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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三匹马，还真是大有来头。
“三层伫马铜饰牌”是金昌市博物馆馆

藏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金川三角城遗址。

金川三角城遗址位于金川区双湾镇三
角城村，因城呈不规则三角状而得名。该
遗址包括三角城城址、西岗墓群、柴湾岗墓
群、上土沟墓群及蛤蟆墩墓群，保护范围约
430 万平方米。经 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发
掘表明，该遗址属于青铜时代沙井文化类
型，距今2400年—3000年，相当于为西周
晚期至战国时期。该遗址先后发掘清理墓

葬 585 座，出土石器、陶器、铜器、金器、铁
器、卜骨、贝币及毛织品等各类文物 2000
余件。2013 年 3 月，三角城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层伫马铜饰牌作为金昌地区发现最
早的马文物，被盛誉为“金昌第一马”。此
牌镂空浇铸，中间一马与上下层伫马方向
相反，相映成趣。“作为穿缀在皮袍上或腰
带上的装饰品，三层伫马铜饰牌不仅展现
出春秋战国时期沙井文化先民杰出的青铜
铸造工艺，更可见先民们对马的情有独
钟。”金昌市博物馆馆长李勇杰说，今夏，金

昌市博物馆推出抹茶味的“三叠马”文创雪
糕，造型简洁逼真，口感细腻绵长，正契合
夏季游客群体的消费需求，同时也让馆藏
国宝级文物更加深入人心。

作为中原汉王朝重要的养马基地和从
西域引进良马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地区
先后出土诸多“马”文物，这件洋溢着浓郁
的草原青铜文化特色的沙井文化青铜器的
杰出代表——三层伫马铜饰牌，与其他马
文物一同带您穿越古丝绸之路，遥想那些
战场上肆意奔驰的英姿。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荆雯

凉州从两汉开始便盛产葡萄美
酒，《续汉书》云：“扶风孟佗以葡萄酒
一升遗张让，即拜凉州刺史。”这是我
国最早关于葡萄酒的记载。

在磨咀子汉墓中，还发现了铜耳
杯、木耳杯、陶耳杯等各种质地的耳
杯，人们用它们来畅饮凉州葡萄美酒，
在当时已成为风尚。其中陶耳杯虽不
似漆耳杯那般精致，但胜在易于烧制，
所以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到了唐朝，从诸多唐诗中可以看
到当时的酒器材质丰富，既有金、银、
铜等金属器，也有玉、玛瑙、水晶等宝
石器，还有白瓷、素瓷、彩瓷等陶瓷器，
甚至有藤、贝壳等天然材料制作的酒
器。同时，因为盛唐与西域各国的交
流日益加强，也有许多异乡情调的酒
器出现，如角觥、花瓣形杯等，但耳杯
在民间仍然受到人们的极度喜爱。

隋唐时期，凉州葡萄美酒也声名

远扬，香飘四方，武威也成为全国重要
的葡萄酒产地，与唐朝诗歌相结合，酒
文化又有了新的光彩。李白在《春夜
宴从弟桃花园序》里感慨：“浮生若梦，
为欢几何？”他与众兄弟“开琼筵以坐
花，飞羽觞而醉月”，这是多么的豪迈
不羁。

元稹《西凉伎》也说“吾闻昔日西
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
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可见《唐诡2》
中卢凌风苏无名他们在葡萄酒的原产
地用陶耳杯畅饮佳酿，一点也不违和，
非常贴近史实！

只是在出土的唐代酒器中，羽觞
所占比例并不很大。羽觞自东周产生
以来，绵延上千年，至唐代基本走完了
其全部旅程，属于流风余韵，自唐代以
后罕见羽觞这种器形，偶有所出也是
后世仿古之作。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国宝级文物“彩绘夹纻胎漆耳杯”相当精美：双耳镶鎏金铜
悫，实圈足，夹宁胎。杯外以黑漆为地，近口沿处以朱漆绘一圈三角夹圆圈纹。腹外
四侧分别绘四封朱漆凤鸟纹，四周填勾曲线纹。双耳背部绘朱色斜道复线勾曲纹。
耳杯上的凤鸟被简化，整个造型呈“S”形，极具动态、气势以及神秘与虚玄之感。

在热播古装悬疑剧《唐朝诡事录
2-西行》“云鼎醉”单元中，出现了主人
公卢凌风、苏无名一行人在寒州（按地
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应该是以凉州为原
型）的云鼎县畅饮葡萄酒“云鼎红”的
情节，值得玩味的是，他们所用的酒
具，并不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笔下大名
鼎鼎的“夜光杯”，而是用一种带着“耳
朵”便于握取的陶杯饮酒，这种耳杯的
道具是根据什么历史细节还原的，是
否准确呢？

在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国
宝级文物——彩绘夹纻胎漆耳杯，它
正是出土于武威（古凉州）境内的磨咀
子汉墓，恰好能说明这种“耳杯”的历
史源流。

这件漆耳杯的近底座处以针刻半
圈隶书款显示它的来历非凡：“乘与髹
汩画木黄耳一升一六龠绥和元年考工
并造汩工丰护臣彭佐臣□□夫臣孝主
守右忠令臣丰省”，这段文字包含耳杯
的名称、容量、制造年代和官吏、工匠
名字。

可以判断此耳杯制作于西汉绥和
元年（公元前8年）其中“绥和元年”指
的是西汉汉成帝的年号，即为公元前8
年。这类器物只要题有“乘与”和工官
姓名的漆器，便是御用之物，或者是皇

帝的赐品，代表
了西汉漆器的最

高工艺水平。
再 看 这 件 漆

耳杯的器形，杯内满
施朱漆，它的边缘如耳

翘张，别称羽觞，即如鸟振
翅。这种古老的杯形，流行于春秋

战国，秦汉魏晋，是一代贵器，更是一
代雅器。

羽觞，多美妙风雅的名称，它的基
本形制是扁椭圆，弧形壁，浅腹平底，
饼形足或高足，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
月形耳或方形耳。这种形制始于春秋
战国，是由椭杯、舟等演变而来，盛行
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后便很
少见到。其材质有漆木、青铜、金、银、
玉、陶等，其中玉耳杯由诸侯王、列侯
等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使用，漆耳杯
使用者范围较广泛，上至帝王诸侯，下
至一般贵族均可使用。
汉代是漆器的“黄金时代”，漆器耳杯
的生产及制作盛况空前。漆器耳杯作
为饮酒时使用的器具，出现于东周，并
沿用至魏晋。汉代漆耳杯传承了先秦
时期漆器工艺优良的特点，在此基础
上漆耳杯又有所创新，工艺更为精致，
装饰方式除了彩绘、针刻，同时也出现
了鎏金铜饰、扣器及铭文装饰等装饰
工艺，进入了日臻完善、流光溢彩的时
期。

耳杯作为酒器，造型之简、功能之
丰富、蕴意之深，十分顺应魏晋时期的
士人风流，具有简淡自然的艺术审美和
怀古幽思的文化底蕴。另外，耳杯自古
就有久远的文化传统。屈原曾在《楚
辞》中道：“瑶浆蜜勺，实羽觞些”，还有
西汉末班婕妤的《自悼赋》中：“仰视兮
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
羽觞兮消忧。”可看出自古名士就爱使
用耳杯饮酒，应当也是受耳杯造型圆柔
简淡，更能表现风流怀古、黯然神伤情
怀的因素影响。

将羽觞的风雅推到极致的便是王
羲之的名作《兰亭集序》，其有“引以为
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
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之句，
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魏晋风流“曲水流
觞”之雅貌：达官士人，沿河而聚，把酒
迎歌。耳杯置于溪流之中随波漂荡，若
耳杯停滞于某人面前，此人需饮尽杯中
酒，且即兴赋诗，如若做不出诗就罚酒

三杯。
漆耳杯这种酒具除了甘肃省博物

馆收藏的这件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浙
江宁波西南郊西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内
书有“宜酒”字样；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
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内书有“君幸酒”；
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出土的
青铜耳杯，上书有“张端君酒杯”，皆为
耳杯作为酒具的证明。

魏晋期间，受到一些部族迁入中原
地区的文化影响，因此人们的餐饮形式
也得以改变，经由过去的分餐制开始向
合餐制演变。

因耳杯无盖，两侧耳柄的设计使得
耳杯在众人宴席中拿取或传递时都十
分快速、便捷，可享受即拿即饮的酣畅，
满足了爱酒人士在与亲友聚会时的酣
饮之快。

耳杯有风流怀古之觞的说法，是指
人们在选用“觞”饮酒时，还有一层追慕
古人、寄托幽思的意味。

彩绘夹纻胎漆耳杯，汉代最时髦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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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彩绘夹 胎漆耳杯。绘字一

隋唐时期的玛瑙羽
觞（陕西省博物馆藏）。

“三叠马”文创雪糕，冰雪心丝路情
文创雪糕在全国早已蔚然成风，使风景名胜所承载的文化不仅入眼入耳，还能由嘴入心。金昌市博

物馆新近推出的这款“三叠马”文创雪糕，同样不容错过。
这款根据馆藏明星文物三层伫马铜饰牌设计开发的“三叠马文创抹茶雪糕”，三匹马相叠站立，趣味

十足，向游人讲述着作为连接中原和西域东西往来的交通孔道的河西走廊上，马与古人密不可分的关系
及它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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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历非凡

历史悠久

凉州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