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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泉瀑布与瑞泉观瑞泉瀑布与瑞泉观

钩 沉

凤翔区彪角镇石落
务村是宝鸡市千年古村
落之一，2023 年入选宝
鸡市首批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1月 2日，笔者来到
石落务村，只见一马平川的沃野上，一行行麦
苗拱破土层露出新绿，端直的道路延伸至户
户农家，让人不禁疑惑，这里土地肥沃平整，
并无多少石头，但为什么村名与石头有关呢？

“石落务村原名石落村，村名故事与秦石
鼓有关。”“据说这里坠落过陨石，‘陨石于雍’
这事儿《汉书》《资治通鉴》都写着呢。”采访当
天，几位村民在村名故事文化墙前，聊起村名
来源。石落务村党支部书记宋玉田说：“石落
务村村名故事有特色，一为石鼓说，一为陨石
说，引得不少地域文化爱好者前来探寻。”

向传师曾在此寻得石鼓？

“石落务村村名经两次演变形成，起初因
石鼓出土于此，得名石落村。后来朝廷在这
里设立了收税关卡，石落村被称作石落务
了。”《凤翔县志》编辑、《凤翔地名溯源》作者
之一衡君说。石落务村位于凤翔区城南约20
里处，东与凤翔区彪角镇导子村毗邻，南与陈
仓区周原镇第二村接壤，西与凤翔区南指挥
镇铁黄塬村、白家凹村相接。正是独特的地
理位置，使得这座村庄与石鼓产生了千丝万
缕的关系。

“中华第一古物”秦石鼓命运坎坷，在两
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曾遭遇多次战乱，几度
失踪又被几度找回。20多年前，出于对家乡
地名文化的好奇，石落务村人衡君走访村中
老人，查阅《凤翔县志》等历史文献资料，搜寻
石落务村的地名故事。相传古代有两位凤翔
地方官员曾在石落务发现了石鼓。第一位是
唐代河南荥阳人郑余庆。唐德宗贞元年间，
时任凤翔知府的郑余庆在乡间访察民风，于
城南20里的野地中，发现了散落的9面石鼓，
将其移到了凤翔孔庙中安置。第二位是宋代
著名金石学家向传师。宋仁宗皇祐四年，凤
翔太守向传师在石落村发现一面被农人当作

石臼使用的石鼓，所幸石鼓上的文字仍然留
存，考证其为“乍原鼓”。至此，10面石鼓“团
圆”，被存放在凤翔孔庙中。《凤翔县志》也记
述了郑余庆、向传师在凤翔发现石鼓的事。

宋玉田说：“相传这里曾发现过石鼓，曾
是石鼓的散落地，所以叫石落村。”不论石鼓
是否曾发现于石落务，当地人对秦石鼓的喜
爱之情是真挚的。2011年，衡君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的石鼓馆里，看到了10面石鼓，想起了
流传于家乡的石鼓故事，感慨万千。

“陨石于雍”传说源于此？

如今，石落务村多为党、宋、衡、陈、马、李
姓人家，共3200多名村民。宋玉田介绍，老人
讲，石落务村最早的先民是从山西大槐树迁
徙到秦地的，先住在凤翔城南马家庄，后来迁
居到现在的石落务村。

当地还流传着一段“石落起雾”的陨石传
说。据传，汉时一日，忽然一道亮光划破长
空，伴着轰隆隆的声响，流星自天上坠落。次
日，大雾弥漫全村，三天三夜才散去。村民们
发现，村里多了一块大石头，石面凹凸不平，
村民便称其为陨石。自此，当地有了“石落雾
起”的传说，这地方也被唤作“石落务”。

这段故事听着颇为传奇。如今，村中也
没有所谓的陨石存在，但翻阅班固的《汉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可以发现“陨石于
雍”的记载。《汉书》记载，汉武帝征和四年二
月，有两块陨石在雍地坠落，声音很大，方圆
四百里都能听到响动。《资治通鉴》记载的陨
石坠落时间、地点，与《汉书》所记一致，并描
述陨石为黑色，很有光泽。

在凤翔东湖景区内，有一处石头景观，旁
边文字介绍其为“陨石”。相传这是宋嘉祐七
年，苏轼修建东湖时，因其石形似凤凰翘首，
便移入东湖作为一景。《汉书》《资治通鉴》中

“陨石于雍”的记载，是
不是与石落务陨石传说
有关？东湖的景观陨
石，是不是传说中“声闻
四百里”的陨石？这些
我们都不得而知。但石

落务村里“石落雾起”的传说，古籍中“陨石于
雍”的记载，都为石落务村的村名故事蒙上了
一层神秘的面纱。

衡君说，自秦时起，凤翔白酒酿造业十分
兴盛，朝廷为加强酒税征收，在多个交通要道设
立收税关卡，称其为务，石落村因设有收税关
卡，故而被唤作石落务。也有村民说，石落务曾
叫石落铺，设有驿站，这里地处通衢大道，车马
行人来往频繁，是过往旅人打尖歇脚的地方。

村规民约倡导新风

采访当天，村庄田野上，勤劳的石落务村
人或在麦地忙活，或在收拾菜园。2023年，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 1000多亩，种植小
麦、玉米、大葱、菠菜、辣椒等农作物，经济收
益较为可观。村上组织开展了倡导好村风好
民风的公益活动、文艺展演和文明宣传活动。

“不盗窃赌博、不造谣惑众、不铺张浪费、
不乱倒垃圾、不损坏公共设施……”在村口大
路旁，石落务村《讲文明树新风》村规民约宣
传牌被镶在显眼处，用朴素语言提醒着村民
遵守村规民约。当了20多年村干部的宋玉田
感慨，现在村风大变样，人人讲文明，家家都
整洁，好儿子、好媳妇、好婆婆的故事不少，村
上也获得了市级文明村镇、五星村、百强村、
生态村等荣誉。

“办事要节俭，招待客人的烟酒不要和别
人比档次……”无论谁家过事，石落务村由村
干部、党员、乡贤组成的红白理事会就忙活起
来，一边给过事的人家帮忙干活、出谋划策，
一边劝导村民节俭过事，切勿铺张浪费。

石落务村人不仅擅长种植养殖，还有不少
手艺人：有擅长蒸花馍的、做草帽的、写字画画
的……一双双灵巧的
手，将石落务的村庄故
事续写下去。 □张琼

石落务村落的是什么石
凤翔区彪角镇——

鉴 藏

胜 迹

民 俗

老洞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北麓，凤凰
嘴以西、莫灵庙村南，距西安市中心 25公里。这
里依山傍水，松柏荫翳，风景秀丽。

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明隆庆时，里人
王、牛二善士募资修建，殿洞楼阁，重檐复栋，备
极壮丽。同治兵燹，付之一炬，光绪年间屡次重
修。”民国初期，此处不断进行修缮扩建，多少年
来，观光者络绎不绝，进香客流连忘返。

相传唐代药王孙思邈曾在青凤山采药、行
医，所以老洞庙民间又称“药王洞”“药王山”。历
经千余年的毁弃、续建，此处形成了庙、堂、殿、阁
楼，古洞等五六十座儒、释、道三教盛地的古文化
建筑群体，尤其是以儒、释、道三教古文化建筑群
体为主轴线，从山上一直延伸到山脚，彰显了老
洞古建筑气魄雄伟壮观。

老洞庙的主体是药王大殿，祭祀的神位主要
是唐代医圣孙思邈。药王洞共包括三楼、七殿、五
庙、十六洞，是一个巨大的古建筑群。当时，这里
中耸三清古楼，下立路神庙、九大菩萨、黑虎洞。

药王大殿上建有老药王洞、大佛殿、圣母殿、
湘子殿；左有王母洞、仓颉洞、五大菩萨殿、三圣
殿、人祖洞；最后置百神洞、老君洞、三仙洞、四大
金刚庙、关羽庙。所有楼、殿、庙、洞结构雄伟，布
局严整，秦风浓郁。其中三清古楼最具特色，楼
高四丈，依山而建，水磨青砖砌就，糯米汁勾缝，
造型宏伟。楼内彩绘墙壁，雕梁画栋，色彩明丽，
楼顶覆以琉璃绿瓦，金碧辉煌，光彩夺目。

老洞庙东侧还有一座千年古刹——大阿弥
陀寺。据 20 世纪 80 年代本地出土、现存于西
安碑林博物馆的明代《重修古刹青龙禅寺碑
记》记载，隋开皇二年（公元 582年），此处曾建
有灵感寺。唐龙朔二年（公元 662年），城阳公
主复奏立为观音寺。唐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因为苏州僧人法郎法师诵观音经有感，发
心建寺，改为青龙寺。当年该寺规模宏丽，前
后殿宇，方丈、天王、伽蓝左右僧房，钟鼓二楼，
悉以成殿，绘象森严，金碧辉煌，植松柏丛茂，
园圃异国嘉蔬，俨然丛林之盛慨也，后因兵焚
殿宇廊楹倾颓殆尽。

如今，重建后的古寺焕然一新，庄严肃穆。
寺内主要建筑有观音殿、念佛堂、三学楼、万佛
楼、六和塔、历代祖师纪念馆和历代译经大师
馆等，还有 4个泉水放生池。其中一放生池中
央塑有三面贴金的观音像，妙相庄严，殊胜无
比。寺庙被包裹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中，山色
秀丽，令人赏心悦目。

由于药王孙思邈的崇高声誉，加之山上有为
迎合人们求子心切而塑的“送子娘娘”像，善男信
女不断集资修葺屡毁屡建的老洞庙，使其规模不
断恢复，香客信众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西安东
郊开春以后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庙会——

“二月二”老洞庙会。
虽说是“二月二”的古庙会，却与“龙抬头”无

关。据说，农历二月二是孙思邈的生日，故每逢

这天，善男信女远道而来老洞庙，顶礼膜拜，祭祀
药圣，祈求消灾祛病。

老洞庙会会期两天，初一是娘娘会，初二是
药王会，实际上会的前一天，商店、摊位已搭棚营
业。会期内商贾云集，饸饹凉皮、炒凉粉、油饼油
糕、肉夹馍、鸡蛋醪糟、糖粽子等小吃琳琅满目，
椽檩山货、笸箩簸箕、锅碗瓢盆、针头线脑、胭脂
水粉、笔墨纸砚、日杂用品应有尽有，自乐班、杂
技团、歌舞团亦助兴演出。庙会期间，以老洞庙
为中心，方圆五六公里的田野、村庄、道路，完全
成了人的海洋，山上人影绰绰，山下摩肩接踵。
庙内更是香烟缭绕，锣鼓喧天。“二月二”前后几
天，这里几乎是方圆几十里各村庄共同的节日。

1949 年前，老洞庙会会头（主持人）由“三
社”执掌。莫灵庙村为东社，石家道为中社，刘
村、何家街为西社，习惯上称“三社五份子”。会
头按三社轮流负责操办，会期秩序均由“三社”
统一管理。一年为一期，轮流举办已经有几百
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因特殊时期而趋于凋敝的
老洞庙会逐渐恢复生机。地方政府加大宣传引
导、整顿力度，让庙会剔除封建迷信糟粕，加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变庙会为春季物
资交流会，有效促进了生产发展，也活跃了城乡
人民的文化生活。

每到会期，白鹿原上下动辄数万群众逛老
洞庙会，看锣鼓、听秦腔、采办各种农具和生活

用品。老洞庙庙前就是最热闹的活动中心，鞭
炮声、锣鼓声震天动地，香蜡烟雾悬空缭绕不
断，场面甚是壮观。庙会众多节目中，最受关注
的就是锣鼓表演。

由西李村、东李村和马渡王村组成的灞川
锣鼓队不时赢得“好！好！再来一段！”的喝彩
声。这里的锣鼓表演与流传在关中一带的民间
锣鼓相比独具特色。据《灞桥区志》载，当地锣
鼓鼓点起源于唐朝，原本是唐朝宫廷锣鼓，而且
锣鼓队员手中的小锣还是纯银制成的。当地村
民高兴地说，“二月二”逛老洞庙会可以享受美
食、购物、爬山登高，看锣鼓秧歌表演、听秦腔、
玩各种游戏，十分惬意。

癸卯年的“二月二”老洞庙会就由老洞庙所
在的莫灵庙村筹办。西安三友剧团、西安易俗
社专门送戏下乡，区文联、区作协同时也组织作
家、艺术家送书画、送书刊、送文化下基层，为村
民群众带来了精神文化食粮。特别是具有浓郁
灞桥特色的乡村“坐席臊子面”闪亮登场古庙
会，款待八方上会的群众，让大家在大饱眼福耳
福等视听盛宴的同时，还能大快朵颐。

一时间，灞河两岸、白鹿原下，从马家湾村
到莫灵庙村的十里长街上，到处回荡着秦音秦
韵。客商赚得盆满钵满，百姓乐得喜笑颜开。
老洞庙物资交流大会，已成为灞河两岸群众情
感宣泄的舞台、物资交流的平台和地方党政部
门宣传政策、展示形象的窗口。 □白来勤

白鹿原下“二月二”老洞庙会

有一首《腊八歌》这样唱
道：“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歌里唱出了小孩
对过年的期待。其实，我感觉
腊八节吃腊八面，同样也是年
味的体现。

有一天，我背着花书包放
学回到了家。一进门，就问母
亲午饭吃什么。母亲说：“别
急，午饭还没做哩。”我抱怨
道：“我都放学了，还没做哩，
我饿了。”母亲说：“等我把面剺完了再
做。”我又问：“是不是午饭吃剺下的面。”
母亲说：“剺面是明天吃的。”我接着问：

“为啥明天要吃剺面？”母亲说：“明天是腊
八节，咱这里都要吃腊八面。”

听了母亲这句话，我才注意到母亲正
站在案板边剺面。

我就站在母亲身边，看着她剺面。我
看到母亲剺面与平时擀面完全不同。擀
面简单，剺面则显得有些复杂。案板上擀
好的面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有好
几层，足有两指多厚。母亲左手压在面
上，右手执切面刀，从一端起，将切面刀仰
起，刀头朝上，刀把处朝下。朝下的刀尖
贴近面的一头，像犁地一样向对边切过
去，这就叫剺面。切到了对边，再把刀收
回来从头开始。剺上几回，把剺好的面提
成一把，放到案板上。接下来，依旧从剺
过处继续剺面，直到把面剺完。母亲根据
家里人的多少，剺了好几案板的面，这时
母亲才直起腰来。我看到母亲疲累的样
子，后悔刚进门对母亲的态度了。

第二天，我刚放学回到村子，满村都
飘散着醉人的香味，我知道那是家家户户
都在过腊八节、吃腊八面的香气。回到
家，母亲正端着香喷喷的腊八面往桌上
放。我赶紧放下书包，帮母亲端碗。

一家人在一起吃着腊八面，沉浸在腊
八节的氛围之中。

我端着腊八面，看着油汪汪的汤浸
着细丝丝的面。这是母亲精心做的腊八
面——汤里飘着红艳艳的辣子、白嫩嫩
的豆腐、黑黝黝的木耳、黄亮亮的黄花、
绿油油的菠菜做成的臊子。这样一碗面
用筷子一搅，便散发出扑鼻的香味，诱惑
着人的食欲。让人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
碗，直到吃得肚子圆了，才放下碗。

一碗腊八面度过了一个腊八节。从
此，我就记住了腊八面，馋上了腊八面。

□杨明

腊

八

面

渭南城南蒋家崖村，湭水左岸，丰原西坳，
有瑞泉瀑布。早在秦朝，这里便有美丽的传
说，后世更是文人墨客出游踏青之处，亦是附
近村落生活及农业生产用水的重要水源地。

瑞泉观依瑞泉而建，是渭南负有盛名的
道观之一，明初曾是官方道会司驻地。其古
庙会亦有传承久远的生命力。历代县志多
有记载及图录，邑中文人进士亦多有歌咏诗
句。瑞泉瀑布附近，更是散落着秦代灰堆遗
址及明代陕西四大名园之一的瀑园，瑞泉观
附近文化资源非常丰富。

瑞泉瀑布是古渭南山川文明的
重要形象载体之一

明嘉靖《渭南县志》载有瑞泉观图，其
图注云：“是观也，坐当丰原湭川之口，上据
原坳，下瞰川水，面对华岳诸峰，灵台斜抱
于其南，清渭悬绕与其北。宫崔嵬而高峙，
泉清冽而下流，密畤、胡城左右罗列，盖胜
地也。”渭南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南大吉
即以瑞泉自号。

瑞泉之由来，南大吉曰：“湭河川口曰风
门，以其两阜相对如门，多风，故名风门。风
门西阜之坳，当原之半有泉涌出，而悬流如
练者，曰瑞泉。每旱取水，祷雨多应，故以瑞
名。”据嘉靖《渭南县志》载，明初，瑞泉瀑布
为渭南县八景之一，其水六出，悬流如练。

而瑞泉观创立年代或更早，天启《渭南
县志》载：“瑞泉观在县城湭河川口风门西原
隅之坳，不知创于何代。上有秦女峰，故又
曰六姑祠。”到了清雍正时期，瑞泉瀑布始以
图版方式载入雍正《渭南县志》，其后光绪
《新续渭南县志》亦以图版载入瑞泉瀑布。

在历代不断修葺建设及其附属瑞泉观
的道教文化传承之中，瑞泉瀑布成为渭南地
理山川文明的重要形象载体之一。

道会司在瑞泉观及瑞泉观变迁

南大吉云：“其道会司旧亦附此，乃今

移诸泰宁宫矣。”道会司，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国家在县始设道会司，使道士以
道官的身份成为政府的官吏，而道教事务
管理，亦成为地方行政工作的一部分。渭
南县亦当于此时设道会司，设道会一人，
其驻地最早在瑞泉观。至迟到嘉靖中，渭
南县道会司才迁至渭南县城东的泰宁
宫。其搬迁原因，可能因泰宁宫地处关中
东西要道之侧，交通较地处城南风门口西
原之坳的瑞泉观更方便，更便于管理一县
流动道士及举办各类道教活动。

自明嘉靖《渭南县志》载入瑞泉观图后，
其后历代县志对瑞泉观及瑞泉瀑布均有记

录，但文字记录失之简略，而仅可想象而
已。嘉靖《瑞泉观图》独此一份，也让后世得
以一窥瑞泉观的建筑院落布局。自图中可
见，瑞泉观之上灰堆坡、秦女峰、朝元洞、瑞
泉观道院、瑞泉亭及湭水、附近的灰堆村、灰
堆台等。其道院建筑为一进四合院式，坐西
面东，下瞰湭水。道院主体为瑞泉观大殿，
三开间，门窗似为格栅式；单檐歇山式大屋
顶，屋脊有宝饰。大殿两侧接双坡院墙，南
侧有小门通西侧大殿之上的朝元洞。四合
院内南北两侧，紧贴院墙，有三开间配殿，亦
为三开间，单檐歇山式屋顶，高度及体量小
于大殿。四合院最东面为水亭，瑞泉自此汇

流而出。亭为重檐歇山屋顶，上书瑞泉亭。
县志又记康熙时：“瑞泉上有老母神殿，

左有老君庵。”老母殿及老君庵位置，与嘉靖
间或异。

瑞泉瀑布及其周边文化遗产

瑞泉瀑布及其附近山川形胜，历代文人
墨客多有诗歌记之，兹录一二。

唐岑参诗《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
簿》云：回风度雨渭城西，细草新花踏作泥。
秦女峰头雪未尽，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窥白
发羞微禄，悔别青山忆旧溪。闻道辋川多胜
事，玉壶春酒正堪携。

邑进士，河北枣强知县南宪仲《游瑞泉
观》诗云：寻芳登古殿，张宴俯青湄。细雨兼
天冥，浮云涌地垂。渚莲红寂寞，堤柳碧参
差。清眺疑蓬莱，金尊未足辞。

清渭南知县尚九迁及岳冠华俱有《瑞泉
瀑布》诗，录在历代《渭南县志》中。

瑞泉观周边附近，有秦灰堆台、唐郎士
元半日村、明代绍兴太守瑞泉南公所建湭西
书院，及明代陕西四大名园之一的瀑园，为
明代渭南人工部尚书南居益所建。当时去
瀑园之路，必经瑞泉瀑布。其路抵蒋家崖，
折坂下，“仰瑞泉瀑布，纷纷落眉睫，去市谊
远矣。”足见瑞泉瀑布水量之丰，瀑布形态及

意境之美，一瀑之东，两塬欲浮。瑞泉观，20
世纪初期曾为渭南瑞泉中学旧址，是渭南具
有重要纪念价值与意义的文脉之地。

历代对瑞泉水的引用

南大吉曾记录，明初渭南知县周宁，曾
开渠导引瑞泉水至灰堆村，以利民用。邑人
由是感恩其德，遂命其所修之渠曰：“周侯
渠”。因瑞泉地势所限，今瑞泉出山水路大
抵如旧，不脱周侯渠旧路。雍正《渭南县志》
载：“瑞泉利灌溉，宜稻。”可见至少清代，瑞
泉水量还是相当充沛的，其下滨河之地，民
多种稻，田间俨然一派江南气象。

瑞泉旱涝无虞，实为保一方农业生产及
民众生活的生命之水，民众多爱瑞泉之水。
清代雍正年间邑人蒋蕴生《瑞泉观水利碑
记》云：“四方取水、祷雨辄应，故以瑞名。其
水六出，悬流百尺，涝则泄流湭水，旱则灌溉
本社地亩，实一方之保障，合里之血脉。”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来，有租赁瑞泉
水灌溉者需出水钱，相延已久。其后，到了
雍正初年，邑中有强宦之族谋据瑞泉为私
有，合里民众公呈知县朱明，朱候秉公明断
瑞泉仍归瑞泉观，并刻立水则碑于瑞泉观，
其公议约定：除灌溉本社地亩，别甲灌田，每
亩需出水租二钱，定为例。

瑞泉观对渭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按旧志，瑞泉观不知创于何时，唯其址
秦女峰之说，已有千年之久。明洪武初年，
道会司即附设于此。

瑞泉瀑布是渭南重要的山川文明载
体之一，瑞泉观是一座自明洪武初年至
今，600余年来仍然有着道教活动的著名道
观。其周边及自身所衍生的历史文化资
源非常丰富，对于发掘渭南文化资源，促
进渭南人文旅游和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重
要的时代意义。

□南远山

汉中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旧石器时代开
始，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日升月落、斗转星移。
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产生了灿烂的历史，也留下了
珍贵的文物。其中，汉中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
着精美且丰富的纹饰。

兽面纹
关键词：大眼、对称
兽面纹作为青铜器

最常见的纹饰主题，以
动物的头部正面形象为
主。大眼睛图案是兽面
纹的重要标志。此外，
该纹饰以鼻梁为中线，
还有对称的眼睛、耳朵、
兽角等。

商代青铜兽面纹四足鬲出土于城固县龙头镇龙
头村。这类青铜器通常为三足圆形或四足方形，而四
足圆鬲全国仅此一件。它的四只袋足各饰有一个浅
浮雕兽面纹，并以乳钉纹为瞳仁。其整体造型纹饰左
右对称，做工精细古朴端庄。

同样出土于城固县龙头村的商代青铜兽面圆尊，
侈（chǐ）口束颈、鼓腹、圈足，腹部有三组兽面纹，足上
部有三个椭圆形镂空。

商代青铜带盖三足壶也出土于龙头村，其兽面纹
深峻规整、精美华丽，制作工艺相当成熟。

龙纹
关键词：蛇身、有角、侧面

龙是中华文明永恒的图
腾。龙纹是青铜器上流行时
间最长的一种图像，基本贯
穿了整个商周时期。

在青铜器纹饰中，凡是
体躯弯曲如蛇，张口嘴唇外
翻，带角的动物都可归于龙
纹，大致可分为夔（kuí）龙
纹、顾龙纹、蟠龙纹、交龙
纹等。

商代青铜兽面纹方罍
（léi）是城固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出土于城固县宝
山镇苏村小冢铜器点。

它造型大气厚重，拥有繁缛的“四层花”纹饰。其
颈部饰一对夔龙纹，组成一个兽面；肩部两面饰高浮雕
卷角羊首，两边再饰一对鸟纹。此外，其腹部还饰有夔
龙纹和蝉纹组成的蕉叶纹。

鸟纹
关键词：尖钩嘴、羽毛尾
上古时期，玄鸟被尊为商

部族的图腾，以不同的面貌出
现在商代的青铜器上。

鸟纹最明显的特点是下
弯钩形的鸟喙和脑袋上的
角。鸟的尾部变化较多，有长
尾、垂尾和分尾几种形式，有
些还会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出

鸟尾上散开的羽毛。
商代青铜牛觥（gōng）是洋县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出土于洋县磨子桥镇小江村。
这件牛觥分盖体和觥体两部分，也可合二为一。

盖体呈牛形，牛头上爬着一个长尾兽。觥体纹饰从尾
部对开，呈对称型，最醒目的“大眼睛”正是前腿上部的
凤鸟纹。

其他动物纹
关键词：真实存在
青铜动物纹饰除表现神

话传说和艺术创作的动物
外，还有各类现实中存在的
动物，如蝉纹、蛇纹、虫纹
等。上面提到的商青铜兽
面纹方罍和商青铜牛觥纹
饰中也有昆虫、蛇等意象。在城固县博物馆馆藏中，
还有一件全国独有的动物纹饰兵器——商代双头蜈
蚣纹戈。它出土于城固县五郎镇五郎村，器身两面饰
双头蜈蚣纹，整体厚重精致，地方性特征明显。

这些纹饰神秘、独特的艺术特征，源于其丰厚的人
文背景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
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源。 □任悦 柴雯雯

汉中出土的
青铜器纹饰

秦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