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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
于蓝）6月5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湖北
主会场活动在京山举行，新建成的苏家
垄遗址博物馆当日举行了开馆仪式，苏
家垄遗址博物馆810多件珍贵文物和
京山市博物馆960多件套文物同时对
公众开放。

苏家垄遗址博物馆展陈的曾侯“夜
光璧”“明月珠”首次亮相。在灯光投射
下，“明月珠”发出绿色光泽，吸引了大
批参观者关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
曾于2016年、2017年主持苏家垄遗址
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包括曾伯桼墓、
芈克墓在内的大型墓地，发现了与墓地
同期的大型曾国遗址以及首次发现的
同期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

6月5日下午，方勤告诉记者，“夜
光璧”“明月珠”玉器组合就是在曾伯桼
墓中发现的，与首见于文献《史记》“随

侯之珠，夜光之璧”的珠、璧组合记载吻
合。

后来东晋《搜神记》中收录了一篇
关于“随侯之珠”的传说。传说春秋时
期随侯出行路上救治一条大蛇，一年后
随侯再次出行，梦到大蛇变成白衣少年
为报答救命之恩特意献上一颗宝珠，醒
来后，随侯在身边找到了这颗宝珠，此
珠白天洁白莹润，夜晚光彩夺目，被随
侯视为珍宝。

方勤说，其实2016年、2017年那
次苏家垄遗址的发掘，更大的收获是发
现了发现79号墓、88号墓中带“金道锡
行”铭文的青铜器，宣示了周代青铜来
源及运输课题的重大突破，揭示了曾国
在中原及江淮地区金属资源流动中的
重要作用。

夏、商、周三代称为青铜时代，国家
控制着青铜原料的运输和流通。周代
开始使用“金道锡行”一词来描述青铜

原料的远距离运输。伴随着“金道锡
行”通往周王朝的都邑，大量的铜、锡资
源运到中原，为创造辉煌的青铜文明奠
定了基础。而考古证实位于随枣走廊
的京山苏家垄遗址就是“金道锡行”的
重要节点。

曾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属周王室同
姓诸侯国，始封地位于古代一条重要的
南北通道——随枣走廊上，而随枣走廊
正是“金道锡行”的主线路，即铜路的南
方线路。曾国大规模青铜冶炼遗存及
青铜器出土的京山苏家垄遗址揭示了
早期铜路之谜。曾国承担着控制、运
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

苏家垄遗址博物馆馆长张涛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1966年，苏家垄遗
址被发现，首次发掘共出土青铜器97
件，其中一对“曾仲斿父”方壶器体高
大，通高66厘米、宽23.8厘米，工艺精
湛，在国家博物馆与司（后）母戊大方

鼎、四羊方尊一同位列中国十大国宝青
铜器。苏家垄遗址经历四次发掘共出
土文物达1100多件,其中青铜器656
件、陶器322件。

张涛介绍，2017年苏家垄周代遗
址入选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当年苏家
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7年12月
获国家文物局立项。此次开馆的苏家
垄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8437平方米，
展陈面积2900平方米。博物馆内，苏
家垄遗址陈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展厅
为《石破天惊——半世纪解谜之路》，第
二展厅为《金道锡行——曾国历史上的
苏家垄》，第三展厅为《返本开新——苏
家垄历史文化的传承创新》。步入苏家
垄遗址陈列，可感受历史与现实的交
融，见证苏家垄破土开城的过往，行进

“金道锡行”的故道，体味“克逖淮夷”的
景象，陈列生动展示出西周到春秋时期
南北文明交流融合的画面。

感受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史记》中的“夜光璧”“明月珠”首次亮相

为了储存14粒质似珍珠的舍利，
由中国古代当权者组织，打造了造型精
美、工艺精湛的金棺银椁等“五件套”，
重重装盛舍利后藏于地下。如此模式
将宝贝储藏好的同时，亦将盛唐时期的
绝活体现得淋漓尽致。

上述宝贝为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
石函，是甘肃省博物馆16件“镇馆之
宝”之一，国家一级文物，1964年出土
于甘肃平凉市泾川县大云寺遗址。国
宝共5重，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
玻璃舍利瓶重重套置而成，精巧华丽，
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细工的极高加工
技艺。

这件国宝有多少“重工艺”？据甘
肃省博物馆讲解员赵天霸讲解，银椁和
金棺下面的垫座及四周贴了五瓣梅为
图案的织锦；棺身雕刻忍冬纹等唐朝代
表性纹样；金棺镶嵌珍珠与绿松石点
缀，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置放一件白
色透明的长颈、圆腹、平底玻璃瓶。

打造上述金棺银椁在古代价值不

菲，且需要宫廷工匠以高超且繁杂的工
艺细细打磨，人力、物力、财力都得到
位。最后，将“藏宝棺”按照大小一件件
套起来，像“俄罗斯套娃”，最里边一件
就是宝物。

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石函中的宝
物，便是瓶内的14粒舍利。这些舍利
形如米粒，质似珍珠，最大的直径不足
0.5厘米，瓶上还盖着古铜色丝质小帕。

人们看待国宝的反应不同。在历
史学家眼中，石函上的文字翻开真实过
往；在艺术家眼中，它的纹饰熠熠生辉；
在佛教信众心中，存于其中的舍利珍贵
无比。

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厅里，五重套盒
的文物被分开罗列。石函侧面的一篇
古代“作文”，详细记录了其被发现的来
龙去脉，包括时间、地点、官员、僧众
等。赵天霸说，无论从文物价值、艺术
价值，还是历史价值来看，它被誉为“镇
馆之宝”实至名归。

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志华

详细介绍了这篇“作文”，讲述了历史上
两件与当朝最高统治者有关的事件。
其中一件发生于隋文帝时期，隋文帝下
令数年间共建百余所寺庙，泾州(现泾川
县)也修造了大兴国寺，经历岁月变迁，
塔毁为一堆废址。另一件是说到了唐
代武则天时期，武则天为登基造势，下
令全国各地修建大云寺。有僧人找到
当时的泾州司马孟诜寻求支持，之后在
清理大云寺残迹时，在地下约5米深的
地方发现了埋藏舍利的砖室。之后，孟
诜将此事的来龙去脉撰写了文章《泾州
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延请当时的
名流赵贞固书写，记录在石函上。

刘志华说，通过镌刻在石函上的
“作文”，后世对1330多年前的历史事
件，有了详细明确的了解。而这一点，
是该文物被定为国宝最重要的原因。

足可以见，老祖宗的“藏宝地点”一
般在地下深处，修建砖室或石室，是中
国古代藏宝的天花板级别。而由于中
国人将“身后事”极为重视，所以也选择
用棺椁形式埋葬宗教圣物。

为满足广大游客欣赏的需求，这件
国宝旁还精心设置了“电子文物”，游客
可拖动按键进行翻转、放大，趣味十足，
方便多角度欣赏。

据中新社

盛唐时期如何藏宝？

金银细工成就绝活“套装”

“明月珠”。 “夜光璧”。 曾伯桼壶。

甘肃省博物馆展厅内，镶嵌珍珠的金棺，小巧精致，工艺考究。 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