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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

馆 收 藏 有 一 件 耳

杯 ，1951 年 6 月 出

土 于 山 东 东 阿 的

曹植墓 。在崇尚饮

酒的世风影响下，

曹 植 与 酒 结 下 了

不解之缘 。酒为他

带 来 了 豪 气 和 才

情，也使他遍体鳞

伤……

耳杯常用作酒器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
第三子，与兄长曹丕是一奶同胞。他

“生乎乱，长乎军”，从小就聪颖不群，
学识渊博，文采绝伦。但他任性而行，
饮酒不节，后半生迁徙流离，愤懑不
已，虽七步成诗，然“抱利器而无所
用”。232年，曹植去世，谥号“思”，
意为追悔前过，世称“陈思王”。第二
年，其子曹志遵父遗嘱归葬其于东阿
鱼山。

据清代《东阿县志》记载：“魏东
阿王曹子建，每登鱼山，有终焉之志。
后，徙王陈，薨。其子志，遵治命，返
葬于阿，即山为坟。”

曹植墓位于东阿县城南19公里处
的鱼山西麓，依山营穴，封土为家，始
建于魏青龙元年三月。墓葬平面呈

“中”字形，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
分组成，墓葬朝向为坐东面西，墓葬全
长 11.40 米，宽 4.35 米。1996 年 11
月，东阿鱼山曹植墓被国务院定为全国
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植墓中所出土的132件文物，大
都为比较粗糙的陶器，还有几件石器和
料器，没有发现其他什么贵重物品。这
符合其父曹操一贯倡导的“令民不得复
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和其兄曹
丕在遗令中规定的“无藏金银铜铁，一
以瓦器”。当然，曹植生前的生活是比
较困苦、潦倒的，“既徒有国土之名，
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
圄”，死后亦难以厚葬。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件耳杯

为灰色陶质，长约11厘米，侈口，浅
腹，双耳，平底，1951年 6月出土于
山东东阿的曹植墓。

耳杯又称杯、具杯、羽觞，是三
国时期常见器物，基本形制是扁椭
圆，弧形壁，浅腹平底，饼形足或高
足，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耳或方
形耳。这种形制始于春秋战国，是由
椭杯、舟等演变而来，盛行于秦汉至
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后便很少见到。
其材质有漆木、青铜、金、银、玉、
陶等，其中玉耳杯由诸侯王、列侯等
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使用，漆耳杯使
用者范围较广泛，上至帝王诸侯，下
至一般贵族均可使用。

耳杯常用作酒器以饮酒，《楚辞》
云“琼浆密勺，实羽觞兮”，意为用勺
子往耳杯里添加美酒；《汉书》曰“酌
羽觞兮消忧”，表达的是以耳杯盛酒，
饮酒消愁。浙江宁波西南郊西汉墓出土
的漆耳杯内书有“宜酒”字样，湖南长
沙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内有

“君幸酒”，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
墓出土的青铜耳杯上有“张端君酒
杯”，皆为耳杯作为酒具的证明。

耳杯也可能是茶器

耳杯除了用于饮酒，还可以用来喝
茶吗？

中国人对茶的认识，是从食用和药
用开始的。最早利用茶叶“系咀嚼鲜
叶，生煮羹饮”，“啜其汤，食其滓”。
犹如今人煮菜汤，亦可视为菜食，故古
有茗菜的说法，《晏子春秋》上说：“婴
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

卵、茗菜而已。”《晏子春秋》系后人收
集晏子遗事写成的，是说晏婴在齐国为
相时，吃糙米饭，烧三种禽鸟、五种蛋
以及茶菜为食。

这种“以茶为菜、以茶为羹”的用
茶方式，在我国某些地区仍有遗留。现
今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当地的基诺族
人仍有以茶为菜的习惯，他们外出打猎
或劳动时，带上几节竹筒饭，饿时在野
外生火，采集一些鲜茶叶，揉碎后将所
带干粮和食盐置于竹筒中，引山泉水煮
之，即可食用。另外，在湖南省的桃园
县，当地农民有将茶汁和果仁、豆子等
混合在一起碾碎后熬汤喝的习惯，名之

“擂茶”，亦是“以茶为羹”的遗风。
由此可以推断，在饮茶之风的早

期，并没有专门的器具，烹煮茶叶的用
具和食器是通用的，或者说食茶之初无
定器。作为食器的釜、罐，作为酒器的
碗和耳杯等都可能被当作茶器来使用。

茶酒当歌

这件耳杯的主人曹植与酒结下了不
解之缘。

三国时期，酒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当时酒的消
费量远远高于秦汉时期。在战乱频繁的
年代，人们感到命运难以把握，因而放
纵自己，尽情享乐，“何以解忧，唯有
杜康”，饮酒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建安二十三年，曹植与杨修醉酒后
乘车行驶道中，私开司马门。曹操得知
此事后大怒，将负责司马门的公车令处
死。不久后，杨修也被杀。为警告曹
植，曹操下令禁止诸侯与外人交结往

来。这件事，使得曹植渐趋失宠，政治
前途变得渺茫。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
樊城，曹操命曹植为南中郎将去营救曹
仁。但是，曹植因为醉酒不能受命，让
曹操深感失望。曹操派遣曹植去樊城营
救曹仁本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役，希望
以文采见长的曹植获得军功，但曹植因
为醉酒而辜负了曹操的期望。

曹植“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常
与四方名流诗酒问答，纵论古今。在当
时崇尚饮酒的世风影响下，曹植与酒结
下了不解之缘。他借酒广交才俊人士，
借酒倾诉离愁别恨；酒为他带来了豪气
和才情，使其创作了大量诗文。然而，
酒也使他遍体鳞伤。

建安二十五年，是曹植命运的分水
岭。这一年父亲曹操去世，兄长曹丕继
位。曹植由父王的宠儿变为时时处处受
到监视的皇帝的政敌；由“不及世事，
但美遨游”的公子成为“颇有忧生之
叹”的罪臣。在以后的岁月里，频遭兄
长曹丕与侄儿曹睿的迫害，历尽磨难，
更使他的后半生过着“名为王侯，实为
囚徒”的生活。

小小耳杯，可以饮酒，亦可以喝
茶。而且三国时期，确实已有饮茶的风
尚。据《三国志》记载，韦昭是东吴末
帝孙皓统治时期的史学家，孙皓好饮
酒，常常邀请韦昭竟日饮之。韦昭不善
饮，孙皓为了给他解围，偷偷赐给他
茶，以当酒饮用。

倘若曹植能像韦昭一样，少饮些
酒，多喝点茶，或许会是另一种命
运吧？

（作者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曹植的陶耳杯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陶耳杯

吕伟涛

大连旅顺港畔，有一座白
玉山，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
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白玉
山顶有一座“白玉塔”，是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白玉塔是日本殖民当局
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修建的“表
忠塔”，以表彰在日俄战争中
为效忠天皇而阵亡的官兵，渲
染日本军国主义精神。1951
年，该塔改名为“白玉塔”。
1985年，白玉塔作为“日俄战
争遗址和帝国主义侵华物证”
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
更名为“白玉山塔”。

白玉塔能够保留至今，历经
不少坎坷，其中有一次是由于
周恩来总理的拒绝才避免被拆
除的命运。1953年，前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访问旅
顺口时，曾提议将白玉塔拆除，
在旅顺口东西两侧各建一座比

白玉塔更高的塔，以纪念在日俄
战争中阵亡的马卡洛夫、康特拉
琴科等俄国将领，被周恩来总理
断然拒绝，他认为白玉塔是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这个反面
教材应该保留下来，以此警示后
人：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要居安
思危、御侮图强。就这样，白玉
塔被保留了下来。

白玉山海拔 130米，登顶
鸟瞰，凭海临风，正南方有闻名
遐迩的旅顺军港，东侧是拥有
百年历史的国家工业遗产——
旅顺大坞，西侧可见逶迤的天
然防波堤老虎尾半岛，远观海
天相连的黄海和雄伟起伏的国
家自然保护区老铁山，景区风
光尽收眼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周恩来总理先后五次来到旅顺
口、三次登上白玉山，对国家要
塞旅顺港寄予殷切的期望。

1953年 2月，周恩来总理
到旅顺口参加苏军建军35周年
纪念活动期间，第一次登上了白
玉山。1962年6月4日，周恩来
总理和邓颖超陪同柬埔寨宾努
亲王访问旅顺口，第二次登上白
玉 山 。 1973 年 7 月 31 日 ，
周恩来总理陪同刚果共和国总
统恩古瓦比少校登上白玉山，他
是应周总理邀请参观旅顺军港
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元首。尽管
在白玉山只做了短暂的停留，
周恩来总理依然惦记着当地人
民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不时
向陪同的地方领导询问大连的
人口、下辖县、水库等情况。

如今的白玉山，成为外地
游客到旅顺口观光首选必游之
地，每当游人登上白玉山时，导
游们都要领着大家到周恩来总
理曾经站过的地方俯瞰军港小
城，追思敬爱的周总理。

白玉山上“白玉塔”
本报记者 孙晓杰 吕东浩

朱氏“四男两女”六兄妹均出
生于“朱家大院”。长子朱芾煌两
度留学日本。1906年入上海中国
公学。1909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
会。辛亥革命时回国。因与袁世凯
之子袁克定交好，穿梭南北，调停
和议，有功于民国建立。曾在袁授
意下持汪精卫书信到武昌议和，被
冯国璋抓获，几乎丧生，为袁子克
定驰电所救。胡适日记记载：“在
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
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
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
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
雄朱芾煌也。”

朱芾煌还是“留法俭学会”的
发起人之一。受前清军机大臣、总
理衙门李鸿藻儿子、“中法大学”
创始人李石曾委托，他与吴玉章一
起 回 川 渝 组 织 四 川 省 俭 学 会 。
1919 年 8 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
备学校成立，经费不足，朱芾煌进
行捐款。时全国勤工俭学 1560
人，而受惠者最多为川渝，包括聂
荣臻、赵世炎等近500人。而江津
就有43人，为全川之最，此与朱
芾煌是江津人关系很大。

次子朱广儒，著名法语教授。
1899 年，朱广儒生于朱家大院。
1912年，年仅13岁的朱广儒与三
弟朱广相，四弟朱广才，大姐夫胡
鄂君、二姐夫何鲁一起赴法国勤工
俭学。为节省开支，5人使用3份
公费奖学金。1927 年 28 岁时回
国，先后在中法大学等北平多所大
学任法文教授。

季子朱广相，中国百年西医先

驱者。1902 年，朱广相生于朱家大
院，毕业于法国医学院并获医学博
士，1927 年回国。他是当时最早将
西医、西药引进中国的著名医学专家
之一。朱广相后来曾担任中法大学
医学院院长、万桑医院（法国医院）院
长。在临床医学上给后人留下巨大
财富。他还是妇产科医生，接生大量
婴儿，对提高婴儿出生存活率卓有
贡献。

四子朱广才毕业于法国名校“综
合科技大学”，其后主修桥路工程
学。1927年回国，曾先后在中法大
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任教授。长期在北京理工大
学任教。编著有《运动几何学》等，
翻译有《理论力学》等，多用于当时
的高校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朱广才携全家离
开台湾，返回大陆。朱广才曾参与武
汉长江大桥的方案审核工作。他先后
提出旱路立交桥的理论与实践，促进
了中国进入旱路立体桥梁与高架桥梁
时代，对现代高楼大厦设计、桥梁设
计起到推动促进作用。

长女朱广聪，生于朱家大院。嫁
胡鄂君。胡鄂君，曾留学法国，化学
家。胡鄂君英年早逝。

次女朱广馨，生于朱家大院。嫁
著名学者何鲁。何鲁是重庆大学第五
任校长、该校理学院首任院长。2022
年 7月13日，重庆大学演出重点项
目大型原创话剧《何鲁》，引发戏剧
界热评。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
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江津
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朱家洋楼”今昔
庞国翔

近日，荣宝斋（深圳）首拍举
行，八大专场800余件艺术珍品获
得超 4.64 亿元成交额，成交率达
91%。诞生7件成交价超千万元拍
品，另有 63 件成交过百万。其
中，书斋名陶专场全场99件拍品
全部成交，成交额超1.1亿元，取
得白手套佳绩。

在此专场中，出自王一羽旧藏
清嘉庆道光年间邵大亨制鱼化龙
壶，出版著录众多。拍卖现场以800
万起拍，随即展开激烈竞争，多轮较
量之后，最终以2200万元落槌，加佣
金以2530万元的高价成交。

另外一件千万级重磅拍品出自当
代顾景舟制并刻韩美林设计的雨露天星
提梁壶，以1466.25万元成交。

当代艺术专场由“国际当代艺
术”和“中国当代艺术”两部分组
成，坚持学术引领和当代视野，甄选
50余幅当代艺术的精品。

当代设计与工艺专场中，五觉斋
“大观园”金丝楠薄浮雕以80.5万元
成交，另外一件五觉斋“湖亭游骑”
金丝楠薄浮雕以 66.7 万元成交。非
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玉雕传承人杨晓雅
创作的“蝶恋花”金镶玉香囊则是以
57.5万元成交。

荣宝斋（深圳）首拍
书斋名陶专场取得白手套佳绩

本报记者 付裕

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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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友尊
器 外 底 铸 铭 文 “ 友 ”
字，为该器作器者的家
族名号。铭文在外底较
为少见。

此尊口下饰叶形
纹，颈饰两道圈带纹、
间饰雷纹，腹部用雷纹
作地，上面平雕九只象
纹，简练的线条勾画出
象的形象，九只象首尾
相接，生动逼真，足饰
瓦纹，上有三个“十”
字孔。

友尊

高13.2厘米，口径20.7厘米，重2.72kg 故宫
博物院藏

三国·魏 陶耳杯 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朱
家
洋
楼
内
院

袁
凤
冰

摄

在重庆市白沙镇东华街
陈家坡有一座朱家大院，当地
人称为“朱家洋楼”，是一幢中
西风格结合的建筑。始建于
清末，原为白沙镇朱氏家庭住
宅。它坐东南向西北，两层土
木结构，建面 1935 平方米，分

前后厅和左右厢房。此院曾办
过私塾，抗战时期为陆军第十六
后方医院、第二陆军医院等。现
改为“中师陈列馆”。

“朱家洋楼”朱氏六兄妹的
成才故事至今仍然流传于当地
百姓的口耳相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