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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玻璃器曾經的擁有者雖然這些玻璃器曾經的擁有者，，早已化為歷史的塵埃早已化為歷史的塵埃，，但數千年的琉璃光華但數千年的琉璃光華，，依然熠依然熠

熠斑斕熠斑斕，，講述文明的故事講述文明的故事。」。」恰逢建院恰逢建院1515周年周年，，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點所在地的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點所在地的

城市博物館城市博物館，，西安博物院日前特別推出西安博物院日前特別推出「「絲路琉光絲路琉光——從地中海到長安的古代玻璃藝術從地中海到長安的古代玻璃藝術」」展展。。這場這場

以玻璃藝術反映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展覽以玻璃藝術反映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展覽，，集中展出古代玻璃器文物集中展出古代玻璃器文物360360件件（（組組），），不僅呈現不僅呈現

了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和長安地區的多彩文化了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和長安地區的多彩文化，，同時亦讓更多的觀眾近距離接觸到絲綢之路上的珍同時亦讓更多的觀眾近距離接觸到絲綢之路上的珍

寶寶，，了解絲綢之路上的故事了解絲綢之路上的故事，，成為現代人理解絲綢之路的一把成為現代人理解絲綢之路的一把「「鑰匙鑰匙」。」。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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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中海到長安

古代玻璃器折射古代玻璃器折射「「絲路琉光絲路琉光」」

玻玻璃是一種無機非金屬材料璃是一種無機非金屬材料，，一般是用多種無機礦物為主要原料一般是用多種無機礦物為主要原料，，另外加入少量輔助原另外加入少量輔助原
料製成的料製成的。。作為世界古代物質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世界古代物質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玻璃歷史源遠流長玻璃歷史源遠流長，，既是人類最既是人類最

早發明的人造材料和最昂貴的材料之一早發明的人造材料和最昂貴的材料之一，，同時也是古代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實用物品同時也是古代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實用物品。。
本次展覽的展品來自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本次展覽的展品來自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

究院和陝西歷史博物館究院和陝西歷史博物館，，時間從公元前時間從公元前1616世紀至公元世紀至公元1414世紀世紀，，地域跨越古埃及地域跨越古埃及、、西亞西亞、、中中
亞亞、、東亞各地東亞各地。。展覽分為展覽分為「「玻璃藝術的形成與發展玻璃藝術的形成與發展」「」「玻璃藝術的變革與飛躍玻璃藝術的變革與飛躍」「」「絲路玻璃絲路玻璃
的交流與交融的交流與交融」」三個單元三個單元，，通過玻璃藝術的發展歷程通過玻璃藝術的發展歷程，，介紹了不同時期介紹了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玻不同文化背景下玻
璃藝術的發展特點璃藝術的發展特點，，以及以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文化意義的文化意義。。

「玻璃最早誕生於約公元前
2500年的兩河流域，並從西
亞及地中海周邊經絲綢之路傳
至中亞和東亞等地區。」據西
安博物院助理館員王璐介紹，
當時，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
斯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
(今伊拉克和敘利亞北部)，創
燒出了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古
代玻璃製品。從此開始，以型
芯法、模鑄法、熱下垂法及馬
賽克為代表，早期玻璃的製造
工藝不斷創新發展、藝術風格
日益豐富多彩，廣泛傳播於西
亞及地中海地區。

在第一單元「玻璃藝術的形成與發
展」中，一件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
玻璃項鏈引人關注。這條項鏈以淡藍色
為主基調，由六七十塊橫紋方形玻璃塊
和空心圓體玻璃串聯而成，不同的顏色
和組合，既簡潔美觀，又不失尊貴高
雅。據悉，早期的玻璃由砂石和鹼性物
質(草木灰等)製成，由於熔製溫度較
低，同時多模仿青金石與綠松石的顏
色，也讓這一時期的玻璃呈現出不透明
的深藍色或天藍色，多用於製作配飾及
小型器皿。
隨社會的進步，大約在公元前
1600年至前1100年，希臘青銅時代晚
期文明邁錫尼時期，玻璃項鏈製品更加
複雜和多元。此次展覽展出的一件「鑄
造串珠項鏈」，由玻璃和黃金兩種材料
製成。其不僅以邁錫尼極具特色的藍色
鑄造珠子為主，玻璃珠表面氧化後形成
的虹光亦增添了多樣的色彩，而黃金圓
花飾組合搭配後則更具審美價值。

隨玻璃製作工藝的不斷演變，玻璃製品也從最初被
用來當做飾物及賞玩的擺件，而逐漸應用於酒器、食器
等，瓶狀和壺狀玻璃容器是這一轉型時期最典型的代
表。
展覽展出的來自古地中海地區的「單柄壺」，以藏青

色玻璃為底色，纏繞上淡藍色和黃色的細玻璃絲，玻璃
絲非常緊密地排列在一起。工匠趁玻璃尚未冷卻時勾畫

出的波浪紋，亦讓整個器物都更加精緻又極富動感。另一件「雙
耳尖底壺」，則是古地中海地區工匠將希臘儲藏搬運葡萄酒和橄
欖油的罐子微型化後的產物，實用又好看。
而同為古地中海地區風格的「花瓣紋裝飾碗」，從碗身到底部
都刻有精美的花瓣紋，特別是在底面中央，還有用手指支撐的凹
陷，被稱為「昂法洛斯」（肚臍之意）。一般認為，這種小玻璃
杯模仿了當時儀式上使用的貴金屬酒杯，用各式不透明玻璃製
成，在鑄造成型後精心打磨，杯子開口較大，被稱為「膝蓋骨
杯」，使用廣泛。

公元前1世紀早期至中葉，古羅馬玻璃工匠
們發現了玻璃可被吹製的特性，全新的玻璃吹
製技術應運而生，引發了傳統玻璃製造產業的
一場劇烈變革。吹製玻璃器不僅製作更快捷、
成本更低廉，而且質地更清透、造型更多樣、
裝飾更精美，迅速走進了地中海居民的日常生
活，並陸續傳播至歐洲和東方世界。
吹製玻璃技術的成熟使製作擬形玻璃器成為

可能，特別是古羅馬人熱愛飲酒，酒神崇拜盛
行，葡萄形玻璃器既象徵果實纍纍的大豐
收，也體現了對葡萄酒神狄奧尼索斯的信仰。
展覽展出的玻璃「葡萄形瓶」和「椰棗形
瓶」，便是典型的代表器物。此外，人面裝飾
的玻璃器皿，以及雙耳瓶的多把手設計，則體
現了玻璃吹製技術高度發達後玻璃工匠的炫技
和創意。
而最令人稱奇的是一件羅馬帝國早期的「金

帶裝飾瓶」。據介紹，在透明玻璃之間夾入金
箔的玻璃器皿被稱為「夾金玻璃」，這種製作工藝可被
視為古希臘之後，地中海地區高度發達的古代玻璃製作
技術巔峰。「夾金玻璃」展示出像天然石材一樣的複雜
紋理，以不透明的白玻璃為底色，更凸顯藍、綠色透明
玻璃的亮麗色彩，也使金箔更加顯眼，其複雜的製作工
藝至今仍有許多未解之謎。

在現代人類日常生活中，「馬
賽克」一詞隨處可見，除了視頻
中常見的格子紋，還有更多被應
用於建築和室內裝飾中的材料和
飾品。或許許多人並不曾想到，
在公元前1世紀的地中海地區，
已經廣泛應用玻璃「馬賽克」
了，一直延續至今。
「絲路琉光」展最光彩耀眼的
「馬賽克」區域，不僅展出了當
時富裕階層用於裝修的馬賽克植
物紋圖案玻璃裝飾板，同時還有
精美絕倫的「千花紋」杯、碗、
盤等。特別是羅馬帝國早期的
「千花紋盤」，使用了紅白色、
黃綠色和深藍色的馬賽克玻璃片
融合成玻璃板，通過熱下垂法成
型。由於玻璃加熱時馬賽克片自

由融合在一起，也使得紋樣帶有
很強的偶然性和流動感，因此這
件玻璃藝術品堪稱自然之力與巧
奪天工創意技術的完美結合。
另一件同出於東地中海地區的

「千花紋碗」，其所使用的馬賽
克玻璃片紋樣較為特殊，宛若焰
火或者光芒，在深藍色的底色
上，金色的千花紋更顯耀眼。而
心思細膩的工匠還在碗的口沿處
加上了條紋裝飾，將多種玻璃製
作技術結合使用，非常獨特且精
美。
專家表示，製作這樣華麗的千

花紋玻璃器皿，需要經過極其複
雜的工序，不僅展現出古代工匠
精湛高超的技藝，同時也閃耀
不朽的智慧和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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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絲路玻璃的交流與交
融」是本次展覽的一大亮點。這一單
元通過展示絲綢之路開通以後羅馬時
期、薩珊時期、伊斯蘭時期以及我國
同一時期的玻璃器，展示絲綢之路上
玻璃藝術的發展和交流，呈現古代絲
綢之路沿線和長安地區的多彩文化，
特別是文化背後的交流與互動。展覽
的形式設計立足於玻璃器的文物特
性，以單純的深灰色背景、發光底座
和重點照明突出展品流光溢彩的屬
性。
「請注意看這幾件突出圓紋裝飾磨

花小壺，它們雖然來自西亞、中亞和
中國西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材
質、不同的器型大小，但卻出現了相
似的造型、顏色、紋飾，『長相』非
常相似。」西安博物院助理館員王璐
告訴記者，在絲綢之路溝通東西的交
互中，也將玻璃器的流行樣態與共性
特點進行了傳播，由此散落在世界各
地的玻璃器藝術，實現了跨越時空的

傳承。「古代絲綢之路為世界各文明提供了深
入交往與互動的舞台，而玻璃藝術則架起了東
西方交流的橋樑。這些玻璃器不僅見證了絲路
商貿和文化的繁榮發展，同時也體現了多元文
化的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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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
「葡萄形瓶」。

◆羅馬帝國早
期的「金帶裝
飾瓶」。

◆馬賽克「千花紋盤」。

◆馬賽克「千花紋碗」。

◆來自古地
中海地區的
玻璃「單柄
壺」。

◆玻璃「雙耳尖底壺」。

◆古地中海
地區流行的
玻璃「花瓣
紋 裝 飾
碗」。

◆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早期的玻璃
項鏈。

◆展出的古代伊朗
玻璃「長頸瓶」。 ◆來自古代東地中海地

區的「人面裝飾瓶」。

◆羅馬帝國時期的玻羅馬帝國時期的玻
璃璃「「貼花紋瓶貼花紋瓶」。」。

◆西安漢服愛好者
盛裝參觀展覽。

《莊子．外篇．天地》中提及：「堯觀於
華封，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聖人
福，使聖人多男子。』」意指華州人對上古
賢者唐堯的三個美好祝願。民間取瑞果吉祥
的寓意，以佛手柑與「福」諧音而寓意多
福、以桃的長壽內涵而寓意多壽、以石榴
「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的構造而寓意多
子，創造了經典的吉祥紋飾「三果紋」。
三果紋又稱「福壽三多紋」、「三多

紋」、「連中三元紋」、「多子連元紋」、
「華封三祝」等，除了佛手柑、桃子和石

榴，還有一種說法以荔枝代佛手柑，取荔枝
「福利滿枝」之意，組成「利、壽、子」的
美好寓意。
在明清兩代中，三多紋因寄託帝王家庭

多子、多福、長壽的內涵，是官窯瓷器中十
分受歡迎的題材。明代永樂時期，三多紋漸
漸興起，初始以三種果物折枝組合或並蒂纏
枝的方式呈現，畫面類似筆者收藏的一對
「清乾隆青花折枝三多果紋六方瓶」。而宣
德年間，三果紋的構圖更加突出了果物本
身，對後世影響重大。

來到清代，粉彩在瓷
器上的廣泛應用，讓三
多紋出現了更豐富的濃
淡層次變化，碩大的果實讓此類瓷器作為祝
福的載體更顯吉祥喜人，尤其是乾隆一朝的
出品，畫面鮮明嬌艷、風格華美，讓乾隆及
嘉慶早期的三多紋碗成為收藏家心目中的精
品。筆者藏有一件「清乾隆粉彩福壽三多紋
墩式碗」及一件「清嘉慶粉彩三多紋碗」，
皆通體施白釉，釉質溫潤瑩潔，屬於兩朝官
窯的佳作。

三果紋飾 福壽三多

◆清乾隆青花折枝三多果紋六方瓶(一對)
◆清乾隆粉彩福壽
三多紋墩式碗

◆清嘉慶粉
彩三多紋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