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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度挖掘安徽特色地域文
化资源，实现重大考古成果活化利
用与阐释传播，9 月 29 日，由安徽
博物院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凤阳县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
馆、凤阳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管理处等共同主办的“天下
中 都—— 明 洪 武 时 期 精 品 文 物
展”，在安徽博物院蜀山馆（新馆）
开展。

本次展览遴选了国内 13 家文
物收藏单位明洪武时期文物、标本
等近 400 件（套），通过“日月重开”

“择中建都”“中都遗韵”三个部分，
展示了明朝建立之初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并吸收利
用明中都遗址考古的最新发现和
研究成果，复现六百多年前大明中
都的璀璨辉煌，带领观众重温“洪
武时代”的壮丽气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明洪
武二年（1369）九月选择他的家乡
临濠为中都，营建中都的工程持
续了六年，至洪武八年（1375）四
月罢建。明中都作为明代以京师
之制建造的第一座都城，虽没有
发挥其都城的真正作用，但在中
国都城建造史上有着重要的地
位，成为此后改建南京和营建北
京的“蓝本”。

2022 年 3 月，随着安徽凤阳明
中都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明中都”再次进入大众视
野。如今的明中都遗址正拂去历史
的尘埃，悄然“新生”。

日月重开

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
元璋率军攻占集庆（今南京），改集
庆路为应天府，迈出了王朝更迭的
坚 实 一 步 。元 至 正 二 十 四 年
（1364），朱元璋自称吴王。元至正
二十六年（1366）八月，拓应天城、

“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
阳”。十二月，“命有司营建庙社，立
宫室”。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
月，建国号为吴，称吴元年。九月，
新宫落成。第二年（1368）正月，朱
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

“洪武”。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政治措
施，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得
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国力增
强，为明朝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奠
定了基础。

“龙凤六年”元帅之印（图 1）
元至正二十年（1360） 1978年六安
市城北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钮顶
有一楷书“上”字。印面阳刻九叠篆
书“元帅之印”四字。印背右刻“元
帅之印”，左刻“中书礼部造”“龙凤
六年十一月□日”，印的左侧刻“珍
字八号”，皆阴刻楷书。此印为元末
韩宋政权铸颁的官印。朱元璋所领
导的农民武装早期名义上隶属于
韩宋政权，使用龙凤年号。安徽目
前已发现的龙凤年款印章有元帅
之印、管军万户府印等。

“羽林左卫”铭文铜碗口铳（图
2） 明洪武五年（1372） 南京城墙
博物馆藏 前膛中部刻铭文“羽林
左卫猛字叁拾玖号/次碗口筒重弍拾壹斤/洪武
五年八月吉日/宝源局造”。碗口铳因铳口像碗而
得名，是火铳两种主要类型之一。另一种为手铳，
亦称“手把铜铳”，是单兵手持的轻型火器。羽
林左卫是明洪武年间设置的十二个亲军卫
（后增至二十六卫）之一，主要负责宫廷和京
城宿卫。

白釉梅瓶（图3）明 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
明吴祯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吴祯
（1328—1379），定远人，明朝开
国功臣，洪武三年（1370）被封
为靖海侯。洪武十二年（1379）
卒，被追封为海国公。梅瓶在
历史上有酒具和陈设器等不
同功能。明代初年基本上出
现于功臣贵族墓葬中，成为某
种意义上的一种礼器。

镶宝石金带饰（图 4） 明
1971 年山东邹城明鲁王朱檀
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带
饰为如意云形，托体金质，
镂空串枝花卉。花卉表面
镶嵌各种宝石 33 颗，十分
精美。明朝建立初期，政治
形势复杂，为避免历代地方割
据和叛乱对朝廷造成的威胁，
朱元璋考虑依靠宗室子孙对地方
军政官吏加以限制和监督，于洪
武初年建立诸王分封制度。朱檀
（1370—1389），朱元璋第十子，
封鲁王，洪武十八年（1385）就藩
兖州，十九岁服丹药毒发伤目而
亡，谥号“荒”。

择中建都

明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下诏在其家
乡凤阳营造中都城，“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
焉”。此后六年间，调全国建材、集百万匠夫于凤
阳，开始了浩大的兴建工程。中都城采用“三环相
套”的建筑格局，分别为皇城、禁垣、中都城，其“规
模之大、规制之盛、工艺水平之高，实冠天下”。洪
武八年（1375）四月“功将完成”的时候，朱元璋突

然下诏“罢中都役作”，停止营建。此后，朱元
璋利用从各地调往凤阳的建筑材料，修

建了皇陵、十王四妃墓和龙兴寺。
青花缠枝牡丹纹兽耳盖罐（图

5） 元 1973 年蚌埠市东郊曹山明
汤和墓出土 蚌埠市博物馆藏 该
器体形硕大，造型优美，线条流畅，
色泽浓艳，为元青花中的精品。汤
和（1326—1395），字鼎臣，明初濠州

（今安徽省凤阳县广德乡）人。汤和
追随朱元璋，一生南征北战，屡建奇
功。元至正十六年（1356）攻下集庆

（今南京）后，即由管军总管升为统兵
元帅，后历任枢密院同佥、中书左丞、平
章政事、御史大夫、征南将军、征西将军
等职。明洪武三年（1370）被封中山侯，后
改封信国公。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有赏赐
功臣青花瓷器的惯例，这件元青花盖罐很
可能是受赏而来的精品。

石雕龙纹束腰（图6）明洪武 明中都
遗址采集 凤阳县博物馆藏 这件石雕龙纹束

腰，浮雕一龙于祥云之上，龙体刻工精细、动感十
足，具有明初的典型特征。这件龙纹石雕束腰体现

了明中都宫殿建筑的高规格。束腰作为古
代高等级建筑须弥座台基的重要组成部
分，常雕刻装饰各式纹样。在明中都遗址
发现的须弥座台基用材精良，雕刻精
美，其束腰部位常见纹饰有龙纹、凤纹、
麒麟纹、鹿纹、狮纹、云纹、方胜纹、“卍”

字纹、花卉纹等，具有典型的明初风格。
涩胎褐彩书铭文板瓦（图7） 明洪武

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出土 景德镇御窑
博物院藏 该器通体无釉露胎，凹面左下

角以含铁色料书写文字：万字号，浇色
凡道，风火占高，作头潘成，甲首吴昌
秀，监工官浮梁县赵万初，监造提举周

成，上义都。该瓦详细记载了制瓦
工匠和监制官员的相关信息，是
研究当时陶瓷生产分工的珍贵
资 料 ，也 与 清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1682）《浮梁县志》关于赵万初
为洪武早期浮梁县丞的记载相

互印证。此外，书写有“赵万初”的
板瓦在凤阳明中都遗址也有出土，

实证了洪武初年景德镇曾为明中都
烧造建筑构件。

明梵文如意纹半月形金发冠（图
8）明初 凤阳县城西乡余庄村明严端玉

墓出土 凤阳县博物馆藏 冠两侧沿部压印“唵嘛
呢叭咪吽”六个梵文，梵文上又印“贺力”二字。梵
文均系“剔地起突”錾刻，文字周边有刀痕。墓主严
端玉，元末明初人，卒于明永乐初年，其子曾任明

中都留守司副留守，具有较高的
政治地位。洪武十四年（1381）九
月，在凤阳设置中都留守司，防
护皇陵，设留守一人，左、右副留
守各一人，隶中军都督府。

中都遗韵

明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
璋在巡视即将完工的中都城后，突然宣布“罢中
都役作”。此后因取材建龙兴寺、历经战火等原
因，城墙及宫殿大量被毁。清乾隆二十年（1755），
拆中都城外城，取砖营建凤阳府城，中都城废为
遗址，此后多年人为及自然因素的破坏，中都城遗
址岌岌可危。

1982年国务院将中都皇城及明皇陵32对石像
生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明中都遗
址被纳入有效保护及管理之中。2017年12月，明中
都皇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授牌，成为安徽首个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2年 3月，凤阳明
中都遗址入选“2021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中都皇城焕发了新
的生命和活力。

凤纹琉璃滴水（图9） 明 明
中都遗址出土 安徽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藏 琉璃滴水是古建筑

中用于屋顶檐口的构件，其作用是
防止雨水顺着瓦片流入屋内。琉璃滴水

通常呈下垂状，下端呈尖形或圆形，以便雨水顺
利滴落。这件滴水施黄釉，凤纹雕刻细腻、线条
流畅，工艺精湛，彰显了明中都宫殿建筑对建筑
材料的高标准。

石雕螭首（图10）明洪武 明中都前朝区宫殿
遗址采集 凤阳县博物馆藏 螭，中国古代传说中
一种没有角的龙，多用于古建筑或器物上。雕刻成
形突出于建筑之外的螭首，常置在建筑下部的台
基外部，栏板之下。据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造
殿阶螭之制，施之于殿阶对柱及四角，随阶斜出，
其长七尺，其螭首，令举向二分”。

瑞州府上高县款城砖（图11）明 南京城墙博
物馆藏 砖一侧铭文：总甲黄原亨甲首刘德华小
甲简文华 窑匠晏文叁 造砖人夫刘德华。另一侧
铭文：瑞州府提调官通判程益司吏艾诚 上高县提
调官县丞吕翊司吏赵用宾。城砖有字在历史上是
不多见的。明中都和南京城砖上留下的这些字迹，
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为研究明初的建筑历
史和明初的地理沿革、军队设置、官吏名称、徭役
制度、刑罚制度、文字演变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有研
究价值的资料。

龙纹琉璃构件（图12）明 南京中华门外眼香
庙琉璃窑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这件龙纹琉
璃构件是琉璃屋脊上的垂（戗）兽，垂兽又称角兽，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垂脊上的装饰构件，还能
起到固定瓦片，加固屋脊的作用。

本次展览研究安徽重大考古成果，利用博物馆
平台加以转化应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整合地方文物资源，使其得以在更大平
台，以更高维度、更新手段进行宣传展示；以展览
为抓手带动基层博物馆从学术研究、展览策划、陈
列布展、展览宣传、文创开发、社教活动、专题讲
座、研学线路、旅游推介等多角度多维度进行提
升；以展览为依托开发明中都主题特色研学游，是
以展览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
史长河中，剑被赋予多重意
义，享有“百兵之君”的美誉，
并形成独特且深厚的剑文
化。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
沟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环
首剑”，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
的青铜剑。商代晚期，在长城
一线及以北地区，青铜剑分
布范围变得更广泛，数量也
大大增加。《史记·周本纪》记
载，武王伐商“至纣死所。武
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
轻剑击之”、“散宜生、太颠、
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文献
表明西周早期周人用剑已属
常事。考古发现西周时期中
原地区流行一种扁茎柳叶形
短剑，且出土短剑不在少数。
到了春秋时期，剑身逐渐被
加长。特别是战国早期之后，
剑的出土地点越来越多，且
剑体增长，形制固定，制作精
良，剑文化此时也发展到鼎
盛时期。此外，约在两周之
际，社会上盛行佩剑之礼，

“吴戈越剑”名重一时，除护
身外也兼具礼仪功能。时至
今日，除了素有“中华第一
剑”之称的虢国玉柄铁剑、越
王勾践剑、兵马俑秦剑等历
代名剑外，在陕西省韩城市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里陈
列展示着距今 2700 多年前
的一柄玉剑（图 1），与之搭
配的还有一件金剑鞘（图
2—4），亦备受关注。最为精
美的是，温润内敛的玉剑和
光彩照人的金剑鞘完美组
合，传递出春秋早期古老芮
国的金玉璀璨之光。

此组玉剑、金剑鞘 2006
年出土于梁带村芮国墓地
M27芮桓公墓中，以其明确
的出土位置、完整的组合关
系、罕见的造型特征被认定
为一级文物，同时也是梁带
村芮国遗址博物馆“镇馆之
宝”之一。玉剑位于墓主芮
桓公腰部右侧，通体打磨抛
光，青黄色玉质，受沁呈棕
褐色，局部有白化现象，长
29 厘米、宽 3.8 厘米、厚 1 厘
米，重 98.61 克。玉剑中脊长
直，前锋收尖呈柳叶形，剑
身两侧收刃，轻薄锐利如同
前锋。剑格两面均饰相同的
勾转对称兽面纹饰，兽耳部
有穿孔。剑柄呈长方形，制
作较为粗略，侧面可观察到
明显的片具切割痕迹，推测
剑柄外缘原来曾包覆有其他
材质以利握持。

该剑的突出特征是剑格
部为一两侧有上卷“獠牙”的
兽面。这类兽面格短剑在东
周时期较为常见。张天恩先
生曾讨论过“秦式短剑”，认
为“已知秦式短剑的格部均
饰兽面或变形兽面纹，基本
上没有例外的现象”。此芮国
玉剑即与“秦式短剑”格部特
征相同，虽非青铜材质，但对探究“秦式短
剑”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发展演变提
供实物参考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玉剑出土时已折断，
推测是在下葬时古人有意打断的。究其原
因，应与周人的丧葬制度有关，属于毁兵
习俗。同样，金剑鞘中部也有一道明显的
弧度，和玉剑折断的位置刚好相符。由此
判断玉剑是放在剑鞘内被毁断后，分别摆
放在墓主芮桓公腰部左右两侧。就目前考
古资料所见，将兵器有意识地折断、毁坏，
这类现象多在商周墓葬内发现。有学者据
此做过统计，毁兵葬时代上主要从商晚期
延续至西周晚期，其中商晚期墓葬大多集
中于关中西部地区。西周时期墓葬毁兵而
葬现象普遍在周文化分布区发现，这种习
俗的传播正是周人克商之后，随着统治区
域的扩大而迅速传布开来的体现。

金剑鞘摆放在墓主芮桓公腰部左侧，
纯金质地，因久处墓葬之中，表面附着有
朱砂和其他物质，色泽略显黯沉，长 18.7
厘米、宽 4厘米、厚 1.5厘米，重 187.44克。
整体镂空，锋部为三角形，剑鞘两侧呈圆
弧形，一侧中部有穿孔。背面上部有一带
状穿孔，其下为方格和三角形镂孔。正面
纹饰以中轴对称的构图形式进行设计，分
为三组，自上而下依序排列镂空纹样。最
上边第一组为相视的两只侧面吐舌神龙，
龙首对向内卷，舌部伸出呈“C”型，龙鼻下
卷呈尖角状，弯卷颈部外有尖突，突出部
分与剑鞘侧边相连接。两龙身躯于中心部
分合二为一，与龙首平行位置再次分开，

向下延伸至图像正中位置对
称相交，形成下边新的两只
侧面吐舌带角神龙，两龙鼻
部及尖额部相连，舌部伸出
翻卷与龙身相连，其下为后
伸的龙角，回勾呈环形。第二
组上部饰双首单尾龙纹样，
龙眼正圆两两相对，龙舌从
左右两边分叉伸出连着龙
身，龙首之下自颈部由下向
上翻卷龙身，绕过龙首使两
龙身躯相交，并与其下两只
侧面吐舌带角神龙的身躯相
连。第三组纹样与第二组完
全一致，因剑鞘顶部细窄，故
整体比例缩小。

龙纹作为金剑鞘主体表
现元素，以 12条神龙躯体的
线条变化在长条形的外观内
部形成整体连续的构图，或
侧面吐舌、或共用一躯、或俯
视前方。与青铜器范铸刻画
不同的是，金剑鞘以镂空铸
造的方式，使纹样局部立体
化，减少了细节表现，更多以
线性的表现方法呈现龙纹的
组合。尤其是第二组和第三
组的双龙俯视构图，和中原
地区同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
龙纹差异很大。这种构图究竟
是周文化龙纹的变种，还是与
周边草原文化接触所创造的
新纹样，有待研究。无独有偶，
此龙纹与芮国墓地M26仲姜
墓出土的青铜弄器镂空铜方
盒（图5）的龙纹几乎相同。镂
空铜方盒的盒盖饰有西周晚
期至春秋早期的垂鳞纹，故此
可佐证金剑鞘的制作年代当
与镂空铜方盒同时。

细观金剑鞘，表面保留
有一些微小缩孔，其来源当
系铸造时液态金属在模范内
凝固的过程中，液态收缩得
不到补充，从而导致器身形
成大小不一的缩孔。这种制
作缺陷的存在说明金剑鞘为
铸造成型，再经抛光打磨。不
可否认的是，龙纹特征与镂
空铜方盒如出一辙，显示出
芮国工匠承接了西周晚期以
来黄金受青铜影响的铸器风
格，将纹饰设计及铸造技术
广泛应用在金器制作之中。

据冯峰先生调查研究，
在国外如日本等地收藏有与
芮国玉剑、金剑鞘同时代相
类似的铜剑及铜剑鞘，属于
实用器具。而芮国玉剑、金剑
鞘无论是剑身还是鞘身，都
采用了异于同时期其他青铜
短剑的材料——玉与黄金，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该套剑
饰并非用于防身等实用功
能，应是墓主芮桓公生前作
为芮国国君身份的象征，属
特殊场合佩戴的礼仪重器。

事实上，从芮国墓地已
发掘的 69 座墓葬出土数千
件（组）玉器和 48 件金器数
量来看，在当时黄金资源比
较稀缺的社会背景下，为这
件制作工艺已很成熟的芮国
玉剑精心设计与之配套的金
剑鞘，显然不是很合理。鉴于
此，只能推测此玉剑的来源与
身份非同一般。结合出土文物
以及文献史料，推测该玉剑是
周天子因芮桓公教化百姓和
拱卫京畿有功而赏赐。又有芮
桓公谥号为“桓”，“辟土服远
曰桓”，谥“桓”者多以武功著
称，因而此玉剑、金剑鞘的传
奇故事极有可能与芮桓公拒
犬戎、护平王的事功相关。此
后芮桓公为了展示功绩及携
带方便，不惜黄金成本，特意
制作金剑鞘以保护玉剑，金
剑鞘也是芮桓公墓中出土48
件金器中最重的一件。当然，
在金剑鞘里面还应有皮革一
类的内衬，但在墓葬中早已
朽蚀无踪。

综上所述，作为国内外
迄今为止发现的两周时期唯
一完整的玉剑与金剑鞘组合

剑饰，从其器型特征、纹饰特点以及功用
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与品鉴，对探索西周
晚期至春秋早期非主流的高等级黄金礼
仪用器、金玉艺术和黄金铸造工艺都具有
极高的学术意义。美玉彰显德行，宝剑象
征权力，黄金代表财富。以玉制剑、以金护
玉，金玉同辉，成就了这一组弥足珍贵的
华夏瑰宝，值得进一步体味与研究。

图4
金剑鞘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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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镂空铜方盒

图1 玉剑

图2
金剑鞘正面

图3
金剑鞘
正面拓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