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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文明主題展西安開展

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變革和大發展
時期，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創建的時代，

也是中國學術思想奠基的時代。這個時代，由
政治一統逐漸達成的民族、文化認同，對社會
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公元前221年，秦軍大將王賁率兵攻滅齊國，
至此六國歸秦，天下一統。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
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制王朝——秦
朝。15年後，由於多種問題和矛盾交織而帶來的
危機，漢高祖劉邦叩關入秦並成功「代秦建
漢」。雖然朝代更迭，但漢承秦制，並不斷創新完善，也
讓秦漢時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盛的時期。這一時
期文明的創造和文化的發展耀眼奪目，再加上政治體制的
創新，以及經濟、文化、科技的繁榮發展，不僅奠定了此
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基礎，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文明
的進程，為世界文明的發展提供了「中國範式」。
「天下同一——秦漢文明主題展」共分為8個部分，展

出文物共計732件（組）。陳列內容以新制度的創建為核
心，從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思想奠基、文化創新、科技
助力、交流互鑒等幾個方面，展示了秦漢文明在中華文明
發展進程中的多種成就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展覽運用
9大多媒體裝置，與具象化的文物相配合，營造空間的儀
式感，張弛有度地引導觀眾的觀展節奏，將秦漢文明龐大
的主題闡釋得生動、形象且具體。

秦漢陪葬 開啟陶俑高峰
提起秦漢，很多人都會馬上想到秦兵馬俑。 據悉，我

國商周時期，王公貴胄去世之後常用活人殉葬。而自春秋
開始，「俑」開始替代活人殉葬，特別是在盛行「事死如
事生」理念的秦漢時期，更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陪葬
俑不僅數量眾多，種類亦是十分豐富多樣。這些陶俑曾經
鮮衣怒馬，但卻長期「生活」在地下世界，直到數千年後
的「一束光」，將它們照亮，驚艷世人。
本次展出的一尊秦跪射俑，出土於秦始皇兵馬俑二號

坑。跪射俑高1.2米左右，略高於真人蹲曲時的高度，其
身穿戰袍，左腿曲蹲，右膝着地，雙目炯炯有神地凝聚前
方，雙手置於身體右側作握弓弩待發狀。據介紹，秦代跪
射武士俑的塑造比起一般的陶俑要更加精細，對表情神態
和髮髻、甲片、履底等的刻畫更加生動傳神，真實表現了
當年秦軍作戰時的情景。
而另一尊出土於陝西咸陽的西漢彩繪陶騎兵俑，通高60
餘厘米，騎手頭戴赤幘，上身挺直，右手握拳舉於胸前，左
手握拳作持韁狀。身下的戰馬四腿挺立，昂首翹尾作嘶鳴
狀，顯示了西漢強大的騎兵力量。此外，現場展出的漢代彩
繪跽坐女俑和彩繪女立俑，面龐清秀俊雅、神態安詳、體態
端莊大方、衣飾艷麗。特別是跽坐女俑，身體呈漢代宮廷標
準坐姿——跽坐姿態，即兩膝着地，臀部壓於腳後跟上，生
動再現了王公貴族家中的侍女風貌。

虎符銅印 體現民族融合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結束了長達500餘年的諸

侯割據紛爭局面。漢武帝即位後，繼續向南北拓
展，先後設置河西四郡、西南七郡、東北樂浪四
郡，使漢代的疆域空前遼闊。秦漢兩代400餘年
間，中原王朝的版圖基本奠定，在中國歷史上具
有開創意義。此次展出的戰國錯金杜虎符和漢
「歸義羌長」銅印，便是這一歷史進程的見證。
1975年出土於陝西西安的戰國錯金杜虎符，長

9.5厘米，重80克，虎作走形，虎身有銘文九行四十字：
「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毋會符，
行。」意為：調兵之符，右半存於君王處，左半在杜地的
軍事長官手中，凡調兵超過五十人，杜地將軍的左符須與
君王的右符契合並勘驗無誤，才能行動。
據介紹，虎在古代民間是守護神，在軍中同樣被賦予了神

奇的力量，其威猛雄武的形象，常被用來讚譽軍中勇猛善戰
的將士，因而古代調兵遣將的信物也多被製成虎的形象，稱
為「虎符」。陝西歷史博物館珍藏的杜虎符，是目前我國所
知時代最早、銘文字數最多的一件秦國虎符，其造型生動，
錯金渾厚，銘文謹嚴遒勁，是公認的國寶級文物。
而漢「歸義羌長」銅印呈正方形，即人們常說的「方寸

之印」，印面篆刻「漢歸義羌長」五字，是漢王朝頒賜西
域羌族首領之官印。「歸義」印的頒授，體現了漢代各民
族之間文化的融合，體現和印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
史進程。

金蠶木船 反映絲路繁盛
兩漢時期是開啟中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時代，張騫兩度

出使西域，開闢陸上絲綢之路，漢武帝則開闢了通過南
海、印度洋航路與西方交往的海上通路，聯通世界。作為
陝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重點文物之一，此次展出的西漢鎏
金銅蠶和漢代木船殘跡，反映了漢代對外交流和絲綢之路
貿易的繁盛。
出土於陝西石泉縣的西漢鎏金銅蠶，為內地首次發現的

鎏金蠶，其通長5.6厘米，重0.01千克，全身首尾共計九
個腹節，呈昂首吐絲狀，刻工精緻。這件文物不僅反映出
陝西石泉地區在漢代的養蠶活動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是
漢代整個絲綢生產業態的重要見證，同時也反映了絲綢在
中國古代中西方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而出土於陝西渭河橋遺址北側岸邊泥沙的漢代木船，長

度逾9米，寬近2米，全船由16條船板通過非常複雜的榫
卯結構拼接而成。這艘船不僅是陝西考古發現時代最早的
一艘漢代木板船，同時其造船技術亦非常獨特，為地中海
地區非常流行的工藝。陝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展覽部主任任
雪莉表示，該船不僅在中國的造船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同
時也是對外交流的重要象徵。

「以前分別參觀時並沒有發現太多異

樣，這次一對比，秦漢陶俑的差別還真是

大。」有遊客觀展後現場表示，雖然同是

土與火塑造出的陶質軀體，製作時間跨度

也不大，但是秦兵馬俑個個高大雄壯，平均1.8米。

而漢陶俑卻僅有真人三分之一大小，大多在0.6米左

右。兩者之間相差如此大，讓人匪夷所思。

對於遊客的疑惑，專家表示，這種差異或許和秦漢

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秦朝時天下一統，秦軍所向無

敵，因而造就了秦俑的高大、精緻、威猛。而到了漢

代，國家經歷連年混戰，國庫空虛，百姓流離失所，採用「休養生息」等各種措施鼓勵和

發展生產，提倡節儉、薄葬，因而漢俑就按比例大幅縮小。此外，也有專家認為，秦漢審

美情趣也不一樣，秦尚高大，漢以瘦為美。這些歷史背景和精神風貌的變化投射到秦漢陶

俑身上，就使得它們也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姿態、神態特徵和表情變化。

與以往多採用時間順序
敘事的展覽不同的是，今
次展覽利用主、輔兩條線
索平行敘事，主、輔線之
間相互呼應，架構文明交
流互鑒的對話窗口，將秦
漢文明置於世界文明發展
的大視角之下，突出其對
世界古代文明發展作出的
貢獻。
「通過兩條線來講述是展覽最突出的一
個創新點。」陝西歷史博物館館長侯寧彬
表示，秦漢時期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
化，跟之前相比有什麼改變，對之後又產
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展覽的主線。而
輔線就是打開中國的這扇窗去看世界，跟
秦漢時期相關聯的世界，通過這樣的對
照，讓觀展者在深入了解秦漢文明本身，
以及它在世界文明大框架裏獨有魅力的同
時，也能清晰看到秦漢文明和同時代其他
世界文明的區別有哪些，秦漢文明為世界
文明的發展都作出了什麼樣

的貢獻。
據介紹，陝西歷史博
物館是中國第一座大型
現代化國家級博物館，
館 藏 的 171 萬 餘 件
（組）藏品，時間跨度
長達一百多萬年。此次
試開放的秦漢館，位於
陝西西咸新區秦漢新
城，毗鄰秦咸陽城國家

遺址公園。博物館佔地面積約300畝，建
築總體以北斗七星布局，主館區七座建築
各自相對獨立且以廊道相連，是目前內地
唯一一座以集中展示秦漢文明的緣起、發
展、貢獻為宗旨的博物館。
侯寧彬表示，陝西歷史博物館本館有

一百多萬件藏品，但實際上現在僅展示
了很少的一部分。秦漢館所展示的展
品，都是本館原來沒有展出過的，未來
陝西歷史博物館也會把最新考古發現中
跟秦漢文明有關聯的一些展品，通過秦

漢館來展示給觀眾。

採用主輔雙線平行敘事 開啟秦漢文化對外窗口

披甲握弓待機而發的秦跪射俑、

眉宇間瀰漫着煙火人間溫馨的漢彩

繪陶女立俑、國寶級文物戰國錯金

杜虎符、造型別致的漢代雁頸銅

壺……日前，由中國著名建築設計

大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錦秋主持

設計，中國內地目前唯一一座以集

中展示秦漢文明緣起、發展、貢獻

為宗旨的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

館秦漢館開始試開放。作為該館的

基本陳列，「天下同一——秦漢文

明主題展」亦正式對外開展，732件

（組）秦漢時期的珍貴文物，從政

治、經濟、文化、科技、交流互鑒

等六方面，完整呈現了我國秦漢時

期的整個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以

及它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文、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陽波 西安報道

秦漢陶俑為何有「身高差」？

恒
雅
藏
珍 傳統傢具經典造型——三彎腿

中國傳統傢具的品鑑，在於賞味其每一個
細節之處的處理與巧思，而這些古代承具、
坐具或床榻的腿足，兼具了承載及裝飾的作
用。「三彎腿」則是其中一種經典的造型。
三彎腿造型最早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傢具
上。根據相關文獻記載：「西晉時期盛行曲形憑
几，有『曲幾三足……以丹漆之。』其形扁圓呈
二足條狀；下有三高足，足端向外移，仿獸腿
形，其功能與椅子的靠背，供坐臥扶靠用。」
顧名思義，「三彎」即表示有三道彎弧，由
束腰部分開始腿足向外膨出，向下內收至近末

端，而後又往外翻轉，讓腿足的整體造型形成
優美的「S」型弧度，又稱作「外翻馬蹄腿」。
三彎腿工藝隨着傳統傢具整體的發展與成熟，
在明清時期到達巔峰，造型更為平衡且符合力
學角度，有剛柔並濟之美。此時期，隨着東西
方貿易的展開，三彎腿的造型更「東風西
漸」，傳到了西方並運用於歐洲傢具中。
筆者所收藏的一件「明末清初黃花梨束腰

長方香几」，便屬於經典的三彎腿造型，以
精良的黃花梨為材，上几面呈方形，四足沿
着束腰優雅而下，三彎腿足以卷草紋為飾，

神采飛揚，為明式傢具的上乘佳作。這種輕
盈高挑的造型被歸類為「高型三彎腿」，以
香几、高几最為常見，比例、體態優美至
極，足端外翻部分通常會使用卷草紋、雲紋
作為點睛之筆。
與其相對的「矮型三彎腿」，則常見於床
榻、炕桌乃至矮凳上，如「明末清初黃花梨
火盆架」。此種造型一般彎度更為誇張，並
在腿足上裝飾更為繁複的雕紋，整體呈現出
外柔內剛的穩重感，部分會採取「內翻馬蹄
腿」以增加傢具的承重力。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明末清初黃花梨束腰
長方香几

◆明末清初黃花梨火盆架連銅火盆

◆清黃花梨篳網面長方凳（一對）

◆展覽運用9大多媒體裝置與具象
化的文物相配合。

◆西漢彩繪陶騎兵俑僅有真人三分
之一大小。

話你知話你知

◆西漢彩繪陶騎兵俑 ◆漢彩繪陶女立俑（左）和漢彩
繪跽坐女俑

◆戰國錯金杜虎符

◆鎏金銅蠶

◆漢代木船是漢朝對外交流的重要象徵。

◆「歸義羌長」
銅印

◆◆陝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試陝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試
開放開放，，迎來大批參觀者迎來大批參觀者。。

◆◆秦跪射俑秦跪射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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