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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北郊，坐落着大大小小十

几座皇家园林和王公大臣的赐园，它们

构成了北京西北郊蔚为壮观的园林风

景群，这是世界园林建筑史上里程碑式

的奇迹。其中一座名叫“清漪园”、后更

名为“颐和园”的地方，是我的家。

我，一头铜牛，“出生”于清乾隆二

十年（1755 年），至今已有 266 岁，从

“出生”起就卧伏于颐和园廓如亭北、

昆明湖东堤、十七孔桥东端的雕花石

座上，历史跌宕起伏，而我历久弥坚，

成为中国古代青铜铸造艺术和水利文

化的重要物证。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颐和园这个

地方呢？这得从颐和园的前身——清

漪园建园时说起了……

清漪园的“清漪”二字，出自《诗

经》：“河水清且涟漪”。清漪园建园目

的之一就是兴修水利，将三山五园地

区泉眼、水源来路摸清楚，运用引水工

程将玉泉山、香山等地水源汇聚到昆

明湖。元代时，昆明湖这块儿是水草

丰美的低地。可是到了后期，淤泥增

多，湖水变少。乾隆时期，将瓮山泊

（昆明湖前身）面积扩大两倍，深度挖

深了两倍，蓄水量比原来大了很多，改

建的人工水库来满足包括通州大运河

漕运在内的整个京城用水的需要。

传说大禹治水时，每竣工一处，就

铸造一只铁牛沉入水底，好让水不扬波，

河道永固。唐朝以后，镇水神牛开始放

置在堤岸边。而我就是乾隆皇帝仿效

大禹治水时铸铁牛镇水的典故而造，表

达了他对昆明湖水利功能的高度重视。

我的背上铸有篆文乾隆帝御笔

《金牛铭》，寄托了当时人们对远离水

灾的美好愿望。

我在昆明湖东岸朝着西北方向眺

望，像是在守望着什么，而西岸是皇家

进行蚕织之事的场所。于是不少人赋

予了我们“牛郎织女”的传说。其实，

乾隆皇帝当时这样安排布置耕织图和

我的位置，初衷并没有寓意牛郎织女

的想法，后来一再被大臣们穿凿附会，

于是自己也就认了。

乾隆四十八年作御制诗《登舟

溯游玉河沿途杂咏》中提道：镇水铜

牛铸东岸，养蚕茅舍列西涯。昆明

汉记不期合，课织重农要欲佳。

我身高 1.14 米，

体长 1.75 米，身

宽 0.84 米，是由

青铜铸造的。从

铁牛变铜牛，

这与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乾隆时期

赶上经济繁荣，铸造工艺发展，于是本

来可以做铜钱的铜用来铸造了我。

别看我是铜铸的，但是我的体态

与真牛一样，栩栩如生。当时，我的西

侧是浩浩荡荡一池碧波，东侧不远处

就是畅春园，而畅春园、清漪园之间是

大片稻田。

牛在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中是重

要的生产工具，老百姓对我们的感情非

常深厚。自从人类发明了照相机，人们

便争相与我合影。颐和园工作人员为

了更好地保护我，将我周围围上了围

栏，还开发了以我为原型的文创产品，

让我走进更多人生活里，常伴左右。

■ 记者 徐稚迪 罗鑫 杨淑君

虎与牛，这对自然界中的猛兽

与猎物，却在一件有近3000年历史

的文物上“和谐相处”。在陕西历史

博物馆，西周晚期青铜器牛尊以牛

之口舌为流，其身立一“萌”虎为盖，

既庄重大气又意趣盎然。

这件牛尊1967年出土于陕西

省宝鸡市。宝鸡是周文化的发祥

地，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

先祖之一的古公亶父率族人迁徙到

岐山下的周原，建立了周王朝早期

的国家组织。这件文物正发现于宝

鸡市岐山县贺家村的一个窖藏坑

中，这一区域也是周原遗址的中心。

牛尊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

腹深10.7厘米。整体形象为一头身

躯浑圆壮实、四足粗壮有力的牛。古

人在设计这件牛尊时构思精巧：牛嘴

微张，轻吐舌头，这里正是青铜尊的

倒酒处——流。牛尾弯曲下垂，末端

与牛身相连，便成了尊的把手。

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

主任贺达炘介绍，我国对青铜器的

制造与使用始于4000多年前，兴盛

于商代及西周时期。不同时期的青

铜器有着鲜明的装饰风格，比如商

代青铜器纹饰通常狞厉而神秘。通

观这件西周晚期的作品，牛身腹背

及足部满饰华美流畅的云纹和夔龙

纹，以庄重大气的艺术美感见长。

从牛角形状及牛的体态判断，这可

能是一头水牛。

最为别致的是牛尊的器盖，牛

背上开一方口为盖，盖钮为一立虎，

盖与牛背以环钮相连，可随意开启

而不脱落。细看这只老虎，身体微

躬、立耳垂尾，身上疏疏落落刻着几

道斑纹。小老虎“萌”态可掬的样

子，又为这件文物增加了不少趣味。

老虎为什么会站在牛身上呢？

贺达炘说，在青铜器中，动物造型的

尊并不鲜见，这是因为在我国历史

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动物被认为

是人与神灵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

因而常作为祭品进行献祭，一些部

族还会将虎、鸟、象等动物作为图

腾。这件器物上牛与虎的组合，可

能代表着部族间的联合，也可能具

有特别的巫术含义，其具体含义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来发现。

在我国，人与牛的渊源可以上溯

至数千年前。自史前的岩画与彩陶

开始，我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遗

存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牛的形象。

从史前捕食野牛，到驯化饲养，再到

将牛作为财产象征之一和以牛为农

耕文化的主要生产工具，牛一直在

人类社会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贺达炘说，从古至今，牛的实用

功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今天当人们

提到牛时，更多会联想到吃苦耐劳

的品质和甘于奉献的精神。牛的功

能与意象之变，正是人类从为了生

存而征服自然，再到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见证。■ 记者 杨一苗 侯大明

那一年，孔忠良还是个淘气的少

年。他没想到，从水渠边泥窝窝里抠

出来的一块“白石头”，竟是件稀世国

宝——西汉皇后之玺。

这一幕发生在53年前。

1968年，孔忠良13岁，住在陕西

省咸阳市韩家湾村。那时的孔忠良，

总心心念念着他的“宝库”——离家不

远的一段水渠。每天放学后，他都会

来到水渠边，拣泡钉子和铜麻钱，这些

东西可以给家里换些零用钱。

9月的一天，放学后，孔忠良又来

到“宝库”里拾宝，无意间瞥见水渠边

的一块石头，“白的，跟大拇指长短差

不多，方不方，圆不圆，陷在淤泥里。”

孔忠良回忆道。他用力从污泥中抠出

这块“白石头”，抹掉污迹，看到上面刻

了字，还蜷卧着一个动物。

这块“白石头”，随后被孔忠良的

父亲孔祥发带往西安，转交给文物部

门。经专家鉴定，这是刻有四字篆书

“皇后之玺”的皇后印玺，距今已有

2000多年历史。

2.8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重33

克，皇后之玺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

成，玉色纯净润泽，玺钮为高浮雕的螭

虎形。玺台四侧面呈平齐的长方形，

刻有长方形阴线框，其内雕琢出四个

互相颠倒并勾连的卷云纹。

“这枚玉玺是证明皇后制度的最

早文物，也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两汉时

期等级最高、且是唯一的一枚帝后玉

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

贺达炘说。

据《汉宫旧仪》记载：“皇后玉玺，

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贺达

炘说：“白玉、螭虎，这些都高度吻合汉

朝文献中帝后用玺要求。而篆书‘皇

后之玺’四字，方正、规范、匀正、充实，

是典型的汉代篆书特征，对后期产生

了深刻影响。同时文字留白布局合

理，堪称引领了后代的印章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这枚玉玺是同时

代印章中属于礼制最高、体积最大

的。贺达炘告诉记者：“西汉时期没

有纸张，印章是被用在封泥上，作为

竹简等文件的封印标记，所以相较于

后世纸张用印，它的尺寸要小一些。”

那么，这枚玉玺又属于西汉哪位

皇后？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观点认

为这枚印章是汉高祖皇后吕后所有。

当时孔忠良捡到印章的地点位于汉高

祖刘邦长陵西边，离吕后陵墓的封土

也很近，就是有力的证明。

如今，皇后之玺是陕西历史博物

馆的一件镇馆之宝。2010年，博物馆

还给孔忠良颁发了证书。

时过境迁，当年捡到印章的少年

孔忠良如今已过花甲之年，想起半个

多世纪前的捐赠往事，他乐呵呵地笑

了：“咱就是个农民，实诚是根本。捡

到了宝贝不交给国家交给谁！”

■ 记者 韩啸 杨一苗

埃及考古学家与医学专家17日

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距今约

3600年的古埃及第十七王朝法老塞

格嫩拉应是在与希克索斯人的战斗中

被杀害，其头部伤痕曾被木乃伊制作

者巧妙隐藏。

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与开罗大

学医学院教授萨哈尔·萨利姆17日发

表在期刊《医学前沿》上的研究成果显

示，通过对木乃伊进行CT扫描并重建

二维、三维图像，这两位学者发现，塞

格嫩拉双手变形，头部伤痕被木乃伊

制作者隐藏在一种防腐材料下，这些

伤痕与埃及国家博物馆现存的希克索

斯人使用的斧头、匕首等相吻合。

研究认为，塞格嫩拉可能是在战场

上被俘，双手被反绑后，被希克索斯人

从不同角度多次击打头部致死。研究

表明，塞格嫩拉死亡时应为40岁左右。

塞格嫩拉生活在公元前16世纪。

他的木乃伊于1881年被发现，发现时

保存状态较差。20世纪60年代，研究

人员对其进行了X射线检查，发现他头

部曾遭重创。关于他的死因有不同假

说，包括在与希克索斯人的战斗中被杀

以及在寝殿中休息时被暗杀等。

哈瓦斯表示，CT扫描技术可以更

加安全、无创地研究木乃伊，更精准地

判断死亡年龄及死因。

■ 记者 吴丹妮 马尔瓦·叶海亚

这只水牛不怕虎

皇后之玺：泥窝窝里抠出的国宝

研究揭示3600年前古埃及一法老确切死因

听，颐和园铜牛说……

■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