜、滕州市博物馆藏铜盘
与铜匜上，都可以看到三重楼台式的建筑。因
此，从以上内容可以推断，滕州市博物馆藏铜匜
和铜盘时代应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子
百家争鸣的出现，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在
青铜器铸造方面不再拘泥于商周时期以神权
为重、尊重鬼神的艺术思想，转而从实际出发，
创作风格呈现多样性，画像纹铜器便是在这种
思潮下孕育而生的。

春秋晚期出土的画像纹铜器在刻画手法、
内容、风格等方面较为相似，叶小燕曾推测：

“这可能是某国某地区的一种青铜工艺”，刘建
国曾从“刻纹铜器多出自吴国墓葬、吴国是春
秋少数产铁的国家之一、铜器刻纹的题材主要
表现的是吴国特有的人情风俗和社会面貌”等
几个方面来推断这种工艺可能首先出自春秋
时期的吴越地区。

笔者也较认同画像纹铜器产自吴越地区
的观点。《史记·越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
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会稽，以
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南京
六合程桥、江苏谏壁王家山、滕州庄里西出土
的画像纹铜器上刻画的似着紧身衣裤与短发
者，应是这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人物。

吴越地区气候温湿，以蛇、鸟作为图腾。浙
江杭州卞家山遗址出土的刻纹陶片，刻画纹饰
多见于豆盘和豆把之上，纹样以连续的鸟首蛇
身纹为主。从纹饰的刻画手法和表现内容来
看，与后期的画像纹铜器上的纹饰，有异曲同
工之妙。在江苏谏壁王家山、淮阴高庄战国墓
出土的画像纹铜器上，也刻画有类似于卞家山
陶器上的盘蛇纹，这种纹饰有可能是吴越地区
对于良渚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发扬。

目前，山东地区出土画像纹铜器的地方主
要有平度、王沟、徐楼、庄里西等，地域分布较
广，出土数量较多，说明东周时期画像纹铜器
在山东贵族阶层较为流行。滕州在姜屯庄里西
墓地、大韩村墓地都出土有画像纹铜器，这与
春秋晚期滕州地区受吴越文化影响有一定的
关系。春秋晚期越王勾践灭吴国后，将国都迁
移至琅琊，滕国成为越国的近邻。司马贞《史记
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云：“于粤子朱句三十
四年灭滕”。因此，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滕
州地区所属的文化类型与吴越文化相互碰撞
融合，促使画像纹铜器在滕州地区发展。传播
的早期，画像纹铜器应该是作为商品在滕州地
区流行，随着需求的扩大，青铜手工匠人可能
从政权更迭动荡的吴越地区迁徙至滕州地区，
与当地手工匠人交流、融合，在器物创造的过
程中将两地的文化特色相糅合，从而促使画像
纹铜器在整个山东地区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滕州市博物馆藏的三件画像纹
铜器，铜洗采用的是鉴刻点构成线的制作方
法，时代应属于春秋晚期；铜匜与铜盘采用的
是线刻法，时代应属于战国时期。画像纹铜器
最早应产自吴越地区，可能是吴越文化对于良
渚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发扬。滕州地区的画像纹
铜器是在吴越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画像纹铜器
的这种刻画工艺和表现手法，对后续滕州地区
画像石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滕州博物馆藏
画像纹铜器小考

吕国华 葛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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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洗 滕州市博物馆藏

图2-2 匜 滕州市博物馆藏

图1-2 洗 滕州市博物馆藏

图2-1 匜 滕州市博物馆藏

图3 盘 滕州市博物馆藏

图 3 宁懋石室左侧庖厨图拓片
（上）和线图（下）图2 宁懋石室右侧庖厨图拓片（左）和线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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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宁懋石室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