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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肇作 !!!陕西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精华

西周文明的重要组成

宝鸡古称陈仓! 位于陕西
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的西端!

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青铜文
化遗存极为丰富!被誉为"中国
青铜器之乡#$从西汉时载入史
册的"尸臣鼎%到晚清时出土的
"四大国宝%&&&毛公鼎' 大盂
鼎 '散氏盘 '虢季子白盘 !两千
年来! 宝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
青铜器$新中国成立以来!宝鸡
发现的青铜器更是令世人瞩
目!诸如西周初年的重器何尊!

岐山董家'扶风庄白'眉县杨家
村青铜器窖藏! 都极大地震撼
了世人并丰富了人们对西周历
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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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宝鸡
石鼓山又相继发现了一批重要
的西周贵族墓葬! 其中出土了
不少罕见甚至是首次发现的青

铜珍品 !被评为
!"$%

年度 (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青铜器作为西周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周王朝礼乐制
度的主要载体$ 以周原为核心
的整个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
器 !具有重器多 '铭文多 '器形
种类多的特征! 是研究西周历
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此次深圳
博物馆(周邦肇作#展览所展出
的青铜器! 造型奇特' 纹饰华
丽 '工艺复杂 '铭文丰富 !代表
了西周青铜文明的最高成就 !

为公众直观了解西周时期的历
史文化 '社会政治 '礼仪制度 '

工艺铸造等各方面知识! 提供
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周邦肇作#一词来源于西
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 $ (周
邦#指西周王朝!在西周时期的
青铜铭文中! 周人对自己的国
家称为周邦$ 展览中的逨鼎就
记述了周王称赞逨的先祖 (有

爵于周邦 #! 意为对国家有贡
献$ (肇作#是当时铭文中的惯
用词$通常铭文开头经常是(作
器者某某为其先人)肇作*某器
物%!语含恭敬'庄重之意$ (周
邦肇作%中!(肇作%也可以谐音
(造作%! 大意为周人建立西周
王朝后铸造的众多青铜器 !用
在展览标题中! 特指本展中的
青铜器$ 其中! 一级文物就有
&"

件!带铭文的青铜器也有
'(

件$比较重要的器物有户方彝'

户卣'伯各尊'伯各卣'卫簋'卫
鼎' 四十二年逨鼎' 单五父方
壶'南宫乎钟'秦公镈等$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宝鸡出
土的青铜器! 目的是向观众展
示西周时期周人创造的礼乐文
明与青铜艺术$ 所展青铜器类
别涵盖了青铜容器 +又细分为
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

车马器等青铜器种类$ 展厅呈
长方形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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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线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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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靠墙设置固定通柜!

中央的控电设备间及消防通道
将展厅一分为二! 中间以一条
通道连接$ 展览文物绝大部分
都陈列在固定通柜内的展台
上! 另外特别精选

!!

件
)

组重
要展品以中心柜展示$

展览设计了两条相互交织
的叙事线索! 一是围绕青铜器
本身展开介绍青铜器礼器功能
和装饰艺术-另一个是按照(透
物见人#的原则!结合考古发现
的场景和器物组合! 介绍这些
青铜器的主人&&&西周贵族和
他们的历史$ 展览分为四个单
元! 依次为 (周王朝的建立#'

(周人的礼乐文明#'(周王与贵
族#以及(西周的青铜艺术#$其
中!一'三单元是结合重要考古
发现!侧重于讲人与事!重在凸
显展览中众多带铭文的青铜器
的历史价值-二'四单元则是以
青铜器为中心! 侧重于讲器与

礼! 更多地展现青铜器的礼器
组合功能和装饰艺术$ 这样的
单元安排很好地平衡了展览的
重心!如第一单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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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
发现的石鼓山三号西周墓 !第
三单元有

!**%

年发现的眉县
杨家村窖藏! 这两次发现的青
铜器无论是艺术观赏性还是历
史价值都有吸引眼球' 震撼人
心的效果! 保证了展览的开始
和中间都有亮点$

周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
#*&+

年 ! 武王伐
纣!一举攻灭了殷商!由此开启
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王
朝!史称西周$伴随着周人的东
征西讨'开疆拓土!周王朝的势
力范围不断地向四方延伸$ 为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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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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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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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由深圳博物馆联合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博物馆"岐山县博物馆"渭滨
区博物馆等多家陕西宝鸡文博机构共同举办的#周邦肇作$$$陕西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精华%展!在
深圳博物馆开幕& 展览展出各类青铜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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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涵盖了自建国以来宝鸡地区历次重要的西周考
古发现!诸如眉县杨家村窖藏'扶风五郡西村窖藏"石鼓山西周墓等近十几年来的新发现(本次展览将
延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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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佛教!道教是道教!地方
上纪念的人物!各按其性质和事
迹!各有各的寺庙$但在台湾!却
是相当程度的混杂! 一家寺庙!

几乎没有例外!都会成为许多不
同神明的共同奉祀之地$他以台
北著名的万华龙山寺为例!诸位
神祇!包括佛'道'儒三教皆在祭
祀之列!神明众多!功能复杂$这
充分体现了东方宗教的多神性!

与西方的一神教传统迥然有别$

西方的宗教是一个神圣的
世界!与世俗的现实世界构成严
峻的对立与紧张$但中国的神圣
与世俗这两个世界却没有严格
的界限!神圣在世俗之中!世俗
有神圣的庇护$许先生说."中国
人的宗教信仰!无论佛'道!或其
混合道教派! 在近百年余年!均
呈现淑世道趋向!亦即杨庆堃指
陈的)世俗化*!从理论的阐述!

转化为虔敬与实践!由寻求出世
的解脱转向入世的救助与扶掖
世人$ %这些年在台湾与大陆发
展很快的星云法师所主持的佛
光山与证严法师所主持的慈济
会都具有"人间宗教%的性质!扶
弱救贫!广布慈善!与西方一神

教注重个人的信仰'心灵的虔诚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 西方的一神教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毫无影响 $

许先生指出!到了魏晋隋唐!中
亚和内亚的各种一神教.祆教'

摩尼教' 景教等等都随着胡人
的足迹进入中国! 他们并没有
为士大夫精英所接受! 却沉淀
在民间!为民间信仰所吸收!演
化为中国的启示性宗教$ 宋代
方腊的 "吃菜事魔 %教派 '元明
两代的白莲教' 晚清的拜上帝
会等等! 都吸收了一神教的观
念和仪式$ 这一个寄生于民间
底层的信仰! 其实从来没有中
断! 只是在各时代以不同的名
称出现$ 中国的老百姓平时都
是多神教信徒! 到了揭竿而起
之时!皆拜倒于一神教之下!膜
拜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神与权
威! 足见中国的一神教并非是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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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后才出现的现
象! 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民间信
仰之中就有渊源可循$

最后是地缘$ 许先生在书
中说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 !如
果人类没有集体的组织! 个别
个人没有虎豹的爪牙! 没有马
和羊的奔跑速度!也没有大象'

犀牛的大体积!人不能上天!也
不能入水!在这地球上!人类根
本没有和其他生物竞争的能
力!正因为人类可以合作!才终
于主宰了这个地球! 奴役了其
他的生物$ %在各种人际关系之
中!中国人除了宗法血缘之外!

最注重的是乡缘$ 以乡土为中
心! 将各种不同的亲缘关系网
络' 混合类亲缘关系网络以及
信缘关系编织为更庞大的地方
组织! 这是传统中国权力结构
中很重要的一环$许先生指出.

自古以来! 中央的权力其实不
大!真正的治理实体是在地方$

日常事务的管理! 其实不在县
衙门!而是在民间$宋代以来形
成的地方士绅! 是地方的头面
人物! 也是民间秩序的治理主
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0

之中提出一个理解中国民间社
会的重要概念.差序格局!许先
生在书中对差序格局有进一步
的阐释与发挥!他说.差序格局
的延伸!是从亲缘延伸到地缘!

每一个人在这大网络之内 !有
所归属! 依靠网络解决自己的
问题!也凭借网络!贡献自己的
力量$在差序格局之中!个人既

有权利!也有义务-个人要自我
约束! 明白个人是社群的一部
分$然而!个人也不是完全由社
群支配$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得到某种重叠! 这种个人到社
群的延长线!是开展的!不是断
裂的$个人对社群的尽力!与他
从社群中得到的保障! 互为因
果!互相依附$ 许先生认为!中
国传统之中的这一差序格局
的特色 !与今日西方文明中个
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中国社会如今也出
现了西方式的 (原子化的个
人 %的现象 !个人的孤独和社
群的涣散成为当代社会之痛 $

而适当回归中国文化中的社
群主义精神 !可以救济个人主
义的孤独 !形塑一个既有个人
自主性 '又有社群向心力的健
康社会$

许
先生在美国工作与生
活多年!深切感受西方

文化的长处与不足- 经常回国
的他! 又对海峡两岸的现代变
迁有细致的了解!在书中!他说
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二十一
世纪的中国人! 深受以西方文
化为主轴的现代文明影响 !却

又依然置身在西方文化之外 $

今天!欧美现代文明本身!正在
剧变的前夜$他们面临的问题!

例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
自然之间的分割.凡此危机!如
果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看! 西方
文明本身很难有解除这些困惑
的资源$ %他提出.(中国文化以
人为主体的特性! 以及人与自
然密切相关的依附关系! 也许
可以当作他山之石! 将中国常
民文化的特色! 融入现代文明
之中!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 %

一百年前! 梁启超先生在
/欧游心影录 0中提出了 (中国
人对世界文明的大责任%!同样
怀有家国天下情怀的许倬云先
生! 从人类未来发展的大视野
中! 看到了中国文化贡献于世
界文明的可能性空间$ 中国文
化的精神不是孤独的' 抽象的
理念! 它存在于华夏历史的肌
肤之中! 浸润于亿万百姓的日
常生活$只要民族不亡!生命永
续! 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将继续
薪火流传下去! 成为全人类不
可或缺的重要文明之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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