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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年三大展開年三大展亮相午門展廳亮相午門展廳
探尋交流互鑒的文明發展之路探尋交流互鑒的文明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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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1975年，陝西省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期的
盥洗器，造型奇特古樸，且其內底和蓋連續
銘文157字，記載了一樁訴訟的完整判決
書，被稱為中國的「青銅法典」，這件被命
名為「朕匜」的青銅器因其歷史價值被列為
國寶，現藏於出土地的博物館中。
匜，音同「宜」，指用以倒水洗手的水
器，始見於西周中晚期，因宴前飯後要行沃
盥之禮，為古代日常的重要盛水器皿。
匜在周朝以青銅製成時，多為橢圓形，一

端敞口，另一端設把手，方便倒水之用，有
的帶有蓋子，並有細足便於放置，外形上類

似於現在的瓢，前有流，後有鋬；其後至西
漢則開始出現金銀器、匜漆器、匜玉器，把
手與底足亦變得「可有可無」；到了唐代，
匜的樣式更為外放、圓潤，有圓形或花瓣
形。如佳士得在2017年曾拍出一件「唐局部
鎏金銅花卉紋海棠式匜」，連佣成交價
118,750英鎊，折合港元約122萬，呈四曲花
口狀淺碗，並通過局部鎏金製造顏色的對
比，彰顯了盛唐的華麗氣象。
與其他古代工藝品的發展過程一樣，到了宋

元明清等瓷器屢創巔峰的，匜的造型亦被運用
於瓷器燒製中，例如龍泉青瓷、白釉、青花、

釉裏紅、藍釉等。尤其在元朝，由於統治者為
來自草原的「馬背民族」，一些常用於遊牧部
落的金屬器皿亦逐漸以瓷器的形式出現，如瓶
罐、碗盤、杯盞、盆盂、壺、匜、盒等，更有
一些用途尚未確認的特殊器型，例如外形似蒙
古包的器皿、球形器皿等。
在筆者的收藏中，亦有一件「元景德鎮窯

青花束蓮紋匜」，口沿繪卷草紋，內心繪束
蓮紋，外壁繪變形蓮瓣紋，敞口、淺腹、平
底的簡約造型，配以色澤濃艷、畫風粗放的
元青花，形成古樸外形與艷麗發色之間的平
衡之美。

故宮午門之上，古老文明瑰寶交映生輝。2024開年之際，

「歷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交流展」「璀璨波

斯—伊朗文物精華展」，以及「埃爾奧拉—阿拉伯半島

的奇跡綠洲展」共同亮相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三個展覽內

容各異又相互關聯，以精美的文物串聯起絲綢之路上的重要

文明，呈現不同文化悠久璀璨的歷史，更展現人類文明交流

的源遠流長，以及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互學互鑒共

同發展的華章。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歷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交流展」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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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展覽現場。

「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由故宮博物院，伊朗
文化遺產、旅遊和手工藝部，以及伊朗國家博物館主辦，
在午門東雁翅樓展廳展出，展期至4月11日。
伊朗地處西亞，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史前文化可追
溯到數十萬年前，先後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亞王
朝、薩珊王朝等在世界上均具有廣泛的影響。在中國史籍
中，西漢時稱其為「安息」，南北朝之後稱「波斯」。作
為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地，伊朗藝術融匯了不同族群的文
化元素，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影響了歐
亞大陸的諸多國家和地區。
展覽分「包容之美」「東西相通」兩個單元，薈萃了伊朗

多家博物館收藏的216件文物。從宮殿建築到居室傢具，從
殿堂珍品到日常用器，從繪畫藝術到文字書寫，通過建築、
雕塑、陶瓷、玻璃、金屬、書法、繪畫等各類文物，展現古
代伊朗藝術的不朽魅力，展示了古代波斯文明在交流互鑒之
中留下的輝煌壯美的物質文化遺產。
伊朗的陶瓷、玻璃生產歷史悠久。約3,500年前，受埃及

和兩河流域的技術影響，伊朗出現玻璃技術，為之後釉磚
和低溫釉陶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同時，伊朗還是古代西亞
重要的冶金中心。冶金技術的發展直接推動了文明的高度
發展，王朝疆域得以擴展。另外，金粟、掐絲、鑲嵌等細
金工藝較早便在伊朗藝術中生根開花。展品上栩栩如生的
動物形象，五彩斑斕的寶石搭配，精緻奇妙的器物造型，
表現了古代伊朗多元的文化內涵。
觀眾還可以在異國文物中找到熟悉的元素。例如一塊拉

傑瓦迪納彩龍紋釉磚上，一條藍色游龍回首，周圍裝飾着雲朵等圖
案。眾所周知，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圖騰之一，伴隨着中伊交往的
歷史，龍以外來者的身份逐漸融入對方的文化藝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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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柄玻璃罐，公元9-1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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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中國文明和西亞文明如日月同輝

特寫特寫
展覽總策展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表示，今次展

覽選取中國與西亞地區的交流為關注點，主要是基於以下的

考慮：第一，中國古代對外交流的主要對象。在相當長的歷

史時期內，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和以波斯、阿拉伯為代

表的西亞文明，一直是亞洲大地上最為燦爛的文明之光，在某種意義可

以說中國文明和西亞文明如日月同輝，二者之間的交流、互動不僅讓彼

此直接獲益，而且輻射並帶動周邊古代民族、國家的同步發展。

第二，是對數千年來世界文明中心成因的思考。為什麼在中國、印

度河流域、西亞地中海沿岸、南北美洲之交的區域內能形成文明中

心，同樣是因為這些地區都是人群交流、多元文化薈萃之地。唐代孔

穎達註疏《尚書》中「文明」一詞曰「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

明」，文明是對在自我發展的同時帶動周邊人群共同發展進步的寫

照，是對美美與共的期盼。所以，一個文明的影響能力和其凝聚能力

往往是成正比的，是建立在開放、包容的基礎之上，是取決於對外交

流關注的地區之遠近、國家族群之多寡，核心同樣在於交流與包容。

◆「埃爾奧拉——阿拉伯半島的奇跡綠洲展」展覽現場。

◆清乾隆剔紅漆盆玉石葡萄
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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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局部鎏金銅花卉紋海棠式匜
（圖片來源：佳士得）

◆青銅駱駝（左）和青銅
山羊雕像。

◆德丹遺址出土的獅子裝飾浮雕。

◆元景德鎮窯青花束蓮紋匜

◆青銅朕匜
（圖片來源：網絡）

◆唐代騎士紋錦（部分）。

河南鄭州雙槐樹遺址出
土仰韶文化牙雕家蠶、廣
東南越王墓出土西漢銀
盒、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
唐代刻花藍色玻璃盤、新
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
土唐代騎士紋錦、清乾隆
剔紅漆盆玉石葡萄盆景、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青花海
水白龍紋天球瓶……「歷
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
代文明交流展」在午門正
殿展廳展出，展現中國與
西亞跨越千年、互學互鑒
的歷史，展期至4月11日。
展覽分「東西輝映」和「大路相連」兩個單元。「東西
輝映」單元，通過文獻展示中國與西亞相遇相知的歷史，
用文物展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及其「禮序乾坤，樂和天地」
的基本特質，揭開文明交流的歷史序幕。「大路相連」單
元，以使者、冶金、玻璃、絲綢、傢具、青花瓷六個板
塊，呈現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在技術、藝術、文化與思想
等方面的交流互鑒，講述絲綢之路上的中國故事，展示中
華文明包容、創新的文化特質。
在展廳內，觀眾首先看到的是記錄中國與西亞交流情景

的古籍。唐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撰寫的《通典》，
記錄了阿拉伯帝國情況；歐陽修等人撰寫的《新唐書》，

是記錄中國與西亞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文獻；700多年前，以波斯文
成書的《史集》中，圖文並茂地記錄了中國簡史。
故宮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館員冀洛源講述了兩地數千年的交往史。
他表示，先秦時期，葡萄等作物自兩河流域傳至中國新疆。兩漢時，原
產自伊朗、外高加索地區的苜蓿等先後入華；來自北非、西亞的獅子流
行於中國。石榴原產於以伊朗高原為核心的波斯地區，約在西漢以後逐
漸經中亞地區來到中國。晚唐五代後，原產自阿拉伯半島南部的乳香，
盛產於伊朗的番紅花，隨着絲綢之路貿易的繁盛來到中國。展櫃中唐代
的石獅子、清代的玉石葡萄枝剔紅花卉紋盆景和瑪瑙石榴樹掐絲琺琅嵌
畫盆景等便是歷史的「見證者」。
展覽現場，觀眾還可以看到陶彩繪馬、三彩胡人騎馬狩獵俑、三

彩駱駝等。「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的交流，離不開人的努力。是他
們成就了亞洲古代文明的美美與共。」冀洛源說。
北朝至隋唐時期，波斯生產的織物已來到中國。中國工匠模仿異域
圖案、吸納外來題材，設計出符合本土審美的新式紋樣。展覽現場，一
件唐代騎士紋錦殘存部可見身騎翼馬、高鼻長髯的騎士，翼馬在拜火教
中作為太陽神密特拉的化身，是典型的薩珊波斯裝飾題材。
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由絲綢之路相連，使者與物產往來，藝術與

文化互鑒。精美的金銀器就體現着這種交流的痕跡。中國金銀器的
製造技術在春秋、戰國時期迅速發展，至兩漢時期已形成較為成熟
的工藝體系。這一時期，西亞金銀製品與工藝不斷東來，如廣州南
越王墓出土的裂瓣紋銀盒、廣西合浦漢墓中出土的多面金珠串飾就
採用了相關工藝。

「埃爾奧拉——阿拉伯半島的奇跡綠洲展」由
沙特阿拉伯埃爾奧拉皇家委員會和故宮博物院合
作舉辦，法國埃爾奧拉發展署提供支持，在午門
西雁翅樓展廳對公眾開放，展期至3月22日。展
覽以精彩紛呈的沉浸式觀展體驗，為觀眾講述沙
特阿拉伯西北部城市埃爾奧拉七千年來人類繁衍
生息的故事。
今次展覽是埃爾奧拉首次向中國觀眾展示其壯觀

的自然風景、珍稀的考古文物和豐富的文化遺產。
230餘件展品中，更是包括50件此前從未對外展示
的全新出土文物，於故宮博物院首次亮相。
埃爾奧拉位於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西北1,100

公里處，是一處坐落於一望無際的沙漠環境中的山
谷綠洲。這裏留下了自公元前5200年來眾多的考古
遺址，新石器時期建造的穆斯塔提爾（Mustatil，
一種矩形建築遺址）、古代阿拉伯半島北部諸王國
中的德丹王國和利哈亞尼王國遺址、納巴泰王國與
羅馬帝國時期的黑格拉古城、倭馬亞王朝時期的古
爾赫遺址、埃爾奧拉老城……現在的埃爾奧拉依然
是一座生機勃勃的城市，並向全世界來客開放。
展覽分為四個部分「從史前時期到青銅時代」

「阿拉伯半島北部諸王國」「文字和語言」「現
代埃爾奧拉」，闡釋人類如何改造這裏嚴苛的生
存環境，又如何受到環境的影響，在此創造出
「奇觀」。
公元前20萬年左右，埃爾奧拉地區的居民過着
採集遊獵的生活。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從非洲
等不同區域遷徙至這裏，典型的阿舍利人遺址和
手斧等器物便是見證。

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埃爾奧拉政權分散，每
片大綠洲都分處不同國王的統治之下，其中包括德丹王國
與利哈亞尼王國。如今，德丹王國和利哈亞尼王國仍留有
眾多遺存，包括德丹語銘文雕刻、巨大的帝王神祇雕像、
祭祀用的砂岩小像等等。
作為埃爾奧拉地區最著名的遺蹟，黑格拉地處開闊平

原。考古學家在此發現了大量古羅馬軍團和其他部隊留
下的希臘語、拉丁語銘文雕刻。黑格拉遺址以其約百座
巨大岩墓而聞名。岩墓保存完好，外部立面裝飾細節和
內部墓室結構至今仍清晰可辨。
埃爾奧拉地區還擁有刻於岩壁、石塊上的成千上萬件銘

文雕刻，構成了名副其實的「露天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