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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古文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门类：即以文字为载体的语言文化；诉诸听觉感官的音乐文化
；还有就是诉诸视觉感官的美术文化。
以后出现的一切文化艺术门类，都是这三大门类的延伸、变化、发展与综合。
在人类的前文字时代，遗留给我们上古的神话和传说，经千百年的口头相传、代代加工，虽上古遗风
依稀可辨，但它毕竟不能看做历史的记录。
古代的音乐文化，由于没有记谱的方法，更无录音录像技术，大都已失传。
古代美术作品曾刻画了乐舞场面，为我们间接地保留了古代音乐文化。
而古代乐器的出土，更能使我们推测古代音乐的大致情况。
我们从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推断甚至演绎古代乐舞；从不同类型的铜鼓分布可以判断生活在这些地区
的不同族群。
古代乐器又是一件艺术品，是古代音乐文化与美术文化的交叉。
而美术文化，则是最直观的古代社会的记录，它是用形象书写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
美术考古，成为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主要依据之一。
许多辉煌的古代艺术有它清晰的发展脉络：有它的滥觞期、形成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
中华文明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是血脉不断、高潮迭起、发展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
但也有一些地区性的、少数民族的古代艺术，只见那昙花一现的辉煌。
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其发展的脉络尚不清晰。
如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古滇文化等。
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其灿烂的鼎盛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像云雾中的江河，我们只看见其
中问的一段，而它的源头和结尾，至今还是一个谜。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古滇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特别是1957年在晋宁石寨山出土了“滇王金印”
，证实了古代“滇国”的存在，印证了《史记》、《汉书》中对于“西南夷”的记述，也为我们研究
这批青铜器找到了钥匙与归宿。
滇文物中的古墓葬群，从1955年以来，发掘了近二十处，其中文物数量最大、水平最高的有晋宁石寨
山、江川李家山、昆明官渡羊甫头等墓地。
此外，还有离昆明较远的、历史上不属“古滇国”而被称为“昆明”的滇西祥云大波那墓地及保山、
红河等地区，也有很精彩的青铜器出土。
有专家统计过，云南出土的各类青铜器有一万多件，其中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及各种
装饰工艺品，从器形、工艺上均有独特的风格。
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器物属于云南特有，如贮贝器、扣饰、铜棺、铜鼓
（广西、贵州、越南等地亦有出土）。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器物上那些具有造型艺术特质的雕刻、图饰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
这是古滇青铜器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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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集的拓片，是拓自古滇部分贮贝器与铜鼓上的图饰，与汉代画像石拓片有相似的性质，所以可称为
“古滇青铜器画像拓片”。
拓片来自原物，并在此基础上加工，又近似版画。
从这些拓片上看，古滇艺人已具备高超的平面绘画能力。
古滇国有没有绘画？
没有证据。
但古代艺人的高超的造型和画面构成能力不可能是在青铜重器上练就的，一定有简便易行的工具材料
与方法。
所以我推测，古滇国可能有绘画。
古希腊的绘画没有保存下来，但在陶器上保留着精美的瓶画，人们可以从瓶画中去推想希腊绘画、壁
画。
那么是否也可以从这些拓片中去推想古滇人可能存在的绘画呢？
在青铜贮贝器上，杀人祭祀的图腾柱，在宗庙铜屋饰有蛇纹的梯子，我相信当时确有其物，它体量太
大，不太可能是青铜的。
那么，它会是木雕还是石雕呢？
古滇的造型艺术，应当还有青铜器以外的艺术形式。
    东汉中后期，古滇国衰落了、消失了。
古滇艺术的精神与形式也不复存在。
四川的汉族大量迁徙南下，在滇池地区，出土了像四川及滇东北昭通那样的陶俑，如听琴俑、舞俑、
家畜家禽俑等，风格造型与川俑一样，只是器型小得多。
我怀疑是远途贩运来的，体积小便于运输。
在羊甫头东汉墓出土的铜马、铜狗、铜猪，也完全是四川东汉陶俑的造型。
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古滇王国的那份辉煌消失了。
可喜的是两千多年后，它又重见天日，获得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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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祈年、播种】石寨山铜鼓型贮贝器器身雕刻图饰“初耕仪”、“藉礼”和“亲耕”这一人物
活动的主题及其内容，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考证确定的。
前者，与民族学为参证；后者，与我国先秦经籍记载和历代王朝继承的“籍田”和帝王的“亲耕”礼
仪制度相联系，充分揭示了这一图像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祭仪队列人物四十余人，肩舆“籍车”四部，每部四人负载一女性主祭人，当为王后和“多后”，形
态突出面部年龄特征而逐一递增至最长的老妪，手扶舆边，颈项伛偻。
前后随行者，或持长耒“点种棒”，或负铜锄，或头顶盛满籽种的筐篮。
有巨犬两只形如“藏獒”，高及人肩，颇壮行色；小犬数只，来回于舆车人足之下；上空群鸟低回，
种类繁盛而形态明确可指，有莺、燕、雀、鸥、鹭、布谷和鹞鹰等等。
画面充满吉庆祥和的象征意义。
莺歌燕舞，百鸟翔集低回。
雕铸师匠精心安排了往不同方向飞翔的、形态各异的各种鸟类。
可谓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巨犬身后头顶籽种、肩荷农具的三位妇女，其农具——尖叶型铜锄的弯柄装置方式，为我们订正了原
识别其刃部为铜锄的误差；圆柄的长耒，早见于新石器时代。
我国很多地区的考古发现： “尖状器”在民族学中，更多地被称为“点种棒”，在此器具手持部位的
上端，镂出空腔，装入陶丸，于点种时上下戳土时发出音响，使“初耕仪”的活动更具礼仪的性质。
这一农业耕种仪式，以妇女为主，充分反映了妇女在农耕起源和早期社会组织中的重要和首要的地位
。
“多后”见于商史的资料，“后宫藏种”和“王后供种”见于先秦文献记载，“春播”和“初耕仪”
为民族学提供了比较范式。
这些，都为我们识读这一滇人社会礼仪活动主题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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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滇青铜器画像拓片集》是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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