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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博百餘年考古成果展國博百餘年考古成果展
海海 陸陸 空空 明星文物同台亮相明星文物同台亮相

迄今所見地球歷史上最大的駱駝骨架——金遠洞巨副駝的骨架、距今

8500-8000年的炭化稻、目前考古僅見的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作器——

子車戈……今年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創建110周年，國博考古同樣走過了百餘年春

秋。「積厚流廣——國家博物館考古成果展」即日起向公眾開放，240餘件文物

為觀眾講述國博百餘年來的考古歷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展覽策展人陳克雙介紹，今次展覽
分為初期草創、篳路藍縷、與時

俱進、時代新章四個部分。展覽全方
位展示國博考古的發展歷程，時間跨
度大，展品數量豐富。用240餘件考
古出土代表性文物，展示百餘年來國
博考古不斷開拓進取的歷程和所取得
的豐碩成果，從陸、海、空不同維度
立體式呈現國博考古找尋中華燦爛歷
史文化的物質遺存，探索中華文明發
展脈絡的努力及成果。
陳克雙表示，展覽內容涉及國家博
物館百餘年來主持或參與的約70個考
古發掘和調查項目，從舊石器時代考
古遺址到清代水下沉船發掘，從不同
時期，不同角度，用考古學語言、考
古學方法、考古成果和考古資料向觀
眾呈現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講述悠
久燦爛的中國故事，實證中華文明多
元一體，反映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的
歷史。

國博肩負三項任務
據國博考古院副院長、研究館員莊
麗娜介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現代
考古學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1921
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發掘河南省澠
池縣仰韶遺址，被視為中國考古學的
開端。同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
「國立歷史博物館」委派裘善元等人
前往河北鉅鹿（今河北省巨鹿縣）發
掘宋代古城，開中國歷史考古風氣之
先。此後數年，又相繼在河南信陽、
湖北枝江開展古代墓葬發掘，前往
京、冀、晉、蒙、豫、魯、新等地開
展文物調查等工作。
莊麗娜表示，2003年2月27日，中
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正式
合併，組建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考
古事業繼續蓬勃發展。田野考古工作
的重心逐步轉向晉南、關隴、蘇皖等
地，取得多項重大成果；水下考古工
作迅速發展，足跡遍布國內沿海多個
區域，積極拓展肯尼亞拉穆群島等國
外水下考古業務，承擔培養國內水下
考古專業人員的任務。遙感與航空攝
影中心也在晉、蒙、陝、新等區域開
展工作，為探尋古代遺址，加強文物
保護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為
後續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科技考古
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礎。
「2018年，國家博物館成立考古

院，下設民族與邊疆地區、田野、科
技、環境四個考古研究所，以及公共
考古辦公室。強化了考古院在博物館
中的職能和作用，逐步形成了考古工
作的新格局。」莊麗娜說。
不同於其他兄弟考古單位，國博的

考古有自己的特點。莊麗娜
表示，首先，它擔負豐富
博物館館藏、拓展館藏來源
渠道的職責；同時，因為有
博物館為平台，考古工作能
得到各個兄弟單位的支持，考
古成果可更好觸達公眾，發揮
以史育人的作用；另外，國博考
古院也聚集了不同學科背景的考
古人才，為國家博物館其他各項
業務的開展提供學術支撐。
「我們一直堅持多學科開展考古工

作，進行綜合研究，深入推動科技考
古和考古發掘工作的融合。」莊麗娜
總結說，百年來，國博考古始終堅持
服務國家大局，始終堅持學術引領，
而且勇於開拓創新。

展史上最大駱駝骨架
今次展覽文物精品紛呈，品類眾

多。一件巨型駱駝骨架化石吸引了眾
多參觀者駐足。據悉，這是迄今所見
地球歷史上最大的駱駝——金遠洞巨
副駝的骨架。研究顯示，金遠洞巨副
駝榮膺3項世界之最。首先是數量，
目前已發現45件化石，相當於近100
年來其他巨副駱駝發現的總和，數量
世界之最。金遠洞巨副駝也是迄今世
界上唯一完整裝架的巨副駱駝，在駱
駝系統發育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
位。
甘肅甘谷縣毛家坪遺址出土的目前

考古僅見的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作
器——子車戈亦具有很高的價值。這
件不太起眼的銅戈上「秦公作子車
用」的銘文，印證了文獻記載中一段
著名的「歷史公案」。據考古學家介
紹，公元前62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
秦穆公去世，殉葬人數達177人，包
括3位子車氏的大臣，當時秦人作詩
哀嘆，就是著名的《詩經．黃鳥》
篇。這段『三良從死』的歷史公案在
《左傳》《史記》等文獻中均有記
載。「子車戈」是目前發現的唯一與
子車氏有關的文物，從文物角度印證
了「子車三良」為穆公近臣，子車氏
為春秋時秦國重要宗族的記載。
此外，觀眾還能在展廳中見到江蘇

省泗洪縣韓井遺址出土的距今8500—
8000年的炭化稻；山西垣曲商城出土
的研究商代前期禮儀制度的青銅鼎；
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出土的反映秦
國早期禮樂制度的秦子鎛；甘肅張家
川縣馬家塬遺址出土的東西方文化合
璧例證——藍釉杯；鉅鹿宋城出土的
宋代青白瓷瓜稜式執壺；「南海一
號」「華光礁一號」「碗礁一號」等
沉船出水的外銷瓷器等。

◆展覽現場。

◆1991-1997
年河南省澠池
縣班村遺址出
土的仰韶文化
彩陶罐（左）
及 小 口 平 底
瓶。

◆1921年河北省鉅鹿故城出土的
北宋長命富貴銅鏡。◆1921年河北省鉅鹿故城出土

的北宋印花青瓷碗。

◆ 1921 年 河
北省鉅鹿故城
出土的北宋綠
釉鴟吻。

◆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
出土的、反映秦國早期禮
樂制度的秦子鎛。

◆◆迄今所見地球歷史迄今所見地球歷史
上最大的駱駝上最大的駱駝——金金
遠洞巨副駝的骨架遠洞巨副駝的骨架。。

◆藍釉杯
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子車戈
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炭化稻
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遼寧省綏中三道崗沉船出水
元代龍鳳紋白地黑花大罐。

◆2006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出土的春秋早期．秦青銅虎。

青花瓷，因其素淨典雅的色及筆
觸，向來都給人以「空谷幽蘭」之感。
然而，作為向來對奢華富麗珍品情有獨
鍾的清高宗乾隆帝，當朝的青花瓷器卻
有別於父親雍正的內斂之風及祖父康熙
的古樸格調，呈現出前所未見的繁複華
麗，繁而不擁、恰如其分的乾隆青花，
高超的工藝水準讓其在拍賣市場上的行
情走俏。
2010年12月，香港佳士得一件「清乾
隆青花胭脂紅料雙鳳戲珠紋龍耳扁壺」

以1.24億港元的天價成交。青花與紅彩
相結合的經典裝飾工藝，兩種對比鮮明
的色彩相互輝映。筆者收藏中的「清乾
隆青花祥雲礬紅迎面龍紋雙耳抱月
瓶」，亦可見艷麗的礬紅襯於清雅的青
花之上，畫面效果強烈。
總體來看，乾隆朝的青花瓷器可以根

據不同的特徵分為三個不同時期。在早
期，乾隆青花常見如明永宣青花使用
「蘇麻離青」所出現的濃黑鐵斑，這是
由於圖案多以鈷青點染紋飾之處。這種

特徵配上繁密的清代典型紋飾，形成了
獨具一格的瓷器風格，以「清乾隆青花
蓮紋遊龍天球瓶」為例，其均勻的落
筆、工整的排列都體現了以上描述，是
筆者十分喜愛的一件收藏。
乾隆中期的青花作品，則更具層次

感。例如「清乾隆青花繪春耕圖雙耳扁
壺」，暈散現象明顯減少，而陰影則加
重了，不同層次的筆觸將春耕圖的透視
感及光影感表現得活靈活現。而這件藏
品與香港佳士得於2018年 5月拍出的

「清乾隆青花春耕圖雙福如意大抱月
瓶」十分相似，當時成交價為6,985萬港
元。
而乾隆晚期至仁宗嘉慶一朝，這個時

期的青花則因選用了一種料薄、色灰的
青花料，出現藍中泛紫的現象，胎土亦
因為出產數量的擴大而有所變化，胎壁
也顯得略厚。

「恰如其分」的乾隆青花
◆清乾隆青花繪
春耕圖雙耳扁壺 ◆清乾隆青

花蓮紋遊龍
天球瓶

◆清乾隆青花祥雲礬紅
迎面龍紋雙耳抱月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