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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往今来，月亮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被赋予了丰富的审美意蕴和
浓厚的文化内涵，或借以抒发思念之情，或
用于表达政治抱负，亦或寄托对美好生活的
祝福……“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
此。”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月亮在诸多
文物之上留下了美丽的身影，向今人诉说着
古人的浪漫和期盼。

最诗意的月：暗香浮动月黄昏

月下梅花，是流传了千年的浪漫意象，
在古代器物尤其是瓷器上较为常见，风靡一
时。青花瓷上也常以白釉为底，青料作画，器
物作画卷：一抹月色，云卷云舒；一株梅枝，
数点梅花，诗情画意顿时跃然瓷上。此件青
花月影梅蒜头瓶（图1），虽然器型小巧，但所
绘初月、疏梅线条简率，意蕴生动，加之微微
泛青的釉色，更呈月下朦胧之美。

除了器物以外，月影梅也是历代画家喜
爱的题材。文人雅士常于月下赏梅、梅下弹
琴，在月华如水、琴音袅袅、暗香浮动的氛围
中留下佳作无数。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陈撰，曾作梅花
图册页一套，其中便有一件名为“素芳”的册
页（图2）。图中所绘梅枝，一反遒劲有力之常
态，却是婀娜回转，呈现温柔如水的姿态。正
如题识中所言“月下横枝”含出人意外之雅
趣，此图从梅枝角度仰望明月，构思精巧，匠
心独具。虽未着点墨，却是通过氤氲云雾，衬
托出“明月何皎皎”；以梅枝回眸之态，将视
觉焦点自然地聚于明月之上。观者可透过梅
枝，看到皎皎明月拨开层层雾霭，将清冷的
月光洒在梅朵之上，使梅之高洁与冷艳被展
现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种月华溯流芳的艺
术境界。

最浪漫的月：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在传统文人画中，月亮也常常与仕女相伴，成为古人追求
美好爱情的寄托。清代扬州书画名家王素，擅画仕女，着意于
刻画人物的意态美，笔下仕女清淡雅逸、蕴情含蓄。此件王素
所作《月夜仕女图》扇面（图3），夜色如墨，月华如水，高桐如
翠，一仕女倚石独坐风满袖，蛾眉轻展云鬓挽，面若桃花笑如
靥，流光倩影遐思远。另一侧，小小仕女执纨扇，倚靠石鼓睡正
酣。此图兼工带写，笔法细腻，色调清雅，描绘出一幅宁静、幽
远的月夜遐思图。

在另一幅作品中，王素精彩演绎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
人何处教吹箫？”的美妙景象。此件《二十四桥图》（图4），乃王
素拟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意而作，笔触细腻柔和，设色清
新秀雅。王素在传统的“一河两岸式”构图基础上进行艺术创
作，上部明月当空，夜色朦胧，湖面雾气弥漫，水波不兴，惟见
彼岸翠柳如烟，一佳人独立水榭之中凭栏吹箫，月华如水，箫
声如诉；此岸，一才子伫立于二十四桥之上，静心聆听，陶醉其
中，月下独吟。图中月亮虽仅占些小篇幅，却成为点睛之笔，使

得整幅画面紧扣诗意，呈现出知己相遇、诗画交融的唯美意
境，令观者心驰神往。

无独有偶，在清代画家汪圻的笔下，月亮则成为夫妻恩
爱、幸福美满的见证者。汪圻所作《红袖伴读图》（图5），整幅画
面洋溢着浓浓的爱意，羡煞旁人。图中以俯瞰角度，描绘轩内
才子夜读之场景，笔法细腻，敷色雅致。轩外明月当空，树木葱
茏，假山矗立，芭蕉翻卷；轩内佳人“笑将红袖遮银烛，不许才
郎夜读书”。此图虽取材“红袖添香”，却又别出新意，表现二人

俏皮而又甜蜜的日常生活。

最团圆的月：千里共婵娟

千百年来，人月两圆，一直是人们追求的良辰美
景。“花晨月夕，或作诗，或清谈，或小饮……”此等美
妙之事，古代文人又岂会错过？清代汪圻绘有一幅
《桃李夜宴图》扇面（图6），精彩地刻画了春日月圆
时分，李白与其堂弟们在桃园饮酒赋诗、共叙天伦
之乐的情景。此图当是根据李白所著《春夜宴从弟

桃花园序》（又名《春夜宴桃李园序》）而创作。画面主
体开阔疏朗，上方明月高悬，下方以长案为中心，四位

文士姿态各异，或饮酒或赋诗，或赏月或夜读，一派闲适。左右
两侧山石相依，桃林掩映，花开正艳。可以想见，此情此景，大
李白岂会让此等良辰美景虚设？定然以“莫使金樽空对月”之
豪情，作“李白斗酒诗百篇”之壮举。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被人们传诵千年，经久不衰。清代赵冕创作的《写东
坡词意图》（图7），经典再现了东坡持酒对月当歌，慨叹“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迈之情。近处，绘坡石丛竹之上，高
桐映月之下，苏轼伫立江边，手持酒樽，仰望明月，抒情寄怀；
远处，云雾缭绕，月色朦胧。整幅作品笔法细腻，设色柔和，虚
实相生，情景交融。

最清孤的月：清风明月照我心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在古代文人雅士心中，明月就
如知己一般，与自己心意相通，能够“知我、懂我、陪我、护我”。

因此，他们也常常向明月抒怀言志，倾诉衷肠。清代“扬州八
怪”之一的李鱓的《松风水月图》（图8），借物抒情，表露心迹，
整幅画面动静结合，极具张力。一方面，狂风大作，松枝横飞；
另一方面山石岿然不动，明月恬淡自然，溪水水波无痕。据作
者长题“风入松林夜态生，横空老干舞秋声。任他狮吼摇龙象，
水自无波月自明”所言，可知已经67岁的李鱓心境早已看透世
间百态，内心已如明月般敞亮、皎洁。在这幅作品中，他早已不
复当初“声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纵横三千里”的狂放与桀骜，而
是呈现出一种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心境。

除此之外，罗聘也曾创作篆书“冰壶秋月”（图9）。“冰壶秋
月”比喻心地如冰壶和秋月般清明洁净，道德高尚，品行高洁。顾
恺之、鲍照、王昌龄、苏轼等文人雅士均于诗中提及此句，可见古
人对其喜爱程度之深。此件书法作品，若篆若隶，笔力浑厚，挺健
刚劲，古意盎然，与句意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最具人间烟火气的月：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也杯中

中秋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一直以来部分地区都盛行
着中秋祭拜月神（拜月娘、拜月光）的习俗。中秋之夜，人们通
常设香案，摆贡品，拜月神，祈福佑。清代画家李墅创作的《儿
童嬉戏图》（图10）描绘了中秋拜月的欢快场景。图中描绘了中
秋之夜，明月高悬，清溪岸边，一画屏立于树丛之间，屏前香案
之上琳琅满目，宝塔、香炉、烛台以及莲藕、月饼、柿子、葡萄等
祭品一应俱全。十余名童子环绕桌案，各司其职，大童布置香
案，小童吹吹打打，红烛高燃，一派热闹。虽然名为《儿童嬉戏
图》，但基本反映了古代拜月仪式的大体情况。

在中秋祭月仪式中，月光纸尤为重要。月光纸也叫“月光
祃”“兔儿祃”“兔爷祃”，通常为木刻版水彩印制的神像，为传
统中秋节祭月所用神像之纸，绘有月神和月宫。祭月礼仪完成
后，人们通常将月光纸与祭文等用火焚毁。明清时期，月神早
期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存的
世俗形象。画面上方有一尊月光菩萨端坐于莲花之上，其下绘
有广寒宫的仙阁殿影以及玉兔捣药的形象。清代富察敦崇于

《燕京岁时记》中记载：“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趺坐莲花
者，月光遍照菩萨也。花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

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
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此件
月光纸（图11），构图饱满，色彩艳丽，线条流畅，与文献相印
证，生动地诠释了中国传统的中秋拜月习俗。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经过漫长岁月的洗
礼，月亮已然从一个客观的宇宙天体，演变为人类的精神家
园。无论阴晴或圆缺，它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蕴，成为一
个永恒的生命载体，陪伴着人们度过春夏秋冬，跨越千山万
水，见证沧海桑田。

图

清
·
陈
撰
梅
花
图
册
页
（
其
一
）
扬
州
博
物
馆
藏

2

图3 清·王素《月夜仕女图》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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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8月，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的
北周武帝孝陵被盗。1996年6月，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分局文物
派出所完整地缴获了被盗文物——“天元皇太后玺”。它由纯
金制成，重802.56克，玺与纽分模合铸，榫卯镶嵌而成，工艺十
分精美，玺为獬豸纽，玺面近似方形，长 4.55厘米、宽 4.45厘
米、厚1.95厘米，合纽通高4.7厘米，玺面篆书阳刻“天元皇太
后玺”大小不一的六字，书体圆融流畅、美观大气。它是迄今我
国发现唯一的皇太后金玺，经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
国家一级文物。

天元皇太后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后阿史那氏，周武帝
为迎娶这位皇后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阿史那氏是突厥木杆
可汗俟斤之女，周文帝与其结盟，以对付北齐。可汗将女儿许
配给周武帝，后来又后悔了。周武帝即位以后，多次派人前去
迎亲，都无果而返。公元565年，周武帝派大臣率120人的迎亲
队伍再次迎亲，可汗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答应，迎亲队伍苦苦
等了三年，直到公元568年，一次因为天气突变，雷电交加，大
风吹坏突厥人居住的帐篷，可汗以为是遭到天谴，感到十分害
怕，才以礼送女儿随使者归周。从周武帝即位迎亲算起，为娶
阿史那氏整整用了8年，当然武帝是为了加强联盟，统一北方
才费尽周折娶回阿史那氏。阿史那氏于天和三年（568）远嫁到
长安，入宫后被册立为皇后。公元578年，武帝驾崩，周宣帝即
位，尊其为皇太后。公元 579年，静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天元
皇太后”。此金玺应铸造于这一年，当是大象元年（579）二月至
大象二年二月阿史那氏为“天元皇太后”时所用。到隋开皇二
年（582）天元皇太后去世，被隋文帝谥封为“武德皇后”。史书
对她评价：“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天子称“皇帝”，皇帝之印称
“玺”，官府及臣僚之印称“印”，庶民之印称“章”。汉承秦制，汉
代“皇帝之玺，白玉螭虎纽”，“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这方北周

“天元皇太后玺”完全符合皇后之玺用金制度，而且又打破了
螭虎纽的惯例，而采用獬豸纽，堪称稀世珍品。

“天元皇太后玺”钮为獬豸形，高2.75厘米。獬豸就是我们
常说的天禄，它头似马，身似牛，头顶有一独角，两肋处雕有卷
云花纹的双翅，牛蹄马尾，四蹄弯曲，伏卧在方形的金玺上。武
德皇后为何有如此贵重的金玺？一方面是她特殊的身份地位，
另一方面与其品德和智慧相匹配。虽然“武德皇后”生于北周
末世，历经北周武帝、宣帝、静帝三朝，仅活了31岁（从后文中
提到的武德皇后墓志可知，武德皇后生于公元551年，死于公
元582年），但从她被册立为皇后以来，每次遇到边关冲突，武
帝便派她出面调解。在处理北周与突厥的关系中，她顾全大
局，明辨是非，消除了战争的危机，稳定了边疆的秩序，使她成
为和平的使者而受到北周武帝与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正是如
此，北周皇帝才打破了用螭虎作为皇后玺钮的惯例，改用獬豸
来作“天元皇太后玺”的玺纽。

獬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在《异物志》中记载：
“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
论，则咋不正者。”据此可知，獬豸可以明是非、辨曲直，惩治邪

恶。汉代的执法者佩带“獬豸冠”帽子，象征公正严明。用獬豸
做“天元皇太后玺”的印纽，是对“天元皇太后”为北周的稳定
作出巨大贡献的肯定，是对她人格品德和智慧的颂扬。

“天元皇太后玺”是从盗掘孝陵的犯罪分子手里追缴回来
的，追缴过程颇费周折。1993年秋，有人举报说北周武德皇后
陵墓被盗，因为北周时期的帝陵不起封土，史书中又未记载，
文物部门一时无法证实。直到同年 12月，渭城区底张镇陈马
村村民主动将自己从盗洞中拣回的“武德皇后”墓志交给了
工作组，才确信原来北周武帝宇文邕和武德皇后合葬的孝
陵的确被盗掘。之后，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分局开展了严厉打
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陆续收缴了金丝、玉首饰、玉片等部
分文物。直到 1996年 5月 31日，经一名被抓获的在押罪犯检
举，盗掘孝陵的犯罪团伙仍有部分案犯在逃，有一金印流失
在外。得知此消息，公安干警迅速出动，兵分几路，乘胜追
击，又抓捕了几名罪犯，并加强了对案犯的审讯力度。经过
13个昼夜的斗智斗勇，1996年 6月 13日 23时，狡猾的罪犯终
于败下阵来，表示愿意交出金印，请求从宽处理。于是，被盗
取的“天元皇太后玺”于 1996年 6月 14日凌晨 1时 10分被公
安干警护送到渭城区文物派出所。至此，历时两年 10 个月，
北周纯金“天元皇太后玺”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国家
的文物藏品，现收藏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
发挥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社会价值。

“天元皇太后玺”还有一个主要特点，采用阳文书体。秦汉
以来，流行官印基本是2.3厘米见方，俱为阴文。南北朝以后，
纸张逐渐取代竹简成为公文典籍的载体，官印由此加大，始用
阳文。阳文印最早的使用实例见于南齐，敦煌《杂阿毗昙心论》
残卷末及经卷背盖有南齐阳文“永兴郡印”一方，但未见实物。

“天元皇太后玺”，是研究从秦汉阴文官印向隋唐阳文蟠条官
印转变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在印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
研究价值。

北周纯金
“天元皇太后玺”

吴红艳

图10 清·李墅《儿童嬉戏图》横幅 扬州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