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种台——何尊

北京冬奥会仪式火种台的设计灵
感来源于传统青铜礼器“何尊”，以

“承天载物”为理念，采用了尊的曲线
造型，纹路由下而上自祥云渐变为雪
花，象征着北京“双奥之城”的精神
传承。

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
贾村塬，现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
物。何尊通高 39 厘米，口径 28.6 厘
米，重14.6公斤。它形似一个喇叭状
的花瓶，通体四道扉棱。上部以芭蕉叶
和蛇纹点缀，腹部是高浮雕的饕餮纹，
下部为浅浮雕的兽面纹，以云雷纹填

底，采用高浮雕、浅浮雕相结合的手
法，疏密有致，凝重而富有变化。

尊是古代的盛酒器，“何”是器物
的主人，何尊就是西周早期一个名为

“何”的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距今已
有约3000年的历史。何尊最为著名的
就是底部铭文，共 12 行、122 个字，
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或曰迁都、相宅）
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
动。其中，“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

“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意为定
都天下之中以统治万民，引用自周武王
克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
是周天子对“何”的训诰。

近日，“何以中国——中华古代文
明暨国家宝藏文物特展”即将在故宫文
华殿开展，作为展览主题的点睛之笔，
何尊届时也将“进宫”过年，和冬奥火
种台一同在北京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
魅力。

火种灯——长信宫灯

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火种灯的创
意源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
宫灯。

1968年，解放军在河北省满城县
（今满城区）陵山进行国防施工时，意
外炸开了一座墓葬，时任中科院院长郭
沫若负责发掘工作。现场考古专家经过
研究，断定墓主人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
第一代王——靖王刘胜。郭沫若依据奇

特地貌推测刘胜墓北边还有一座墓葬，经
过考古工作者挖掘和研究，断定是刘胜之
妻窦绾墓。

长信宫灯就发现于窦绾墓，现收藏于
河北博物院。宫灯通高48厘米，重15.85
公斤，为铜制通体鎏金，灯体中空，外形
是一宫女跪地执灯。宫灯铭文“长信尚
浴”说明了这盏灯曾在长信宫的浴室中使
用，便由此得名。

长信宫灯最绝妙的设计便是它蕴含的
环保理念。由于古代灯具常用动物油脂作
为燃料，燃烧时形成的烟尘弥漫扩散，会
散发出刺鼻的气味。长信宫灯在使用时，
呛鼻的烟尘能够随着热空气的推动徐徐上
升，沿宫女的袖管不断进入中空的灯体

内，逐渐冷却后形成烟灰，可避免室内空
气污染。

“长信”，意为永恒的信念，代表人
们对光明和希望的向往，也是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契
合。同时，火种灯采用了环保设计，与
2200 年前的长信宫灯隔空对话，也正是

“绿色办奥”理念的体现。

奖牌——同心玉璧和天文图

同心圆纹玉璧于1983年在广州越秀
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墓主人是西汉南越
国第二代王赵眜，距今约2100年，是全
墓中发现的71件玉璧之一。

据了解，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可分为素
面玉璧、分区玉璧、镂雕玉璧和出廓玉璧
等。冬奥奖牌参考的“同心圆玉璧”是分
区玉璧中的三区玉璧，即玉璧壁面以三个
同心圆分为三区，纹饰最为繁复精美，级
别也是最高，仅出土5件，在同时期的汉
墓中极为罕见。而冬奥奖牌的同心圆共设
五环，意为“五环同心，同心归圆”。

在冬奥组委公布的材料中，冬奥会奖
牌设计参考的玉璧考古编号为D54，出自
墓主棺室棺椁头箱内，外径 28.1 厘米，
内径 5.2 厘米，厚 0.6~0.8 厘米，是已知
汉代玉璧中最大的一枚。壁面内区阴刻三
组龙纹，中区为涡纹饰，外区为六组龙
纹。这枚玉璧为青玉材质，是国家一级文
物，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奖牌背面镶刻的同心圆环及24个点
则取意古代天文图，据设计团队透露，其
设计灵感来自战国末年《周脾算经》中的

“七衡六间图”，该图主要用来描述太阳周
年视运动规律和节气变化间的关系。

与奖牌上的5个圆不同，“七衡六间
图”上有 7 个间隔等分的同心圆，每一
圆为一“衡”，衡与衡之间称为“间”，
每一衡表示一年内太阳在不同时期的运
行轨道。

北京冬奥会的奖牌采用玉璧作为设计
素材，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
文化内涵，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人们凝
聚在一起，而融入古代天文图则象征着冬
奥运动员们如群星般璀璨，体现了天下同
心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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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
在即。日前，记者随北京市文
旅局走进北京冬奥村，在广场
区的“文化中国”展厅看到了
与冬奥会相关的非遗、文创产
品。其中，火种台、火种灯及
奖牌的设计理念颇受关注，它
们源自几件国宝级的文物藏
品，吸引大家纷纷驻足详细了
解。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BAOZANGWUYU

冬奥中的宝藏文物
本报记者 李冰洁

清乾隆款蓝玻璃戗金花卉纹烛台

阿昌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
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主要分布在云南
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此外，在潞
西、盈江、瑞丽和保山地区也有少量分
布。阿昌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
民族的文字，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傣文和
汉文。

阿昌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阿露窝罗
节、火把节、浇花水节等。阿露窝罗节
是将纪念阿昌族始祖遮帕麻和遮米麻为
民除害、造福人类举行的窝罗节与户
撒、腊撒地区庆祝丰收的会街节合并而
成的节日，在每年的3月20日举行。在阿
露窝罗节的大型庆祝场所会立起节日标
志的大型牌坊，顶端架着弓箭，两个牌坊
柱上绘有青龙，在两个牌坊中间立一白
象。节日期间，阿昌族要舞狮舞象，跳着
阿露窝罗举行祭祀活动表示纪念，还要
举行刀舞、拳术、棍术、对歌以及各种比
赛活动。

火把节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
举行，节日里要宰杀牛和猪作为祭品祭
祀，大家一起分享制作的火烧猪肉拌米
线，入夜后众人点燃火把在村寨附近活
动。浇花水节是户撒和腊撒地区阿昌族
人举行的节日，是属于青年男女的节
日，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举行。不同
寨子的年轻男女们用新盆盛水，互相泼
浇，对唱情歌，表达爱慕之情。

阿昌族分布的地区属于亚热带高原
湿润季风气候，一年中干湿季分明，雨
量充沛，加之河谷地区土壤肥沃，适宜
农作物生长。阿昌族主要从事农业生
产，以种植水稻而闻名。在饮食上，阿
昌族的主食以大米为主，生活在山区的

阿昌族主食有玉米、荞子和薯类等，阿
昌族也常以用大米磨成的粉制作而成的
饵丝和米线为主食，热水烫过后捞出配
料即可食用，十分方便。阿昌族的肉食
以猪肉和牛肉为主，火烧猪肉是阿昌族
独具特色的美食，将活猪宰杀后放在火
坑上烤，直至猪皮焦黄，猪肉半生不
熟，连皮带肉切下，蘸上用醋、姜、
蒜、辣椒等调成的配料食用。蔬菜的种
类较为丰富，有黄瓜、南瓜、西红柿、
丝瓜等。阿昌族喜欢吃酸食，多吃酸笋
和酸菜。阿昌族喜欢饮酒，多数人家会
自酿米酒。

阿昌族多居住在坝区和山区，传统
的住房为三合或四合院样式，以三合一
照壁的形式居多。通常是由正房、两纵厢
房和一个照壁组成，房屋建筑多为土木

结构的瓦房或砖木结构的瓦房。木头是阿
昌族建造房屋的重要材料，屋架和屋壁都
为木制。正房一般有三间，正房中间为堂
屋，设有神龛和火塘，是全家人吃饭、取暖、
议事、会客的场所。左右两间，多为长辈和
已婚子女的卧室。左右的厢房均分隔成两
间，楼上多存放粮食或堆放杂物，也可作为
未婚子女的卧室或是客房，楼下作为畜栏
或用来存放农具。阿昌族制作的铁器极负
盛名，以“户撒刀”（又称阿昌刀）著称
于世。

阿昌族的服饰主要可以分为梁河服饰
和户撒服饰两种。阿昌族男子服饰各地差
异不大，上身多穿蓝色、白色或黑色的对
襟上衣，纽扣由布疙瘩结成，下身穿宽大
的黑色直裆长裤，裤脚宽大，头缠包头。
从男子包头的颜色上可以看出是否已婚，
未婚男子多打白色包头，婚后改为黑色包
头。阿昌族青年在包头布一端留有约40
厘米长的穗头垂于脑后，戴有耳环。男子
外出或是参加活动时，多斜背一个“筒
帕”（挎包），腰间挎一把阿昌刀。

阿昌族女子的服饰可以分为未婚服饰
和已婚服饰。梁河地区的未婚女子要将头
发缠上彩色毛线编成一根粗长的辫子盘在
头上，并在盘辫右侧插上一束彩色绒线球
做成的蚂蚱花作为装饰。多穿彩色对襟上
衣，下身着长裤，腰间围有黑色的围腰。
已婚妇女头上多缠有用黑色棉布包成的高
包头，高度可达半米多，上身穿浅色对襟
衣，下身穿织有红、黄、蓝、绿等色菱形
纹饰的黑地筒裙，腰间系有宽腰带，并系
有黑色围腰，腰两侧垂有绣花腰带头和彩
色的毛绒球。梁河地区阿昌族妇女的特色
服饰有“挂膀”和“剪花衣”。“挂膀”是

用黑色棉布制成的坎肩式对襟小罩衣，其
上钉有银牌扣，外挂银链、三须、灰盒、
针筒、小鱼、叉子、耳勺、戳头棍等银
饰。“剪花衣”，为深色毛质地，长袖、无
领、对襟，上面钉有圆形铜扣，在前襟和
衣服四周有用各种颜色的三角形或方形布
片镶缝成的几何图案。户撒地区未婚少女
将辫子盘于头上，再缠上蓝黑色的包头，包
头布一端有流苏，垂于肩部，包头上还有绒
球和银花等装饰。身穿黑色高领对襟上衣，
颈部挂有银项圈，胸前佩戴有银链，腰间系
有红绳和珠串，并佩戴短腰刀，下身穿黑色
长裤，并套有红绿色的腿套。已婚妇女头上
多缠青黑色的包头。上身多穿蓝色或黑色
的对襟上衣，以银币作纽扣，胸前佩戴各种
银质饰品，喜欢在肩上披一件织花披巾，下
身穿宽大的长裤。每逢外出赶集、喜庆的节
日或做客，妇女们都要精心打扮一番。她们
取出平日珍藏的各种首饰，戴上银质大耳
环、各色花纹的银手镯，挂上银项圈，在胸
前的纽扣上和腰间系挂上多条长银链。妇
女们神采飞扬，全身上下因为有一串串银
饰品的装饰而闪闪发光，风采万千。

早期阿昌族妇女在婚礼拜堂和年老去
世入棺时，有一特定风俗，都要穿一件

“剪花衣”，前者表示夫妻白头偕老、生死
不离，后者被认为到阴间可以和亲人相
会。这种衣服的特点是，深色毛质地，长袖
无领对襟，钉圆铜扣，前襟和衣服四周，均
用红、黄、绿、白汁液的花根，舂碎，熬成水，
染成彩色布片，做成方形或三角形布片，镶
缝成几何形图案，中间还夹杂着刺绣花纹
图案，交相错杂拼缝成衣，酷似一只色彩斑
斓的彩蝶。这种衣服古朴厚实，做工繁琐，
常常是几人合作才能完成。

在阿昌族山寨里，青年男女都喜欢在
包头上插饰一朵朵鲜花。喜欢用花作饰是
阿昌族服饰的特点之一，无论男女都喜欢
在头上、胸前、腰部、小腿等处缀饰鲜花或
毛绒线花。这朵朵鲜花，不仅美观，而且他
们还视之为品行正直、心灵纯洁的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阿昌族服饰之美
王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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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奥会奖牌正面背面

D54同心圆纹玉璧 七衡六间图

本报讯（记者 付裕）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西汉青铜雁形尊等珍
贵文物，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江天万里——长江文化展”中展览，这只青铜雁形尊为一只伏卧的大
雁，长颈高昂，雁头微垂，展现着优美的线条和怡然的神情。与之同时
展出的，还有《乾隆十六年南巡各地详图》《滇南盐井图》等古代绘画
作品。

此次展览分为“横穿万古岁月流”“文明传承绵延长”“千年文脉润
古今”“黄金水道通九州”“大江安澜丰碑立”等部分。其中，“横穿万
古岁月流”部分包括“长江之源”“长江万里”两个单元，主要讲述几
千年来人们对长江源的认识和探索，用《长江图》《长江万里图》《长江
图册》等古代绘画作品展现长江万里东流的气势。

“文明传承绵延长”部分分为“文明起源”“灿若群星”“兼收并
蓄”“偏安江南”“重心南移”“誉满天下”和“近代先声”等单元，较
为全面地展示了长江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千年文脉润古
今”部分则讲述了长江的风流人物、文化艺术、书院书楼、古镇民居以
及大自然赋予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风景。

“黄金水道通九州”部分讲述了长江对整个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旧中国的长江航业沧桑历
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长江航运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大江安澜
丰碑立”部分讲述了长江的水患及治理，三峡工程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以及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历史起点上，长江大保护的
成就与展望。

据了解，《长江图》《长江万里图》《乾隆十六年南巡各地详图》
《滇南盐井图》等多件文物为近年来首次对公众展出。

长江文化展览呈现“江天万里”动人故事

清乾隆款蓝玻璃戗金花卉纹烛台通高28.5厘米，盘径6厘米。故宫
博物院藏。

这件烛 台 由 海 蓝 色 涅 玻 璃 模 制 而 成 ， 上 有 铜 扦 ， 下 为 大 小
两个撇口浅盘，中有立柱， 并 覆 碗 式 高 足 等 部 分 组 合 ， 其 器 表
阴 刻 缠 枝 花 卉 和 卷 草纹，纹内戗金，华美精致。

此烛台颜色深沉美观，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采用了髹漆工艺中的
戗金技法，高足上饰弦纹，弦纹之上阴刻填金横行楷书“乾隆年制”四
字款。

阿昌族

▲陶摇
钱树座 （重
庆市文物考
古 研 究 院
藏）

▲青铜
雁形尊 （重
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