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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属
于我国古代传统城市建筑格局里常见且重
要的公共建筑之一。城隍，又称城隍神、城
隍爷。这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
之神。各地的城隍神大多是历史上受人尊
敬且真实存在的人物。因此，城隍就跟城
市相关并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城隍本
指护城河，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
浚城隍。”祭祀城隍神的例规形成于南北朝
时，唐宋时城隍神信仰滋盛，宋代列为国家
祀典，元代封之为佑圣王，明初大封天下城
隍神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四等，岁时祭
祀，分别由君王及府州县守令主之。

资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大封
天下城隍，还将葬身于战场的将士们封至
各地做城隍神，希望他们能“以监察民之善
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这也反
映了朱元璋防止腐败、端正风俗的用心。
明代的城隍从民间信仰的城池守护神升级
为监察阴阳二界，掌管因果报应的神祇，城
隍从此拥有监察腐败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虚
拟权利。朱元璋还为城隍专门设立了与各
地行政机构相对应的都、府、州、县体制，形
成了与政区层级对应的城隍神体系，同时
还命令各地为他们修建庙宇，加封官爵。
此时城隍庙就有了等级之分，为都、府、州、
县四级，各地城隍庙与当地官署等同。明
代规定，地方官赴任，先要到城隍庙拜谒立
誓，然后才能走马上任。（新官莅任三日，谒
城隍庙、先师庙，然后视学阅城，诸事次第
举行，此旧例也）。

在明万历十九年张应诏纂修的《咸阳县新志》
（下文简称《张志》）城隍庙在东门内。成化八年
（1472），知县李经鼎修。记于《文籍志》。城隍庙
遗址在今渭城区东明街的市物资局家属院，洪武
四年（1371）县丞孔文郁迁县后奉制营建，立庙于
县治之东。庙内有碑亭，后迁建至渭滨公园西
部。其后历年官吏绅士屡次修缮，悉有碑记。正
统年间奉诏修缮城隍庙，成化七年（1471）五月，
知县李经主持重修，重修后的城隍庙“竖正堂以
俨具瞻之象，建邃宫以燕暇暇之居。东三曹间以
禖母之祠，西三曹间以瘟神之治。四隅合有攸
司。东上总为道院”。正德十三年（1518），知县
底蕴到任时，庙又浸坏。十四年正月至十五年七
月，知县底蕴主持重修，重修后的城隍庙“覆瓦鳞
次，淫雨不忧，黝垩灿然，照耀栋宇；殿门庑柱，髹

漆加焉，阶三周整，履之坦如”，比较重修
之前的城隍庙则“若增而高，若引而遂，若
敞而明，若削而直”。嘉靖二十四年
（1545），知县杨钺莅任后拜谒城隍庙时，
见“祠宇荒阤茂草斸，且为风雨漂揺。檐
砙之陨坠者有之；墙墁之剥落者有之；楹
庑藻饰之漫漶淟涊者有之”，其后便主持
修建了城隍庙献殿三楹。另据，清乾隆十
六年臧应桐编修的《咸阳县志》（下文简称
《臧志》）卷十《官师志》记载，万历十年（壬
午），知县傅霈及教谕陈嘉言也曾主持重
修了城隍庙。

《臧志》记载清代乾隆时期的咸阳城隍
庙在县东街，具体位置为今渭城区东明街
北侧市物资局家属院，与《张志》中所载位
置基本一致。说明清代咸阳城隍庙应为明
代城隍庙的延续。《臧志》原文中（城隍庙）
在县东街。《吉志》云：“洪武四年（1371）建，
有碑亭。”其后历年补修者，官吏绅士人民
甚多，悉有碑记，见译文。证实清代咸阳城
隍庙也进行多次重修，应都有碑记，因城隍
庙已不复存在，现能见到的重修城隍庙文
献资料有：明成化《鼎新咸阳城隍庙记》、明
正德十五年（1520）王九思撰文的《重修城
隍庙碑》、明嘉靖《创修城隍庙献殿记》、明
嘉靖《重修城隍庙正殿记》。迄今为止，所
见重修文献多为明代，未见清代重修城隍
庙文献，按清代传统，也应该对城隍庙进行
了多次重修，现今只有民国二十一年刘安
国主持编修的《重修咸阳县志》（下文简称
《刘志》）卷五《官师志》记载了清初县丞李

珣与典史段之璋曾重修城隍庙。清代相关的文献
资料，有待进一步发现和研究。据《刘志》记载，城
隍庙内有一尊大铜像。该铜像现今下落不明，有
待进一步探究。相关资料记载，清代咸阳城隍庙
前立有一对大铁旗杆。庙内有献殿、厢房、钟鼓楼
等建筑，城隍庙对面有戏楼。城隍庙还有石马一
对，后移藏咸阳文庙（现咸阳博物院）。

清代咸阳城隍庙到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城隍
庙中的古亭于1962年迁至渭滨公园青年湖西北角
岸上，临近渭河，也为公园美景增添了一抹亮色，
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城隍庙第一道木牌楼于民国
初期迁建至咸阳文庙最南端（原棂星门处），成为
咸阳文庙的大门牌楼（1962年后为咸阳博物馆大
门牌楼）。后经过多次重修，牌楼气势更加雄伟壮
观，是现今咸阳老城的最美景观之一。 □史一媛

四皓村探遗
四皓村地处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镇翠华

山下，建村久远，有史可查的记载汉初即有。
汉唐时代，长安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
吸引着全国的精英。太乙山（即翠华山）上
高人隐士、达官将相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山下的四皓村也不会寥落，因而其历史遗迹
也远近闻名。

在四皓村南部，曾建有一座太乙宫，传说
是为了纪念太乙真人而修建的。虽然此宫已
成遗迹，但太乙宫这个地名一直流传下来。

太乙真人是道教尊崇的上仙，道徒们又
称他为太一真人、泰一真人，后来又尊其为太
一救苦天尊。在民间，太乙真人在众多神仙
中名气并不是很大，更多人是从神魔小说《封
神榜》中知道这位神仙的。在小说中，太乙真
人是教主元始天尊的弟子、哪吒的师傅。

四皓村的村名是以汉初“商山四皓”而
得。西汉惠帝为了报答四皓帮他登上皇帝宝
座，在南山修四皓庙。据传说，“四皓”是秦朝
七十位博士中的四位，因秦始皇法制严苛，实
行焚书坑儒，而被迫隐匿于商洛山中，人们称
其为“商山四皓”。四皓其一是东园公，姓唐

名秉，字宣明；二是夏黄公，姓崔
名广，字少通；三是绮里季，姓吴
名实，字子景；四是甪里，姓周名
术，字元道，也称霸上先生。秦朝
灭亡，天下大定后，刘邦非常仰慕

“四皓”之名，屡次派人召请，四皓
却都不奉命，仍隐居在商山。到
刘邦晚年欲废太子刘盈，另立赵王
如意为太子，吕后百计用尽却无济
于事后，忙按照张良的计谋，带太
子亲笔书信来商山迎请四皓，他们才欣然出
山，佐助太子，当时就居住在今天的四皓村。
四人皆年过八十，须眉皓首，衣冠魁伟。刘邦
见后大惊，认为太子已羽翼丰满，从此取消了
改立太子的打算。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
即汉惠帝。他十分感激四皓，欲封官爵，四皓
却谢而不受，返回商山过着隐逸生活。两千
年来四皓知行止进退，视富贵如浮云的品质，
备受历代文人颂扬，其高风亮节亦在民间广
为流传。

北宋淳化二年（991 年），贬任商州团练
副使的王禹偁就曾在《四皓庙碑》中称：“知进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唯圣人乎。先生避秦，
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
据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具备，而正在其中
矣。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若其礼秦而不
避，则焚书坑儒，高斯之流也；汉危则不出，则
素隐行怪，巢由之徒也；应高祖之命，则溺其
冠而骑项矣；据孝惠之聘，则功不立名不称
矣。引而申之，先生可谓全德矣！”

早在汉朝，曾在四皓村北建有四皓庙，宋
《长安志》载：此处四皓庙于唐代曾重修。该村
的名字在清嘉庆《咸宁县志》记载为四皓神村，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为四皓村。 □杨洋

四皓村村史馆牌匾 雨骞 摄

秦 味

钩 沉

陕 北 米 酒

陕北米酒呈粥糊状，色泽黄亮，亦称浑酒、
黄酒、稠酒、甜酒等。陕北米酒口感爽滑，浑厚
饱满，酸甜适口，生津止渴，消腻暖胃，且含有
多种有机酸、果糖、矿物质和氨基酸等营养物
质。近年检测含有多酚、类黑精、谷胱甘肽等
生理活性成分，具有舒肠健脾、滋阴润肺、预防
心血管病、抗衰老等多种保健功效。米酒不仅
是陕北人冬季习惯喝的饮品，也是陕北人过年
时必备的年茶饭，更是陕北人春节宴席上招待
亲朋好友备受青睐的助餐饮品。

陕北人一到腊月，几乎家家户户开始精
心酿制米酒。陕北米酒做起来有较为复杂
的传统工艺。首先要制作酒曲。“曲”在盛夏
期间就开始制了，到了六月，新麦子熟了，农

妇将收获的新麦粒（或加五分之一玉米）倒
入烧得响起的热水中焯浸十多分钟，沥掉水
后，装入瓷罐（盆）里，盖上盖子，过三四天，
它开始发芽，倒出来晾干，或放锅里烘干。
然后，在石碾子上压碎罗成面粉，便是米酒的
曲了，存放备用。其次是做酒，把有黏性的黄
米浸泡一夜后，捞出来沥水，用石碾子压成米
面，过罗上锅，蒸的过程中掀开锅盖，边撒边
蒸。将蒸熟的糕状面团倒入干净的盆里，等
到温度稍降，将事先备好的粉状酒曲均匀撒
在米酒料中，十斤米一斤曲，并兑适量凉开
水，待全部完成后，将面放在火炕的炕头上，
用棉被将面盆包捂起来。一夜之后，打开看
面团是否发起，品尝酸甜适中，酒香浓郁，呈
稠糊状，便成米酒原浆，可以入坛放在阴凉
的地方储藏起来。喝的时候，只需从坛中舀
出适量的原浆米酒，掺入适量的水加热烧
开，便可饮用了。

陕北米酒属于低度甜酒类，它不像白酒
越陈越好，长期存放（特别是夏天）继续发酵，
易霉变，不宜饮用。这与南方米酒有很大区
别，南方米酒发酵后，要经过过滤，出来的是
青酒。与关中陕南醪糟、稠酒也有一定区
别。陕北米酒是原浆甜酒，因为米粒粉碎悬
浮在酒液中，故酒体浑浊，为此也称“浊酒”。

米酒的主要原料黍子，也就是糜子。糜

子有竹糜、硬糜子、软糜子几种，因为产量低，
一般种得少。竹糜碾出的米用来做炒面；硬
糜子的米做炒米，还可做黄米馍或蒸黄米饭；
软糜子的米叫软米，除了做米酒外，还可以用
来蒸糕，蒸糕用油一炸叫油糕或炸糕，还可炸
油馍馍，都是陕北地方风味小吃。陕北人在
冬季特别是春节，自己吃或者招待客人，就拿
米酒泡炒米，油糕、油馍馍、黄米馍馍则作为
上好食品来吃。

浊酒米酒也。古代常有人提到，明代杨
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中”。被人用于《三国演义》卷首诗，成为千古
绝唱。杜甫戒酒时曾有“潦倒新停浊酒杯”诗
句，后来陆游上岁数后也有“青山千载老英
雄，浊酒三杯失厄穷”的慨叹。不过他们所说
的浊酒可能不是陕北的米酒。到了现代，陕
北米酒被赋予了新时代新内涵。著名诗人贺
敬之在《回延安》中赞美道：“一口口米酒千万
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足见米酒引人入胜之
处。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
达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陕北人民敞开心扉，
放开嗓子在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
唱道：“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
亲人喝。”这样使米酒的芳容天下皆知，逐渐成
为代表性地方小吃之一，而且让陕北米酒享誉
全中国，乃至世界。 □刘克勤

鉴 藏

仓颉庙里的鸟迹书碑

酷似现代保温饭盒，盛放高级
酒，已有3000多年历史——

仓圣鸟迹书碑

千秋仓颉庙，中华文明根。闻名海内外
的仓颉庙，不仅由于它独特的古建筑群，还在
于它珍贵的碑石仓圣鸟迹书碑，短短 28字的
鸟迹短文，记录了轩辕黄帝战蚩尤、征炎帝等
重大历史事件，歌颂黄帝的功德，展示中华文
明的肇始，刻于东汉延熹五年的“仓颉庙碑”
甚至受到欧阳修、李清照夫妇等历史名家的
关注。

承载早期汉字记忆的“殿堂”

位于渭南市白水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仓颉庙是仓颉的墓寝与祀庙，也是一座
承载早期汉字记忆的殿堂，在这里可以感受
到汉字文明的来龙去脉，领略汉字故事的源
远流长。

踏入庙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气势恢
宏的照壁，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穿过
山门便是前殿、报厅、正殿、后殿（寝殿）依次
排列，布局错落有致，气氛肃穆庄严。每一座
殿宇都散发着古朴的气息，而两侧的东西戏
楼、钟鼓楼、社房、厢房等16座70余间古建筑，
宛如一位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静静地伫立着，
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仓颉亦作苍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是汉
字的创造者。他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荀子》
《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

在仓颉庙后殿的墙壁上，有 17幅内容与
黄帝和仓颉有关的壁画，每幅画都诉说着一
个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其中“擒蚩尤”壁画生
动地描绘黄帝与蚩尤激战的场景，“西陵制
衣”展现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嫘祖教导人们织
锦制衣的情景，“黄帝赐衣”讲述黄帝赐予百
姓衣物的温馨故事，“天雨粟”则描绘上天为
仓颉造字所感动而降下“谷子雨”的传奇，

“石楼造字”则细腻地刻画仓颉造字的专注
与智慧。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书
写了中华文明的灿烂画卷，承载了华夏文化
的历史长河。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
里程碑，它使得知识能够得以传播、记录和传
承。“仓颉造字”的故事早已被写入小学课本，
2010年联合国将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
确立为中文日，以纪念仓颉造字的贡献。

展示中华文明肇始的“文字”

清晨的阳光透过仓颉庙前殿的窗棂，洒
在仓圣鸟迹书碑上，为它披上一层金色光芒，
碑身与碑座相依而立，构成一幅庄重而肃穆
的画面。

清代学者吴乘权在《纲鉴易知录》中载：
“帝命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仓颉见鸟兽

之迹，依类象形而制字。”仓颉凭借着对自然
的敏锐观察和想象力，将动植物的形态转化
为简洁易懂的符号，创造出早期象形文字。

仓圣鸟迹书碑碑首篆书“仓圣鸟迹书”
五个大字，笔力雄浑，气势磅礴，碑文由清代
知县梁善长摹写，训导贾敷言篆额，典史孙
灿监镌。

此碑 28个字已含汉字构成法中的象形、
会意等，一些字与甲骨文相同，表面上各不相
关，但经仔细研究，可见其中奥妙。

1984年，上海书店翻印的宋代王著《淳化
阁帖》将它们译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
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釜
芾”。“戊己”代表黄帝，“甲乙”代表炎帝。“居
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记述炎黄二帝
同为部落首领，他们的所作所为均是天下各
个小部落的楷模。“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
釜芾”记述黄帝征服炎帝和平定蚩尤之乱，天
下重新恢复安宁，黄帝又成为天下部落首领。

仓圣鸟迹书碑短短 28字记载轩辕黄帝
战蚩尤、征炎帝等重大历史事件，歌颂黄帝的
功德，展示中华文明的肇始，透过它得以窥见
那个古老时代的风貌，感受着先民们的精神
力量。

除了仓圣鸟迹书碑，在仓颉庙前殿内还
保存有“孔子弟子题名碑”“重修仓圣陵园碑”
等碑碣14通（方）。这些古老石碑宛如时间的
见证者，自东汉而起，历经五胡十六国的风云

变幻，穿越唐宋元明的繁华盛世，直至民国的
岁月沧桑。它们承载着仓颉庙的历史记忆，
是可考的珍贵记载。

备受历史名家关注的“庙碑”

刻于东汉延熹五年的“仓颉庙碑”，圭形
的碑身，两面和两侧都刻有文字，它宛如一位
静默的历史见证者，矗立在时光的长河边。
原本它位于白水县史官村（即汉代衙县县治
所在地）的仓颉庙旧址，后被收藏在西安碑林
博物馆。

该碑碑阳额右侧有5行东汉人的题字，隶
书字体刚劲有力，左侧有北宋嘉祐年间吕大
忠和乔岳的 5行楷书题字。该碑正面碑文颂
扬了仓颉造字的功绩以及对刘明府德政的赞
誉，碑的左侧记载了孙羡的仕宦经历以及迁
任衙令后立祠刊石的缘由，左侧剩余部分以
及碑阴和右侧刻着掾属的姓名、籍贯和出钱
数。此碑由衙县（今白水县东北）县令孙羡奉
左冯翊太守刘明府之命而立，为纪念仓颉而
立祠刊石。

这方汉代古碑，虽风化严重，碑文多是名
字，但残存的百余字依然吸引着众多金石学
家的目光。从欧阳修的《集古录》到赵明诚与
李清照的《金石录》，再到清代的《金石圈》《抱
经堂文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关中金石
记》等著作，这块碑文不断被提及和研究，成
为金石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集古录》中，欧阳修对仓颉庙碑的题名
进行详细记录，提到议曹功曹骑史、连勺左
乡、有秩池阳左乡等多个与汉代地方官制相
关的名称，这些记录不仅提供了宝贵的汉代
官制史料，也展示了欧阳修对于金石学的深
厚造诣。

有趣的是，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合著的
《金石录》，则对仓颉庙碑的历史背景进行深
入探究。他们不仅考证碑文的立碑时间，还
对碑文的内容进行详细解读，特别是关于孙
羡奉刘明府之命立碑一事，揭示了当时的地
方政治与文化风貌。

此外，《金石圈》《抱经堂文集》《潜研堂金
石文跋尾》等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仓颉庙碑
进行研究和探讨，其中《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还提到碑文的保存现状以及当地民众对于古
碑的态度，反映金石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环境
的紧密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关中金石记》中对仓颉
庙碑的保存情况进行详细记载。清代官员
毕沅为保护文物作出重要贡献，他在书中提
到“由于古碑长期受到风沙侵蚀和人为破
坏，碑文已经剥脱严重，仅存二百三十余
字”，这一记录不仅让我们深感文物保护的
紧迫性，也再次凸显仓颉庙碑在金石学领域
的重要地位。 □卜丁

别具一格的别具一格的
西周酒壶西周酒壶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一对筒形直棱纹提梁卣
极具“现代”色彩。这对青铜器大小不一，酷似人
们常用的保温饭盒和暖水瓶。

“这是在竹园沟 13号墓中发现的两件器型独
特的酒器——筒形直棱纹提梁卣。卣是盛酒器，
里面一般盛放的是高级酒。”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讲
解员吕卓艺说，“筒形提梁卣在存世青铜卣中所占
比例很小，纹饰和造型与同时期传统青铜卣的风
格不同，堪称青铜卣中的珍品。”

此卣出自弓鱼国
1974年冬，在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茹家庄村的

一个黄土台塬上，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个土
坑，其中有大量散乱的马骨，还有一些雕刻着精美
花纹的铜疙瘩。根据陕西地区经常发现古墓的经
验来看，村民猜测应该是挖到了古墓，随即向有关
单位报告。这一消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1975年元旦，在村民的协助下，宝鸡市博物馆牵头
组成考古队展开了发掘。实地考察之后，考古人员
初步判断茹家庄这处墓葬的年代可能是西周时期。

经过数月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茹家庄共清
理出两座大型墓葬，其中的陪葬器物丰富且精
美。考古人员根据墓葬的形制规范判断，这应当
是一国国君之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刻有“弓
鱼伯”（弓鱼为弓和鱼组成的合体字，读yú）字样的
铭文，说明墓主人是弓鱼国的一代国君。

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证实，西周时期，周王朝
在宝鸡地区分封有夨、散、井、虢等方国，但没有任
何文献资料提到弓鱼国。史籍失载让考古人员对
发现的弓鱼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在渭河
南岸的竹园沟村、渭河北岸的纸坊头村发现的墓
葬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经过多年考古发掘，考
古人员判断，在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发现的3处
墓葬都是弓鱼国的古墓，发掘成果将弓鱼国的国
君世系呈现在世人面前。

考古人员在竹园沟墓葬发掘的文物最为丰
富，共清理发掘出22座墓葬、3座车马坑。13号墓
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出土文物 14组 216件。筒形
直棱纹提梁卣正是在13号墓中同出的一大一小两
件青铜器。大的带梁高33.3厘米，重3.33千克；小
的带梁高 27厘米，重 1.95千克。两件筒形直棱纹
提梁卣造型装饰完全相同，显然是一次所铸。

“卣里面还有一个配套使用的舀酒器——蝉
纹斗。斗的手柄两折三曲，上面装饰了蝉纹和牛
首。斗的大小和盛酒器成正比，可以把提梁卣里
的酒舀得比较干净。”吕卓艺说。

筒形卣身实罕见
《尚书》中有“以秬鬯二卣”的记载。《诗经》中

记载：“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
田。”据此可知，卣是用来盛秬鬯的。秬鬯是用郁

金香草和黑黍酿造而成的酒，色黄而芬芳，十分珍
贵，只在祭祀或赏赐时用。

青铜卣是商周青铜礼器中重要的盛酒器之
一。目前出土的青铜卣大多是椭圆形，颈部略微
紧束，腹部下垂，也有一部分是方形和直筒形的。
直筒形并不是卣的常见形状，成对出现更为少
见。这一突出特征使得筒形直棱纹提梁卣在存世
青铜器中别具一格。

研究商周青铜器的学者梁彦民认为，筒形卣
是青铜卣中较为特殊的种类，虽然流行时间很短，
发现数量也很少，但筒形卣在商末周初青铜器中
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一般而言，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大多源自陶
器。这种筒形卣在陶器中找不到祖型，西周中期
以后的青铜器中也并未见到筒形卣的踪影。筒形
卣是怎样产生的？

学者们的猜想为窥见筒形卣出现的真相提供
了思路。最早有学者认为，此型卣是以竹筒为原型
发展而来的。根据气候变迁的研究，商周时期的黄
河流域比现在更温暖，竹子生长较为普遍，人们极
有可能将竹筒作为容器。但由于竹筒制器很难保
存下来，筒形卣是否以竹筒为原型发展而来无法得
知。有学者提出另一种可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有用桦树皮卷成筒状容器的习俗，筒形提梁卣可
能是对这种习俗的模仿。当时的宝鸡地区处于游
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叉地带，两种文化的融合与
渗透不可避免，可能会在青铜工艺领域有所反映。

纹饰华丽且疏朗
筒形直棱纹提梁卣造型独特，腹身纹饰很有

特点。
近距离观察这对提梁卣，卣腹以中部的一周

凸起宽条带纹为界，花纹对称展开，依次为直棱
纹、以云雷纹为地的夔凤纹、凸棱纹和素面条带，
体现了对称美。卣的提梁上有宽宽的凹槽，两端
有高浮雕兽头。卣上部的盖面隆起，盖中部有圆
形握手，围绕握手饰一周辐射状的梯形直棱纹。
盖沿同样饰夔凤纹。盖部花纹与腹部的装饰纹带
基本相同、相互呼应。提梁两端的兽头造型又与
盖部、腹部装饰纹带中的多处兽面形象接近，提
梁、卣盖、器身三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甘肃灵台县出土的潶伯铜提梁卣与筒形直棱
纹提梁卣造型相仿。对比器身纹饰，筒形直棱纹
提梁卣多了两周对称的直棱纹，与夔凤纹、兽面纹
组合，疏密有致，增加了青铜器的美感。

研究数字与文化遗产的学者谭鑫刚认为：在
使用价值上，直棱纹作为商周青铜器的一种陪衬
性装饰，目的主要在于填补器身的空白；在特征表
现方面，直棱纹形态较稳定，能够根据具体的青铜
器的需求展开变化，形成更具有艺术价值的纹饰。

除了呈现艺术风格，直棱纹也具有实用价
值。垂直纹路有利于增强水平握举的摩擦力。筒
形直棱纹提梁卣作为盛酒器，加上直棱纹，更方便
古人使用和携带。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陈亮说：“筒形直棱纹
提梁卣造型独特又不失端庄，纹饰华丽又不失简
洁疏朗，对研究商周时期青铜卣形制的发展演变
具有重要意义。” □孙亚婷 师念

筒形直棱纹提梁卣
等级：国家一级文物
年龄：3000多岁
出生时间：西周
出土地：宝鸡市渭滨区
户籍登记时间：1980年
现住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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