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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歐陽修在其著名的《醉翁亭記》中，
以「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
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描述了古代文人
墨客把酒玩樂的景象。射者，投壺也，來源於射
禮，自春秋起就流傳於貴族、雅士之間，從北京故
宮博物院館藏的《明人朱瞻基行樂圖卷》中，便可
見明宣宗正在投壺取樂。
若細觀投壺的器形，頸部兩側有對稱的管狀雙

耳，與瓷器中的「貫耳瓶」。而事實上，部分貫耳
瓶的造型來源，正是投壺遊戲中的容器。所謂「貫
耳」，亦即「以箭穿耳」，是投壺的一種玩法。進

入古代中國製瓷史的一大巔峰宋代，
投壺簡潔大方的造型十分契合宋人簡
約自然的審美風格，據傳宋代的皇親貴胄多將貫耳
瓶陳設於書案之上，並將傳統的投壺玩法改為投擲
木枝，為投壺遊戲更添幾分雅氣。因此在哥窯、官
窯、龍泉窯等多個知名窯口都有燒造貫耳瓶。
而由於貫耳瓶的雙耳呈直管狀，暗含臣子直言

進諫、帝王廣納諫言的賢良治理氛圍，因此歷代帝
王都對貫耳瓶情有獨鍾。例如向來慕古的清高宗乾
隆皇帝，亦敕令御窯廠燒製了不少貫耳瓶，部分器
形更是模仿了商周青銅禮器，在釉色上有些參考宋

代名窯，如「清乾隆仿哥釉貫耳壺」，有些則採用
青花紋飾，如「清乾隆青花洋蓮紋雙貫耳大尊」。
筆者所收藏的這隻「清乾隆青花洋蓮紋雙貫耳大

尊」，形制恢宏，取形上古吉金，結合了古壺、銅
尊、貫耳等高古器的造型，又在紋飾上描摹出明青
花帶鐵斑的纏枝紋，是乾隆仿古的「集大成者」。
2019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曾拍出一件「清乾隆青花
纏枝花卉紋貫耳大壺」，與此尊如出一轍，以
833.5萬港元成交。

仿古雅器貫耳瓶
◆《明人朱瞻基行樂圖卷》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博物院

「新疆古代樂舞文物線上展」近10件珍品箜篌曝光

見證西域中原樂舞互鑒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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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仿哥釉貫耳壺

◆清乾隆青花洋蓮紋雙貫
耳大尊

新疆古稱西域，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這裏多元文化薈萃、多種文化並存。自張

騫通西域以來，隨政治經濟的交往，中原與西域的文化藝術也得到廣泛的交流交

融，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繁榮。戰國時期的箜篌實

物、唐代彈奏三弦琵琶的浮雕殘片、見證絲路樂舞藝術在古龜茲交匯融合歷史的「音樂

窟」、生動記錄「散樂」「百戲」的泥塑木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於11月10日

推出「融通‧輝映‧西域風——新疆古代樂舞文物線上展」，以種種珍貴實物實證，再

現了《大唐西域記》中「管弦伎樂，特善諸國」的盛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這展覽分為「西域弦音」、「樂舞盛世」、「散樂
百戲」三大部分。在眾多文物中，1996年出土於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縣扎滾魯克墓地的戰國時
期的箜篌，無疑是鎮展之寶。這個有2,500至2,800年
歷史的箜篌，由整塊胡楊木削刻而成，分為音箱、琴
頸、琴桿三部分。歷經漫長歲月，此箜篌的弦和蒙皮業
已缺失，其餘部分保存完好。
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說，箜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弦樂

之一。我國古代箜篌有臥箜篌、豎箜篌、鳳首箜篌三種
形制。從《通典》中記載的「豎箜篌胡樂也，體曲而
長，豎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可知豎箜篌是由西域
傳入中原的。鳳首箜篌則起源於印度，經犍陀羅傳入西
域後，再傳入中原。「箜篌自西向東傳播中與沿途不同
宗教、文化兼容並蓄，體現出東西方文明在絲綢之路上
的交相輝映。」
作為中國古代宮廷音樂中不可缺少的樂器，箜篌也常

用於主奏。北宋使者王延德在《使高昌記》中就寫道：
「樂多琵琶、箜篌，俗好樂器，行者必抱樂器。」反映
了箜篌受到當時人們的喜愛並廣泛應用於西域音樂，成
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目前，新疆境內發現並出土了近10件箜篌。這些箜
篌是我國迄今為止時代最早的箜篌實物，據考證已有約
2,500年至2,800年的歷史，填補了我國音樂發展史上的
空白。

西域中原樂器交流
除了箜篌之外，新疆出土的古代樂器還有琵琶、橫

笛、羯鼓、排簫、角、篳篥、胡笳等。這些西域流行的
樂器傳入中原地區，有些經過中原樂工的改進，與中原
固有的琴、箏等樂器融合，豐富了中國古代樂器的種類
和藝術形式。
據《隋書．音樂志》記載，「今曲項琵琶，豎箜篌之

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宋書．音樂志一》
亦記載，細君公主出嫁時，將中原直項琵琶帶入西域。
深刻反映出兩地音樂文化的交流互鑒。其間，琵琶的構
造和演奏技法也在不斷發展變遷，最突出的變化是由橫
抱變為豎抱。唐代詩人元稹就曾以「《火鳳》聲沉多咽
絕」，高度讚揚西域音樂家裴神符在琵琶演奏上「廢撥
為彈」的革新和突破，載入了中國音樂史冊。
據工作人員介紹，北朝隋唐時期，先後有不少著名的

西域樂師到中原地區教習樂舞，其中有琵琶演奏家曹妙
達、裴神符，傳授龜茲樂樂理的蘇祗婆，作曲名家白明
達、白智通等等。詩人們以「洛陽家家學胡樂」、「琵
琶長笛曲相和」的詩句，吟誦樂舞、文娛交融的歷史
佳話。

唐舍利盒展現樂舞盛世
樂器融合的同時，中原的音樂舞蹈也在西域傳播，西

域與中原樂舞藝術的交流隨時代不斷被促進。
其中，盛唐是西域樂舞的輝煌時期，呈現出「千歌百

舞不可數」的氣象。在唐代宮廷十部樂中就有五部是西
域音樂，即龜茲樂、康國樂、疏勒樂、安國樂、高昌
樂，可見西域樂在當時的樂舞藝術中佔具十分重要的地

位。舞蹈方面則以胡旋舞、胡騰舞與
柘枝舞最為著名。
此次展出的於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

市蘇巴什佛寺遺址出土的唐代蘇幕遮
舍利盒，便是樂舞盛世的集中體現。
此舍利盒盒蓋頂端展開的圖案為四組
連珠紋，其中有手持篳篥、琵琶、豎
箜篌等樂器的帶翼天使像。盒身展開

圖則是二十一位舞者身穿華麗盛裝正在跳蘇幕遮舞的
場景，其中十人頭戴各類假面具，五人腰間佩劍，
六人演奏箜篌、排簫、阮咸、大鼓、雞婁鼓等樂
器，鼓樂歡騰，氣氛熱烈。
據介紹，此舍利盒上彩繪的蘇幕遮舞屬於龜

茲樂。十六國時期，前秦王苻堅命大將呂光
征服西域後，用兩千多匹駱駝載珍寶和歌
舞藝人東歸，完成了龜茲樂的一次東移。南
北朝時期，阿史那公主的隨嫁樂工再次將龜茲
樂帶到中原。龜茲樂東進中原後，與秦聲結合，出現了
「西涼樂」、「廣成樂」、「無愁曲」等，對中原的樂
舞藝術產生了影響。根據《隋書．音樂志》的記載，隋
唐以來的羯鼓、腰鼓、篳篥等流行樂器也都與龜茲樂有
關。唐玄宗就善於演奏羯鼓，他盛稱羯鼓是「八音之領
袖」，並為其創作了數十首樂曲。此外，龜茲腰鼓也傳
到了唐代民間。《唐詩記事》中「曝背烈日中耘田，
擊腰鼓以適倦」，所描繪的正是農夫擊鼓薅秧辛勤勞
作的場景。

壁畫記錄絲路龜茲交匯
本次展出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拜城縣克孜爾石窟第38

窟是業界聞名的「音樂窟」，見證了絲路樂舞藝術在古
龜茲交匯融合的歷史。該石窟左、右壁上方各畫有一幅
天宮伎樂圖，每幅伎樂圖長363.5厘米、寬56厘米。壁
畫上共繪有14組28身奏樂起舞的樂伎天人形象，每組
樂伎間用楣式龕框相隔，龕內排列的樂伎手持各類樂
器，這些樂器有來自中亞的，有中原的，也有龜茲本地
的。
據介紹，克孜爾石窟存有壁畫80餘窟，有伎樂形象
的就達50窟，樂器種類達20餘種。這些來自印度、波
斯、中原和龜茲本地等地區的樂器，表明隨絲綢之路
的暢通往來，各地域間佛教藝術、樂舞藝術的交流交融
也愈發頻繁。

千年人俑復現唐朝娛樂形式
以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彩繪戴面具

舞蹈俑為代表的木俑的樂舞形象鮮明，該舞蹈俑頭戴動
物面具，身圓領連衣裙，雙臂伸展，兩腳分開，形態
似一個定格的舞蹈動作。同為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
彩繪大面舞俑，舞者的假面怒目圓睜、威赫嚇人，兩腿
作弓步，呈現出豪邁威儀的舞蹈形態。女俑方面，亦以
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絹衣彩繪木俑為代表。該女俑
內為木胎，雙臂由紙捻製成。頭上的髮髻是唐朝流行的
雙環形高髻，衣裙和披肩均為錦織物，腰上束緙絲絛
帶，整體妝容精緻，衣典雅華貴，似為正在起舞的形
態。
除木俑外還有展現各娛樂方式的泥俑。
吐魯番市阿斯塔納墓葬出土的唐代馬舞泥俑是馬舞的

代表性實物實證之一。在唐代，以馴馬為主要表演形式
的馬舞也深受人們熱捧。這是一種娛樂性的馴獸藝術，
由西域傳入中原，至今仍在新疆各地流行。
唐代彩繪泥塑打馬球俑再現了「打馬球」運動，該俑

頭戴帕頭，身穿圓領緊身絳色窄袖長袍。馬的軀體渾
圓，前胸寬闊，充分展現了西域駿馬的風采。據介紹，
「打馬球」這項體育運動源於波斯，唐朝盛行於長安，
後傳入西域地區廣受喜愛，而此俑正是絲綢之路促進東
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實證。
由頂竿人、頂竿和倒立童子三部分組成的唐代頂竿倒

立俑，通過頂竿人頭頂木竿和竿上單臂倒立童子呈現的
高難度動作，生動形象地展示了唐朝時期西域雜技藝術
的魅力。

◆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馬
舞泥俑。

◆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市蘇巴什佛寺遺址
出土的唐代蘇幕遮舍利盒。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縣扎滾魯克墓
地於1996年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箜篌。

◆新疆和田地區和田縣巴拉瑪斯遺址出土
的唐代「奏琵琶浮雕殘片」。

◆新疆阿克蘇地區拜城縣克孜爾第38窟正
面全景。

▼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市蘇巴什佛寺遺址
出土的唐代蘇幕遮舍利盒的盒身展開圖案
（部分）。

◆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
代彩繪戴面具舞蹈俑。 應江洪攝

◆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
代絹衣彩繪木俑。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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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城縣克孜爾第8窟的龜茲飛天組圖。這
組飛天呈上下排列，上部為女性形象，作托
盤散花狀，下部為男性形象，彈奏五弦琵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