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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市同安城区西北处葫芦
山南侧，坐落着一座苏氏祠堂“芦
山堂”，是一组具有闽南传统红砖红
瓦的建筑。这里走出了一位名留青
史、精忠殉国的北宋民族英雄苏
缄，他也是宋代科学巨匠、名相苏
颂的堂叔。

苏缄出生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
（1016年），是翰林学士苏绅 （苏颂
之父） 的堂弟，比苏绅小17岁，从
小就追随苏绅读书，深受忠义、孝
悌、礼义、清廉的家风影响。宋宝
元 元 年 （1038 年）， 苏 缄 考 中 进
士，后官至邕州 （今南宁市） 知
州。宋皇佑四年 （1052 年），安德
州人侬智高攻破邕州城建立“大南
国”，当时宋廷在岭南各州县驻兵不
多，官员大多弃城而逃，叛军轻易
占领梧州、端州，围困广州，城内
百姓苦不堪言。时任英州知州的苏
缄告诉手下人说，广州离英州不
远，“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义
也”，遂招募数千人，领兵卒前去救
援，并劝说 6000 多名民众离开叛
军，打压了叛军气焰。之后，宋仁
宗派狄青讨伐侬智高的大军也已逼
近，叛军开始从广州撤退，苏缄看

准战机率军冲杀，造成敌军大量伤
亡，并夺回了被抢掠的物资。经此
一战，苏缄威名远扬。

公元1075年，交趾太尉李常杰
率军 8 万，水陆并进，直逼邕州。
时任邕州知州的苏缄虽知敌我悬
殊，还是坚定抗敌守土之决心，谋
划守城方略，并划分防卫地段，指
派军队分区防守。苏缄亲自带领军
士以神臂弓射杀城外的敌人，发火
箭焚毁敌军云梯和攻城器械。同
时，日夜巡城，慰劳士卒，安抚百
姓，全城军民士气高昂，敌人几番
攻城，皆被击退，死伤超过 1.5 万
人。然而终因外援不至，粮尽泉
涸，加上敌人使出“囊土傅城”之
计，把一袋袋泥土垒至与城墙齐高，

“蚁附而登”，邕城沦陷。苏缄誓死不
降，大呼“吾义不死贼手”，率全家
36口人自杀殉国。这场战役也被誉
为“忠义血战”。

苏缄牺牲后，宋神宗悲痛悼曰
“近世忠义之臣，罕见其比”，并追
封苏缄为“奉国军节度使”，谥“忠
勇”。邕州城重建时，民众在苏缄及
其家人殉难处建祠祭祀，名“苏忠
勇祠”，并尊苏缄为邕州城隍。

“芦山堂”前说苏缄
本报记者 照宁

龙文化的多元起源

最早的“龙”形象可追溯到新石
器时代，这与中华民族孕育起源的阶
段相吻合。1994年，辽宁省阜新市兴
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掘出距今约
8000年的大型石堆塑龙，身长约19.7
米，宽约 1.8-2 米。龙身由红褐色石
块堆砌而成，龙首上昂，龙口微张，背
部拱起，尾部也仿佛在来回摆动。这
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
体最大的龙形象之一。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
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6400年的
龙虎图案，该图案由蚌壳精心摆
塑，其中虎形图案居左，龙形图案
居右，龙头北面东向，昂首弓背，
四足长尾，尾呈摇摆状，宛如遨游
于苍穹之中。

安徽凌家滩出土过一件距今约
5500年至 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阴刻龙首形玉器。长径4.4厘米，短径
3.9厘米，厚0.2厘米。吻部突出，首尾
相接，龙头生有长角，脑门阴刻呈皱
纹状线条，须、口、鼻、眼刻画清晰，脊
背阴刻规整的圆弧线，连着弧线两侧
面对称阴刻17条斜纹，宛如龙鳞。凌
家滩玉龙造型优美，刀法简练，整体

形态已具备龙的基本特征。根据《说文》
记载，“龙子有角者”称为虬龙，《广雅·
释鱼》亦提及：“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
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而虬字
还含有弯曲之意，虬龙即为盘曲身体、
头部生角的龙。故而此件玉器可能为虬
龙的早期原型。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三
星他拉村曾出土过一件距今5000年的
红山玉龙，高 26 厘米，雕工精细，选材
优良。为半环形，兽面蛇身，嘴巴突出，
头上还长有长鬣毛，神态栩栩如生，形
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背部的孔设
计巧妙，用绳子吊起来，龙头和龙尾正
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这件被考古界誉
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玉龙，充分印证
了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身份，对探究中
华龙文化的发展序列有重要意义。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距今4300年
至3900年的彩绘龙纹陶盘，盘口直径
40.7 厘米、底径 15 厘米、腹部深 7.8
厘米、盘体整体高9厘米，沿宽1.8厘
米。龙头部似鳄鱼，较为凶猛，口中
吐出一条类似禾苗形象的舌头。身上
有象征鳞片的斑块，尾部似蛇一样
卷起。

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
的龙形牙璋，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
被人们赋予祈求丰收的意义。长 48.1

厘 米 ， 呈 扁 薄 长 条
形，柄部有孔，前端
有形状各异的刃，在
璋身与柄部相接处的
两侧边缘，有凸起的
扉牙，扉牙形象龙形
化 ， 似 张 着 嘴 的 龙 。
据专家学者研究，牙
璋本身便与史前时期
华 夏 先 民 的 “ 龙 蛇 ”
崇拜密切相关。牙璋
出现最早可追溯到黄
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
代大汶口文化晚期至
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
地区，后随着文化大
交流向西、南传播至
陕西、河南、成都等
地，最远甚至抵达香
港等地区。

由此可见，早在远
古时代，龙便已经成为
中华先民精神生活的
重要内容。结合考古资
料及文献记载来看，中
华龙文化的起源呈现
出多元性特征。从原型
来看，主要有云、闪电、
龙卷风、松树、蛇、鳄、
蜥蜴、鱼、鲵、马、牛、
猪、鹿、熊、虎、蚕、蛴螬
等等，这既体现了龙的
神性的变化，也反映了
龙的地域性差异，显示
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
源特点。

龙的形象在历史
长河中逐步演变，这

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紧密相
连。夏商周时期，龙的形象也以多样
化的面貌活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战国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
局逐渐稳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
国家正式形成。这也为不同地域的龙
文化提供了更多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的空间，在此基础之上，龙的形象也
逐渐趋于统一，即如东汉思想家王符
所说：“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
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
似虎，耳似牛。”此时“龙”的形象也
被更广泛地运用在各种器具之上。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出土于湖
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战国时期的
《龙凤仕女图》 帛画，纵 31.2 厘米、
横 23.2厘米。在这幅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帛画上绘制了龙凤合体引导墓主人
灵魂飞升的情景。一只振翅腾空、夭
矫起舞的凤鸟，一条弯曲细长、扶摇
直上的神龙……说明此时楚国不仅从
一个偏安丹阳之隅、不足百里的蕞尔
小国，发展壮大为问鼎中原、饮马黄
河的战国七雄之一，其文化信仰中除
了楚人崇拜神圣凤鸟外，也开始融入
华夏龙的意象。这件帛画见证了战国
时期楚人凤文化与华夏龙文化的深度
融合与创新，展现了先秦时期楚人为
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历史
贡献。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出土于河北省
平山县一座战国中期墓葬中的错金银
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通高 36.2厘米，边
长 47.5 厘米，重 18.65 千克。据考古学
家证实，这件结构复杂、工艺精湛的随
葬品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器物。方案座
底部以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为四足
作支撑，体现了游牧文化的审美特色；
中层以极为精巧的设计造型、穿插组合
着在华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四龙
四凤图案为案身，连接底座和承托桌
案。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托住斗拱，双尾
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角，四凤双翅
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
处引颈而出。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
案座受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又具有
游牧族群的文化特征，充分反映了先秦
时期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高度
融合。

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汉代龙首
青铜灶，是目前考古发现体量最大、
级别最高的龙首青铜灶。灶的整体造
型为龙头船形，主体由甑锅、釜、灶
门和烟筒等组成，灶面附有三釜，一
大二小，大釜上有甑。甑，是古代的
蒸食用具，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孔
格，置于鬲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
锅。高耸的烟囱，在造型上采用了中
华民族象征吉祥的龙形符号，功能上
还具有吸风拔火、提高火力的作用，
设计堪称精巧。这件龙首青铜灶具有
典型的中原风格，却出土于长城以北

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体现了秦汉
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之下多民族杂
居、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之间日常
化、生活化的交融与互动。

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
到空前发展，这时龙的形象也更加丰
满、飘逸，龙角近似鹿角，毛发向后
披散，爪三趾，有背鳍，有双翼，腿
部丰满。身躯笔直，龙爪强壮，整体
呈现出雄壮而威武的形象。

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
纷在中原地区建立王都或陪都。随着
他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不断加强，他
们对龙的形象认知也逐渐向中原龙形
象靠近。

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金上京
铜坐龙，是金朝迁都北京前，女真人
对龙的形象的理解。这尊铜坐龙通体
为黄铜铸造，高 19.6 厘米，重 2.1 千
克，集犬、蛇、鹰、狮等生物形象和
特点于一身。有学者认为该铜座龙大
致为坐辇上的装饰物品。而这样独特
的龙形象，与女真人的游猎生活方式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金中都铜坐
龙则见证了女真从上京迁都中都、开启
北京千年之都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反映
了来到中原的女真人对于中华传统文
化的深深融入。这座铜坐龙出土于北京
市金中都宫殿区遗址，质地为铜，通高
24.5厘米，昂首闭口，弓身踞坐。头顶独
角，桃形耳，头顶的鬃毛向后一直延伸
到脊部。眉上扬，目圆睁，吻部较宽，颈
部细长，向后弯曲。龙身肩部前弓，双前
腿直立，肘部微后曲，爪部突出，双后腿
曲踞后向前平伸。双股尾上翘，尾端缠
绕后呈火焰状。与前一尊铜坐龙相比颈
部的鬃毛更平整，近似于马的鬃毛，吻
部鹰的特点也被弱化，整体形象与我们
现今的龙形象相差无几。

龙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蕴涵了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实践。在这其间，
还形成了众多关于龙的民俗活动，如在
龙王庙前祭祀祈雨等，这都是官方和民
间的重要活动。除此之外，龙舟竞渡遍布
中华大地，“屈原杯”龙舟赛被列入体育
比赛项目，苗族独木龙舟赛、中山石岐龙
舟赛、傣族龙舟赛、白族龙舟赛等也成为
每年盛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传统体育项
目。另一种源于龙文化的民俗活动——
舞龙，也在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中，逐渐成
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
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共同传
承的民俗生活，如侗族舞龙头、布依族耍
龙灯、苗族的舞龙灯、瑶族的舞火龙、土
家族的舞草把龙等。

今天，龙的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
内涵和使命，中华儿女也将汲取龙文
化的精神力量，做到心心相系、团结
奋进、开拓创新，助力中国这条巨龙
的腾飞。

（本文作者郑茜系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委员、副馆长；
赵振烨、曹美丹系中国民族博物馆助
理馆员）

溯中华龙脉 续盛世华章

文物中的龙形象
郑茜 赵振烨 曹美丹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
就 实 证 了 我 国 百 万 年 的 人 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
年的文明史。”其中，龙的历
史 底 蕴 深 厚 ， 可 追 溯 至 八 千
年。随着龙文化相关考古材料
不断问世，中华民族“龙的传
人”的身份来源及其丰富内涵
得以揭示。

本 刊 特 邀 请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中 国 民 族 博 物 馆 党 委 委
员、副馆长郑茜及中国民族博
物馆助理馆员赵振烨、曹美丹
为您讲述文物中的龙故事。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

本报讯（记者 付裕）中国国家
博物馆“笔墨新章——中国画学术邀
请展”日前亮相。此展通过中国画这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展
示美好生活的烟火气、弘扬崭新时代
的精气神。

这次展览立足于传统中国画发展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时代
建构，精心遴选出当代中国画艺术发

展中具有代表性的15位知名美术家
的百余幅山水、人物、花鸟力作，分
为“江山新韵”“岁月风华”两个部
分，全面展现了当代美术工作者承古
开新的造诣与修养，充分反映了中国
画艺术的当代性发展及国际化拓展，
让广大观众深切感知当代文艺工作者

“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追求、价值
取向和民族审美特质。

“笔墨新章——中国画学术邀请展”
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晚期玉龙首璜 1977 年出
土于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玉料
呈暗青色，局部有因埋藏浸蚀而
产生的色变。璜两端雕刻龙首图
案，璜身饰凸起的谷纹，谷粒间
以细阴线勾连。璜上部中间有一
小孔。

龙首玉璜在商代已出现，一般
为单龙首。西周时期出现双龙首
璜，璜身多饰以弧线勾连而成龙
身。战国时期的龙形佩较多，其中
一些制成璜形。此璜为战国时期龙
首璜中较大的作品，应是成组玉佩
中的玉件。

▼

玉龙首璜，战国晚期，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玉龙首璜

“芦山堂”怀苏缄

▼

汉代画像砖《驭龙图》拓片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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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玉龙 （中国国家博
物馆藏）

▼

金中都铜坐龙 （首都博
物馆藏）

▼

龙凤仕女图帛画 （湖南
省博物馆藏）

▼

金上京铜坐龙 （黑龙江
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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