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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撰写的世界史，
启迪人们珍惜每种文明的价值

大英博物馆百件文物全球巡展 3 月登陆中国国家博物馆，6 月移师上海博物馆，引出一个重要话题———

本报记者 范昕

世界史如何通过器物来撰
写？正于北京展出并且 6 月将移
师上海的大英博物馆百件文物
全球巡展试图对此进行呈现。

全球巡展脱胎自 2010 年大
英博物馆与 BBC 合作的广播节
目《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从大
英博物馆 800 万件馆藏中精选
出 100 件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全
面展现人类 200 万年文明史。当
时， 这档节目即已创下 BBC 收
听纪录。历经 4 年时间编撰的同
名图书随后在世界范围内也掀
起阅读热潮，大英博物馆馆长尼
尔·麦格雷戈亲自撰写 ， 动员
100 多名馆员 、400 多名专家 ，
中文精装典藏版前不久由南京
大学出版社推出。

大洪水记录板、霍克森胡椒
瓶、海德薇玻璃杯、刘易斯棋子、
北美鹿皮地图……大英博物馆
用以串起世界史的 100 件文物，
遍布世界五大洲，竭力对每一个
民族每一种文化均有所顾及。 它
们不一定是闻名遐迩的艺术品，
也不一定珍稀非常，但每一件都
包蕴着充足的历史信息，很多甚
至踏准了几个文明之间发生勾
连的历史中枢点。 它们投影多元
文明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平等看
待人类曾经存在和当代仍然存
在的各种文明，也在启迪人们发
现且珍视每种文明自身的价值
以及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大英博物馆此次带来的出土于印度

河流域的印章， 在其馆藏中数量不在少

数。 它们用滑石制成， 仅有邮票大小，
看似不起眼， 却意外打捞起了失落已久

的印度河文明。
这些印章距今近 5000 年， 雕工精

细， 刻有美妙的动物图案， 似乎用来表

明财产的所有权， 或者签署文件时用。
它们中最早的一枚， 是 1850 年代在当

时英属印度的哈拉帕附近发现的， 雕刻

着类似独角兽的母牛形象 。 此 后 半 世

纪， 先后又有 3 枚类似印章出现。
直到 1906 年， 印度考古所所长马歇

尔注意到了这些印章， 下令对印章的出土

地进行发掘。 果然， 1922 年， 考古队在

印度河谷下游发现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

罗两座古代大型城址， 大量类似印章随

之出土。 尔后， 浮出水面的古印度文明

刷新着人们的认知： 它们存在于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 几与古埃及文

明、 苏美尔文明同样古老， 将古印度历

史大幅向远古推移———此前学界认为古印

度的历史是从公元前 1000 年后期开始的。
麦格雷戈援 引 专 家 研 究 透 露 ， 当

时， 古印度的这两座城高度发达， 人口

均在 3 万到 4 万之间， 城市呈细致的网

格状分布， 住宅经过仔细规划， 拥有家

庭管道系统在内的先进卫生系统， 几乎

是现代城市规划专家的理想。 令人意外

的是， 在发掘出土的文物中， 人们没有

找到当地人曾与敌人交战或受到战争威

胁的证据， 没找到太多武器， 也没找到

防御工事。 这似乎意味着当地经历的是

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立文明的方式。
人们揣测， 于此出土的大量印章或

许也藏着破译印度河文明的密码。 印章

上除了有动物图案， 还有一些符号， 有

的像矛 ， 有的像盾牌 ， 还有的 像 火 柴

人。 它们究竟是数字、 标志、 符号还是

语言， 迄今人们未能准确辨认， 却有理

由判断， 当时的文化艺术水平已经达到

很高的程度。 而印章上常常出现的孔，
则让人揣测它们当年可能被主人随身携

带， 也很可能用于标识贸易货物。

印度河印章 ， 存在于公 元 前 2500
年 至 公 元 前 2000 年 ， 出 土 于 哈 拉 帕

遗址

下于茨酒壶：
代表着欧洲史的全新篇章

几与帕台农神庙同时期的一对精雕

细琢的酒壶， 可谓了解早期欧洲中西部

社会的关键物品， 弥补了这一时期欧洲

中西部没有文字留存的遗憾。 90 年前，
这对酒壶被发现于法国东北部的洛林，
接近下于茨镇， 因而得名下于茨酒壶。
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认为， 它们的出

现代表着欧洲史上尚未被人发现的一段

全新篇章。
即便在今天看来， 下于茨酒壶造型

之奇特、 工艺之纯熟都让人眼前一亮。
它们有着尖尖的壶嘴、 宽阔的壶肩， 壶

身往下逐渐变窄， 顶部多种动物集聚一

处尤为抢眼———弯曲的壶把是一条身形

修长的狗， 嘴里含着连接壶盖的链子，
壶盖两侧也各躺了一条狗， 这三条狗都

将注意力投向壶嘴一只小鸭子上。 这是

与地中海沿岸各地截然不同的 创 作 风

格 ， 似乎表明当时的欧洲中西 部 已 经

具备复杂的金属加工工艺和高 超 的 设

计能力。
这对酒壶所 承 载 的 信 息 还 不 仅 于

此。 它们所运用的材料其实来自欧洲大

陆各地以及地中海沿岸， 比如制作酒壶

的青铜需要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铜和遥远

的西边康沃尔郡的锡， 每只酒壶上超过

120 片珊瑚， 极有可能来自地中海。 它

们所呈现出的独特面目其实也是多种文

明的结晶， 比如酒壶这种容器形态是生

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人们创造出的， 壶底

的花样在布列塔尼至巴尔干一 带 很 普

遍， 壶上也有形状受到古埃及艺术品中

棕榈叶的启发。
在一个豪华墓葬里， 下于茨酒壶是

与双轮战车、 丝绸、 鞋帽等许多宴会需

要的物品一同出现的。 它们还原了当时

当地人们的生活日常。 从已知的各种信

息和考古发掘来看， 当时的欧洲中西部

尽管没有出现幅员辽阔的帝国和城邦，
也没有文字和货币， 人们生活在小型社

群里， 但这里拥有着发达的贸易网络，
当地人视野开阔 、 生活富裕且 品 位 不

俗， 创造了凯尔特文明。

下于茨酒壶， 存在于约公元前 450
年， 发现于法国东北部摩泽尔河

发现于墨西哥的这件形似大型石制

马蹄铁的展品， 不仅看得今天的观众一

头雾水 ， 1860 年它初到大英博物馆时

也曾让研究人员有点懵。 据麦格雷戈透

露， 直到 50 多年前， 研究人员才恍然

大悟， 这竟然是一根石制腰带， 在古代

中美洲的球类运动中用于保护臀部。
当然， 这根腰带似乎太重了点， 重

达 40 公斤。 有专家指出， 这样的石制

腰带主要是在比赛前的宗教仪式中使用

的， 象征着比赛中人们真正会使用的腰

带———只不过后者都是用不耐久的材料

制成的， 没能留存至今。 它所映射的，
更有近 2000 年前曾在中美洲流行的文

化与社会景观 ， 神秘而辉煌的 玛 雅 文

明。 这才是真正让人大开眼界的。
当时 ， 比赛 用 球 能 够 上 下 左 右 弹

射， 所用的材质是颇有弹性的橡胶。 这

类橡胶球的重量通常在三四公斤到 15
公斤之间， 很沉， 而球却需要保持在空

中传递， 最终落在对方的球场上。 球员

不能用脚踢、 也不能用手或头碰球， 而

是用膝盖、 大腿、 肩和肘部触球。 因此

腰带是必要的护具， 一方面要求坚固，
能够帮助球员分担橡胶球的重击， 另一

方面又要求轻巧， 让球员在赛场上行动

自如。 为举办这样的球赛， 当地甚至出

现了不少专门修建的场地， 大多为长方

形， 部分带有能让球弹回的长斜墙， 观

众可以坐在顶部观看比赛。
甚至于， 在古代中美洲， 球赛不仅

仅是一项竞技， 还被更多地用于祭祀，
在当地人的信仰中占据特殊的地位。 在

玛雅文明中被视为地母化身的蟾蜍出现

在仪式性球赛腰带外侧， 透露出一条重

要的线索： 腰带上刻的种种动物， 可能

都是某种大型仪式的一部分， 而不是单

独存在的。 激烈的比赛或许象征着生与

死两股巨大力量无穷尽的争斗。

仪式性球赛腰带， 存在于 100 年至

500 年， 发现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

窥见非洲文明， 不是只有木乃伊、
法老雕像、 棺椁等代表的古埃及文明。
500 多年前， 精美程度超出人们的意料

的一组贝宁饰板， 见证了一段不为人知

的平等贸易， 揭开非洲文明的另一面。
这组贝宁饰板来自 16 世纪的贝宁

帝国 ， A3 纸 大 小 ， 以 黄 铜 作 为 原 料 ，
采用深浮雕方式制作。 贝宁帝国始建于

10 世纪， 曾经兴盛一时 ， 存在时间长

达 800 年， 如今属于尼日利亚地区。 贝

宁饰板的画面尽显对于贝宁统治者的歌

颂， 不经意间其实也透露出当时的贝宁

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第一批欧洲贸易伙伴

的。 比如此次大英博物馆带到中国的这

块贝宁饰板， 总共刻有 5 人。 画面中央

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国王， 国王两旁则是

同样威风凛凛的大臣 ， 穿插在 这 三 位

“主人” 帽檐之间的， 是两位葡萄牙商

人， 短小精干， 神情有些诙谐。
葡萄牙人是第一批经海路到达西非

的欧洲人， 并和此后加入商贸竞争的荷

兰人、 英国人一起源源不断给贝宁带去

世界各地的商品， 如印度洋的货贝、 地

中海的珊瑚、 远东的布料， 也包括贝宁

饰板所需的原料黄铜———这来自欧洲。
有研究表明， 当时贝宁在与西欧的这场

经济贸易中其实占据着主动权———黄铜

饰板被贝宁严禁出口， 仅允许留给统治

者使用， 它们常常挂在宫墙上， 如同壁

毯常常出现在欧洲宫廷， 而来自贝宁的

象牙雕刻却闻名欧洲。 经济贸易的快速

增长使得 16 世纪的贝宁帝国在方方面

面均到达鼎盛状态， 一点也不逊色于欧

洲宫廷， 有着清晰、 谨严的组织架构。
贝宁饰板在专家看来也完全是西非独创

的艺术， 并未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 这

些都着实令人意外。

贝宁饰板， 存在于 1500 年至 1600
年， 来自尼日利亚贝宁

贝宁饰板：
不为人知的平等贸易，揭开非洲文明另一面

仪式性球赛腰带：
在古代中美洲，球赛不仅仅是一项竞技

印度河印章：
打捞失落已久的古印度文明

西周康侯簋：
背后的礼仪文化值得深究

单就艺术的精美程度 ， 制作 于 约

3000 年前的西周康侯簋已让世界惊艳。
直径约 27 厘米的这件青铜器， 有着两个

大把手， 每个把手都是一头长牙尖角、 大

方耳的猛兽， 正在吞噬一只小鸟。 麦格雷

戈说这样的作品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

国家能够制作。 在这一过程中所花费的技

术、 时间与费用， 使得它们价值昂贵， 地

位崇高， 可用于最庄严肃穆的场合。
真正让它从世界文明长河中脱颖而出

的， 或许更因其背后的礼仪文化。
与人们熟悉的四羊方尊中的 “尊”、

后母戊鼎中的 “鼎”、 皿方罍中的 “罍”
类似， 西周康侯簋中的 “簋” 也是一种

礼器 。 它们供古代中国贵族在 举 行 祭

祀、 宴飨等礼仪活动中使用。 这是中国

最重要也最常见的古代宗教仪式。 礼器

之间有实用功能的区别———不同尺寸的

青铜器， 可能有点像现代厨房里一套大

小不一的锅碗瓢盆， 每一件有不同的用

途， 用来存放不同的物品。 与此同时，
它们之间也有形制规格的区别。 比如西

周时代 ,簋和列鼎制度一样 ， 在祭祀和

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

用。 据记载， 天子用九鼎八簋， 诸侯用

七鼎六簋， 大夫用五鼎四簋， 元士用三

鼎二簋。 当时的人们相信， 如果食物酒

水准备得当， 逝去的祖先便能享用， 并

会因此保佑子孙后代衣食丰足。
除了是祭祀用品， 簋和很多商周时

期的青铜器一样， 也是权力工具。 器身

上的铭文， 透露出了很多信息。 西周青

铜器铭文常常记述周人对商人的最终胜

利， 传达所有者在政治上、 社会上的成

就 ， 并提出 “天命 ” 以强调现 世 的 皇

权。 如今， 它们成了了解中国古代重要

的历史文献。 比如这一西周康侯簋上的

铭文就是证明海内康氏以封国得姓的难

得一见的实物资料。

西周康侯簋， 存在于约公元前 11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 发现于中国西部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只铜钟， 外形

如啤酒桶大小， 钟身通体雕刻着精美的

花纹， 悬挂铜钟的把手则是盘踞着的两条

华美的龙。 它当属一整套编钟中的一只。
编钟代表的可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

的光辉成就， 乐律学达到的高度水平。
这一中国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 由若干

大小不同、 用青铜铸成的 “钟” 组成。
它们按照音调高低依次排列， 悬挂在一

个巨大的钟架上， 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

形的棒分别敲打， 能发出不同的乐音，
最终演绎古今中外名曲。 要知道， 现在

人们能听到的欧洲音乐， 历史通常不超

过五六百年。 而春秋战国编钟敲响的乐

音居然回荡了约 2500 年。

不过， 你以为麦格雷戈选择春秋战

国铜钟， 只是为了告诉人们约 2500 年

前中国乐律学达到的高度吗？
事实上， 更令人景仰的， 是由春秋

战国铜钟引出的孔子时代， 这个时代孔

子所提出的和谐社会观念。
孔子是看重音乐的， 他认为音乐是

个人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也能帮助塑造

一个国家。 麦格雷戈所理解的孔子教育

思想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了解并接

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也许正是这种

思想， 让铜钟具有了哲学意义： 经调试

过的铜钟依次奏响， 乐声丰富而和谐。
和谐社会是德行高尚的群众共同努力、
互相补足的结果。 哲学家很容易从这些

音阶分明、 乐声和谐的铜钟里看出理想

社会的隐喻。 每个人都应各司其职， 与

大家通力合作。

铜钟， 存在于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前 400 年， 发现于中国陕西

东方的丝绸技艺是如何向西传播的？
约 1300 年前流传至今的一块厚木板， 或

许就记录了与此相关的故事。 这块木板

名为传丝公主画版， 被大英博物馆视若

珍宝。 在麦格雷戈眼中， 这是丝路文明

的重要证物。 丝绸之路将太平洋与地中

海连成一张贸易网络， 这条路上运输的货

物除了奇珍异宝———黄金、 宝石、 香料、
丝绸， 还有故事、 思想、 信仰、 技术。

19 世纪末， 传丝公主画版在中国西部

和田地区一个废弃的寺院里被发现， 已在

黄沙中掩埋了千余年。 在画版发现者斯坦

因的解释中， 画版中的故事与千余年前这

里一个名为于阗的绿洲国度有关。 8 世纪，
于阗是丝绸之路的枢纽， 不仅为往来客商

提供水与食物补给， 同时也是丝绸生产的

大国。 这里之所以掌握了出自东土的丝

绸生产技艺， 与东土远嫁至此的一位公主有

关。 相传当时在公主的母国， 蚕种被禁止出

口， 丝绸生产技艺也被视为机密， 公主却想

把丝绸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新子民， 于是临

行前将蚕茧、 桑树种等制丝需要的物件统统

藏在了凤冠里。 侍卫不敢搜公主的身， 就这

样， 丝绸生产技艺传了出去。 今天人们看到

的传丝公主画版上， 中央确有一盛装的贵

妇， 据说这就是传丝公主， 她头戴精美的冠

冕， 左边一位仕女动作夸张地指向公主的冠

冕， 似乎预示着其间的秘密。
斯坦因其实是在用玄奘 《大唐西域

记》 中东国君女将蚕种带入于阗的记载

来解释画版上的图像。 尽管对此学界尚

存争议， 有学者认为这幅画画的不是传

丝公主传丝的故事而是弘扬佛法的佛教

故事， 然而丝绸之路上那些文明交融的

故事总是不该被遗忘的。

传 丝 公 主 画 版 ， 存 在 于 600 年 至

800 年， 出土于中国新疆

传丝公主画版：
丝绸之路上文明交融的故事不该被遗忘

铜钟：
和谐之音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理想

这些中国文物，缘何在世界史闪耀
大英博物馆用以串起世界史的 100 件文物中， 来自中国的多达

10 件，如西周的康侯簋，战国的铜钟，汉代的漆杯，唐代的墓葬俑、传
丝公主画版，元代的青花对瓶以及明代的纸币等。

距今约 600 年前， 在与中国明代同

一时期的世界上大多数地方， 人们使用

的还是金币、 银币、 铜币等传统金属货

币， 其固有价值可以通过重量来判断。
纸币却在中国通行着， 成为当时中国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 ， 被人们称之 为 “飞

钱” ———“会飞的钱”。
明代纸币始 造 于 明 太 祖 洪 武 八 年

（1375 年）， 长约 30 厘米,宽约 20 厘米,
比今天的纸币大多了。 铸钱通常是一代

皇帝铸一种年号钱， 明一代近三百年的

历史中， 纸币却只发行了一种， 统称为

“大明宝钞”， 面值分壹贯、 五百文、 三

百文、 二百文、 一百文等几等。
事实上， “大明宝钞” 并非中国最

早通行的纸币。 早在千年以前， 一种名

为 “交子” 的纸币就曾在北宋前期的四

川地区通行。 不过， 明代纸币已经足够

令世界震惊。
纸币被麦格雷戈视为人类历史上一项

革命性的发明。 纸币轻巧， 便携， 尺寸较

大， 允许记载大量文字与图案， 这些都是

金属货币不能及的优势。 它们非比寻常的

价值更在于表明价值的方式———在纸上印

出一定金额并请所有人相信这张纸确实具

有与它注明金额同等的价值。 这简直是超

前的信任纸， 映出现代货币与信用体系。
它们所昭示的， 还有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它

所承担的种种职责。 在恰当的操作管理

下， 纸币能成为高效率政府的强大工具。
麦格雷戈还援引历史学家提摩西·布

鲁克的研究表明自己的惊讶： 明朝开国皇

帝希望儿童掌握基本的读写和运算能力，
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 在

他看来， 识字的好处之一是有利于商业运

作———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 同时也有助

于培养道德观。 当时中国社会有四分之一

的人能够阅读纸币上的文字， 与同时期欧

洲社会相比， 这实在是项了不起的成就。

明代纸币， 存在于 1375 年至 1425
年， 来自中国

明代纸币：
超前的信任纸，映出现代货币与信用体系

▲ 三彩文官
俑 ， 约公元 730
年，来自中国河南

荨 “ 大 洪
水 ”记录板 ，公元
前 700 年 至 前
600 年，出土于伊
拉克尼尼微古城

荨 下于茨酒
壶，约公元前 450
年，发现于法国东
北部摩泽尔河

茛 贝 宁 饰
板 ，1500 年 至
1600 年 ， 来自尼
日利亚贝宁城

（本版图片均
为资料图片，版权
归大英博物馆。 全
球巡展各站展品
基于图书，也略有
微调，以实际展出
为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