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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6月 8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
合主办，广西民族博物馆承办的“广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文化展”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展。展览通过深入
挖掘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事实以及文物蕴藏的价值和内涵，让
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分四个部分讲述广西在历史上与全国
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我国辽阔
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
的民族精神，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
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展览汇集广西全区 30 余
家文博单位 295件（套）青铜器、
陶瓷器、木器、纺织品、书画类文
物等。此外，还结合场景营造及
非遗活态展演，力求带给观众
更好的沉浸式体验，同时围绕
展览主题开发系列文创产品，
提升展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共辟辽阔疆域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早在
距今 80 万年前，就已有人类在
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先秦时
期，居住在今广西境内的主要
是西瓯人和骆越人，他们筚路
蓝缕，勇于创新，博采众长，创造
了多元包容的地域文化，对广西
的早期开发功不可没。秦代灵渠
的开通和桂林、象、南海等郡的设
置，使广西正式纳入大一统国家
的版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
立和发展奠定了空间基础。

青铜甬钟 战国 贺州市里松
镇出土 贺州市博物馆藏（图1）
该甬钟为合瓦形，篆间饰云雷纹，
鼓部饰祥云纹，钲面刻有一个羽
人形象，与东汉王充《论衡·无形篇》中载羽人十
分吻合：“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
翼，形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从描
述中可知，羽人是长寿的象征。这一观
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在各地流传。从器
型上看，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春秋
中期器子犯和钟相同，篆间的云雷纹
样式也与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中期
器雷纹钟相同。从器型上看，其与
出土的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

蟠螭纹青铜罍 战国 贺州市沙田
镇龙中村出土 贺州市博物馆藏（图
2） 该青铜罍肩、腹饰有蟠虺纹带三
周。蟠虺纹一般指盘曲的龙纹。龙，是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祥瑞神兽，从商代
开始，龙纹一直是装饰青铜器的重
要纹饰，象征着祥瑞与威严。河南、
山东、南京出土的青铜器上均发现有
相似的纹样，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
与各地区之间就有了文化交流。

同心圆纹陶瓦当 秦汉 兴安县秦城遗址
出土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藏（图3）

该瓦当为陶制，装饰有同心圆纹，
是桂林兴安县秦城遗址出土的

建筑材料。《岭外代答》记
载：“秦城，实始皇发谪戍
五岭之地。”兴安县秦城遗
址位于灵渠与大溶江交汇
处，进可攻，退可守。秦城遗

址的发现，为探索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提供
了重要证据。

共书悠久历史

自秦汉至
明清时期，历

代中央王朝推
行大一统制度，

也因俗而治，通
过施行郡县制、羁

縻政策、土司制、改
土归流等政策和制度，

不断密切广西与中央王
朝的关系。同时随着民
族迁徙、商贸往来、文
化交流，广西与各地
交融汇聚，各民族利
益相关、情感相通，
对国家的认同不
断增强，共同书
写了中华民族
悠久的历史。
“广南西路驻

泊 兵 马 都 监 铜
记 ”铜 印 宋 代
南宁市邕江防洪
堤出水 南宁市
博物馆藏（图 4）
这枚铜印镌刻于
北 宋 庆 历 七 年
（1047），是目前唯
一一件见证了广
西得名和第一次

作为独立省级行政
区的实物，铜印上
“驻泊”二字，意味
着中央禁军的长期
屯驻，证明历史上
广西对于国家边疆
安全一直发挥着重要
作用。

鸠杖首 汉代 贺
州市八步区铺门镇出
土 贺州市文物管理所
藏（图 5） 汉代“以孝
治天下”，史书记载：
“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端以

鸠鸟为饰。”鸠杖，由朝廷赏赐给七
十岁以上的老人，用于表达希望老
人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双羊形铜杖首 汉代 兴业县龙

安村出土 玉林市博物馆藏（图6） 该
铜杖首是目前我国出土杖首中唯一一件

双羊形铜杖首。两件杖首是汉代中原政治文
化影响在广西的重要见证物。

青花雉鸡牡丹纹
梅瓶 明代 桂林市外
贸局征集 桂林博物
馆藏（图7） 这件梅
瓶瓶身绘有雉鸡牡丹

图，兼工带写，生动再
现了雉鸡飞临、双雉对

望的瞬间，展示了双雉
齐鸣、和谐共处的太平
景象。胫部饰有山石日
月海水纹，取意“日月

照江山”，寓意深
远，反映了人们期
盼江山太平、前程
似锦、社会和谐的
美好愿望。明清时期，以
青花瓷梅瓶为代表的
景德镇瓷器通过水
路大量输入广西，
是广西与其他地区
互通有无的重要
见证。

“三鱼共首”石
刻 清代 龙胜各族自
治县龙脊村（图8）“三
鱼共首”的图像最
早出现于东汉，是
中华民族共有共
享的文化符号，
它反映 了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中 对
和谐、团结和繁荣
的追求。广西龙胜各
族自治县龙脊村风
雨 桥 上 的“ 三 鱼
共 首 ”石 刻 镌 刻
于清光绪年间。该
石刻见证着聚居在
龙 脊 十 三 寨 地 区 的
壮、瑶、汉等兄弟民族
相濡以沫、唇齿相依的
深厚情谊。

共创灿烂文化

广西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文
化交融的重要舞台，众多民族先后
在这里生产生活，留下了丰富的文
化遗产。历史上，广西与各地在思
想文化领域交流频繁，相互影响，
极大丰富了中华思想文化宝库。此
外，交流交融中诞生的语言、文字，
兼容并蓄下发展的饮食、服饰、建
筑，同源共享里传承的音乐、节庆，
各民族共创、共传的中华文化渗透
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
根脉。

《桂林盛事记》拓片 宋代 桂海碑林博物馆
藏（图9）《五源书院接收书单碑》拓片 清代 贺
州市博物馆藏（图10）广西学风兴盛，书院文化
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历史上曾有300多所，产生
了1125名进士，10名状元。《桂林盛事记》碑刻于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由临桂人张仲宇撰
文。其写道，宋代广西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经济日

益繁荣，文化持续进步，应
举的士人已多于从前十
倍，因此上奏申请增加乡
贡的名额并获恩准，清晰
地反映了宋代广西文化教
育事业与社会进步发展水
平。同时，广西还有五源书
院等多家书院位于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招收少数民
族学生，体现了中央对于
广西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
与关心。

咸丰二年诰封赠蒋达
之父母圣旨 清代 灌阳县
水车镇德里村蒋孔生家征

集 灌阳县博物馆藏（图11） 蒋达
是广西灌阳人，清道光年间的进
士，官至从二品大员，著有《古
柏山房诗存》等。咸丰帝曾颁发
圣旨，褒其四代世袭皇恩。这
张圣旨体现了以蒋达等人为
代表的一批广西学者、官员勤

政爱民、为官清正，为中国的政
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作出了积
极贡献。

壮族云雷凤鸟纹织锦被
面 当代 宾阳县征集 广西民
族博物馆藏（图12） 壮锦与
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
国四大名锦”。这件壮锦中
的云雷纹是以连续的回旋形

线条构成的几何形，在青铜器
上常见，寓意云雨润泽以求农业

丰收。凤纹是中华民族共享的传统
文化符号，有着“十件壮锦九件
凤，活似凤从锦中来”的说法，足
见壮族对凤的喜爱。

十二生肖纹铜鼓 南宋—清
柳州市征集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图13） 铜鼓是中国南方各民族
的一种打击乐器和祭祀用具，迄今
已有 2700 多年历史。各民族在青
铜冶炼技术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

交融是铜鼓传播的重要基础，既促进
了铜鼓朝着多样化、精美化发展,也保证了铜鼓
文化的蓬勃多彩、长盛不衰。铜鼓文化至今仍在
我国西南地区流行，成为多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
符号。这面铜鼓鼓面饰有十二生肖纹，具有浓厚
的中原文化气息。

共育伟大民族精神

广西各族人民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对
镇守边关、维护祖国统一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
任感。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八桂儿女总能挺
身而出，同仇敌忾，展开英勇无畏的斗争，共同谱

写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立下保家卫国的不朽功
勋。在建立新中国的征程上，八桂儿女一心向党，
各民族的仁人志士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舍生忘
死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走出了
近代的百年黑暗，迎来了翻身解放的光明新生。

红八军帽徽 近现代 龙州县上龙乡芭那村
梁美杰捐赠 中国红军第八军革命纪念馆藏（图
14）这枚帽徽是1928年中国红军成立以来唯一
使用这种图案、形状和质地的红军佩戴物。其正
面有凸起的图案，由斧头、镰刀、五角星组成，斧
头代表着工人，镰刀代表农民，位于斧头镰刀之
上的一颗五角星代表着共产党，也寓意着革命火
种星火燎原。

龙胜县瑶族家庭翻身史手稿 近现代 龙胜
各族自治县征集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图15）这
份手稿记载了龙胜黄姓瑶族家庭发展过程中经
历的坎坷和磨难，还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
想感召下，广西北部含龙胜县在内的瑶族群众，
于 1933 年发动的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桂北瑶
民起义。

“抗战必胜”小江瓷壶 近现代 南宁市征集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图16）抗日战争时期，在中
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广西
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奏响了一曲抗日救亡的爱国
主义凯歌。为了鼓舞广大民众抗日的斗志，广西
钦州市浦北县的小江瓷厂生产了大量题写有“抗
战到底”“抗战必胜”“还我河山”等字样的抗战瓷
器。小江瓷也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

《大瑶山团结公约》文书 当代 金秀瑶族自
治县政府捐赠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图17） 1951
年 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秀大瑶山瑶
族各支系的代表人士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自主
协商，共同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为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
同繁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千百
年来，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一起生活，水乳交
融，不分你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共御外辱一
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
的中华文明。1949年12月，广西解放后各族人民
实现当家作主。1958年 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宣
告成立，开启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新征程。70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
耀下，广西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
正确道路，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落
实党的民族政策，八桂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
史性巨变。

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博物馆作为收藏、
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见证的公共场所，
同时也是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重要平台。
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希望通过本展览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
民族情感予以深化表达，镌刻下“何以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广西答案。

古往今来，灿烂夺目的黄金，一直深受人们
喜爱，既可作为货币和财富的象征，又可用作装
饰品，在点缀日常生活的同时，成为礼仪和阶级
的象征。2004 年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 M27
芮桓公墓中除了出土代表墓主国君身份地位的
青铜礼器七鼎六簋和大量精美玉器外，还在内棺
发现墓主上身部分佩戴金器 48件，有金腰带组
饰、金剑鞘、金冠饰、牛首衔环、金韘等。如此数量
众多、种类丰富的金器，经检测，纯度超过 80％，
是迄今为止国内春秋早期单个墓葬出土金器数
量最多的一次，更是芮桓公生前拥有大量黄金饰
品和黄金用具的再现。

这48件金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首
次发现的金冠饰（图 1），距今 2800余年，造型罕
见，工艺精湛，功用独特。据此前出版的《芮国金
玉选粹》《金玉华年》等图著所述，该金冠饰出土于
墓主芮桓公右肩下部，故称其为“金肩饰”。直至
2020年出版的《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
年度发掘报告》纠正为金冠饰，可谓一锤定音，以
正视听。事实上，仔细审视金冠饰，如因其出现在
墓主肩部附近位置就推断为肩饰，则很是勉强。首
先金冠饰的大小与成年男性肩部比例不一致，其
次金冠饰比较薄，系“易碎品”，显然不能随着人肩
膀的活动而反复摆动。相反，作为冠饰，缝制在冠
上，戴于头顶，不会随意移动，是行得通的。

该金冠饰整体造型呈半圆形月牙状，长 13
厘米、宽11.3厘米、厚0.08厘米，重46.78克。以镂
空加阴线技法构成左右对称的主体图案，将神人

和神龙的形象融
为一体，龙头和
神人头互用，
椭圆形眼两
侧 眉 梢 等
长。从右方
观察是神
龙张口吐
獠 牙 ，头
顶有角，龙
角回勾“Ｃ”
型回转分布
于器身，似
云 纹 ，
龙 舌
外 伸
呈 短
勾 角
状，有长发向
后 飘 至 龙 尾
部；从左方（图 2）
观察则是神人以眼部为中心，圆顶隆鼻，脑后长
发前飘，龙身与神人身同体。据研究，这种将人与
龙共用一躯的设计，受西周中期玉器风格影响较
大。上缘穿孔较大，残存 17个。下缘的穿孔则较
小而繁密，达246个。

众所周知，黄金的硬度低，有良好的延展性，
可锤压成很薄的片。早在商代人们已熟练掌握黄

金的性能，通过锤揲、退火处理而制成金箔、金叶
等薄片，以包镶、贴附等方式装饰在其他质地物
品如铜、木、漆器上，并且喜爱黄金制品亮丽的色
彩之美，将之与绿松石、蚌片组成装饰物。西周时
期，黄金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体现，青铜工艺中
的铸造技术也广泛运用于金器的制作。在山西晋
侯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以及韩城梁带村芮

国墓地，包括芮国后期的澄城刘家洼墓地均出土
了大量精美的金器。这些金器，与商代使用金箔
装饰的器物完全不同，而是一件件独立的金器，
为熔金铸器而成，特别是芮国墓地出土的一组
17件金玉腰带饰（图 3）可谓是周代黄金制品中
的珍品，独特的器型，精细的纹饰，镂空、抛光等
娴熟的工艺足以说明黄金铸造工艺在西周晚期
至春秋早期的发展和成熟。

此金冠饰与该墓地所出其他金器相比，其制
作工艺并非铸造，而是以厚金片捶揲成型，并錾
刻阴线表现细部龙纹。龙纹比较抽象，与当时青
铜器上的龙纹颇为相似，显示出金器工艺与青铜
铸造工艺的密切关系。无独有偶，澄城刘家洼芮
国墓地M1出土的薄片状金虎形饰（图4）制作工
艺与这件金冠饰如出一辙。

相较于造型、纹饰与工艺的与众不同，该金
冠饰更令人耳目一新的则是其功能用途。一般来
说，古人穿衣之不自由，源于传统中国有一套完
备的服饰礼制。自周公“制礼作乐”的周王朝时期
开始，服饰就是构建社会各阶层的身份等级的一
大重要手段——以衣冠“知礼仪、别尊卑、正名
分”。因此服饰的尺寸、质料、色泽、配饰等，都有
等级安排，以精确的规定，表现尊卑贵贱。有衣必
有冠，有服必有饰。在古代，“冠”作为占据全身最
高和最先地位的帽饰，被认为是“礼之始也”。周
代贵族男子二十岁时，要举行“冠礼”，表明男子
从少年进入成年，并以“弱冠”代称该年龄段的男
子。《周礼正义》载：“凡服尊卑之次，系于冠。”同

时，在记载周代礼仪的《仪礼》一书中，“士冠礼”
居于首章，可见衣冠和冠礼在古代等级社会与礼
仪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结合芮桓公诸侯国君的尊贵身份以及文献记
载的周礼服配制度，推测该金冠饰当为芮桓公生前
束冠佩弁的弁外装饰品。《广韵》载：“弁，周冠名。”

《玉篇》载：“弁，攀也，所以攀持发也。以鹿皮为之。”
参照《新定三礼图》可知弁的外形若二手相合，多以
白鹿皮为之。对比金冠饰的形制，与弁近似，并且上
下均有穿孔，方便缝制在弁的正面位置，以凸显黄
金的稀有与亮丽。需要补充的是，该金冠饰背面至
今还隐约可见部分纺织物印痕，说明其应是缝缀在
布帛或皮革类有机质材料之上。当然只有在器型一
致的情况下，才能缝制。与此同时，之所以使用锤揲
工艺制作金冠，一方面则是为了减轻重量，不会给
头部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另一方面或许也含有此
器物不同于其他范铸金器的特殊用途，与芮桓公
头部位置出土的鱼形玉璜（图5）巧妙搭配，在一定
程度上以颜色差异彰显至高无上的国君地位。

综上所述，对金冠饰纹饰特征、制作工艺以及
功能用途的初步品鉴，可知金冠饰是芮国国君弁
外的高级装饰品，对于研究两周时期金器艺术与
舆服制度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其锤
揲、錾刻的制作工艺与该墓所出其他金器迥然有
别，纹饰特征则借用了青铜器、玉器上的人龙共体，
显示其与青铜铸造工艺的密切关系。总之，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该金冠饰系国内目前最早的较为成
形的黄金冠饰实物，值得进一步体味与研究。

周风芮韵
黄金灿灿
春秋早期金冠饰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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