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百
餘
件
文
物
感
受
大
蜀
道
魅
力

一輪彎月、一隻作跳躍狀的兔子、一隻口銜仙草
的蟾蜍……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T形帛畫上，
充滿自然氣息和神秘色彩的「中秋元素」，再現了
西漢初期人們對宇宙和生命的浪漫想像。
中秋源於古人對月的崇拜。2024年是馬王堆漢墓
完成考古發掘50周年，半個世紀以來，一代代文博
人接力講述這些中華瑰寶的故事，透過文物上的點
滴細節，帶領人們「穿越」2,000多年，在方寸間
重見千年明月。
T形帛畫出土於馬王堆一號墓，墓主是長沙國丞

相利蒼之妻辛追。這幅布景壯麗、想像奇特的帛
畫，被譽為湖南博物院「鎮館之寶」之一，吸引着
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
湖南博物院院長段曉明介紹，T形帛畫用筆墨和

重彩繪製，從上至下分為天上、人間和地下三部
分。天上部分是「T形」上端最開闊的地方，頂端
正中間坐着人身蛇尾的燭龍，其左側掛有一輪彎
月，月上繪有蟾蜍、玉兔，月下有一位托月女神。
「帛畫構形布局完美、圖像造型生動、色彩鮮豔

和諧，表現了古人對天國的想像和永生的追求。」
段曉明如是評價。
在古人的觀念中，月亮、玉兔、蟾蜍等元素，都

具有神秘的力量。許多學者認為，在帛畫中描繪這
些元素，寄託了墓主人對月神的敬畏和祈求庇祐之
情，也體現了古人獨特的精神世界和藝術創造力。
月亮，在古代文化中常常象徵着陰柔、寧靜、神
秘以及時間的流轉。
「T形帛畫上的月亮，藝術特色在於它並非簡單
的滿月形態，而是有着獨特的造型，與帛畫中其他

元素共同構建出一個神秘的天界場景。」湖南博物
院馬王堆漢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研究館員
喻燕姣說，古人對月亮充滿了想像，月亮的陰晴圓
缺被視為神秘的變化。帛畫上的月亮，展現出古人
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對宇宙奧秘的探索。
喻燕姣認為，代表祥瑞、長壽和美好的玉兔，則

承載了古人對幸福、吉祥生活的期盼。而蟾蜍
在古代文化中具有多重寓
意，一方面它被視為
月亮的象徵之一，另
一方面因為蟾蜍具
有較強的繁殖能
力，它也代表着生
殖崇拜。帛畫上形
象誇張的蟾蜍，反
映了古人對生命繁衍
的渴望和對生殖力量
的敬畏。
「在辛追夫人所處的西

漢初年，儘管月亮崇拜等觀念
已萌芽，但中秋節尚未成為一個特定的、具有明確
習俗的節日。T形帛畫上所描繪的月亮、玉兔、蟾
蜍等元素，為後世中秋節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文化
土壤。」段曉明說。
對馬王堆的關注與研究，也早已超越國界。意大

利策展人芭芭拉說，她最鍾愛的馬王堆文物便是T
形帛畫，不僅是因為其設計精美，更在於帛畫透過
一個個細節，幫助她讀懂西漢時期中國人對宇宙和
生命的獨特認識。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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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日前通報，經過拆除非文物建
築、修繕文物建築後，布局恢宏、裝飾精美的先農壇
慶成宮古建築群重煥新生，歷史風貌得到極大恢復，
未來將面向公眾開放。
始建於元代的北京中軸線至今已有700多年歷史，
見證了北京城市的發展演變，是體現中華文明突出特
性的重要標識。慶成宮古建築群是北京中軸線上皇家
祭祀建築——先農壇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始建於明代
的慶成宮初名為「齋宮」，清代改為慶成宮，是皇帝
躬耕禮成後舉行慶賀禮儀之處。
慶成宮古建築群修繕工程自去年6月啟動，目前已
完工。修繕工程遵循「最小干預」原則，針對文物建
築存在的實際病害採取有針對性的修繕措施。如今，
慶成宮古建築群內，臨建房屋已拆除，院落傳統材料
鋪裝的地面得到恢復，院落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得到凸
顯。
「慶成宮古建築群目前正在積極完善基礎設施和展
陳布設，待各方面條件成熟後，將面向公眾開放。未
來，我們將把慶成宮古建築群打造成為城市會客廳、
傳統文化體驗區以及世界文化遺產學術交流的平台
等，進一步提升公眾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
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副館長潘偉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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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展覽聚焦蜀道本體和人文兩大主題，展
出的文物涵蓋青銅器、金銀器、玉器、陶

瓷、漆器、書畫、蜀繡等門類，數量、規格都堪稱
「重磅」。四川博物院副院長、資深總策展人謝丹介
紹，今次展覽立足蜀道多年的學術研究和蜀道考古重大
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從歷史、地理、自然、工程、
人文等多個維度，解讀了蜀道歷史文化，展示蜀道的開
闢與發展過程，以及蜀道在國家統一、民族融合、商貿
往來、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蜀道修建技術創造奇跡
蜀道之所以「難於上青天」，是因為秦嶺的存在。古

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循自然、化險為夷」，以無畏
之勢構建黃河、長江流域文化交融大通道，以經緯之功連
接起南北絲綢之路，甚至輾轉通達海上絲綢之路，加速了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亦促進了中華文明與世界
文明的交流互鑒。蜀道見證了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穿越
地貌最複雜、道路最為艱險、保留遺存最多的古代陸地交
通系統。
展覽中的故宮博物院藏《蜀道難圖卷》就讓觀眾極為直
觀地感受到了蜀道修建之難。該圖卷是明代畫家張宏與書
法家韓道亨的書畫唱和之作，將李白詩作的波詭雲譎與韓
道亨書法的筆走龍蛇、張宏繪畫的靈動傳神融為一體，相
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畫家並不追求面面俱到，僅截取
蜀道一角，勾勒絕壑幽谷、飛流急湍、棧道高架、崖壁千
丈等形象，映襯出蜀道崔嵬崢嶸、突兀森郁，構思布局別
具一格。
而是次展出的旅順博物館藏《蜀峰棧道圖》，則打破了
常規尺寸，使用超高立軸形式描繪蜀山的雄奇聳立、蜀道
的艱難險阻，溪水雲煙、曲屈流暢，行人棧道出筆嚴謹，
讓觀眾彷彿可以穿越畫中，感受蜀道的巍峨險要。
尤為難得的是，雖然千百年來蜀道上的棧道修復與道路
維護工程連續不斷，但為保證蜀道林木資源的持續供給，
歷代均頒布植樹造林各類政令，讓蜀道沿線鬱鬱蔥蔥的柏
樹林留存至今。歷史文獻中明確記載的蜀道大規模植柏就
有六次，「翠雲廊」是古柏群的核心地帶，總長300餘公
里，現存古柏樹總數量上萬株。

推動沿線商貿文化交流
據歷史地理學者研究，秦蜀古道的交通系統由多條線路
組成，可分為南北兩段。這些線路使位於中國西南腹地的
巴蜀大地與其他區域產生了緊密的聯繫。正是由於蜀道的
存在，使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得以連接，南北不同文化交

匯融合，孕育出獨樹一幟的巴蜀文化。
比如，搖錢樹是漢代巴蜀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
一，與古人死後升仙等思想有關。展覽中展示了
四川成都、達州與甘肅武威等地出土的漢代石雕搖
錢樹座。「南北絲綢之路沿線多地都出土了搖錢樹
座，它們反映了蜀道連接絲路後巴蜀文化向外傳播
的情況。」四川博物院副院長、資深總策展人謝丹
說。
同時，蜀道與通往青藏高原的高原絲綢之路相連

接，促進了不同民族的經濟文化聯繫。展覽中眾多川
西高原考古出土的青銅器上，兼有中原文化、北方草
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因素，說明這片區域早在先秦時就

已成為甘青地區與四川盆地之間的文化交融通道。
蜀道沿線自古以來物產豐富，手工業發達，道路通達進

一步推動了商貿發展。如是次展出的張虔釗墓出土的力士
像石刻，經研究該力士是經陸上絲綢之路從西域販至中
土，或經海上絲綢之路由南海諸國販至中土的黑人，稱為
「崑崙奴」或「僧祇奴」。這意味着，唐五代時期成都與
絲綢之路即有緊密聯繫。

成為古代文化傳播路線
「自古詩人皆入蜀」。從「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不
可凌越，到「雲飛不到頂，鳥去難過壁」的巍峨險峻，從
「長廊郁翠柏，斜陽照五津」的如畫風光，到「樓船夜雪
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的刀光劍影，從「雲連蜀道三
千里，柳拂江堤十萬家」的如織來往，到「山川連蜀道，
市井雜夷歌」的交流融通……蜀道自開通以來，歷代文人
留下了眾多與之有關的文學作品，從表現蜀道的險峻到對
歷史人生的感懷，蜀道文學構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語境。

展覽中的《李白行吟圖軸》、《蜀道難軸》、六經堂《分
類補註李太白詩》刻本、《杜子美詩集》刻本等文物，都
讓觀眾直觀地看到了與蜀道相關的文化留存。
四川博物院的鎮館之寶之一——西周象首耳卷體夔紋銅
罍，就反映了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荊楚文化的交流。導
賞員表示，周人以鼎、簋等食器為重器，而古蜀人則以
尊、罍等酒器為重器。在這件夔紋銅罍的紋飾中，象、牛
等的寫實形象體現出四川地方的濃郁特色，夔龍紋、獸面
紋等誇張的紋飾則帶着中原青銅文化的印跡。
值得一提的是，蜀道亦是古代中國石刻造像藝術傳播的
重要通道，以金牛道、米倉道沿途最早、最多。是次展出
的銅佛像搖錢樹桿、比丘法愛造觀世音立像、十三人連體
地藏菩薩銅造像、持藥杵道教神像等文物，都展現了蜀道
上佛教、道教和各種民間信仰長期交融，促進佛教藝術的
中國化和本土道教藝術的發展的歷程。
蜀道不僅是「古代陸路交通活化石」，更是半部中華史
的重現。因此，去年年底「蜀道考古」被納入國家文物局
「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其研究成果將全面展示蜀道的獨
特地位及其對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貢獻，並助力蜀道申報
世界遺產。

「千載大蜀道，半部中華史」。由川陝甘渝「蜀道沿線三省

一市」及北京、天津、遼寧等地相關文博單位策劃的「雄關

古道 經緯中華——大蜀道上的天地人與中國精神」特展正在展

出中。是次展覽分為四川博物院主展場和廣元市博

物館、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兩個分展場，首創蜀道文

化專題的博物館矩陣展示。其中，主展場匯聚了

430餘件/套蜀道主題相關文物，包括一級

文物88件/套，將讓觀眾穿越時空，感悟大

蜀道的魅力。展覽將持續至11月3日。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四川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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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象首耳卷體夔紋銅罍

●故宮博物院藏畫家張宏所繪《蜀道難圖卷》展現明代蜀道情景。 主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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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蜀道知多少？
蜀道，是古代穿越秦巴山脈（秦

嶺、大巴山總稱）由人工開拓出的宏
大道路系統，連接關中平原與巴蜀大地，創造了世界交
通史上的奇跡。從狹義上蜀道包括四川境內的路段，南
起成都，北止於七盤關，全長約450公里。而廣義上的
蜀道，南起四川成都，過廣漢、德陽、梓潼，越大小劍
山，經廣元而出川，再沿褒河過石門，穿越秦嶺出斜
谷，直通關中八百里秦川，全長約1,000餘公里。古蜀
道至今已有3,000多年歷史，是保存至今人類最早的大
型交通遺存之一，比古羅馬大道的歷史更為悠久。
蜀道經過千年發展，形成「北五南三」的格局。北段
的子午道、儻駱道、褒斜道、陳倉道（又名「故道」）
均以今陝西西安為起點，穿行於不同路線翻越秦嶺後匯
聚於漢中；最西邊的祁山道則是從今甘肅天水出發，翻
越祁山、南下漢中的路線。
蜀道南段則是從漢中南下巴蜀這一段，主要有金牛
道、米倉道、荔枝道三道。其中，荔枝道北接子午道、
南接今重慶地區；金牛道和米倉道又都包含多條不同線
路，在不同歷史時期具體線路也會發生變化。

●銅佛像搖錢樹桿

●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T形帛畫。
圖：湖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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