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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特刊

作為中國第一座大型現代化的國家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館匯聚全省文物精
華，完整地展示了中國古代歷史全過程，映射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最高水

平。而中國考古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大唐遺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被譽為該館最受歡迎的專題展，館藏18件國寶級文物有5件均展陳於此，其製作工
藝代表了唐代最高水平。今年恰逢何家村窖藏考古發現50周年，以該窖藏文物為
主題的《2021陝博日曆．花舞大唐》近期成功發布，300餘件珍寶文物構成了一幅
盛世大唐社會生活的精美畫卷。

兩大甕千餘件唐代珍寶出土
時光倒流至半世紀前的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南郊何家村一處工地，工人

挖地基到距地面80厘米處時，突然露出了一個陶甕。興奮的工人們打開甕蓋一
看都驚呆了：一罐子的珍寶金光閃閃、美輪美奐。文物專家接報後立即趕赴現
場，一邊對出土文物實施保護，一邊繼續向四周探查。幾天之後，在第一個陶甕
不遠處，第二個陶甕露了出來，其大小和形狀與第一個陶甕基本相同，高65厘
米，腹徑60厘米，只是上面蓋了一層銀渣。打開陶甕，甕口是一塊方玉，方玉
下面摞著銀盤、銀碗。還有金盆、金筐寶鈿團花紋金盃、玉帶、銀盒、鎏金鸚鵡
提梁銀罐、葡萄花鳥紋銀香囊等器物，琳琅滿目，令人驚歎不已。此外，考古人
員在陶甕的旁邊還發現了一件高30厘米，腹徑25厘米的銀罐，銀罐內裝有精美
的鑲金獸首瑪瑙杯等物。
這次發現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各種金銀器、銀鋌、銀板、銀餅、中外

錢幣、寶玉珍飾和貴重藥材。僅金銀器物就多達270件，是唐代金銀器的一次空
前大發現。這些文物中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有數十件，另有鑲金獸首瑪瑙杯、
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和鴛鴦蓮瓣紋金碗（兩件）等
五件國寶級文物。陝西歷史博物館「大唐遺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匯
集了精心挑選出的文物精品300多件（組），成為陝西歷史博物館最受歡迎的專
題文物展。
據悉，到目前為止，全國共出土的唐代金銀器1000多件，其中三分之二以上

出自西安及其周邊
地區。除法門寺地
宮出土的金銀器
外，陝西出土的唐
代金銀器絕大部分
收藏於陝西歷史博
物館，該館也因此
成為國內收藏唐代
金銀器最多的博物
館和全世界收藏唐
代金銀器最重要的
博物館。

文創IP何家村窖藏比肩兵馬俑
近年來，陝西歷史博物館加強館藏文物的「活化」工作，將珍貴的文物、豐富的
研究成果與博物館文創相結合，創新性地推出系列文創產品，加快推進讓文物走進
生活。鑲金獸首瑪瑙杯、舞馬銜杯銀壺、葡萄花鳥紋銀香囊等一批出自何家村窖藏
文物，成為受追捧的「網紅」文物，更成為各類文創產品設計靈感的來源。
9月30日，以何家村窖藏為主題的《2021陝博日曆．花舞大唐》正式發行。
「花舞大唐」出自於初唐詩人盧照鄰《元日述懷》中「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
春」一句，詩中呈現的欣欣向榮、生機盎然的爛漫春色，與何家村窖藏器物所反
映出的盛唐風貌極其契合。「花舞大唐」不僅是對何家村窖藏遺寶的生動詮釋，
也是對盛唐社會風貌的藝術解讀。經過多年的發展，「花舞大唐」IP所承載的文
化內涵持續深化，產品矩陣逐漸豐富，越來越被熱愛文化、嚮往大唐的人們所熟
知。項目團隊將專業、權威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生動、曉暢的語言，對精選出的
300餘件何家村窖藏文物進行了多角度的解讀，展現了唐代社會東西文化的交
融、環帶珠釧的華美、仙經道術的虛誕、章紋鏤刻的巧致，寶貨珍泉的沿革等，
最終勾勒出一幅反映盛世大唐社會生活的精美畫卷。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長侯寧彬表示，關於何家村的研究工作還在持續，一方面是

運用科技手段，對文物進行科學檢測，為相關研究提供更加準確的數據支撐。另
一方面是對50年來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何家村窖藏不只有耀眼的金銀
器，它涵蓋了唐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要繼續挖掘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內涵，真正做
到「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
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
除了日曆之外，大到復仿製的何家村窖藏器物，小到提取某些元素設計的手

賬本、書籤、冰箱貼，近年來以何家村窖藏為元素開發的文創產品在陝西的博
物館文創產品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專家認為，何家村窖藏已可以和陝西文創
另一個大IP兵馬俑並駕齊驅了。對於何家村文創的開發，侯寧彬表示，陝西
歷史博物館秉承開放的態度，歡迎海內外各界參與其中，一起做大做強何家村
遺寶的文創IP。

從115萬年前的藍田猿人一路走來，遠古半坡人面
魚紋的神秘微笑、秦帝國橫掃六合的霸氣、漢武帝馬
踏匈奴的驕傲、大漠戈壁上絲路駝鈴的希望、華清宮
中霓裳羽衣的炫目……「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一個民
族的歷史」，中華文明前進的腳步在陝西留下了深深
的印跡。
作為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陝西是

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其文物具有完整性、至高性和獨
特性，只有到陝西才能讀懂中國歷史。「陝西歷史博物
館所展示的也是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陝西歷史博物
館館長侯寧彬表示，要將陝歷博打造成服務國家外交大
局的一個重要窗口、彰顯華夏文明和黃河文化的歷史文
化基地、助力「厚德陝西」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文化引
擎、增強民眾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文化殿堂，以及引
領中國智慧化博物館建設的新標桿。
「博物館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永
遠的精神家園。」侯寧彬說，「我理解的中國精
神就是開放、包容、和諧、自信。我們要把精神
家園保護好、把先賢創造的優秀文化傳承好、
弘揚好，使中國精神在這片熱土上發揚光
大。」 他表示，陝西歷史博物館曾引領了中
國現代化博物館的發展，新時期面對新要求，
「我們會不斷開拓創新，繼續做引領中國智慧
博物館發展的新標桿，以彰顯陝西文化的獨特
魅力，彰顯陝西歷史博物館發展的前瞻性。」

自從半個世紀前何家村窖藏橫空出世以來，關
於它的主人至今仍眾說紛紜沒有定論，成為一個
歷史之謎。
唐代重要文獻《兩京新記》中，關於遺寶出土

地興化坊有「今邠王守禮宅，宅南隔街有邠王
府」的記載。而實際上在這裡曾經居住過的達官
顯貴有：邠王李守禮、京兆尹孟溫禮、晉國公裴
度、尚書租庸使劉震等。因此有專家認為，其中
與文物所屬時代和等級能夠吻合的，即最有可能
擁有這一批珍寶的首選人物，應是章懷太子李賢
的兒子邠王李守禮。埋藏的時間大概是在盛唐晚
期，窖藏是在慌恐之中埋藏在王府中的。
也有專家根據窖藏中刻銘最晚的「開元十九

年」庸調銀餅，將埋藏的年代定在「安史之亂」
時，更有專家明確指出這批王府財物，是邠王李守
禮的兒子嗣邠王李承寧在「安史之亂」時埋藏的。
還有專家提出何家村窖藏的位置不在邠王府遺

址上，根據窖藏中有金銀器裝飾着闊葉大花，依
照花紋排比，這種紋樣是8世紀中期以後才流行
起來，因此將年代定在德宗時，認為窖藏主人是
達官貴族。
此外，還有專家考證，遺寶是租庸使劉震管理

的庸調銀及官府財寶，其埋藏年代應在唐德宗建
中四年爆發的涇原兵變時，劉震在逃亡時將其倉
促埋藏於地底，後因參加叛軍，劉震夫婦在唐軍
收復京城時被斬，這些寶藏便從此不見天日。
近年來，隨着對何家村遺寶研究的深入，更多

的學者則傾向於這批窖藏珍寶應是由唐中尚署管
理的皇家財物，窖藏是一次從容的搬遷。

「不到陝西，何以稱遊中國？」「看千年的中國去西安」。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陝西，是一個個曾稱雄世界的王朝的核心地帶。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悠久的歷史
給陝西留下了豐厚的實物遺存，整座西安城就是一座天然的活態博物館。要想
全面了解華夏文明和中國歷史，陝西歷史博物館無疑是最佳之處，館藏有170
多萬件文物，全面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 （熊曉芳）

祝第十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圓滿成功祝第十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圓滿成功

陝 西 歷 史 博 物 館 何 家 村 窖 藏 發 現陝 西 歷 史 博 物 館 何 家 村 窖 藏 發 現 5050 周 年周 年

神
秘
的
何
家
村
窖
藏
主
人

國寶文物帶你夢迴千年
何家村窖藏一次就出土有5件國寶級文物令人嘖嘖稱奇，那麼這些國寶都從哪
些方面反映了盛唐生活呢？
鴛鴦蓮瓣紋金碗，被稱為是迄今為止所見的最富麗堂皇的唐代金碗。該碗通身
以魚子紋為底，外腹部有兩層蓮瓣，上層蓮瓣內分別鏨出狐、兔、獐、鹿、鸚
鵡、鴛鴦等珍禽異獸及花草。碗內底中心，是一朵薔薇式團花，外底中心則鏨刻
一隻回首的鴛鴦，鴛鴦與蓮花同時出現，深刻揭示出一種夫妻好合、永結同心、
多子多福的美好願望。唐代規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純金、純玉」，因此金
碗多為皇帝或皇親貴戚所使用。

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被譽為現存唐代銀罐
中最大氣、最精美之作。罐身皆以純銀製作，
紋飾全部鎏金，罐體與紋飾色澤形成反差，產
生了一種明顯的主體效果，正是唐代冶銀技術
水平的體現。罐體中心以鸚鵡紋作為主體紋
飾，鸚鵡抬首、展翅、翹尾，栩栩如生。鸚鵡
因美麗能言，在古代又被稱作「神鳥」，是唐
代王公貴族喜愛的寵物。因此，各地，包括天
竺、波斯、林邑等國也經常向唐王朝進獻鸚
鵡。銀罐蓋內有墨書「紫英五十，白英十
二」，古人認為用金銀器盛放煉丹藥物可以提
高其藥效，由此可判斷，此罐應為唐人儲存藥
物而用。
鑲金獸首瑪瑙杯則由一整塊世間少有的纏

絲瑪瑙雕刻而成，整個杯體模仿獸角的形狀，
前部雕刻為牛形獸首，雙眼圓睜，炯炯有神，

惟妙惟肖。獸嘴處鑲金，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使用時還可將其取下，酒就自然流出。工匠巧妙地利用材
料的自然紋理與形狀進行雕刻，「依色取巧，隨形變
化」，彷彿是一件天生的藝術品。這件瑪瑙杯的造型和西方一種叫「來通」的酒
具相似，在中亞、西亞，特別是在薩珊波斯十分常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唐
代對外交流的繁盛，以及包容大氣的開放程度。
陝西歷史博物館十八件組國寶級文物中有兩件是不能出境展出的，鎏金舞馬銜
杯紋銀壺就是其中一件。此壺的製作工藝非常獨特，壺蓋帽為捶揲成型的覆式蓮
瓣，頂中心鉚有一個銀環，環內套接了一條長14厘米的銀鏈與提梁相連，壺肩
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劍形狀的提梁。壺身是先將一整塊銀板捶打出壺
的大致形狀，再以模壓的方法在壺腹兩面模出兩匹相互對應奮首鼓尾、銜杯匐拜
的舞馬形象，然後再將兩端黏壓焊接，反覆打磨致平，幾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跡。
令人唏噓的是，這兩匹舞馬卻成為大唐興衰的見證。唐玄宗天寶年

間，每逢「千秋節」玄宗生日（8月5日），都會舉行盛大宴會，接
受文武百官、外國使臣和少數民族首領的朝賀，並以馴養的舞馬
助興。上百匹舞馬披金戴銀，躍然起舞，到高潮時，舞馬會躍上
三層高的床板旋轉如飛，此時領頭的舞馬便會銜起地上盛滿酒的酒
杯到玄宗面前祝壽。然而隨「安史之亂」爆發，這批舞馬流散到
安祿山的一名大將田成嗣手中。有一天，軍中宴樂，舞馬聽見樂
曲聲應節拍躍然起舞，士兵見狀誤以為是妖孽，將舞馬鞭打而
死。盛行一時的舞馬銜杯祝壽舞在歷史的變革中永遠銷聲匿跡
了，舞馬祝壽的瞬間場景則被永遠定格在這件銀壺之上，成為
大唐王朝興衰的最好
見證。

展示中華文明歷程 從遠古走向世界

■現存唐代銀罐中最大氣、最精
美之作——鎏金鸚鵡紋提梁銀
罐。

■■由整塊世間少有的纏絲瑪瑙由整塊世間少有的纏絲瑪瑙
雕刻而成的鑲金獸首瑪瑙杯雕刻而成的鑲金獸首瑪瑙杯。。

■大唐王朝興衰的見證——鎏金舞馬
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陝西歷史博物館古代文明展廳一角陝西歷史博物館古代文明展廳一角。。

■■陝西歷史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館———華夏文明全景展廳—華夏文明全景展廳。。

■《大唐遺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序廳。

■伴隨着《麗人行》的唐風舞蹈，《2021陝博日曆．花舞
大唐》正式發行。

「「花舞大唐花舞大唐」」一眼千年一眼千年
絲路文明絲路文明「「豹斑豹斑」」再現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