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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电视节目自播出以来，栏目的同志时常就具体选题和内容找我咨询，他们对
节目认真严谨的作风和诚恳谦逊的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我对《国宝档案》更加关注和在
意。
《国宝档案》播出的内容都是国家级的，有馆藏文物的精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还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
如果按时下收藏热的时髦说法，那都是顶级的“国家收藏”。
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7000年绵延不断、有文字记载的悠久文明史。
先人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历史遗存，它们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巨大财富和宝贵遗
产。
这些宝贵的遗产不仅需要文博界的文物专业人员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研究，更需要广大民众了解它们，
共同来保护和传承。
而长期以来，由于文博领域专业性强，涉及的历史、人文、考古等方面的知识多，因此，广大民众对
这一领域有相当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精神方面的需求在不断提高。
近些年出现的传统文化热、收藏热就是很好的说明。
因此，普及文物知识，引导民众了解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吸取营养，提高民族素质，唤起民众热爱
国宝文物、保护文物的热情，就成为文化建设中十分重要和意义深远的事情。
《国宝档案》利用电视的传播力量在这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
播出后社会各界都给予了积极肯定。
我认为《国宝档案》的最大特点有两个：首先，它讲的内容好，是严格限定在国家确定的，没有争议
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宝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不论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都是国粹精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无与
伦比的。
观众了解它们，可以直接从中看到我们的先人走过的文明发展历程；感受到前人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的辉煌；进而获得我们民族继续发展的营养和力量。
可以说《国宝档案》为观众展示的都是国家的经典收藏，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权威可靠，简单有效地获
得文物知识的渠道。
再就是《国宝档案》介绍国宝内容的方式和风格与众不同。
对广大民众来说，文物、历史、考古这方面的事都是很专业的，与他们距离很远，难以听懂，更难以
引起人们的兴趣。
可《国宝档案》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与它的通俗易懂是分不开的。
看得出《国宝档案》的制作者是用了心思的，是完全从一个普通观众出发，按着观众的兴趣、理解方
式和欣赏角度，而不是完全从专业角度来讲国宝。
它的节目总是围绕与国宝有关的人和事来讲。
或突出国宝的背景知识和传承故事，或就国宝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
这些都是观众感兴趣并容易接受的，而文物的知识、价值、意义等则都融入其中，使观众在听故事中
获得了文物知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宝档案》关注的目光还投向了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有难以计数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被收藏在了世界许多国家。
这是让我们无法忘怀的，广大观众也渴望了解它们，而《国宝档案》在这方面就做了难能可贵的努力
，使观众看到了许多海外收藏的中国珍宝。
今天《国宝档案》又将电视节目的内容汇集成书，相信同样会得到读者的喜爱。
一本《国宝档案》拿在手中，可以仔细阅读，反复查看，更像档案了。
《国宝档案》值得观看，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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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宝档案》栏目每期节目将介绍一个具体的国宝文物，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历代
传世国宝文物，既有受到政府保护收藏在祖国大陆各个博物馆中的，也有收藏于民间被国人精心呵护
的；既有因历史原因东渡海峡存于宝岛台湾的，也有历尽磨难流失海外漂泊他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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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弘扬中华文化担当历史责任序二展示国家瑰宝弘扬中华文化青铜器　司母戊鼎　毛公鼎　大盂鼎
　大克鼎  大禾人面纹方鼎　子龙鼎　王子午鼎　虢季子白盘　散氏盘　莲鹤方壶　蔡侯申铜方壶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四羊方尊　龙虎纹铜尊　妇好鹗尊　何尊　浑源牺尊　错金银云纹铜犀
尊　吴王夫差盉　吴王夫差鉴　越王勾践剑　大晟钟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尊盘　匽侯盂　青铜冰鉴
　云纹铜禁　利簋　偶方彝　人形铜灯　⋯⋯后记　敬畏国宝　敬奉观众国宝归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铜器案-国宝档案-壹>>

章节摘录

插图：2006年4月24日，春日里的北京城风和日丽，北京故宫与往日一样热闹，从四面八方来的游客穿
梭其中。
然而，在故宫的地下库房里，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件即将出门的国宝而忙碌着⋯⋯从北京故宫出发的这
件国宝是一件青铜壶，这是它自从藏北京故宫后第一次出门，也是第一次回自己的老家——河南，在
那里有她的“姐妹”莲鹤方壶。
2006年4月28日，河南博物院为这对姊妹青铜重宝所举办的“国之重宝——莲鹤方壶特别展”开幕了，
人们对这对姊妹青铜重宝充满了好奇之心，纷纷前来参观。
故宫回家省亲的青铜壶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姐妹”——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莲鹤方壶：莲鹤方壶，壶身
为扁方体，结构严密精巧，制作工艺繁缛，集中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
壶盖铸造成莲瓣形，肥硕的花瓣盛开着，双层莲瓣呈怒放式排列，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
在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在昂首振翅，似乎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十
分生动。
仙鹤站立在花瓣中，一花一鸟，一静一动，搭配巧妙。
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似乎正回首反顾，壶体四面各装饰有一只神兽，兽角弯曲，顶端
分叉，肩生双翼，长尾上卷。
圈足下两只虎抬头屈膝。
所有的纹饰既生动又精美，充分体现了当时青铜铸造的高超工艺。
北京故宫收藏的这只方壶与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莲鹤方壶，外表几乎一模一样，纹饰、形态上都相同，
就像一对孪生姐妹，所以也叫莲鹤方壶。
只是在高度上有细微的差别，北京故宫保存的这只方壶高度为125.7厘米，而河南博物院保存的方壶则
高126.5厘米。
两只方壶原本是一对，北京故宫为了区别它们，才将这只方壶又命名为“立鹤方壶”。
壶是中国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
壶、瓠形壶、提梁壶、僧帽壶等等，而方壶主要盛行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这对莲鹤方壶更是其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1923年夏天，河南新郑市李家楼的乡绅李锐家的菜园干旱十分严重，原本绿油油的蔬菜由于干旱而日
见枯萎。
见此情景，李锐心急如焚，这天，他顶着高温，在菜园中转悠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决定打井浇灌
，以解燃眉之急。
他雇了几个人，选了个地方开始挖起来，然而奇怪的是，他们挖了几米深发现，这菜地下面的土质居
然异常坚硬，像打了夯一样。
挖了一天也没挖出水，锄头却碰上了坚硬的东西。
李锐蹲下去小心翼翼地挖了几下，一些青铜器隐隐约约现出了轮廓，他立刻明白了，原来自己家的菜
园下是座古墓啊。
李锐让民工小心翼翼地挖出了几件青铜器，并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声张，随后，挑选了几件保存完好的
青铜器小心翼翼地包起来，打算将他们卖掉。
于是，他开始四处联系买家。
刚刚转手了几件青铜器，李锐挖到古墓的事便在县里传开了。
凑巧的是，当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正在新郑寻访，听说了这一消息后，立刻前往李锐家
，收缴并追回了部分被卖出的器物。
随后，靳云鹗又派工兵对古墓继续挖掘，共出土了100余件青铜器。
然而，其中有些青铜器已经破碎，让人十分心疼。
靳云鹗派人将挖出的青铜器都武装押运到河南省城开封，交给当时的河南古物保管所收藏。
出土的文物运抵开封后，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推荐了两位山东的技师修复破碎的青铜器。
修复一新的文物中有一对青铜壶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大小、形制几乎完全一样，清新独特的造型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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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叹，这就是一对莲鹤方壶。
当时的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鉴定和初步的研究，发现这些青铜器都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文物，十
分珍贵，当时还出版了相关的图录和著作，一时间名声大振，人们将这批青铜器称之为“新郑彝器”
。
河南博物馆建成后，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一批青铜器便在博物馆安家落户了。
就在专家们忙于揭开这批青铜器的身世之谜之际，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
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各地相继沦陷，危急时刻，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河南博物馆将
莲鹤方壶等珍贵馆藏文物分装成箱，由开封南下，运到武汉的法租界内。
然而，没过多久，上海、南京失守，武汉也危在旦夕，于是，这对莲鹤方壶连同其他文物又被转移到
了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铁路中断，交通阻隔，莲鹤方壶姐妹一直滞留在重庆。
1949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计划把河南博物馆的这批文物运到台湾。
然而，由于战局发展迅速，只有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往了台湾，而莲鹤方壶姐妹则幸运地留在了
重庆。
1950年，河南省代表与文化部代表来到重庆，接收了国民党没来得及运走的河南博物馆文物。
文化部的代表挑选了一批青铜器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其中，莲鹤方壶中的一
只被调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另外一只则被运回了老家——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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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国宝档案》电视栏目创办5年来，对于把它的解说词刊印成书我并没有多去想，而是把全部心思都
放在了做好《国宝档案》这个电视品牌上。
作为电视栏目，《国宝档案》闯进了一个让人兴奋，使人崇高，又叫人敬畏的领域。
我一直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仅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内容专业，学问高深；也不仅是因为电视收视率考核的压力；而更是因为，从
一开始面对那些国宝文物，我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朝圣之感。
我暗自告诫自己，必须以一颗虔敬的心来做《国宝档案》。
只有如此，才能不辱先人留下的辉煌遗产，才能不负观众的期待。
这期间，许多观众要求节目能重播，在购买节目光盘时，希望把《国宝档案》也能印成书，使它成为
一本可以时常翻阅的资料和长期保存的档案。
文博学者和同行也时常提此建议。
慢慢地我觉悟，观众希望把《国宝档案》印成书，不仅是对《国宝档案》电视节目的肯定，其实也是
在肯定它作为电视节目以外的价值。
今天，作为书籍的《国宝档案》终于问世了。
在与出版社同仁一起整理文稿的过程中，他们渴望经典，追求精品的出书理念令我萌生敬意；他们对
《国宝档案》出书的纵横分析让我耳目一新，使我对于把《国宝档案》作为书籍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有
了新的认识；这一过程也使我有机会重新回望自己与整个团队为之付出心力的《国宝档案》。
2004年10月4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在没有做任何宣传和预告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推
出了一档新栏目《国宝档案》，很快便受到广泛关注和观众的认可。
最初《国宝档案》是每周5天播出，很快就改成每天播出了。
虽然节目不长，每期只有10分钟，但一年365期节目的制作压力是很大的。
大家只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于节目，待抬头看时，一晃已经5年。
数数播出的节目，已有1500多期，涉及的国宝文物有上千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包括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珍稀的自然遗产。
尤其是那些最能体现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堪称国宝的历史遗存。
其中既有博物馆收藏的国家定级文物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藏于民间被国人精心呵护的珍宝
；既有因历史原因东渡海峡存于宝岛台湾的，也有历尽磨难流失海外漂泊异国他乡的。
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件件旷世珍宝，了解了它们的知识和价值，更看到了国宝传承的世事沧桑和人的命
运。
而这其中的每一件国宝文物既是文明的载体也是历史的见证。
它们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永不枯竭的文明之光。
在历史的传承中每一件国宝都见证了一段历史，每一件国宝的流失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存世至今的
国宝无不历尽了人间沧桑。
这其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产生了无数曲折动人的故事，包容了多少国宝与人物的命运。
这是一座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并长生久视的永续根基，是子孙万代享用不尽的财富宝藏。
《国宝档案》就是站在这样一个先人为我们铸就的圣殿之上，触摸着每一个给我们带来精神慰藉和心
灵震撼的国宝。
《国宝档案》选择在文物领域做文章，虽然，看似这个领域范围狭窄，又很专业、生涩，但是，《国
宝档案》看准的正是，文物承载的不可限量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通过讲文物可以以小见大，从具体文物人手可以讲出一个大的主题。
《国宝档案》节目所要体现的精神价值就来自于每一件国宝文物所蕴含的文明之光。
《国宝档案》追求的是，一切从观众出发，一切为了观众，因此，它既坚持选题内容的高档次和节目
格调的高品位，同时也坚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风格。
拉近节目与观众的距离，拉近观众与文物的距离，做到雅俗共赏，成为《国宝档案》努力的方向。
几年前，当《国宝档案》以新的选题领域和新的节目样式出现的时候，观众惊喜的是，遥远的历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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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离他们是这么近；陌生的文物并不冷僻还很亲切；深藏的国宝竟如此灿烂、令人震撼。
电视业界则有感于，《国宝档案》率先将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选题领域做成了一档每天相见的日常节目
，而独特的选题角度和叙述方式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对节目持之以恒的高标准包装制作几乎成为标准
化生产。
如今用讲故事的方法通俗易懂地面对观众，已经成为共识，类似介绍国宝与文物收藏的电视栏目和节
目已有许许多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宝档案》起了踩路、抛砖的作用。
《国宝档案》在节目叙述方式上的与众不同和独到之处，使它就像一个国宝故事的电视连环画，不是
死板如教科书般地讲述国宝文物的历史和价值，而是强调挖掘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事情，突出表现围
绕国宝所发生的故事、民间传说和曲折动人的传承经历等，把人们不太熟悉的历史知识、专业知识融
入在其中，使其通俗化，让观众看得懂，有兴趣，在生动、形象的故事中了解历史、增长知识。
节目主持人任志宏亲切、沉稳的形象，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节目的节奏和起伏，与节
目风格融为一体，得到了观众的赞许。
尽可能调动电视技术的包装手段强化屏幕效果，是《国宝档案》的另一个特色。
为了充分展示国宝的风貌，节目中使用了大量的二维和三维特技，突出国宝主体的视觉效果，使国宝
文物更赏心悦目。
这种高质量的精细制作可以说在一个10分钟的日播栏目里是罕见的。
这充分体现了《国宝档案》对待观众的真诚和所具有的职业态度。
《国宝档案》的制作者们把文化历史内涵深厚，专业知识极强的选题内容，做成了一个能让广大观众
看得懂又喜欢看的节目，这不能不说是《国宝档案》创意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又是建立在国宝文
物的永恒价值之上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关注《国宝档案》，喜欢《国宝档案》，是因为国宝文物的永恒价值和
永久魅力使然，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对自己祖先流淌至今的血脉与生俱来的渴求使然。
这套书的内容，就是从《国宝档案》已播出的节目中挑选出来汇集而成的。
由于内容涉及的文物种类多，因此出版社从图书出版的角度考虑，尽量按不同的内容分门别类，成为
丛书。
当读者朋友打开这套书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还有更好、更重要的器物或精品应该介绍而没有。
这是因为，或是在电视节目策划和拍摄时，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尚未能拍摄到；或是因为书的篇幅所限
没能选进去。
我想只要节目继续做，书继续出，国宝重器都会有的。
请读者朋友不要把这套《国宝档案》丛书当作教科书来看待。
它的初衷，当然也是电视节目的初衷，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而不是专业的和教科书的角度)来看待、
来理解国宝；只是想换一种说法来讲述国宝；换一种方式来引起人们对国宝文物，乃至历史遗产的关
注和兴趣。
也许读者朋友会觉得有的内容不全面，不严谨。
这是事实。
10分钟长的节目，2000字的篇幅，只能选其一点，不及其余。
但是，对节目的制作和故事的编写，我们始终有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基本史实准确，有依据，有出处
；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情节推理和演绎，以此来讲传说，讲故事。
因此，在追求朴实通俗的表达风格时，难免会有疏漏、有失严谨。
另外，由于电视解说的特点是与画面相互配合的，在许多地方都是有所特指，是看画面来理解，而不
需要过多的解说。
但是这些文字以读物形式来阅读，就会有不连贯的感觉和口语的随意性。
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真诚希望读者朋友予以理解并提出批评。
借此机会，我要向为《国宝档案》栏目付出智慧与辛劳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是他
们为《国宝档案》指点迷津，让我们能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辨识珍宝，是他们拂去了历史的迷雾与尘
埃，让我们得见国宝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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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感谢德高望重的罗哲文老人，虽年事已高，但他对《国宝档案》却有求必应，随时为我们答疑
解惑；此次又专为《国宝档案》题词，殷殷关爱之情令人感动。
《国宝档案》特邀常年顾问，青铜器专家李先登先生和丁孟先生从《国宝档案》创办之日起就在选题
、内容、史实等方面给予具体细致的指导，《国宝档案》的篇章，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我们为此常怀
感激之情。
在撰写和制作《国宝档案》节目时，我们常会查阅、引用专家与学者们的著述或研究成果，在此，也
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还有许许多多给予《国宝档案》帮助的人，在这里虽不能一一列举，但我们会感念不忘。
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国家文物局对《国宝档案》采访拍摄的有力支持。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
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西安
碑林博物馆等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非常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杨瑞雪社长、郭林茂总编辑，感谢责任编辑赵卜慧和张霞，他们为保证
这套书高质量地出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感谢宗沅雅轩书籍设计工作室为本书的装帧设计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努力。
正是大家的努力才使《国宝档案》电视节目的内容变成了纸上的文字，加入到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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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宝档案1:青铜器案》的编者中央电视台知名品牌栏目《国宝档案》讲述国宝曲折动人的故事，提
示国宝鲜为人知的秘密，介绍国宝丰富玄妙的知识，展示国宝撼人魄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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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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