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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形器口彩陶瓶是中國史前藝術中，
有廣泛影響力和知曉度的一件文物。

它出土於1973年的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邵店
村大地灣，屬細泥紅陶，高31.8厘米，口徑
4.5厘米，底徑6.8厘米，是齊額短髮的女性形
象。 它還有一段有趣味的收藏故事，1973
年，甘肅省博物館工作人員在邵店村發現了
它，用兩個臉盆，換來了這件聞名遐邇的藝術
品，因此有人稱之為「兩個臉盆換來的國
寶」。
這件彩陶瓶的器形為兩頭尖的長圓柱體，下

部略內收，腹部隆起，雙耳已殘。它的鼻、眼
均雕成空洞，口微張。兩耳各有一小穿孔，應
是用來懸掛類似耳環的裝飾品，說明當時的女
性已經有了美的概念、美的追求。其頭頂以圓
孔做器口，腹以上施淺淡紅色陶衣，像穿了一
件美麗的花衣裳。 瓶身圖案由弧線三角紋和斜
線組成的二方連續圖案構成。也有學者認為，
這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花瓣紋和半坡文化
的魚紋，變相融合到一起的圖案，有一種抽象
美和神秘感，是一件兼具實用性和藝術性的史
前藝術品。

折射農業文明「黃河母親」形象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頭部上方有一個洞，用
來裝和取某種物品，李永平推測，這很可能
是早期社會的農作物。中華文明是農業文
明，從事農業生產需要人，所以彩陶瓶的腹
部凸起，像懷孕女子的孕肚，代表古人的

生殖崇拜，表達人類社會對生命延續的一種期盼。
「彩陶瓶集『美貌與才華』於一身，面部顯得靜

謐、安詳，流露出一種獨具東方審美的氣質，是
5,000多年前的『短髮女神』，也可視為早期的『黃
河母親』形象。一直到現在，它都是甘肅的一個符
號，一張文化名片。2013年，它被國家列入第三批
禁止出境文物名單。」李永平說。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大約產生於距今5,500-6,000年

前，屬於仰韶文化中晚期。其形狀與仰韶文化尖底
瓶的器口有承繼關係，平底的彩陶瓶也成為仰韶文
化中後期的一種器形。它是新石器時代一件標誌性
器物，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李永平表示，這一時期
中國正處於母系氏族社會階段，社會生產主要靠女
性採集為主。以這件文物為代表的大地灣文化彩
陶，也對人們了解早期社會的生產生活狀況起到了
重要作用，有重要學術價值。

「彩陶之鄉」甘肅成為文化交流門戶
李永平介紹，大地灣文化彩陶不僅是迄今所知中

國最早的彩陶，而且與世界上最早出現彩陶的兩河
流域的哈蘇納文化的年代大致相當，也是世界上最
早含有彩陶的遠古文化之一，表明中國彩陶產生的

時間並不晚於兩河流域，
甘肅彩陶並非西方傳入，
從這個意義上講，甘肅可
以稱作彩陶的故鄉。甘肅
彩陶文化在長期的發展與
積澱中，形成了鮮明的文
化體系與區域特色，是一
直持續的彩陶文化，在世
界彩陶文化中佔有着重要
而特殊的地位。
距今5,300年左右，仰
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衰落，
引發馬家窯先民第一次大
規模開發洮河流域、湟水
流域和河西走廊的西部地

區，形成馬家窯文化，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拓展了新
的空間，奠定了甘肅成為中西交流最重要門戶的最
初基礎。

「彩陶之路」對共建「一帶一路」有深刻啟發
雖然人頭形器口彩陶瓶與「彩陶之路」上的其他
彩陶存在很大相似性，但在器形、構圖元素、圖案
方面，它們之間也存在差異。李永平表示，西方國
家通過彩陶描繪自然景物、生活場景、技能傳授，
而中國彩陶更具藝術性、抽象性和神秘感。
按照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的定義，
「彩陶之路」是史前時期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
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包括順此通道
中西方文化在金屬器、農作物、家畜、宗教、藝
術、思想等諸多方面的交流。其中，彩陶從西到東
的影響至少可達中國甘肅青海地區，從東向西的影
響至少可到中亞南部和克什米爾地區。
「『彩陶之路』的交流不是遠距離的彩陶的交
換、貿易，而是隨着人類的遷徙和移動，對彩陶器
形、圖案的轉變產生一定影響。」因此，李永平從
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彩陶之路」對共建「一帶一
路」的啟發。
首先，「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
通道，是「絲綢之路」的前身，對中西方文明的形
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通過這些線路，源自
中國腹地的彩陶等旱作農業文化因素漸次西播，西
方的麥、羊、馬、車以及青銅器和鐵器冶煉技術等
逐漸滲入中國廣大地區，由此還可能引發早期中西
方思想觀念方面的深層次交流。
其次，「彩陶之路」促進了古代歐亞大陸、非洲

大陸不同文化圈的交流，如往西北延伸可以到達北
歐地區，往西南延伸到達非洲北部及廣大的非洲地
區。這說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在人類
文明之初就是一條天然的路相通、心相連、人相知
的道路。交往、交流、發展，嚮往和追求幸福美好
生活，企盼和平安定和諧，企盼人與自然和諧，是
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龍年春節期間，中國文字博物館將推出
「一字千年 龍行龘龘」新春系列活動，
特別策劃「一字千年．龍行龘龘 博物館
奇妙夜」，讓觀眾沉浸式體驗傳統文
化，感知「博物館的力量」。今次活動
將從2月2日（農曆臘月二十三）持續至
2月25日（農曆正月十六），其中2月
12日（農曆正月初三）19時至21時特別
策劃「一字千年．龍行龘龘 博物館奇妙
夜」。
中國文字博物館黨委委員、副館長魏
文萃介紹：「我們圍繞甲骨文字主題，
全方位集中展示漢字文化的傳承與創
新，讓觀眾夜遊博物館，在博物館中沉
浸式體驗傳統文化，感知『博物館的力
量』。」
活動期間，中國文字博物館南北廣
場、主體館宣文館、續建東館徽文館均設
置融合龍年春節元素和漢字文化的打卡
地，設置包括甲骨文猜猜猜、甲骨文拼拼
樂、甲骨文拓印等甲骨文系列活動，印刷
技藝體驗、非遺翻紙龍、非遺剪紙等非遺
傳承體驗項目以及中國傳統射禮、印製新
春龍紋特色套印、製作龍年特色花燈等14
項夜遊博物館特色互動體驗項目。中國文字
博物館還在中心廣場設置甲骨文字燈謎牆、
龍年特色主題花燈等，在營造濃厚新春氛圍
的同時，為到中國文字博物館的觀眾提供文化
項目享受。為了滿足小朋友們來博物館過大年
的熱情，中國文字博物館還將舉辦《龍年尋
龍》《字裏有戲》沉浸式劇本殺、《甲骨文邂
逅古詩詞》《龍年花燈大不同》等活動。

郵票設計有着獨特的表現要求，如
何將表現內容巧妙地安排在指定的空
間之內，又如何能在規定的幅面完善
縮小後的最終效果，這需要設計師的
功力和經驗。
中國的古代文物郵票設計大多是膾
炙人口的佳作。無論是陶瓷、銅器、
石刻、雕塑，還是錢幣、漆器，郵票
設計師都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凝練的
藝術語言，從各個角度真實而又藝術
地塑造其不朽華彩，使人得以欣賞國
之瑰寶的生動形象。
唐代的三彩陶器以其特殊的風格和
高超的藝術形象馳名世界。所謂「三
彩」並不只限於三種顏色。除了白色
（一般微帶黃色）之外，還有淺黃、
赭黃、淺綠、深綠、藍等色。在製作
時還採用了類似「蠟染」的所謂「漏
花」的技法，巧妙地製成五彩繽紛、
鮮艷奪目的器物。
唐三彩，唐初即已產生，盛唐時，
工藝水平及生產數量都達到高峰。唐
三彩由於燒成溫度低，胎質鬆脆，而
且容易滲水，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的實
用價值遠不如瓷器優越。人們常把它

作為隨葬的禮器。主要供大小官僚陪
葬用，所以多出於墓葬。
唐三彩主要分布在長安和洛陽兩
地，在長安的稱西窯，在洛陽的則稱
東窯。主要用於唐代達官貴族隨葬之
冥器。在技術上承襲漢朝以來的釉陶
工藝，交錯使用多種色釉，利用其在
燒製時流淌的特點，使不同色彩的釉
相互交融滲透，產生出色彩變幻無
窮、陶體明亮光潤的藝術效果。唐三
彩又是雕塑、繪畫等多種藝術表現手
法的完美結合，造型較前代陶器更加
精美，所採用的一套完整製作工藝流
程，使其更加結實耐久、色彩長駐。
唐三彩在造型、裝飾、色釉及燒製工
藝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陶瓷
重要的發展之一。
唐三彩有着極強的寫實性特點。
它的人物、動物造型不僅各部位比
例準確，線條流暢、優美，而且有
着強烈的表現力。那些造型優美的
馬，有的奮蹄昂首嘶鳴，有的俯首
理鬃，生動逼真。唐三彩以高超工
藝，成為唐代陶瓷中的珍品，享譽
海內外。

《唐三彩》郵票的神采郵壇
茶座

1961 年 11 月 10 日中國郵政發行

的《唐三彩》郵票，全套8枚。所

選的8種器物，均是20世紀50年代

在西安郊區唐代古墓中出土的。圖

案分別為驢、馬、駱駝。在設計上

以與造型、釉色既互含色素又互相

對比的中間複色為底色，使三彩釉

色更顯得光彩變幻、潤滑欲滴。經

照相製版，清晰地表現出駿馬、駱

駝及馭者的神儀。陶馬、陶驢、駝

俑的四足下有連板，俑身上的亮

點、地面的影子，增強了畫面立體

感。女設計師盧天驕精心構思，使

郵票畫面豐滿，舒展大方。下面橫

列着的一排文字則在構圖中起到穩

定、透氣與花邊裝飾的作用。

郵票的原稿是先將實物的黑白照

片經藥液過黃，接着像照相透明水

彩一層層由淺到深地畫出三彩質

感，再用水粉色把背景塗得倍兒

平，最後用鴨嘴筆工整地書寫包括小字號在內的全部文

字。這套郵票由於採用顆粒在 10 微米以下的高級油墨印

刷，因此清晰地表現出駿馬、駱駝及馭者的神儀，給人以

色釉流動、斑斕絢麗的質感。這套郵票發行後受到國內外

集郵者的喜愛，榮獲建國30周年最佳郵票獎。

這套郵票的設計師盧天驕，廣東

中山人，1934年生於上海。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位女郵票設計

師。1954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分配到郵電部從事專職郵票設計工

作。1988 年被評為高級工藝美術

師、全國美協會員，曾任郵票設計

室副主任。第八、第九、第十屆全

國政協委員，第七、第八屆全國婦

聯常委。曾獲全國及北京市「三

八」紅旗手稱號。

郵票設計是一種視覺藝術，「視

覺」強調的是「覺」，通過視達到

覺，通過覺達到悟。盧天驕的文化

底蘊與豐富的藝術閱歷，使她提高

了心、手、眼的境界，完善了妙悟

自然的個人追求。在其成長、成熟

過程中，繼承與創新相輔相成，自

身也不斷得到修煉，最終成為大手

筆。

文：李毅民（高級工程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
《收藏》雜誌原主編。）

◆《唐三彩》郵票（1961年）

《郵壇茶座》下期預告：《春節》特種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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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流域主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以彩陶為特黃河流域主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以彩陶為特

徵的徵的，，絢麗精美的甘肅遠古彩陶絢麗精美的甘肅遠古彩陶，，是黃河文明序是黃河文明序

章中最輝煌的部分章中最輝煌的部分。。出土於甘肅大地灣的人頭形出土於甘肅大地灣的人頭形

器口彩陶瓶器口彩陶瓶，，是甘肅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是甘肅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它不僅是一件兼具實用性和藝它不僅是一件兼具實用性和藝

術性的古代藝術品術性的古代藝術品，，還被視為早期的還被視為早期的「「黃河母親黃河母親」」形象形象。。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為何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為何

有較高的歷史地位有較高的歷史地位？？它與它與「「彩陶之路彩陶之路」」上的其他彩陶有何區別上的其他彩陶有何區別？？由由「「彩陶之路彩陶之路」」開開

啟的早期東西方交流啟的早期東西方交流，，為而今共建為而今共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帶來什麼啟示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帶來什麼啟示？？

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李永平對此給出了解讀研究員李永平對此給出了解讀。。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綜合中新社報道 圖綜合中新社報道 圖：：中新社中新社、、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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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博物館內，古人製作陶器場景的模擬展示。

▲ 人頭形器口彩陶
瓶 側 面 ， 雙 耳 殘
缺，為細泥紅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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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進行彩陶廳進行彩陶DIYDIY拼圖遊戲拼圖遊戲。。◆中國文字博物館將推出「一字千年·龍行龘龘」新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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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骨
文
字
燈
謎
牆
。

▲

人
頭
形
器
口
彩
陶
瓶
瓶

人
頭
形
器
口
彩
陶
瓶
瓶

口口
。。

甘
肅
省
博
物
館
圖
片

甘
肅
省
博
物
館
圖
片

1010����

窺見東西方初識的影子窺見東西方初識的影子

◆

人
頭
形
器
口
彩
陶
瓶
。

甘
肅
省
博
物
館
圖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