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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

迅所用过的物品中，有一个用“大

同 十 一 年 砖 ”制 成 的 砚 台（见 上

图）。据有关人士回忆，这个砚台

当时就常放在鲁迅西三条住所的

“ 老 虎 尾 巴 ”书 房 中 的 书 桌 右 上

方。作为鲁迅收藏、使用的物品，

这个砚台在 1962 年被定为一级文

物。

根据文物档案的记录，这个

用古砖制成的砚台长 21.5 厘米，

宽 17 厘米，高 8 厘米；砖的上、下

方分别嵌有紫檀木的盖和托，砖

的 一 侧 刻 有 文 字“ 大 同 十 一 年

作”，另两侧分别刻有花纹。“大同

十一年”是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

一年，即公元 545 年。

鲁迅在 1918 年 7 月 14 日的日

记中记：“拓大同砖二分（份）。”后

来 ，鲁 迅 又 把 这 个“ 大 同 十 一 年

砖”的拓片收录进他在 1924 年编

辑的《俟堂专文杂集》之中，并在

该书稿的目录中注：“大同十一年

专 已制为砚 商契衡持来 盖

剡中物。”商契衡是鲁迅的学生，

浙江嵊县（今嵊州）人，他知道鲁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把从故

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

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

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文中所

说的“剡”，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一

个县的名称，位置在今浙江嵊州

西南，鲁迅在这里用“剡”来指代

浙江嵊县。另外，有研究者用近

年出版的《古剡汉六朝画像砖》一

书中所收录的刻有“大同十一年

作”的古砖与鲁迅收藏的这个古

砖比对，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

由此也可以确认这个古砖确实是

从浙江嵊县出土的。

除此之外，这个砖砚还有一

番不平凡的经历。

1923 年 7 月 ，鲁 迅 和 周 作 人

失和，并搬出位于八道湾的家，在

砖塔胡同赁屋居住。1924 年 5 月

25 日，鲁迅搬到新买的西三条新

居之中，并在 1924 年 6 月 11 日返

回八道湾的家中准备取出个人的

一些图书和物品，不料却遭到周

作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鲁迅在

当天的日记中有“然终取书、器而

出”的记载，鲁迅当天所带出的少

量图书和物品中，就包括这个“大

同十一年砖”砚。但是，鲁迅当时

收藏的其他古砖都遗留在八道湾

的家中，没有能够带出。

鲁迅后来整理多年所收藏的

古砖拓片，编成《俟堂专文杂集》

一书，并在 1924 年 9 月 21 日夜写

下了《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

颇 锐 意 蒐 集 乡 邦 专 甓 及 拓

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

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

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

徙 以 后 ，忽 遭 寇 劫 ，孑 身 逭

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

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

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

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

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

之敖者手记。”

鲁迅在这篇“题记”中使用了

隐语来写他在返回八道湾家中搬

个人物品时的遭遇：“俟堂”是鲁

迅自取的别号；“寇劫”是指周作

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盗窟”是

指八道湾的周作人的家；“宴之敖

者”是鲁迅的笔名，是指被家中的

日本女人（即周作人的日本籍妻

子羽太信子）逐出的人。据许广

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回忆：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

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 ，游

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

本女人逐出的。’”从这篇“题记”

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周作人夫妇的

愤怒和对遗留在八道湾周作人家

中的 20 多块古砖的痛惜。

鲁迅对这个从“盗库”中携出

的“大同十一年砖”砚颇为珍惜，

一直放在书桌上。从 1924 年 5 月

25 日 移 居 西 三 条 新 居 之 后 ，到

1926 年 8 月 26 日离开北京，他可

能就是用常用的绍兴“金不换”毛

笔，在这个砚台上蘸墨，创作出了

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

和杂文集《华盖集》及《华盖集续

编》中的大部分文章。

离开北平时，鲁迅并没有携

带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砚。幸运

的是，虽然历经战火，这个砖砚被

亲友保存了下来，并在北平解放

后，连同西三条房屋和鲁迅藏书

以及鲁迅个人物品等，一起被许

广平捐献给了国家，目前完好地

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收藏的“大同十一年砖”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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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继山西发现曲沃县北赵墓地

的晋侯墓葬、绛县横水墓地的倗国墓葬之

后，西周考古学史上又一次重大发现——山

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再次轰动了考古界：

这里或许是一个在浩瀚史书中没有留下丝

毫印迹的西周封国——霸国。风格独特的

葬俗、数量惊人的随葬品、精美的漆木器、目

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漆木人俑、填补史籍

记载空白的青铜器铭文以及珍稀的原始瓷

器……掀起了世人探知的欲望——“霸”是

一个国家吗？它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存在

了多久？又何以隐蔽了近 3000年……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呦呦鹿

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试图给出答

案。展览由该馆与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联合主办，180 余件（组）出土文

物，从周礼的视角，辅以文献，叩响了那神

秘的千年回声。

从阙载到发现
历史上，很多失落的文明随着文物的

出土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与“霸”相关

的一切也是如此。

2007 年，因大河口墓地被盗，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并

发现了大量带有“霸”字铭文的青铜器：“霸

伯罍”铭文作“霸伯作宝尊”、“铜豆”有铭文

“霸伯作太庙宝尊彝”等，同时，在一个铜簋

的盖子内面，发现有铭文“霸中作旅彝”。

“中”通“仲”。伯、仲、叔、季，在古时有兄弟

排名之意，故考古队推测，“霸”字应该是这

片土地的国名或族名。

不仅是“霸”字，在出土的青铜器上，考

古队还发现了带有“燕侯旨”的铭文。“燕侯”

是指西周封国燕国国君，当时燕国都城的地

理位置，目前所知位于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

遗址，所以山西大河口地带不可能是燕国的

所在。由于大河口墓地在晋国国都翼城附

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和专家认为，“倗”和

“霸”都不是国家，它们最有可能是文献中记

载的“怀姓九宗”中的两宗，也就是分赐给晋

国始祖唐叔虞的媿姓狄人，甚至也有专家提

出，“倗”和“霸”都是晋国的采邑，即周天子

封赐给晋侯作为世禄的田邑。

对于这些观点，主持此次考古发掘的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谢尧亭并不完全认

同。早在倗国墓葬发掘时，考古队已对“倗

国”的归属进行了研究。从倗国墓葬的个

别大墓在礼制严格的西周使用墓道，大墓

基本都有独立陪葬的车马坑且大多随葬有

丰富的青铜器、玉器，以及青铜器上的铭

文，可知倗国具有相对独立的外交和内政，

并与周王室及其他国家有一定的往来关

系，它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再将

大河口墓地的墓葬形式和随葬品与北赵墓

地、横水墓地进行比对，它不仅也有独立的

车马坑，且有些墓葬的随葬物品数量甚至

超过了晋侯墓，更有原始瓷器、金器等珍稀

的外来品，这都不是一般贵族能拥有和用

以随葬的奢侈品。另外，《史记·晋世家》记

载晋国最初“方百里”，如果把“倗”“霸”作

为晋国的一部分，显然已超出“方百里”的

范围。同时，在大河口墓地可以看到当时

周文化的影响和其独立发展的印迹，这片

区域应该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

事自治权，有着独立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以及宗教信仰。综合以上因素，谢尧亭认

为“霸”和“倗”一样也应是相对独立的国家

的国名。

兴盛于西周早中期，衰落于西周后期，

消亡于春秋早期，霸国存在了 300 余年——

这是大河口考古队综合墓地整体情况得出

的结论。1000 余座墓葬，也说明当时的霸

国应该人口较少、面积方五十里或三十里，

它或许就是西周 1000 多个分封国中的一个

二等小国。

从个体到群体
西周早期，为了维持长治久安，各封国

除了壮大自己的国力外，也很重视与周王

室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在霸国所处的山西

晋南地区，就有 20 余个西周封国，霸国处于

怎样的地位？它与周王室及周边封国的关

系如何？又用什么方式进行交流？这些在

铸有“燕侯旨”铭文的器物等出土文物中或

可寻得蛛丝马迹。

大河口墓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霸伯

墓葬。根据种种迹象，考古队判定霸伯是

霸国的国君。大量的燕侯作器埋藏在霸伯

墓葬中，在考古队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助丧

之器所能解释的，也不可能是分赐、掠夺得

来 的 ，赠 送 的 唯 一 途 径 可 能 就 是 两 国 联

姻 。 展 厅 入 口 处 的 一 件 西 周 早 期“ 青 铜

卣”，在盖内和器底都铸有铭文“燕侯旨作

姑妹宝尊彝”，即燕侯旨给他嫁到霸国的

“姑妹”（小姑姑）专门制作的青铜礼器。燕

侯旨是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奭儿子燕

侯克的儿子或是弟弟，史界尚无定论。从 1
号大墓的年代来判断，谢尧亭认为，似乎

“姑妹”为召公奭的女儿、旨是克的儿子比

较合理。这些器物不但大大丰富了铸有

“燕侯旨”铭文的青铜器，也将霸国和燕国

联系在了一起——燕国公主或许正是嫁给

了霸伯。

除此之外，霸国也与其他国家有密切

的往来：展览的“三足簋”盖内壁和器底铭

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显示出霸

伯与周王室重臣芮公之间通过赐器方式

的往来；“尚盂”铭文“唯三月，王使伯考蔑

尚历……霸伯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宝

盂，孙子子其万年永宝”，还原了周王室对

霸国进行赏赐的场景。同时，存世的一件

“晋侯铜人”敝膝上有铭文“唯五月，淮夷

伐 格 ，晋 侯 搏 戎 ……”研 究 表 明“ 格 ”通

“ 霸 ”，这 说 明 晋 国 与 霸 国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故宫藏的“倗生簋”铭文说了格伯用良

马四匹换取倗生 30 田的故事，显示出霸国

与倗国之间的交往……

可见，霸国不仅与周边封国，甚至与周

王室及远方的诸侯国也有着密切的往来。

在这种交流中，霸国可能在 300 余年的发展

中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霸国与诸侯国

之间的文化关系及霸国的地位也随着考古

研究的推进而渐渐清晰。

从细节到格局
当古老的夏商周在传世文献中留下文

明足迹的同时，其漫长的历史也给今人留

下了太多的未知数。这也许是霸国近 3000
年来从未闯入人们视野的原因所在——或

是因为西周有众多像霸国这样的小国，或

是因为关于霸国的记载在漫长的历史流传

中遗失了。而今，伴随着考古发掘和考古

研究，一些失落已久的历史细节也渐渐呈

现出来。

青铜酒器在西周早期是地位的象征，从

带有“燕侯旨”铭文的青铜酒器出现在霸伯

墓，而非是燕国公主的墓中，可以推断霸伯

的地位要高于其夫人。目前，在大河口墓地

发现的霸伯墓葬有 6 座，其中西周早中期的

1 号大墓中，70 余件青铜礼器以及大量的玉

器、漆木器、原始瓷器等将墓室塞得满满当

当，从这些资源的丰足，可知霸伯地位的显

赫，以及当时这一区域实力的雄厚。

此外，出土的文物还显示出当时这里

等级明确、礼制严格。《礼记·昏义》：“夫礼

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

射乡，此礼之大体也。”霸国人的行为准则、

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都被规范其中。与商

“殉人”的陪葬制度不同，大河口墓地只有

“殉狗”，出土的两件脚踏乌龟的“漆木人

俑”，也体现着霸国有着较为文明的陪葬制

度以及“事死如生”的丧葬原则；雕琢精美

的“三联璜组玉佩”显示出君王对祭礼的恭

敬；各种青铜食器、青铜乐器以及青铜酒

器，则反映了霸国宴饮用乐的精神追求以

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等。同时，墓葬也出土

了一些令人惊叹的器物：“鸟形盉”的发现，

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增加了一种新器形；

墓葬棺盖上铺有 2 万枚象征地位和财富的

中国古代货币——海贝，这在西周墓葬是

第一次发现；“铜人顶盘”可能是中国目前

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灯。

种种遗迹让我们得以窥见霸国曾经的

辉煌及他们励精图治的梦想。其实早在此

前，带“霸”字铭文的青铜器，已见于《殷周

金文集成》等文字著录及晋侯墓地出土的

一件铸有“霸伯作宝尊彝”铭文的铜簋。这

意味着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和有关“霸国”的

考证，为之前在其他各处发现的“霸”器找

到了真正的归宿。

历史潮水滚滚向前。春秋早期，或许

正是在晋献公的大肆扩张中，霸国被其兼

并了。纵然霸国梦没能延续下去，但时隔

近 3000 年后，今人仍可真切地触碰到那段

真实的历史。也正是无数个被探寻、还原

出的历史细节，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

历史格局，丰富并不断更新着我们对于历

史和当下生活的认知。追寻着这些文明的

足迹，身处茫茫宇宙之中的人们，在与古人

超越时空的对话中，当感天地之宽阔、生命

之绵长、人类历史精神文明之丰厚。这或

许就是今天考古发掘、考古研究与学术展

览的意义所在吧。

探寻消逝的古国
——观“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展

本报记者 吴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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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十一年砖”砚侧面拓片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

的唐代“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此件唐

代茶具为 1975 年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

土，由茶盏和盏托组合而成，胎质细密，釉

色青翠，莹润欲滴。

带托茶盏通体高 6.6 厘米，口径 11.8 厘

米 ，足 径 6.6 厘 米 。 茶 盏 为 敞 口 五 曲 荷 花

形，腹部弧形且压印五条棱线，圈足。盏托

四边微微卷起，浅腹，圈足。茶盏与盏托相

结合，宛若一片风中的荷叶托着一朵盛开

的荷花，在清波涟漪的水面上随风飘荡。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陆

龟蒙《秘色越器》诗中始见“越窑”之名，然

越窑是我国古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为广

泛的瓷窑体系，不仅是汉六朝中国南北瓷

业之翘楚，亦为唐代六大名窑之魁首。越

窑是对浙江东北部宁绍一带宋以前瓷窑的

统称，其自东汉创烧成熟瓷器，先后经历三

国西晋之鼎盛期、唐五代之全盛期，至北宋

晚期趋于衰落。现慈溪上林湖区域则是自

唐代开始越窑的中心窑场，唐宋时期朝廷

先后在此设立“贡窑”和“置官监窑”，大量

烧制“秘色瓷”。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的巅峰，代表

了青瓷的最高水平。茶圣陆羽在其《茶经》

中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

次，寿州、洪州次。”唐人更是对越窑青瓷不

吝赞美之词：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

茶》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

《蜀茗词》有“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

来匀”，皮日休《茶瓯》诗句：“邢客与越人，

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瓯因茶而幽深青翠，茶因瓯而飘香绕梁，在

饮茶之风盛行的唐代，类冰似玉的越窑青

瓷与浓郁茶香相得益彰，为唐人品茗增添

了无穷的高雅情趣。

唐代越窑青瓷讲究器形的丰富多变和

线条的柔和匀称，且以概括提炼瓜果花叶

造型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这件“越窑青

瓷荷叶带托茶盏”，其荷叶造型不仅是唐诗

人“越瓯荷叶空”的生动写照，也反映了受

唐代时代风尚和审美情趣影响下的越窑青

瓷崇尚自然、注重生活情趣的时代风格，给

人以自由、舒展、活泼、亲切之感。而其细

腻之胎质、均匀之釉层、浑厚莹润之手感，

亦充分展示了越窑青瓷“如冰类玉”之特

点。从釉色上看，此件茶盏釉色青黄，与法

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兼具青绿和黄绿两种

釉色不谋而合，且同样釉色莹润、色泽光

亮。可以说，“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很

好地诠释了越窑青瓷器形和胎骨“圆似月

魂堕，轻如云魄起”、瓷质和釉色“姿如圭璧，色如烟岚”这一独特的

意境，为越窑青瓷中上品之作。

越窑青瓷不仅在国内深受上层官僚贵族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普遍

喜爱，而且也成为唐五代宋初中国外销的重要商品之一。依托于宁波

这一“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越窑青瓷至迟在东晋时期已随僧侣

商人输往海外，唐代开始大规模输出，晚唐至北宋达到了外销的鼎

盛。1975年，与这件“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大

量的越窑青瓷。经研究，和义路码头以及宁波东门口码头、古江厦码

头都是当时重要的海运码头。在这些码头及码头附近出土的越窑青

瓷，原都是准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国外的产品。

而与之相对应，从目前发现的海外遗存来看，越窑青瓷分布在

太平洋西海岸和印度洋、阿拉伯海沿岸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中世纪的

都城、枢纽港口、贸易集散地遗址，佛教、伊斯兰教的寺院和祭祀遗

址，以及宫殿建筑和贵族墓葬遗址等，形成了朝鲜半岛南部、西南海

岸和东南部，日本九州、京都、奈良，泰国马来半岛东海岸、南部，马

来西亚沿海地区，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

岛及其他岛屿，菲律宾吕宋、棉兰老、巴布延、民都洛、宿务以及和

乐、卡加延苏禄等岛屿，印度沿印度洋海岸，斯里兰卡西北部，巴基

斯坦西南海岸和印度河畔，伊朗沿波斯湾海岸及境内，伊拉克底格

里斯河流域，阿拉伯波斯湾沿岸，阿曼湾，埃及红海沿岸和古都福斯

塔特，苏丹红海沿岸，肯尼亚东南海岸及海域，坦桑尼亚基尔瓦岛等

亚非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庞大的越窑青瓷贸易网络。

可以说，越窑青瓷是我国最早大批量销往海外的贸易陶瓷。随

着越窑青瓷的大量外销，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并影响了他地制瓷

业和制瓷技术的发展。正是由于越窑制瓷技术的无保留传播，朝鲜

半岛的高丽青瓷在短时间内迅速赶上甚至超越越窑青瓷，并一度向

越窑青瓷发源地浙东地区输出。日本的制陶业也

模仿越窑青瓷，名古屋东边的猿投窑烧制的器物

在造型、釉色、纹饰上都与越窑相似。而在 9 世纪

至 10 世纪越窑青瓷大量输入的埃及，也仿越州窑

瓷，到 11 世纪，其仿制的陶器在器形、釉色、刻划

纹饰上与越窑青瓷已经十分相似。

因此，这件“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不仅是

越窑青瓷的珍品，出土于海运码头的它，更是见证

了越窑青瓷扬帆海外的辉煌和中国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历史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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