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满
!

岁的家猪! 也会露出呈獠
牙状的犬齿" #记者看到!在豕
尊的 $猪背 %上 !还有一个椭圆
形的盖子 ! 盖上立着一只鸟 &

$这只鸟原本已经坏了!这是根
据残存情况复原的& %熊建华介
绍道!鸟站在猪背上!其实是当
时牲猪野外放养的一个佐证 &

记者看到! 在豕尊身体两侧的
$猪肘 %处有四个洞 !其中有横
穿的管孔& 熊建华说! 学界推
测古人可能在此穿上棍子或藤
条或绳子! 用以抬举& 在这件
豕尊的 $猪头% 左后方' $尾
巴% 等部位! 记者发现有些地
方的花纹并非严丝合缝" $这
就是留在器身上的历代修复痕
迹! 可见这件器物曾经长期被
反复使用 "% 熊建华说 ! $公
猪在古代可是最神圣场所的祭
品! 而且只有地位极高的人物
才能拥有"%

那么! 这件豕尊是怎么被
发现的呢( $豕尊是在挖地基的
时候发现的& % 熊传薪告诉记
者!

"#$"

年年初! 湘潭县九华
公社桂花大队船形山生产队队
员朱桂武在平整新房地基时 !

发现了这件猪形铜器&次日!朱
家父子便抬着这只

!%

多斤的
铜猪去县政府& 考虑到县里没
有文物管理部门! 县政府建议
他们乘车将铜猪运到位于长沙
的湖南省博物馆& 当时! 湖南
省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何介钧接
待了他们& $奖励了他们父子
$%%

元&% 熊传薪说&

经专业人士鉴定! 这是一
件商代的豕尊&于是!湖南省博
物馆立即派人前往调查豕尊的
出土地点&据何介钧在)湘潭县
出土商代豕尊*一文中的记录!

豕尊出土于长沙南约
&%

公里
的湘江西岸! 尊埋在距离地表
"'(

米' 直径约
"

米的圆坑中!

圆坑附近没有其他器物! 豕尊

属于窖藏出土&有趣的是!近豕
尊处的填土是疏松的山沙 !与
窖藏本身的泥土不一致& 考古
人员认为!沙土不积水!豕尊周
边填满沙土! 应当是为了保证
铜器周边相对干燥&

熊传薪告诉记者! 同样在
修 房 过 程 中 发 现 的 ! 还 有
"#))

年在衡阳市郊出土的牛
尊 +牺觥 ,& 这件器物在 -湖
南人% 展览中也可以看到& 熊
传薪说! 从这件牛尊的头部和
角形判断! 它的外形参考了江
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 牛背
上有个盖子! 盖子上铸有一只
老虎! 既起装饰作用! 又是实
用的捉手& 牛身上还装饰有凤
鸟纹' 龙纹' 兽面纹等& -牛
尊虽然不大 ! 但制作非常精
良&% 熊传薪说&

植树邂逅象尊

在展览中! 还有一件动物
造型的器物人气颇高...象
尊&在象尊后的展板上!还绘有
线描图& -象尊虽小!但器身花
纹极为繁缛& %在熊建华的指认
和讲解下!再结合线描图!记者
发现象尊本身就是个 -动物乐
园 %/-象鼻 %前端有一鸮 !鸮上
伏一虎! 虎口衔一蛇!-这个蛇
叫烙铁头蛇!现在湖南邵阳'郴
州一带还有%0-象额%中点部位
两侧各蟠有一条蛇 0-象耳 %正
面是双头蛇状纹饰! 背面是一
对凤鸟!耳下是凤鸟纹0-象脖%

向后延伸一直到 -象腰% 的地
方!有虎首图案!-象肚%下还有
兽首0前腿上有虎纹0在臀部和
后腿部分!饰有兽首和夔龙纹&

-象尊可以说是在动物身上叠
加动物! 从头部前腿到前腰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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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物& %熊建华说&

那么! 象尊又是如何被发

现的呢( -象尊是农民种树时候
挖到的 & % 熊传薪告诉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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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湖南醴陵市仙霞
公社狮形山的一位农民在山上
植树时!在距地表

"(

厘米处挖
出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当时!这
件青铜器还滚到了山坡下 !他
将它捡回来! 回家后放在火里
烧! 发现烧不坏! 就放在了家
里& 一天!公社干部去他家时!

看到了这个青铜器! 就给湖南
省博物馆写了信& 熊传薪收到

信后!前往公社调查& -我到了
以后! 发现这是件商代的青铜
器& %他说!按照当时有关规定!

他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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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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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的铜价向农
民回收这件器物!-这件

(

斤重
的象尊!当时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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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考
虑到文物的价值! 熊传薪提出
再奖励农民

!%

元 !-结果公社
干部不同意这么 1高额 2的奖
励!最终商议下来!补助了农民
"(

元%&熊传薪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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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
革开放后! 这位农民特地找到
熊传薪! 后追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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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奖励
费&熊传薪说!湖南发现的象尊
不止一件! 但目前明确出土地
点的仅此一件&比如!收藏于美
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法国吉美亚
洲艺术博物馆的象尊虽都被认
为出土于湖南! 但准确的出土
地点并不清楚&

在湘江流域! 为什么会出
现-象尊%呢(熊建华认为!可以
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出自
中国农业史上-象耕鸟耘%的提
法!即从一些史事记载来看!商
时期人们认为经大象踩踏过的
土地是最好的-耕地%& 当时的
湖南也是大象的一处活动区
域! 因此象尊可能是湘江流域
的商代人对-象耕%这种文化记
忆与现实存在的形象表达& 另
一种解释是! 象尊可能与某个
古老的象图腾部族有关! 具体
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湖 南 缘 何 多 动 物

形器

在-湖南人%豕尊的展览说
明上! 有这样一段话/-以动物
造型的尊! 艺术地表现了人们
的原始宗教观念! 作为人与神
灵之间的沟通媒介! 起着巫术
般的祈愿避邪作用& %

对于湖南为什么出土这么
多动物青铜形器! 熊传薪提出
两点推测/ 一是可能是由中原
人入迁湖南时带来的0 二是可
能是当地人就地取材! 把看到
的想到的动物用青铜表现出
来&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有
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当时的
青铜器铸造工艺已经登峰造
极& %他说!尤其是湖南出土的
青铜器在形式上别具一格 !且
技艺臻于完美 ! -说明湖南在
!%%%

年前已是文化相当发达
的地区! 艺术欣赏和创作水平
都很高& %

对此!熊建华有他的见解/

-湖南青铜器的纹饰意义!可能
更多的是与当地农业生产有
关 !其中最突出的是展示 1物
候观念2& %说着!他带记者来到
-湖南人 %展陈的第三部分 -洞
庭鱼米乡 %! 这里展示了距今
"'(

万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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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稻谷
标本& -

"'(

万年前!湖南的先民
就开始了人工栽培水稻! 是稻
作文化的起源地& %熊建华说!

由此! 气候的变化被赋予了许
多神秘的含义! 且与农业生产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国古
代气象学最关注的就是物候 '

气候 '节气 !尤其是物候 & %当
然! 最初的物候学知识比较初
级!古人主要根据植物的萌芽'

开花'结果!动物的蛰眠'始鸣'

繁育'迁徙及气候中的始霜'初
雪 '初冰'解冻等 !来 -指导 %农
事安排&这在一些先秦文献!如
)夏小正*中可以看到& -青铜器
上的一些纹饰! 很难用图腾概
念解释!但用物候观念去解读!

就很容易理解了& %他举例道!

蝉纹的蝉并不威猛! 但在青铜
器上出现频率却相当高! 这应
该就与它在物候学上的意义有
关&同时!他发现湘江流域出土
的很多青铜器上蛙 '龟 '鱼 '蜥
蜴等纹饰!在造型特点'组合方
式等方面! 与其他地区表现的
同类纹饰差异很大& -这些不同
之所以产生! 我认为就是因为
这些纹饰要传达的是各地不同
的物候情况或知识! 而不仅是
原始的宗教信仰& %

在采访中! 多位青铜研究
专家都表示! 湖南大量动物形
器的出现原因! 目前学界还未
取得共识 ! 仍处于推测阶段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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豕尊! 因为这对"獠牙#$学界曾一度判

断豕尊是野猪造型!但当时未阉割的%年满
!

岁的家猪$也会露出呈獠牙状的犬齿!

象尊及其纹饰线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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