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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一朝，因帝王個人審美高雅、追
求完美，對釉色的追求亦至臻至善，御窯
廠能夠燒製出多達57種釉彩，其中單色
釉達37種，舉凡歷朝歷代所出現過的色
釉，基本都能在雍正朝的瓷器上找到。更
難得的是，每種釉色都有不同的色差，並
各成體系。
紅色系釉色中，可分為霽紅、鈞紅、珊
瑚紅、蓋血紅、胭脂紅、淡粉等。其中廣
受推崇的胭脂紅，是以微量金作着色劑在
爐內經800℃左右焙燒而成的低溫紅釉，

屬於舶來之技，因此又有「洋金紅」或
「西洋紅」之稱。在今年的香港蘇富比春
拍中，就有一件清雍正胭脂紅釉小盃（《雍
正年製》款），雖然直徑僅得6.5cm，卻以
622.5萬港元成交。筆者的收藏中，清雍正
洋彩紅地花卉紋杯盅及清雍正胭脂紅地粉
彩壽菊圖小盤兩件小器，亦是以這種紅釉
為地。
至於黃釉，亦有米黃、淡黃、檸檬黃之
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檸檬黃釉，御製黃
釉瓷自明朝始，僅用於宗廟之事，然而到

了雍正朝，以氧化銻為主要呈色劑的低溫
色釉，其與傳統的黃釉相比較呈色更加淺
淡，釉面更加勻淨柔和，所燒製出的檸檬
黃釉瓷則供宮廷各場合運用。筆者亦藏有
一件清雍正內粉彩麻姑祝壽外檸檬黃地浮
雕綠彩水波盤，其外部的黃地呈色鮮明亮
黃，可愛非常。
除此之外，雍正朝的青釉亦有龍泉、豆
青、影青、天青、粉青之分，藍釉中有孔
雀藍、霽藍、天藍等。根據清宮檔案，雍
正十一年（1733），景德鎮官窰督陶官年

希堯曾奉旨燒造十二色釉菊瓣盤，包括黃
釉、檸檬黃釉、蛋黃釉、米黃釉、白釉、
醬釉、湖水綠釉、淡松石綠釉、淡綠釉、
藍釉、深紫釉及寶石紅釉，共四十套。雖
然目前並無成套傳世的十二色釉菊瓣盤，
亦不止局限於上述十二色，但北京故宮曾
蒐羅十三種不同色釉的菊瓣盤並出版介
紹，讓大家能夠一睹雍正朝單色釉瓷器製
作的最高水平。

雍正對釉色的極致追求 ●清雍正洋彩紅地花卉紋杯盅

●清雍正胭脂紅釉小盃
圖片來源：蘇富比

●清雍正內
粉彩麻姑祝
壽外檸檬黃
地浮雕綠彩
水波盤

●清雍正胭脂紅地粉彩壽菊圖小盤

日前，三星堆
遺址管委會與金沙
遺址博物館共同簽
署了《三星堆遺址
與金沙遺址聯合申

遺合作協議》，雙方將就世界文化
遺產項目申報與研究、陳列展覽、
宣傳推廣等方面展開全面合作，共
同探尋神秘的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是指從遠古時期到春秋

時期早期，產生於我國今四川地
區，包括四川省和重慶市等地，不
同於中原文明卻又與中原文明有着
千絲萬縷關係的古文明。它與華夏
文明、良渚文明並稱中國上古三大
文明。目前發現留存的遺址主要有
成都金沙遺址、三星堆遺址等。
據悉，2006年，三星堆遺址與

金沙遺址共同作為「古蜀文明遺
址」項目已入列《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
單》，2012 年再次入列更新後的《預備名
單》。此次簽約，雙方同意將三星堆遺址和金沙
遺址聯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項目，聯合編寫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本充分利用
雙方資源，開展多種形式和層面的合作研究，不
斷擴大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在學術界的影響
力。同時，在文物保護、文物修復、國家考古遺
址公園建設、博物館學等領域加強合作。

三星堆、金沙遺址文物「講故事」

穿越千年探秘古蜀文明穿越千年探秘古蜀文明

中國文化遺產標誌選用的就是
從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
金箔圖案，它不僅是古蜀文明精
緻與神秘的代名詞，更展現了古
蜀人的智慧與魅力。
「太陽神鳥」金箔圖案採用鏤

空方式分內外兩層，內層為一周
等距分布的12條做旋轉狀的齒狀
光芒，外層圖案則由4隻造型相
同的逆時針飛行的鳥組成，環繞
於內層圖案周圍。有學者認為，

該圖案極有可能是「金烏負日」
神話故事的真實再現，是古蜀文
化太陽崇拜的直接物證，也是古
蜀人高超黃金加工工藝的代表。
然而，如此薄的金箔並不能作

為單獨器物來使用，應該是貼附
於其它質地器物上作為裝飾，但
至今出土的文物中尚未發現有此
類器物，因此，至今考古學家們
對「太陽神鳥」金箔的用途仍無
法解答。

距今3000—5000年前，在古蜀大地上究竟發生過多少傳奇？為人所熟知的蠶叢

縱目、魚鳧神化仙去、杜宇化鵑、開明復活等傳說是否就是真實的古蜀歷史？長期

以來，整個古蜀歷史都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由浙江省博物館主辦，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協辦的「人與神——神

秘的古蜀文明」展覽現正在浙江西湖美術館舉行，展期至明年1月4日。展覽共展出

139件從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出土的古蜀文明典型文物，其中一級文物65件，包括

青銅頭像、青銅面具、金箔飾物、各類玉器、陶器等。本次展覽利用「人-巫-神」的

故事線將古蜀文明置於古代文明的視角中進行解讀，通過三星堆、金沙遺址文物及其

背後的故事，帶領人們一步步揭開古蜀謎團。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據介紹，此次展覽共分為「人間物語——古蜀先民的物質生活」「群巫之舞——古蜀先民的祭祀
大典」以及「神國萬象——古蜀先民的信仰之源」三個篇章，從古蜀先民的物質生活，到溝通

天地的「巫」與祭祀，再到神秘多樣的「神」，勾勒中國西南地區獨具特色的古蜀歷史文化的發展面
貌，展現古蜀文明瑰麗奇幻、神秘浪漫的宗教禮儀及文化藝術成就。此外，古蜀先民誇張且大
膽的審美思潮、充滿寓言性質的神話傳說，以及古蜀國由鼎盛轉向衰亡的傳奇故事，也伴
隨着一件件文物走入觀眾的視野，為當代人提供着跨越千年的靈感與啟示。

進入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三星堆遺
址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通高262cm，人
像高 180cm，底座橫寬 48.5cm，縱長
46.7cm，高35cm。此次展出的雖為複製
品，但它的神秘和威嚴同樣令人震撼。
這尊「紀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頭戴

筒形高冠，身穿窄袖與半臂式共三層衣，
衣上紋飾繁複精麗，以龍紋為主，雙手中
空，作執物狀，但是它手中握的究竟為何
物，目前尚無定論。青銅大立人是中國迄
今為止發現年代最久遠、體量最高大的青
銅人像，也是全世界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

銅人物雕像。
對於它的身份，如今學術界仍有幾種

不同的意見，有學者認為它是一代蜀王
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時又是群巫之
長，另一種意見認為是古蜀神權政治領
袖形象。而大多學者更傾向於認為，它
代表着古蜀文明中「神」「巫」「人」
的三重身份，是古蜀國的領袖，掌握
着最高的權力。

謎題之一：青銅大立人身份

2020年12月，在三星堆遺址5
號坑考古過程中發現了大量黃金
製品，其中包括一張獨特的金面
具。其實，早在1986年三星堆遺址
1、2號坑的發掘中，就曾出土了6件
金面具，而2007年2月，在金沙遺址又
發現了目前中國商周時期保存最完整、
體量最大的一件大金面具。這一系列
的重大發現讓考古界興奮不已，因為
這些金面具證明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
有着緊密的承襲關係。
此次展品中有一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

青銅頭像，其中就有一個戴金面具的頭
像，還有一款出土於金沙遺址，年代為
晚商至西周的黃金人面像，這些展品雖

已歷經千年，但至今
仍金光閃閃。專家介

紹，古蜀崇尚黃金的傳統從三星堆文化
時期就已經開始，是古蜀文化值得注意
的文化傳統。中原地區的古代先民對於
黃金飾品似乎不如對玉器那般喜愛，而
古蜀人卻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早期開採
和使用黃金最多的部族，這些黃金飾品
顯示了他們高超的黃金製作工藝和獨特
的審美意趣。
那麼金面具的主人到底是誰呢？專家

分析，中國古代巫師佩戴面具，主持祭
祀儀式在文獻中早有記載。古人認為，
巫師在降神過程中戴上面具，以儀式、
獻祭或歌舞的形式祈求神靈降臨，與神
靈融為一體，便能代表神靈說話，而面
具又是神靈降臨時寄居的場所。因此，
戴金面具者地位尊貴，是祭祀活動中的
重要角色。

謎題之二：金面具主人

謎題之三：「太陽神鳥」用途

●觀眾用手機拍下難得一見的國寶文物。

●栩栩如生
的青銅鳥

●破損的黃金面具

●青銅人像

●晚商至西周的黃金人面像

●黃金面具青銅人像
浙江西湖美術館供圖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
浙江西湖美術館供圖●「太陽神鳥」金箔

浙江西湖美術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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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先人們的精湛技藝千年前先人們的精湛技藝
引得觀眾點讚引得觀眾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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