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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近代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
态，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又体现了
传统的特点。”这一流动不居的历史观有助于我们判
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美术的时代性。这一时期
的工艺美术表现为在衰落中有生长，在冲突中有融
合的转型期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手工艺传统在
时代变革中依然表现出文化的韧性和惯性力；另一
方面新时代的资本、新工艺、新美术和大市场等又凝
结成一股巨大力量，有力冲击着旧的生产关系，革新
着旧的生产力，鼓动工艺和美术脱胎换骨。

尽管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振兴实业、发展工业是
当时的社会共识，但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工业化
道路上走得十分坎坷，在战乱时期传统手工业仍旧
是关乎民生经济最直接的行业之一，特别
是那些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在
对外贸易中依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
中国对外文化输出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
角色。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晚清和民国政府
在振兴实业的口号声中不得不考虑手工艺
的振兴问题，受断断续续的工商政策的鼓
励，这一时期中国工艺美术品有机会成规
模地出现在国际大型展会上，客观上也推进
了诸多工艺美术品类转型为外向型产业。同
时，为满足国内民众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
也保护了不少乡土工艺美术品类。

不论是外销型还是自给自足型工艺
美术，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美术的发
展始终无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制度钳制，在经济和文化上手艺人无法自
由、自主地进行创造。受政策的不连贯性以
及地区社会发展非常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
各工艺美术品类的发展水平也严重不均衡，特别是
一些外销型工艺美术品类的发展常常出现大起大
落、盛衰无常现象。20世纪上半叶的工艺美术行业在
面对洋货竞争、机器工业竞争和突然打开的巨大而

陌生的国际市场时，手艺人自然会出现或被
动顺应、或折中调和、或主动融合发展等不
同的态度。基于现实的利益，晚清民国时期

多数手艺人对于半手工、半机械的生产
方式能主动地接受，尤其在那些容易
形成产业规模的工艺美术行业。只

有那些市场有限，地域性强的工艺美
术门类才努力维持着纯手工生产。

在对待接受外来美术影响方
面，多数手艺人都无法在融合
古典与现代、本土与外洋的对

立因素中有杰出的创造，他们的
产品和作品中较普遍地出现墨
守成规，装饰与功用不协调，艺
术语言不统一等现象，与他们在
劳动中和审美上的不自由状态
是紧密相关的。庞薰琹在总结
1949年前百年工艺美术发展历
程时说：“民间艺术是处于停滞

的状态，一部分手工艺品则是向着一
条狭窄的路去发展，它一方面受着18世纪

以后宫廷艺术的影响，一方面又为了要迎合猎奇的心
理，在这风气影响下，有些工艺制作逐渐脱离了实
用，在风格上变得很繁琐。”尽管这一论断有其绝对
化倾向，但也反映了部分历史面目。

对于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所取得的成就，自然
不能简单用“矫揉造作”或资产阶级畸形趣味来全盘
加以否定。在国弱民贫，传统工艺美术普遍衰落的大
环境中，手工艺人的创造力总是无法被外力完全遏
制住，他们留下的经典作品就是这半个世纪里的历
史高光。因此，我们需要换个视角去客观评价这半个
世纪的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在灰色的历史云层中
有几道灿烂的云霞值得注目。

首先，一大批实业家和工艺美术学者在民族存
亡的危机关头，带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和自觉意
识，呼吁革新工艺，倡导美育，激浊扬清，着力培养工
艺美术图案设计专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有力地推
进了工艺美术在美术设计和生产工艺两个方向上朝
着近代化在转型。

其次，晚清民国时期虽然外来美术观念和形式
重塑了中国美术的知识谱系，工艺美术在冲突融合
中还是基本保持了传统文化的本色，本土的手工艺
文化成功地改造和提升了像抽纱花边这样的西洋工
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工艺美术品正是凭借
自身优秀的工艺传统和文化特质才赢得了海外消费
者的高度认同，不少工艺美术品类在这一时期赢得
国际盛誉，有些工艺美术品类还创造了时代新风格，
技艺水准上刷新了历史新高度。

再次，在工艺美术各门类中，有不少有名或无名
的手艺人，在自觉继承传统工艺美术技艺菁华基础上
与时俱进，在造型和装饰上融汇中西，兼收并举，在审
美格调上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取向，用他们的
智慧走出了一条在工艺和美术上融合发展的新道路。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广大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尊重民间手工艺文化，倡导淳朴健康的风
格样式，在反帝、反封建的艰难斗争中孕育出了“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对于彻
底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手艺人肉体与精神上
的双重奴役，书写工艺美术历史新篇章，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
列“夏商西周时期”展厅中，有一件西
周早期青铜器—— 公簋。它是 2014
年12月国家文物局向中国国家博物馆
划拨的11件文物之一。

公簋为一件西周早期青铜盆形
腹簋，其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部较
浅稍外鼓。双兽首半环形耳下有圆角
长方形小垂珥，圈足较高，斜直壁微
鼓，下无底阶。微束颈，颈部纹饰带的
正后面中间均有对称的浮雕兽首，兽
首两侧 8个浮雕圆涡纹间夹以顾首龙
纹，腹部饰竖条直棱纹，圈足纹饰带由
上下凸弦纹界出，纹饰带内正、背面中
间有双立刀形纹，两侧各饰对勾喙变
形夔龙纹，均无地纹。这种形制的簋始
出现于殷代末叶，在西周早期偏早的
青铜器中常见，只是有的同形圈足下
或有阶状足跟，小珥或作较大。与之器
形相近的有甘肃灵台白草坡 M1 出土
的簋（M1:10）、1991 年陕西岐山县京
当乡贺家村出土的 父戊簋［吴镇
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03811（以下简称《铭图》），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2 年］、山西曲村晋国墓地
M6127、M7161 出土的青铜簋等。 公
簋形制与纹饰所反映的工艺特征流行
于西周早期偏早时段内，即武王至康
王早期，朱凤瀚、李伯谦、彭裕商等诸
先生将其定为成王时器，是比较妥当
的解释。

覐公簋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足
径 13.6 厘米、腹深 8.5 厘米、两耳间距
21.6厘米。

簋内底铸有铭文四行共22字，释文为：
公乍（作）（妻）姚

（簋），遘于王令（命）

易（唐）白（伯）（侯）于㬜（晋）

隹（惟）王廿又八祀 （五）

铭文大意是： 公为其妻姚作簋，作这个器，
恰逢王命令唐伯为侯于晋之时，这一年是王二十
八年。铭文末尾有 公家族的族氏名号。

在晋国历史研究中，始封之地唐改为晋的时
间、晋的由来及其地望等是晋国历史上扑朔迷离
的问题，此簋铭文涉及的相关内容，对晋国早期
历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研究起到十分重要
的推动作用。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作器者为 公， 字在以往金文中未
见，不能确识。此字可能从爻得声。觉、教、学、爻
皆从爻得声，上古音读可能近同，因此朱凤瀚先
生疑“ ”即“觉”字，依音或可读为“尧”字，如是
则“ 公”，即“尧公”。李学勤先生读为疏。本文从
朱说，行文中写作“覐”。

覐公家族不见于传世文献，故覐公具体为
谁，今尚不知。铭文末的“ ”为商末西周早期多
见族氏铭文。“ ”是“五”字的横写，应为覐公所
属的族名，该族名亦见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王
陵区 M1004 出土的铜胄、山西曲沃县曲村西周
早期墓葬出土的伯雍倗鼎(M6195:34)，北赵晋侯
墓地M114出土的一件青铜觯，以及新近发现的
公伯鼎（《铭图》1591）等。由于五等爵位的构成并
不在此时，此时称公者地位尊贵，应该是一种官
职，如执政大臣。故覐公一族应是殷商旧族，入
周后为唐叔虞臣属，随之封于唐，为唐地之内的
执政大臣，后迁至晋，居住地有可能在晋南曲
村、北赵一带。覐公为其妻子“姚”作此簋，正好
是周天子让唐伯去晋地为侯，时间是周天子的
二十八年。覐公为妻作器而以“王令唐伯侯于
晋”作为记时的大事，说明覐公家族与晋国公室
关系密切，这为西周早期晋史的研究补充了新
资料。

其二，唐伯侯于晋，指唐伯为侯于晋。侯作动
词。侯于某，指的是到某地为侯，如麦尊（《铭图》
11820）有“王令辟井侯出坯”。“晋”在此文中指地
名。如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克罍、克盉
其铭文“令克侯于匽（燕）”，“燕”早期也指地名
（商代已存在），后作燕国的国名（北京市文物研

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基地 1973—1977》，文物
出版社，1995年）。从覐公簋铭文来看，晋国国名
的由来也是如此，“王命唐伯侯于晋”可知“晋”原
是地名，后地名用作国名。

关于唐叔虞，《史记·晋世家》记载：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

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

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

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

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

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

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

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

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

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

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

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

世，无其年数。

此段记载晋之始祖唐叔虞受封，即所谓“桐
叶封弟”的情况，以及自唐叔至靖侯难以确考其
年数的五世的概况。

唐叔虞之名遵守在周王室的排行，与王尚有
宗法关系，而第二代则与王室排行无关，而称为
唐伯。分封后，第一代依然与周王室为宗族关系，
而第二代开始则已经与周王室切断关系，称为
伯。伯通常是家中的辈分，如伯喜父。初代晋侯还
不是晋侯的时候，被称为唐伯。《礼记·大传》：“别
子为祖，继别为宗”。《清华简·系年》：“旁设出宗
子，以作周厚屏。”周初封建与宗法是有关系的。
故唐叔虞的儿子是晋侯，此铭文中“唐伯”应为第
二代晋侯燮父，是燮父在其迁晋之前的称号。根
据铭文，周王命令唐伯到晋地作晋侯，足证唐、晋
不是一地，唐叔虞始封于唐，后徙封为晋的史实。
且可将史书记“燮父迁晋”有案可稽，燮父由“唐”
迁都到“晋”确有其事。

其三，综合器物形制、铭文所界定的年代和

内容，“唯王廿又八祀”只能是成王或康王，但依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排年代，成王或康王在位年均
未达到28年，而《汉书·律历志》有成王即位“三十
年”的记载，覐公簋铭中成王二十八年的纪年可
纳其内，进而可修正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成王在
位22年的结论，为研究西周早期的王年和金文历
谱的排定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思路。

2000 年 10 月 14 日至 2001 年 1月 15 日，北大
考古文博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山西曲
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最后两座高等级贵
族 大 墓 M113 及 M114。M113 是 燮 父 夫 人 墓 ，
M114 是晋侯燮父墓。M114 晋侯墓虽被盗掘，很
多文物丢失，但仍出士了大量珍贵文物，最著名
的是叔虞方鼎和晋侯鸟尊，特别是其上面的铭文
是我们了解墓主人的珍贵资料。晋侯鸟尊，今天
已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鸟尊器身造型优美
别致，盖和器上各有一篇相同的铭文“晋侯作向
大室宝尊彝”（《铭图》11713）。“大室”就是太室，应
指当时唐叔虞的宗庙。“晋侯”之晋字是迄今在考
古发掘资料中能看到较早的“晋”，但此“晋”并不
是指“晋都”之意。

而覐公簋铭文记述的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
唐伯侯于晋”之事，是记载晋地的较早的器物，对
讨论晋国名晋之由来有启发意义。可以说覐公簋
铭文中的“晋”是迄今可知较早的山西省简称

“晋”的记载。它不仅是了解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
珍贵史料，亦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西周早期的
王年和金文历谱的排定有着重要意义。

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
国共合作，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
原本对立的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抵
抗日本侵略。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
却不忘给合作之路设置重重阻碍。皖南事
变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困难与挑战主要体
现在经济层面。国民党当局利用法币是陕
甘宁边区本位币，每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
均为大额面值，造成边区市场流通中辅币
稀缺，找零困难，给边区日常贸易带来很
大不便。正是在此背景下，“光华券”应运
而生。“光华券”全名光华商店代价券。光
华商店组建于 1938年 4月，是边区政府创
办的第一家公营商店，隶属于边区银行。
1938年 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
行以光华商店资产作保证金，开始发行二
分（图 1）、五分（图 2）、一角（图 3）、二角
（图4）和五角（图5）的小面额代价券。由于
持券者可到光华商店兑换等额法币，且光
华商店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市场，所以“光
华券”在边区享有良好的信誉，它的发行
流通不仅化解了边区的辅币危机，更展现
出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货币战争”中，边区
政府为赢得主动，采取的“有理、有利、有
节”斗争策略。

首先是据理力争，确保常态发行。
1938年 6月“光华券”问世，半年的发行总
量约为9.9万元，但因信誉良好，流通范围
一度扩展到国统区，招致国民党当局不
满。1939年 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
要求边区销毁“光华券”。对此，陕甘宁边
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分别于4月7日、8日向
孔祥熙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
主任程潜呈文申辩：“边区境内，法币信用
甚高，流通亦畅，唯于开始推行之期，流通
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辅
币万分缺乏。以此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
小民之生活与商业之繁荣……辅币之缺
乏已成严重问题……自民国二十六年一
月起，直至二十七年六月，此一年半中，只
由中央银行兑换辅币贰千元。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而困难愈渐严重……该光华商
店为巩固法币流通……深得人民之信仰，
使法币流通畅达无阻，市面交易益臻繁
荣。奏效良深，尚无不合处。”国民政府理
屈词穷，不再过问。至 1941 年 3 月“光华
券”停发回收之前，始终保持常态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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