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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参观量突破百万

8 月 27 日 ，“千年瓷韵 淬火融

光———京津冀古代名窑瓷器展” 在天津

博物馆启幕，186 件精品文物在展览中

亮相，其中超七成系首次展出。

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遗存丰富，自

北朝起就已经有了窑业生产， 唐代著名

的邢窑，以烧造白瓷而闻名于世，与越窑

青瓷形成了中国瓷器生产 “南青北白”

的格局。

宋辽金元时期京津冀地区更是名窑

林立，“五大名窑” 之一的定窑、北方最

大的民窑磁州窑都诞生于此， 声名远

播， 形成了著名的定窑系与磁州窑系，

在我国陶瓷发展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本次展览以天津博物馆馆藏瓷器为

依托，携手京津冀三地多家文博单位，共

展出北京龙泉务窑及河北邢窑、定窑、磁

州窑、井陉窑等名窑的精品文物 186 件，

包括馆藏精品、出土文物、窑址标本等，

其中不乏定窑白釉塔式罐（五代）、定窑

刻萱草纹瓶（宋代）、定窑白釉童子诵经

壶（宋代）等国家一级文物。 展览分为

“千年窑火”“花朝月夕”“薪火相传”

三个部分，从瓷器生产工艺、瓷器与文化

生活、 非遗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展示了京

津冀地区陶瓷生产历程。

本次展览预计展至今年 11 月底，免

费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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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展亮点

汉代河间献王修典场景复原

错金豹镇呈现精巧铸造工艺

沧州市博物馆新馆于 2014 年开

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文化

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博

物馆。 博物馆共 11 个展厅、 设有 11

条展线，收藏和展示从新石器时代至

民国的各类文物、藏品、标本，以及大

运河、渤海湾、杂技、武术等极具地域

特色的地域文化。 《沧海之州———沧

州历史文化陈列》是该馆最主要的展

线之一。

沧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晓娟介

绍，展览以时间为序，精心梳理沧州

地区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让

观众能够清晰地感知历史的演进，通

过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直观

地呈现出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的变

化。 同时，展览还搭建了古代沧州的

复原场景，如古代街市、民居等，带领

观众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人

的生活环境。

翻开历史的长卷， 展览中， 每一

件文物都在述说着沧州大地的变迁。

汉代时，沧州出了一位影响中国历史

的人———河间献王刘德。 其父为汉景

帝刘启，其弟是汉武帝刘彻。 刘德这

个名字或许让人感到陌生，但提到他

的历史功绩您一定恍然： 原来是他。

如今我们能看到留存于世的《诗经》

《左传》《尚书》等文献，都要归功于

刘德及其率领的诗博士团队。

展厅里特意设计了刘德修典的复

原场景。沧州市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

马元洲介绍，刘德修学好古，是一位

藏书大家， 生平致力于网罗儒生搜

集整理先秦古书尤其是儒学典籍 ，

使当年的河间国成为礼乐之邦和西

汉中期文化中心之一。 刘德去世后，

汉武帝刘彻赐予他“献王” 的谥号，

以表彰他在位期间的贡献和品德 。

“献” 反映了他的聪明睿智和对国

家的贡献， 这也是如今沧州市献县

得名的由来。

复原场景旁，一只手掌大的青铜

错金豹独享一个展柜。 这是献县汉墓

群中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错金

豹镇。 只见豹子卧于圆座上，昂首目

视前方，周身饰错金卷草花纹，造型

生动逼真。 马元洲说，此“镇” 并非镇

纸，而是一方席镇，“西汉时期古人都

是席地而坐，这件物品就是用来压住

席子的四个角，防止起身时席子粘在

人身上。 ” 透过这件文物，观众仿佛可

以看见，献王坐于席上，潜心修典的

景象。

这件文物的铸造工艺也非常特

别。 错金豹镇主要应用的是错金工艺

的“镶嵌法” ，先是在铸造的青铜器

母范上预留出花纹凹槽，器物铸成后

还要经过錾凿，然后将金丝金箔镶嵌

进凹槽中， 再将器物表面打磨光滑。

经错金后的青铜表面随之呈现出各

种绚丽的图案。

“镇馆之宝”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体现沧州中外文化交流之盛

北魏熙平二年 （公元 517 年），

沧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

记载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件精美

的瓷器被制作出来，历经千年保存完

好，它就是沧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 ———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沧州东

依渤海，怀拥大运河，早在战国时期，

就有“燕齐之间一都会” 的美誉，自

古就是四方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

点，文化荟萃的结晶在这件龙柄壶上

集中体现。

“从纹饰上看，龙柄壶具有高度

的艺术水平。 ” 王晓娟解读，壶身堆贴

雕刻着 18 层不同的纹饰， 其中主纹

饰有 8 层，间隔纹饰有 10 层。 壶的口

沿、颈部、肩部以及圈足上面装饰着

联珠、仰莲和忍冬纹等。 腹部堆贴主

纹饰有 3 层，上面是 8 个联珠纹的圆

形开光， 开光内装饰的是狮面纹；中

间是由葡萄、 火珠和珍珠组成的 11

组精美的纹饰； 下面是 10 朵漂亮的

宝相花。 各层纹饰之间都用弦纹和联

珠纹相隔。 从器型上看，这件龙柄壶

整个造型吸取了波斯金银器造型的

特点，而且联珠纹本身也是波斯最为

流行的纹饰，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的。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而联珠

纹、忍冬纹等都是外来的纹饰，这种

中西合璧的造型艺术，既彰显了工匠

的高超技艺，同时也是沧州古代中外

文化交流繁盛的体现。 这件龙柄壶还

有一件 “兄弟” ———故宫博物院现藏

一件初唐时期的青釉凤首龙柄壶，

2013年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

物。 两件文物的背后，还有一段“认

亲” 故事。

1980 年，在沧州第一砖厂，轰鸣

作业的机器无意中掘开了一座古墓，

发现了这件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当时

文物专家初步判定其属于唐初期的

作品。 直到 1993 年，故宫博物院鉴定

权威耿宝昌先生将其鉴定为北朝青

瓷珍品、国家一级文物。1994 年，河北

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进一步确定了其

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这件龙柄壶正

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沧州博物馆

的龙柄壶无论从工艺、器型、纹饰等

方面， 均与故宫龙柄壶高度相仿，但

纹饰更为繁复，且年代更早，充分表

明了其珍贵。

观展解码

运河上“漂” 来的重磅文物

再现沧州码头的繁华富庶

进入隋唐阶段，展览中的运河文

化愈加厚重。 一处运河码头的复原场

景旁 ， 一组展柜中陈列着运河上

“漂” 来的重磅文物，再现沧州码头

的繁华富庶。

国家一级文物三彩刻宝相花纹

盘，色泽光亮，制作精湛，是三彩器中

的珍品。 马元洲介绍，这件文物的珍

贵之处在于：唐三彩中蓝色占比越多

说明文物价值越高，因为当年蓝色的

釉料都是进口的；纹盘中间雕刻的宝

相花是隋唐时期的代表纹饰。 “由于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都流经沧

州， 造就了沧州运河文化的两相交

融。 ”

一件磁州窑白釉黑彩花卉草叶纹

圆腹小口瓶，出土于沧州沧县崔尔庄

的运粮河中。 此瓶通体施白釉，腹部

绘有黑彩花卉草叶的纹饰，画工自然

流畅，造型精美，是金代磁州窑白地

黑花工艺的代表之作。 专家介绍，磁

州窑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技法以图

案构成形式绘制在瓷器上，开创了瓷

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也为宋以后景

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同时突破了当时五大名窑单色

釉的局限，瓷器釉色较为丰富，其中

尤以这种白釉黑彩瓷器最为出名。 这

件小口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装饰技

法———施化妆土， 腹部花卉及草叶的

纹饰是在黑彩冷却前，用小竹签剔画

出来的，体现了高超的水平。

出土于沧州南皮陈官屯的青花龙

戏珠纹食盒，则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

器。 这是目前出土的元代青花瓷中直

径最大的食盒， 里面有一层什锦隔

盘，分为几格，用来盛放点心。 这件精

美的文物纹饰笔法流畅有力、器形精

致灵动，成为运河文化南北沟通的见

证之一。

文物界的狮子有“个性”

反映不同时代的审美倾向

在这场关于狮城的展览中，与狮

子有关的文物成了明星。

一件唐代的玉石狮，是国家一级

文物，通高 13 厘米 ，狮子蹲坐于长

方形石座上，昂首挺胸 ，张口怒目 ，

毛发成束披肩，胸、腿部肌肉突起刚

健，造型逼真。 马元洲介绍，唐代国

力强盛，与周边各国往来密切，当时

越来越多的狮子被引进中国，玉雕、

陶瓷、金银器、大型雕塑等上面也都

出现了狮子形象， 这件玉石狮就体

现了唐代万邦来朝、 凛然不可侵犯

的大国风范。

另一件元代石雕伏狮， 石狮伏于

方形石座之上，狮嘴微微张开，脖子

上系有铃铛，毛发披于肩部，尾巴向

上贴在后背上，狮子每只足上都刻有

圆形图案， 和圆形方孔钱币十分相

似。 整体造型古朴典雅、 神态安详。

“宋元时期， 狮子的造型不仅仅是像

神兽一样高高在上，而是开始向民间

通俗化发展，狮子的颈部出现铃铛一

类装饰，体现了狮子由猛兽向驯兽形

象转变，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 马元洲说，当时，成

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战

争、扩张疆域，这一时期的狮子形象

体现了蒙古人征战四方、驯服猛兽的

信仰。

“我们观察两件文物不难发现，

文物界的狮子和现实生活中的狮子

有很大差别。 ” 马元洲说，这是因为狮

子在古代十分尊贵， 是皇室的宠物，

普通百姓很难见到，因此我们今天看

到的各色各样的狮子源自于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想象。 他总结了不同时

期的狮子形象的特点：汉代狮子生翅

膀，唐宋狮子留着大背头，元代狮子

系铃铛，明清狮子踩绣球……“这些

都是中国古代工匠根据人们对狮子

的口口相传和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

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倾向。 ”

李祺瑶 张译珈 / 文 武亦彬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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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向游客展示着宁夏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宁夏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地。 近年来，宁夏博物馆充分运用文物资源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托馆藏资源厚植文化自信，让游客在一件件文物中，感受历史文

化遗产所承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基因和血脉。

新华 / 传真

目前，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物华天宝 黎海

琼珍———故宫博物院藏海南文物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该展共展出文物 96件 /套，

包括黄花梨家具、沉香摆件及玳瑁文具等。

新华 / 传真

“在这里能充分了解中国电影的发

展历史， 也很幸运遇到这个有意义的活

动。 感觉北京人民很热情， 文化氛围很

好。 ” 作为今年参观中国电影博物馆的

第 100 万名观众，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

生刘家梁与其他 9 名幸运观众得到了中

国电影博物馆送出的馆体剪纸文创和免

费观影机会。 截至 8 月 22 日，中国电影

博物馆年度接待观众突破 100 万人次，

比 2023 年提前 54 天。

2024 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充分利用

馆内丰富的电影资源优势， 以电影文化

和科普教育为主要内容， 陆续开展一系

列优质文化服务活动， 打造观众喜爱的

网红打卡地。 在音乐会、 猜灯谜等民俗

节日系列活动的带动下，小长假、黄金

周和传统文化节日入馆观众同比增长

46.01%。延时闭馆、错峰开馆、优化入馆

通道等一系列便民措施充分满足观众

的参观和观影需求。 中华少儿电影配音

推广展示、光影知识乐园、优秀电影红

色放映周等活动为全年龄观众提供了

精神滋养。

在第二季度国内热门百强博物馆榜

单中， 中国电影博物馆排名冲至第 42

名， 在北京地区博物馆和全国行业博物

馆中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二。

袁云儿

186件古代名窑精品文物

亮相天津博物馆

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 ，一首民谣唱出了河北省四大

名胜，名列首位的便是沧州铁狮子，沧州的别称———“狮城” 也正源

于此。

走进沧州市博物馆《沧海之州———沧州历史文化陈列》展厅，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铁狮子模型。 它的“本尊” 位于沧州市旧州镇，铸成

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广顺三年 （公元 953 年）， 民间称之为 “镇海

吼” ，是我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

由此，时光卷轴开启。 展厅内，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彩陶，到隋

唐大运河滋养孕育的唐三彩，再到京杭大运河上“漂” 来的磁州窑白釉

黑彩……800 余件文物展品按照 “聚居沧海”“燕齐都会”“设郡封国”

“始置沧州”“运河古韵”“京畿名城” 六大部分， 生动展示狮城大地

6000 年来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

800余件文物述说沧海之州 6000 年变迁

“燕齐之间一都会”

再响运河谣

800余件文物述说沧海之州 6000 年变迁

“燕齐之间一都会”

再响运河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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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博物馆新馆于 2014 年开

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文化

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博

物馆。 博物馆共 11 个展厅、 设有 11

条展线，收藏和展示从新石器时代至

民国的各类文物、藏品、标本，以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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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地域文化。 《沧海之州———沧

州历史文化陈列》是该馆最主要的展

线之一。

沧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晓娟介

绍，展览以时间为序，精心梳理沧州

地区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让

观众能够清晰地感知历史的演进，通

过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直观

地呈现出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的变

化。 同时，展览还搭建了古代沧州的

复原场景，如古代街市、民居等，带领

观众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人

的生活环境。

翻开历史的长卷， 展览中， 每一

件文物都在述说着沧州大地的变迁。

汉代时，沧州出了一位影响中国历史

的人———河间献王刘德。 其父为汉景

帝刘启，其弟是汉武帝刘彻。 刘德这

个名字或许让人感到陌生，但提到他

的历史功绩您一定恍然： 原来是他。

如今我们能看到留存于世的《诗经》

《左传》《尚书》等文献，都要归功于

刘德及其率领的诗博士团队。

展厅里特意设计了刘德修典的复

原场景。沧州市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

马元洲介绍，刘德修学好古，是一位

藏书大家， 生平致力于网罗儒生搜

集整理先秦古书尤其是儒学典籍 ，

使当年的河间国成为礼乐之邦和西

汉中期文化中心之一。 刘德去世后，

汉武帝刘彻赐予他“献王” 的谥号，

以表彰他在位期间的贡献和品德 。

“献” 反映了他的聪明睿智和对国

家的贡献， 这也是如今沧州市献县

得名的由来。

复原场景旁，一只手掌大的青铜

错金豹独享一个展柜。 这是献县汉墓

群中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错金

豹镇。 只见豹子卧于圆座上，昂首目

视前方，周身饰错金卷草花纹，造型

生动逼真。 马元洲说，此“镇” 并非镇

纸，而是一方席镇，“西汉时期古人都

是席地而坐，这件物品就是用来压住

席子的四个角，防止起身时席子粘在

人身上。 ” 透过这件文物，观众仿佛可

以看见，献王坐于席上，潜心修典的

景象。

这件文物的铸造工艺也非常特

别。 错金豹镇主要应用的是错金工艺

的“镶嵌法” ，先是在铸造的青铜器

母范上预留出花纹凹槽，器物铸成后

还要经过錾凿，然后将金丝金箔镶嵌

进凹槽中， 再将器物表面打磨光滑。

经错金后的青铜表面随之呈现出各

种绚丽的图案。

“镇馆之宝”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体现沧州中外文化交流之盛

北魏熙平二年 （公元 517 年），

沧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

记载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件精美

的瓷器被制作出来，历经千年保存完

好，它就是沧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 ———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沧州东

依渤海，怀拥大运河，早在战国时期，

就有“燕齐之间一都会” 的美誉，自

古就是四方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

点，文化荟萃的结晶在这件龙柄壶上

集中体现。

“从纹饰上看，龙柄壶具有高度

的艺术水平。 ” 王晓娟解读，壶身堆贴

雕刻着 18 层不同的纹饰， 其中主纹

饰有 8 层，间隔纹饰有 10 层。 壶的口

沿、颈部、肩部以及圈足上面装饰着

联珠、仰莲和忍冬纹等。 腹部堆贴主

纹饰有 3 层，上面是 8 个联珠纹的圆

形开光， 开光内装饰的是狮面纹；中

间是由葡萄、 火珠和珍珠组成的 11

组精美的纹饰； 下面是 10 朵漂亮的

宝相花。 各层纹饰之间都用弦纹和联

珠纹相隔。 从器型上看，这件龙柄壶

整个造型吸取了波斯金银器造型的

特点，而且联珠纹本身也是波斯最为

流行的纹饰，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的。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而联珠

纹、忍冬纹等都是外来的纹饰，这种

中西合璧的造型艺术，既彰显了工匠

的高超技艺，同时也是沧州古代中外

文化交流繁盛的体现。 这件龙柄壶还

有一件 “兄弟” ———故宫博物院现藏

一件初唐时期的青釉凤首龙柄壶，

2013年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

物。 两件文物的背后，还有一段“认

亲” 故事。

1980 年，在沧州第一砖厂，轰鸣

作业的机器无意中掘开了一座古墓，

发现了这件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当时

文物专家初步判定其属于唐初期的

作品。 直到 1993 年，故宫博物院鉴定

权威耿宝昌先生将其鉴定为北朝青

瓷珍品、国家一级文物。1994 年，河北

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进一步确定了其

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这件龙柄壶正

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沧州博物馆

的龙柄壶无论从工艺、器型、纹饰等

方面， 均与故宫龙柄壶高度相仿，但

纹饰更为繁复，且年代更早，充分表

明了其珍贵。

观展解码

运河上“漂” 来的重磅文物

再现沧州码头的繁华富庶

进入隋唐阶段，展览中的运河文

化愈加厚重。 一处运河码头的复原场

景旁 ， 一组展柜中陈列着运河上

“漂” 来的重磅文物，再现沧州码头

的繁华富庶。

国家一级文物三彩刻宝相花纹

盘，色泽光亮，制作精湛，是三彩器中

的珍品。 马元洲介绍，这件文物的珍

贵之处在于：唐三彩中蓝色占比越多

说明文物价值越高，因为当年蓝色的

釉料都是进口的；纹盘中间雕刻的宝

相花是隋唐时期的代表纹饰。 “由于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都流经沧

州， 造就了沧州运河文化的两相交

融。 ”

一件磁州窑白釉黑彩花卉草叶纹

圆腹小口瓶，出土于沧州沧县崔尔庄

的运粮河中。 此瓶通体施白釉，腹部

绘有黑彩花卉草叶的纹饰，画工自然

流畅，造型精美，是金代磁州窑白地

黑花工艺的代表之作。 专家介绍，磁

州窑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技法以图

案构成形式绘制在瓷器上，开创了瓷

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也为宋以后景

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同时突破了当时五大名窑单色

釉的局限，瓷器釉色较为丰富，其中

尤以这种白釉黑彩瓷器最为出名。 这

件小口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装饰技

法———施化妆土， 腹部花卉及草叶的

纹饰是在黑彩冷却前，用小竹签剔画

出来的，体现了高超的水平。

出土于沧州南皮陈官屯的青花龙

戏珠纹食盒，则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

器。 这是目前出土的元代青花瓷中直

径最大的食盒， 里面有一层什锦隔

盘，分为几格，用来盛放点心。 这件精

美的文物纹饰笔法流畅有力、器形精

致灵动，成为运河文化南北沟通的见

证之一。

文物界的狮子有“个性”

反映不同时代的审美倾向

在这场关于狮城的展览中，与狮

子有关的文物成了明星。

一件唐代的玉石狮，是国家一级

文物，通高 13 厘米 ，狮子蹲坐于长

方形石座上，昂首挺胸 ，张口怒目 ，

毛发成束披肩，胸、腿部肌肉突起刚

健，造型逼真。 马元洲介绍，唐代国

力强盛，与周边各国往来密切，当时

越来越多的狮子被引进中国，玉雕、

陶瓷、金银器、大型雕塑等上面也都

出现了狮子形象， 这件玉石狮就体

现了唐代万邦来朝、 凛然不可侵犯

的大国风范。

另一件元代石雕伏狮， 石狮伏于

方形石座之上，狮嘴微微张开，脖子

上系有铃铛，毛发披于肩部，尾巴向

上贴在后背上，狮子每只足上都刻有

圆形图案， 和圆形方孔钱币十分相

似。 整体造型古朴典雅、 神态安详。

“宋元时期， 狮子的造型不仅仅是像

神兽一样高高在上，而是开始向民间

通俗化发展，狮子的颈部出现铃铛一

类装饰，体现了狮子由猛兽向驯兽形

象转变，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 马元洲说，当时，成

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战

争、扩张疆域，这一时期的狮子形象

体现了蒙古人征战四方、驯服猛兽的

信仰。

“我们观察两件文物不难发现，

文物界的狮子和现实生活中的狮子

有很大差别。 ” 马元洲说，这是因为狮

子在古代十分尊贵， 是皇室的宠物，

普通百姓很难见到，因此我们今天看

到的各色各样的狮子源自于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想象。 他总结了不同时

期的狮子形象的特点：汉代狮子生翅

膀，唐宋狮子留着大背头，元代狮子

系铃铛，明清狮子踩绣球……“这些

都是中国古代工匠根据人们对狮子

的口口相传和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

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倾向。 ”

李祺瑶 张译珈 / 文 武亦彬 / 图

观展亮点

汉代河间献王修典场景复原

错金豹镇呈现精巧铸造工艺

沧州市博物馆新馆于 2014 年开

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文化

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博

物馆。 博物馆共 11 个展厅、 设有 11

条展线，收藏和展示从新石器时代至

民国的各类文物、藏品、标本，以及大

运河、渤海湾、杂技、武术等极具地域

特色的地域文化。 《沧海之州———沧

州历史文化陈列》是该馆最主要的展

线之一。

沧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晓娟介

绍，展览以时间为序，精心梳理沧州

地区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让

观众能够清晰地感知历史的演进，通

过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直观

地呈现出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的变

化。 同时，展览还搭建了古代沧州的

复原场景，如古代街市、民居等，带领

观众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人

的生活环境。

翻开历史的长卷， 展览中， 每一

件文物都在述说着沧州大地的变迁。

汉代时，沧州出了一位影响中国历史

的人———河间献王刘德。 其父为汉景

帝刘启，其弟是汉武帝刘彻。 刘德这

个名字或许让人感到陌生，但提到他

的历史功绩您一定恍然： 原来是他。

如今我们能看到留存于世的《诗经》

《左传》《尚书》等文献，都要归功于

刘德及其率领的诗博士团队。

展厅里特意设计了刘德修典的复

原场景。沧州市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

马元洲介绍，刘德修学好古，是一位

藏书大家， 生平致力于网罗儒生搜

集整理先秦古书尤其是儒学典籍 ，

使当年的河间国成为礼乐之邦和西

汉中期文化中心之一。 刘德去世后，

汉武帝刘彻赐予他“献王” 的谥号，

以表彰他在位期间的贡献和品德 。

“献” 反映了他的聪明睿智和对国

家的贡献， 这也是如今沧州市献县

得名的由来。

复原场景旁，一只手掌大的青铜

错金豹独享一个展柜。 这是献县汉墓

群中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错金

豹镇。 只见豹子卧于圆座上，昂首目

视前方，周身饰错金卷草花纹，造型

生动逼真。 马元洲说，此“镇” 并非镇

纸，而是一方席镇，“西汉时期古人都

是席地而坐，这件物品就是用来压住

席子的四个角，防止起身时席子粘在

人身上。 ” 透过这件文物，观众仿佛可

以看见，献王坐于席上，潜心修典的

景象。

这件文物的铸造工艺也非常特

别。 错金豹镇主要应用的是错金工艺

的“镶嵌法” ，先是在铸造的青铜器

母范上预留出花纹凹槽，器物铸成后

还要经过錾凿，然后将金丝金箔镶嵌

进凹槽中， 再将器物表面打磨光滑。

经错金后的青铜表面随之呈现出各

种绚丽的图案。

“镇馆之宝”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体现沧州中外文化交流之盛

北魏熙平二年 （公元 517 年），

沧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

记载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件精美

的瓷器被制作出来，历经千年保存完

好，它就是沧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 ———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沧州东

依渤海，怀拥大运河，早在战国时期，

就有“燕齐之间一都会” 的美誉，自

古就是四方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

点，文化荟萃的结晶在这件龙柄壶上

集中体现。

“从纹饰上看，龙柄壶具有高度

的艺术水平。 ” 王晓娟解读，壶身堆贴

雕刻着 18 层不同的纹饰， 其中主纹

饰有 8 层，间隔纹饰有 10 层。 壶的口

沿、颈部、肩部以及圈足上面装饰着

联珠、仰莲和忍冬纹等。 腹部堆贴主

纹饰有 3 层，上面是 8 个联珠纹的圆

形开光， 开光内装饰的是狮面纹；中

间是由葡萄、 火珠和珍珠组成的 11

组精美的纹饰； 下面是 10 朵漂亮的

宝相花。 各层纹饰之间都用弦纹和联

珠纹相隔。 从器型上看，这件龙柄壶

整个造型吸取了波斯金银器造型的

特点，而且联珠纹本身也是波斯最为

流行的纹饰，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的。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而联珠

纹、忍冬纹等都是外来的纹饰，这种

中西合璧的造型艺术，既彰显了工匠

的高超技艺，同时也是沧州古代中外

文化交流繁盛的体现。 这件龙柄壶还

有一件 “兄弟” ———故宫博物院现藏

一件初唐时期的青釉凤首龙柄壶，

2013年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

物。 两件文物的背后，还有一段“认

亲” 故事。

1980 年，在沧州第一砖厂，轰鸣

作业的机器无意中掘开了一座古墓，

发现了这件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当时

文物专家初步判定其属于唐初期的

作品。 直到 1993 年，故宫博物院鉴定

权威耿宝昌先生将其鉴定为北朝青

瓷珍品、国家一级文物。1994 年，河北

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进一步确定了其

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这件龙柄壶正

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沧州博物馆

的龙柄壶无论从工艺、器型、纹饰等

方面， 均与故宫龙柄壶高度相仿，但

纹饰更为繁复，且年代更早，充分表

明了其珍贵。

观展解码

运河上“漂” 来的重磅文物

再现沧州码头的繁华富庶

进入隋唐阶段，展览中的运河文

化愈加厚重。 一处运河码头的复原场

景旁 ， 一组展柜中陈列着运河上

“漂” 来的重磅文物，再现沧州码头

的繁华富庶。

国家一级文物三彩刻宝相花纹

盘，色泽光亮，制作精湛，是三彩器中

的珍品。 马元洲介绍，这件文物的珍

贵之处在于：唐三彩中蓝色占比越多

说明文物价值越高，因为当年蓝色的

釉料都是进口的；纹盘中间雕刻的宝

相花是隋唐时期的代表纹饰。 “由于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都流经沧

州， 造就了沧州运河文化的两相交

融。 ”

一件磁州窑白釉黑彩花卉草叶纹

圆腹小口瓶，出土于沧州沧县崔尔庄

的运粮河中。 此瓶通体施白釉，腹部

绘有黑彩花卉草叶的纹饰，画工自然

流畅，造型精美，是金代磁州窑白地

黑花工艺的代表之作。 专家介绍，磁

州窑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技法以图

案构成形式绘制在瓷器上，开创了瓷

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也为宋以后景

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同时突破了当时五大名窑单色

釉的局限，瓷器釉色较为丰富，其中

尤以这种白釉黑彩瓷器最为出名。 这

件小口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装饰技

法———施化妆土， 腹部花卉及草叶的

纹饰是在黑彩冷却前，用小竹签剔画

出来的，体现了高超的水平。

出土于沧州南皮陈官屯的青花龙

戏珠纹食盒，则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

器。 这是目前出土的元代青花瓷中直

径最大的食盒， 里面有一层什锦隔

盘，分为几格，用来盛放点心。 这件精

美的文物纹饰笔法流畅有力、器形精

致灵动，成为运河文化南北沟通的见

证之一。

文物界的狮子有“个性”

反映不同时代的审美倾向

在这场关于狮城的展览中，与狮

子有关的文物成了明星。

一件唐代的玉石狮，是国家一级

文物，通高 13 厘米 ，狮子蹲坐于长

方形石座上，昂首挺胸 ，张口怒目 ，

毛发成束披肩，胸、腿部肌肉突起刚

健，造型逼真。 马元洲介绍，唐代国

力强盛，与周边各国往来密切，当时

越来越多的狮子被引进中国，玉雕、

陶瓷、金银器、大型雕塑等上面也都

出现了狮子形象， 这件玉石狮就体

现了唐代万邦来朝、 凛然不可侵犯

的大国风范。

另一件元代石雕伏狮， 石狮伏于

方形石座之上，狮嘴微微张开，脖子

上系有铃铛，毛发披于肩部，尾巴向

上贴在后背上，狮子每只足上都刻有

圆形图案， 和圆形方孔钱币十分相

似。 整体造型古朴典雅、 神态安详。

“宋元时期， 狮子的造型不仅仅是像

神兽一样高高在上，而是开始向民间

通俗化发展，狮子的颈部出现铃铛一

类装饰，体现了狮子由猛兽向驯兽形

象转变，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 马元洲说，当时，成

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战

争、扩张疆域，这一时期的狮子形象

体现了蒙古人征战四方、驯服猛兽的

信仰。

“我们观察两件文物不难发现，

文物界的狮子和现实生活中的狮子

有很大差别。 ” 马元洲说，这是因为狮

子在古代十分尊贵， 是皇室的宠物，

普通百姓很难见到，因此我们今天看

到的各色各样的狮子源自于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想象。 他总结了不同时

期的狮子形象的特点：汉代狮子生翅

膀，唐宋狮子留着大背头，元代狮子

系铃铛，明清狮子踩绣球……“这些

都是中国古代工匠根据人们对狮子

的口口相传和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

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倾向。 ”

李祺瑶 张译珈 / 文 武亦彬 / 图

国家一级文物———唐代玉石狮。

献县汉墓群中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错金豹镇。

沧州市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

———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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