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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二 美 水 1 9 9 7年 苹 4期 试 沦 风 翔
,

乌工 幸谈 嵌 针 冬 金

顾盼身后的舞伴
。

第二
、

四
、

六 人舒展双 臂作舞蹈

状 ; 第三
、

五人 左手握 弓
,

弯腰跨步作舞
。

其身后悬

拄 条大 鱼
.

在这 一排人物的下边
,

有二 人踞坐于

地
,

左向
.

短服
,

有幢
.

三人 前面均分别放置案
.

鼎
,

他们是从事烹炊的厨师或仆从
。

在这 组图像的左边
,

嵌绘一 张像兽 皮的侯 ( 用

牛 皮 作 的 蔽 箭 屏 风 )
.

侯下嵌绘 一 人提着两条大

鱼
,

脚 下有一鼎
.

这 小段图像是弥补铜壶颈 部三

组 图像连续构成后 尚余 空缺
.

表明制壶 艺人 在画

面经营位 置 土 的 灵活性
。

健
,

左手持弓朝向天 空
,

右手抽矢
。

船下有鱼鳖各
、

只
.

船头的前方有竹篱一 角
,

上栖一 大五 小水

壳
,

另 只 水亮 刚起 飞
,

捅向远处 水面
。

在竹篱下

有大鱼 三条
。

这 一 组 图像是 对 弋射和 罗网捕鱼 的

真实 写照
。

弋射和渔猎作为单独一 组图像
,

在故宫博物

院藏铜壶的第 一 层 只 占两 小块
,

在成都铜壶上 只

有弋射 一 小块
。

对于 弋射和 渔猎场 景表 现得都不

充分 ; 唯有凤翔铜壶采 用了 同一图像连续三次 重

复表现
,

造成海阔凭鱼跃
,

天高任鸟飞的恢宏博大

又镶嵌 了
一

小段填空
。

每组 人物活动以透过小 」L

向南的大厅展 -IJ
.

大厅建筑样式和成都
、

故宫
一
壶

的大厅 相似
,

但只取 ( 楼的上层
,

而 省略 了楼下的

乐舞部 分
。

导 然是 为 了放 大和 加强 对建 筑 与人物

的表现
。

壶上人物实高 3 5厘米一一 4厘米
。

每组 图

像有房屋 幢半
,

人物九个
.

人 物身材修长
,

婀娜

多姿
,

冠 戴服饰交待明确
,

生活用具清晰可 辨
。 ’

已

是 表现 战 国时 代 贵族 生活的 一幅风俗绘 画
,

也 为

我们研究晚周贵族 生活 习俗提供 了宝贵的形象资

料
。

《

簧写了军雀 声月
(附圈一 )

场 面
。

利箭飞 出的直线
,

长缴

飞翔舞动的弧线
,

也是构成这

波澜壮阔画面的重要 因素
。

数

不清那满天飞 翔的大雁
,

更为

画面平添 了无 穷的生机
。

古代

匠师 处理大场 面 装饰绘 画 的

形式 法 则 已经形成
。

这 幅 弋 射 猎 渔 镶 嵌 画 的

展 示 图

,

宏 观 具 有 磅 礴 的 气

势

、

微 观 则 细 小 处 见 精 神

。

观

者 看 到 空 中 两 行 回 眼 突 出

、

张

嘴 鸣 叫

、

展 翅
飞

翔 的 大 雁

,

仿

佛 其
声 不

绝
耳 际

。

而 被 射 中 作

垂 死 挣 扎 的 大 雁

,

姿 态 各 异

,

第
一 层 图

像 除
了

前
面

提
到

的
两 个 小 人 外

,

其

余 人 物 实 高 为 2石厘 米
.

图 像 人 体 修 长

,

动 势 明 确

而 强 烈

,

姿 态 优 美 而 动 人

。

竞 射 ( 或刁升 )是春秋战

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消遣娱乐的
一
种体育活动

、

和 周 时 的

“

射 礼

”
已

有 本 质 的 不 同

。

史 奇 怪 的 是 这

一 层 图 像 是 颠 倒 镶 嵌

,

这 是 制 壶 艺 人 工
作 中 的 疏

忽 吗 ? 不 是
。

应 是 当 时 人 们 对 旧 礼 制 的 蔑 视

。

是

“

礼

崩 乐 坏

”

的 反 映

,

是 礼 仪 活 动
变

为 贵
族 娱 乐 活

动 的

象 征

。

(附图一 )

铜壶第一层图像处在壶体肩部醒目位置
,

镶

嵌 弋 射

,

渔
猎

图
像

三 组

.

每 组 图 像 的 右 边 人 部 分 嵌

绘 踞 姿 以 错 缴 射 五 人

,

射 者 身 旁 有 俄 以 收 线

.

空 中

有 飞 雁 两 行

,

间 绘 有 被 射 中 的
飞 雁 数 只

。

图 的 左 边

绘 有 渔 船 前 半 截

,

上 立 右 向 射 者 一 人

,

头 戴 与 弋 射

者 相 同 的 鸭 舌 小 帽

,

皆 短 服

。

射 者 的 姿 态 极 为 矫

且 表 现 的 又 是 那 么 真 切

。

渔 猎 部 分 的 雁 亮 也 刻 画

得 精 细 入 微

。

如 大 水 亮 的 利 嘴 和 长 足 是 抓 鱼 涉 禽

的 独 具 体 形

.

几 个 休 栖 在 篱 杆 上 的 小 水 亮 的 前 后

呼 应 关 系 也 处 理 得 自 然 生 动

,

大 有 呼 之 欲 出

,

跃 出

壶 外 之 感

。

表 现 出 古 代 艺 人 高 超 的 状 物 写 实 与 概

括 能 力

。

对 于 五 个 跪 姿 戈 射 的 弓 箭 手

,

表 现 的 姿 态 也

不 雷 同

,

变 化 多 样 极 为 传 神

.

表 明 古 代 艺 术 家 对 运

动 着 的 人 体 变 化 已 有 较 为 深 刻 的 观 察

.

渔 猎 的 船

虽 然 只 有 前 半 截

,

但 是 从 立 于 船 头 射 手 的 身 姿

,

不

难 看 出 渔 船 飞 快 前 进 的 速 度

.

为 了 表 现 渔 猎 的 丰

收

,

它 不 是 自 然 主 义 地
描

绘 出 众
多

小 鱼

,

而 是 像 现

在 这 样 处 理 成 几 条 图 案 化 的 大 鱼

,

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到 彩 陶 文 化 的 余 韵 ( 附图二 )
.

铜 壶 第 三 层 镶 嵌 套

乐 图 三 组

,

因 三 组 图 像 不 能 铺 满 铜 壶 腹 部 一 周

.

而

( 附 图 三 )

这 组 镶 嵌 画 是 用 两 幅 模 板 拼 合 的
,

左 边 为

完 整
建

筑

,

右 边 只 取 了 一 个 建 筑 的 右 半 边

。

室 内 左

起 第

一
人 右 向 跪 小 在 高 台 之 上

,

头 戴 冠

,

腰 佩 短

剑

,

右 手 扶 在 一 盛 器
上

。

左 干 伸 向 前 方 似 接 物 状

。

主 人 的 头 上 方 挂 弓 一 张

。

在 他 背 后

一

人 双 手 持 长

柄 扇 立 于 檐 外

,

为 主
人

扇 凉

.

主 人
的

前 方
有

左 向 为

他
进

食 和
献 艺

的
奴

仆
七 人

。

其 中 第

一

侍 者 高 举 禅

(
Z h i 至

、

古 时 饮
酒 器 )递给主人

,

在 他 的 前 方 置

两 帆 ( g 。 盛 酒 器 )
。

第
一

侍 者 两 手 持 解

,

第
三

、

四

人 双
手

下 垂
作 舞 蹈 状

。

第
五

侍 者 立 于 另 室

,

左 手 执

禅

,

右
手 执 勺

,

面 前 有 两 釜 置 于 架 上

,

其 后 为
二

舞

人

。

显 然 这 三 人 和 建 筑 又 是 一 套 模 板

, ’

已 与 左 边 画

面 拼 装 在 一 起

,

是 为 烘 托 新 兴 地 主 义 阶 级 享 乐 生

活 的 宏 大 场 面

。

在 这 组 图 像 的 楼 下 嵌 错 有 瓶 和 鼎 与 鱼

。 ’

已 们

甲



1 9 9 7年 书 4期 试 论 风 翔 高 王 寺 饭 嵌 针 宴 去

和 室 内 的 饮 宴 活 动 有 着 内 在 的 联 系

.

但 是
在

画 面

表
现

宴
乐

的 完 整 性
上

,

因 为 没 有 楼 下 的 奏 乐 部 分

,

却 不 如 成 都

、

故 宫 二 壶

.

中 国 建 筑 体 系 至 西 周 早 期
已 经 趋 于

一

完 善 ( 见

周原早周宗庙道址 )
,

但 是 迄 今 我 们 能
够

看 到
的

形

象
资 料 很

少

。

辉 县 赵 国 墓 出 土 铜 鉴 上 刻 镂 的 宗 庙

图 像

,

是 战 国 建 筑 形
象 资 料

之 一

,

凤 翔 铜 壶 第 三 层

画 面 所 示 建 筑 形 象 则 较 为 具 体

.

如 屋 檐 下 的 柱 头

有 方 形 平 盘 式 的 护 斗

,

它 可 能 是 迄 今 见 到 的 最 早

的 护 斗 形 象

.

(
、

附
图 三 )

况
.

更 由 于 封 建 地 主 阶 级 经 济 所 形 成 的 生 产 关 系

,

解 放 了 生 产 力

,

因 而 促 进 了 物 质 生 产 的 发 展

,

加 快

了 手 工 业 的 进 步

。

各 国 官 府 手 工 业 和 民 间 手 工 业

都 有 了 新 的 发 展

.

首 先 是 冶 铁 业 的 出 现

,

使 手 工 业

工 具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改 革

,

不 仅 青 铜 器 的 胜 刻 工 艺

技 术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提 高

,

更 发 明 了 精 雌 细 刻 的 错

金 银 镶 嵌

、

婆 金 技 术

,

装 饰 花 纹 的 题 材 也 变 得 特 别

真 实

,

细 致

.

尤 以 用 富 有 现 实 生 活 题 材 内 容 作 为 纹

饰 的 铜 错 青 铜 工 艺

,

如 , 93 5年 河 南 汲 县 出 土 的 水

陆 攻 战 纹 铜 鉴
,

, 96 5年 成 都 百 花 潭 中 学 七 号 墓 出

不 同 色 泽 的 对 比 构 成 装 饰 图 案 画
,

而 使 器 物 表 面

保 持 平 整 的 一 种 工 艺

。

用 手 触 摸 青 铜 器 表 面

、

红 钥

图 像 徽 凸

,

有 一
种

立
体 感

。

同 时 在 微 凸 的 红 铜 图 像

上 有 不 少 凹 的 圆 点 ( 人或禽兽的眼睛 )
,

和 近 方 形

的 凹 点 ( 人物的腰带
、

鱼
体 红 铜

轮
廊 内 的

凹 )
。

这 些

凹 点 可 能 是 原 来 为 镶 嵌 绿 松 石 之 类 宝 石 而 预 铸 的

凹 摘

.

如 果 说 这 些 绿 松 石 不 剥 落 的 话

,

凤 翔 铜 壶 该

是 多 么 的 漂 亮

。

关 于 铜 错 工 艺 预 铸 凹
槽 的 说 法

,

可 由 小 彪 镇

出 土 之 水 陆 攻 战 纹 铜 鉴 上 的 凹 抽 接 缝 处

,

有 上 下

土
的 攻

战 乐
舞

采
桑

纹 铜 壶

,

以 及 故 宫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采 桑 宴

乐 攻 战 纹 铜 壶

,

还 有

, 9 7 7年 陕 西 凤 翔 高

王 寺 出 土 的 镶 嵌 射

宴 壶
.

它 们 以
崭

新 的

面
貌

,

反 映 了
新

兴 地

主 阶 级 的 革 新 思 想

,

和 他 们
所

执 行
的 富

国 强 兵

、

奖 励
耕

战
的

进
步

政
策

。

这 种 为 维

护 封 建 阶 级 利 益 并

为 之 服 务 的 雌 刻 工 ( 附图二 )

铜 壶第 四层 为狩 猎纹 图像 三组
,

每
组

计 有 猎

人 三
个

,

野
牛

一
头

,

野
兔

三 只

,

豹 一 只

,

鹿
一 只

,

野

猪
二 头

。

猎 人 手 持 双 剑 或 长 兵 器 与 野 兽 相 搏

.

三
组

图 像 连 续 铺 开 满 布 铜 壶 下 腹 部

,

繁 复 有 序

,

动 态 紧

张 而 活 跃

。

它 生 动 地 描 绘 出 狩 猎 者 勇 猛 无 畏

,

奋 力

拼 搏

,

及 野 兽 奔 逃 的 场 景

。

整 个 纹 饰 充 满 动 感

,

显

示 出 无 穷 的 生 命 力

。

这 无 疑 是 对 当 时 贵 族 举 行 狩

猎 活 动 的 真 实 写 照

。

这 组 图 像 也 是 成 都

.

故
宫

一 _

壶

所 没 有 的 内 容

。 ’

已 与
19 2 3年 山 西 浑 源 李 峪 出 土

,

现

藏 上 海 博 物 馆 的 嵌 红 铜 狩 猎 纹 豆

、

豆 盖 上 的 狩 猎

纹
图

像
同 出

一 辙

。 ,

这 说 明 二 壶 在 制 作 工 艺 上 有

密 切 的 借 用 互 补 关 系 (附图四 )
。

二

、

凤 翔 铜 交 的 制 作 工 艺

战 国 时 代

,

由
于

各
诸

侯
国

的 政 治 改 革

,

促 使 学

术
思 想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出 现 了

“

百 家

一

争 鸣

”

的 盛

艺

,

把 我 国 古 代 青 铜 器 制 作
推

向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阶

段

.

战 国 错
金

银 器

,

过 去 所 知 多 属 六 国

,

但 是
, 96 3

年 陕 西 兴 平 豆 马 村 出 土 之 错 金 银 云 纹 犀 林
0 ,

和

1 96 6陕 西 咸 阳 出 土 之 错 金 银 云 纹 鼎 。 ,

以 及 1 96 6

年 陕 西 宝 鸡 出 土 错 嵌 云 壶
。

,

都
充 分 说 明

秦
人

也

有 较 高 的
错

金 银
技

艺

,

较
之 六 国 并 不 逊 色

.

金 银 错 工 艺 早 在 春 秋 中 期 就
已 产 生

,

但 最 初

主 要 仅 仅 施 于 诸 如 戈 内 等 小 片 的 地 方

。

到 战 国 时

一 些 最 重 要 的 礼 器 如
:
鼎

、

豆

、

壶
全

身 都
施 以 大

片

的 金 银 错
图

案

,

像 上 面 提 到 的 犀 尊

.

云
纹 鼎

等
战 国

中 期 文 物

,

它 们 通 体 都 是 金 光 闪 闪 的 云 纹 和 龙 纹

。

在 一 些 小 件 物 品 如 带 钩 上

,

金 银 错 花 纹 更 是 多 见

。

风 翔 铜 壶 为 战 国 早 期 铜 错 铜 器

,

即
在

铜 器
表

面
铸

出
浅

凹
花

纹 再
嵌

入 红
铜 薄 片

,

利
用 两

种 金
属

错 落
不 平

的
显

著 痕
迹

来
证 明

.

陕 西 宝 鸡 出 土 战 国

中 期 镶 嵌 云 纹 壶

,

通 体 饰 错 金 银 云 气 纹

,

其 问 加
珠

形

、

水 滴 形 装 饰

,

嵌 绿 松 石

.

壶 上 云 气 黄 白 相 间

,

杂

以 红 绿 两
色

镶 嵌

,

益 觉 鲜 明 可 喜

.

在 嵌 槽 中 涂 朱

,

使 琉 璃 呈 红 色
的

技 术

,

是 一
种

新 的 创 造

。

这

一

发 明

是 在 战 国 早 期 镶 嵌 绿 松 石 技 术 的 基 础 上 得 到 发 展

和 提 高 的

。

凤 翔 铜 壶 还 有 个
工 艺 特 点 就 是 采 用 捺 印 板

的 复 制 方 法

,

能 将 一 组 图 像 制 成 三 次 连 续 复 合 画

面

.

这 种 形 式 属 于 青 铜 器 发 展 分 期 的 第
四 期 一 一

“

新 式 期

” .

新 式 期
器

物 形 式
可

分 为
堕

落 式 与 精
进

式
两

种

。 “

堕 落 式 沿 前 期 之
路 线 而 日 趋 简 陋

,

多
无

纹 绩

。 ’ “

梢 进 式 则 轻 灵 而 多 奇 构

,

纹 绩 刻 镂 史 浅

细

’

贝 这 两 种 式 样 折 射 出 当 时 新 旧 两 种 体 系 的 力

量 和 观 念 的 消 长 与 兴 衰

,

反 映 着 旧 的 败 亡 和 新 的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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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 起

.

所 谓 无 纹 绩
的

“

堕 落 式

”

是 旧 有 巫 术 宗 教 观

念 已 经 衰 颓 的 反 映
;而 所 谓 轻 灵 多 巧 的

“

精 进 式

” ,

则 代 表 一 种 新 的 趣 昧

、

观
念

、

标
准 和 理 想 在 勃 兴

.

尽 管 它 们 仍 然 都 是 在 青 铜 器 的 纹 饰

、

形 象 上 变 换

花 样

,

但
其

内
容

、

性
质 却

已
具

备
了 全 新

的 含
义

,

因

此 以
凤 翔

铜
壶

为
代 表 的 青 铜

工 艺 是 属 于 一
种

全 新

的

,

但
却 是 短 暂 而 又 不 可

多 得 的
工 艺 美 术 品

.

三

、

凤 翔 铜 立 在 美 术 史 的 价 值

l
、

我 国
已

出
土

的
战

国
早

期
镶

嵌
图

像
纹 铜

壶

有
三

个 ( 种 )
,

即 上 面 提 到 的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铜 壶 和

成 都 百 花 潭 壶 与 后 来 出 土 的 凤 翔 铜 壶

。

三 壶 都 是 同 一 时 期 的 青 铜 工 艺 美 术 品

,

其 风

格 极
为 相 似

; 但 是 由 于 它 们 不 是 同 一 地 区 的 产 物
,

而 又
各 具 特 色

.

首 先 壶 表 镶 嵌 图 像 的 金 属 有 别

,

如

成 都 壶 是 镶 嵌 铅 类 金 属 薄 片

.

其 次 是 三 壶 镶 嵌 图

像 内 容 大 同 小 异

,

各 有 增 减

,

在 画 面 图 案 的 组 合 上

也 不 尽 相 同

,

这 正 是 燕 器

、

蜀 器

、

秦
器

的
区 别 所

在

.

2
、

凤 翔 铜 壶 最 大 的 特 点

:
’

已 有
四

层
画

面

,

其

它
一

壶 只 有 三 层 画 面

.

并
且

每
层 画 面 只

描
绘 属 干

个 题 材 的 生 活
画

面

。

如 第 一 层 只 描 绘 竞 射

,

而 无

采 桑 内 容

。

第 二 层 只 描 绘 弋 射 和 渔 猎

,

而 无 野 外 狩

猎 之
帐

蓬 和
宴

乐 场 景

.

第 三 层 只 描 绘 宴 乐
; 而 其 它

二 壶 表 现 的 是 攻 守 城 防 与 水 陆 交 战
。

第 四 层 布 满

狩 猎 纹 画 面
; 而 其 它 二 壶 只 缘 以 兽 纹 及 垂 叶 纹 带

周
.

再 加 上 三 组 图 案 连 续 重 复 表 现

,

更 加 深
了

每

( 附 图 四 )

个 主 题 给 观 者 的 印 象
,

这 说 明 凤 翔 铜 壶 在 艺 术 表

现 上 日 趋 成 熟

.

3
、

秦
是 战 国

七
雄

之
一

,

作 为 秦 器 的 凤 翔 镶 嵌

图 像 纹 壶

,

它 折 射 出 战 国 秦 手 工 业 的 生 产 水 平 和

秦 人 的 审 美 情 趣

。

秦 据 西 周 故 地

,

继 承 和 发 扬 周 人

制 作 青 铜
工 艺 的 优 良 传 统

,

从 而 使 该 地
青

铜
工

艺

在
全

国
处 于

领
先

地 位

。

4
、

凤 翔 铜 壶 的 第
四

层
画

面 吸 收
了 192 3年 山

西 浑 源 李 峪 出 土 的
“

嵌 红 铜 狩 猎 纹 豆

”

豆 盖 上 的 狩

猎 图 像 纹 的 基 本 造 型

,

看 来 这 种 基 本 造 型 是 同 一

捺 印 模 的 产 物

.

浑 源 李 峪 铜 豆 是 赵 人 所
作

,

秦 赵 两

国 都 有 狩 猎 习 俗

,

偏 爱 与 挚 着 地 表 现 狩 猎 便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事 了

。

近 年 也 有 学 者 根 据 浑 源 的 器 物 与

河 北 地 区 的 相 近

,

认 为 浑 源 李 峪 铜 豆 是 燕 器

。

这 些

情 况 都 进 一 步 说 明 战 国 时 期 各 国 之 间 的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是 很 密 切 的

。

5
、

凤 翔 铜 壶 是 我 国 最 早 的 绘 画 与 雕 刻 相 结

合 的 青 铜 工 艺 美 术 品

,

在 人 物 绘 画 的 造 型

、

线 条 运

用 上

,

简 练 准
确

.

它 所 达 到 的 艺 术 水 平 可 以 同 被 誉

为

“

最 古 一 幅 中 国 画
.

( 人物龙风尔画护湘媲美
.

同

时 在 这 两 件 作 品 中 的 相 似 处 可 以 看 到 秦 楚 文 化 交

融 汇 合 的 痕 迹

.

6
、

讲 到 世 界 美 术 史

,

大 家 熟 知 的 古 希 腊 红 陶

画 瓶
《 阿 契 利 斯 与 阿 扎 克 斯 玩 般 子 》q 是被誉 为世

界文明古国之美术精华
.

它 和 凤 翔 铜 壶 时 代 相 近

,

器 形 大 小 相 似

,

人 物 形 象 都 以 侧 影 表 现

.

它 们 都 在

实 用 与 艺 术 相 结 合 上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典 范

,

具 有 永

久 的 艺
术

魅
力

。

7
、

灿
烂 的 青 铜 艺 术

,

显 示 了 我 国 古 代 文 明 的

光 彩

,

是 美 术 史 上 光 辉 的 一 页

。

在 没 有 发 现 绘 画 作

品 遗 存 的 这 个 历 史 时 期

,

可 以 从 这 些 艺 术 形 象 中

,

寻 求 到 民 族
美

术 在 我 国 最 初
阶 段

的 发 展
轨

迹

。

也

可 以 间 接 帮 助 我 们 理 解 这 个 时 代 绘 画 艺 术 的 表 现

能 力

。

8
、

青
铜

工
艺 不 规 则 的 绘 画

性
纹 样 的 出 现

,

结

束
了 干

余
年

来
几

何
纹

样 的
统

治

,

而 为 汉 代 的
工 艺

装 饰 展 示 了 广 阔 的 前 景

。

9
、

在 青 铜
器

上 进 行 镶 嵌 的 工 艺

,

始 于 夏 代

、

商 代 及 周 代

,

镶 嵌 材 料 主 要 是 绿 松 石

。

红 铜 镶 嵌 技

术 的 出 现 在 春 秋 中 晚 期

,

战 国 早 期 成 熟

,

以 凤 翔 镶

嵌 射 宴 壶 为 代 表 的 镶 嵌 红 铜 工 艺 是 这 一 工 艺 水 平

的 发 展 顶 峰

,

但 也 是
其

终
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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