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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建群 王捷 文图

在运城博物馆，除了远古时代的
石器，文明时期的陶器、瓷器常常会
让人眼前一亮。就像我们眼前的这座
三彩女舞俑，她并不是很高大，静静
地站立于展柜中，却一下子吸引了我
们的眼球，这缘于她那种淡定超然的
神态，一副爱咋咋地，无所谓的超然，
有一种河东女人不动声色的沉静。

扫舞俑下边的二维码，出来这样
一段文字：仕女作起舞状，服饰色彩
鲜艳，腰部经过粘接处理。丰腴的面
颊，秀丽的口、鼻、眉眼，嘴角微微内
陷，既有笑意，又不溢于外表。着绿、
白、黄三彩长袖衫，下穿赭黄色束腰
长裙，面向左上方微侧，右臂温柔弯
曲上举，左臂下垂撩裙，腰肢向右侧
轻扭，左腿伸直。这段话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舞蹈着的仕女像。

感觉文物背后绝不仅有这一段
文字，联系了河东博物馆原馆长杨明
珠先生，他看了仕女图片后说，这是
出土文物。古人之所以把女舞俑作
为陪葬品，是因为他们希望，在另一
个世界依然有好看的舞蹈可以娱乐
逍遥。古人相信，地下世界与地上世
界一样，有蛾眉婉转，歌舞升平。

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邹冬珍
女士曾经参与馆内陈列。她说，因为
这个舞俑腰肢纤细，所以陈列时初定
年代为宋，后来有外边专家又根据仕
女的脸庞、服饰、色彩等其他元素，判

断说应该是唐代的。关于这个仕女
的产地，邹老师查找后告诉我们，它
原来是河津市博物馆的藏品。

因为出自河津，于是想到了固镇
宋金瓷窑。如果判断仕女是唐代出品，
可以想象，如果它不是河津先民从唐
三彩产地洛阳、西安等地买来的，河津
当地当年应该也有类似的烧造地。

联系到河津吕氏灰陶琉璃制作
工艺传人吕鹏程。他看过图片后说，
从建筑琉璃的角度看，琉璃产品在明
清是鼎盛时期，唐宋元时期的风格都
相对简约，明清时代才开始丰富，花
样繁复。从仕女简洁的服饰看，感觉
这个女舞俑大概率属于唐代。

眼前的舞俑女子，头梳双髻，像树
枝的枝丫，正是易中天先生所讲的丫
头。发型透露了她的年龄，她还很小，
表情却看上去多了份成熟。她身穿一
件洒满白、赭黄、绿点的绸缎服装，领
口较大，正是唐人的那种浪漫与奔放。
虽然脸庞丰腴，但是腰肢纤细，与她的
年龄刚好吻合。下身的裙装，色泽与上
衣花点中的赭黄相同。她的脚上穿着
一双鞋尖上镶着大花瓣的鞋子，与舞
台上丫鬟穿的绣鞋相似，但那花瓣偏
大，更吸引人一些。

河东有谚语云：好人要好面，好
鞋遮一半。仕女脚上这双拉风的鞋，
为她增加了几分妩媚，她，是经过精
心修饰，才走上舞台献艺的。

虽然是在跳舞，她的上衣袖子看
上去却并不宽大，与晋祠里的宋代仕

女服装不同。晋祠里的仕女们都是
宽大的袖子，显得颇为雍容。

仕女的右手舞袖高举在头顶，左
手垂在身侧，她的眼神望向远方，眼
睛因为一个略大，一个略小，显得更
加真实。她的眉毛不像晋祠仕女的弯
眉，而是比较浓的蛾眉，让她丰满的
脸上多了几分立体感。她的脸庞是鹅
蛋形的，饱满中透着富足和幸福。她
似笑非笑，若有所思，挺直而饱满的
鼻梁与鼻翼，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端
庄的姑娘。她的表情沉稳平静，并没
有舞者脸上常有的笑意盈盈。从她的
眼神中，似乎还能读到向往。她向往
有一天会遇良人，牵手一生。

唐宋年间，人们的关注已经从神
性转至人性，各种雕塑作品中，用更
多的细节，表达了人性的丰富和美
好。烟火人间的喜怒哀乐，通过匠人
们的手，呈现于各种艺术品中。观者
通过欣赏艺术品，总能找到共情的部
分。人们在缔造一个艺术的世界，其
实也在呈现一个活泼的人世间。也
许，每一个观众都能从艺术品中，看
到自己，看到别人，看到一个时代的
表情和心情。

相信，制作这个女舞俑的匠人一
定有一个模特儿，就在他的眼前或者
心中。一千年了，她定格于这个舞蹈
造型，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样的境遇，
当下，且先伴着音乐，舞动袖子，笑看
人间一切。此时此刻，心无旁骛，你
便是幸福。

三彩女舞俑：且舞长袖向人间

□记者 杨洋 文图

在运城博物馆的静谧空间里，时
光仿佛凝固成了一首悠长的诗，而东
庄彩陶盆，便是这首诗中最温柔的篇
章。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穿越了六
千年的风尘，以一抹不灭的彩韵，诉说
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怀。

东庄遗址位于芮城县境内，是运
城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
一。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黄河中游
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
物资料。东庄类型彩陶盆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被发掘出来的。当考古学家
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出这件彩陶盆时，
无不为其精美的装饰和独特的造型所
震撼。这不仅仅是一件陶器，它是黄
河岸边古老文明的低吟，也是历史长
河中一朵绽放的浪花。

东庄类型彩陶盆的艺术特色主要
体现在其装饰图案上。盆体以泥质红
陶为胎，口沿及外腹部饰以黑彩，形成
了鲜明的色彩对比。外腹上绘有两层
黑色三角形几何纹，这些三角形图案
排列有序，线条流畅，富有节奏感。随
着视线的移动，这些三角形图案还会
产生菱形格、“米”字格和回旋纹等变
化效果，使整件器物充满了动感和韵

律美。这种装饰手法不仅突破了传统对
称图案的格式束缚，更体现了古代制陶
者高超的艺术想象力和审美情趣。他们
巧妙地运用黑色和棕红色的对比关系，
创造出了一种既和谐又富有变化的视
觉效果。同时，这些装饰图案也反映了
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以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东庄类型彩陶盆的制作工艺也相
当精湛。首先，制陶者需要选用适宜
的陶土作为原料，经过淘洗、揉捏等工

序制成陶坯。然后，在陶坯上绘制出
精美的装饰图案。这些图案是用红色
和黑色的矿物原料调制成彩料后绘制
而成的。绘制完成后，陶坯需要放入
高温窑中进行焙烧。经过 900℃的高
温焙烧后，彩陶盆的釉色变得艳丽美
观且不易脱落。这种高超的制陶技术
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才
华，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东庄类型彩陶盆的美，不在于华
丽繁复，而在于那份质朴与纯粹。黑

与棕红的色彩碰撞，如同晨曦初露时
天边的一抹彩霞，既对比鲜明又和谐
共生。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般自然，
每一笔都蕴含着制陶者的情感与灵
魂。他们用心血与汗水，将这份对生
活的热爱与向往，倾注于这方寸之
间。它不仅仅是一件实用器皿，更是
古人情感与精神的寄托。透过它，我
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与
崇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以及
那份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

在博物馆的灯光下，东庄类型彩
陶盆散发出一种柔和而神秘的光芒。
它似乎在低语，诉说着那些被岁月遗
忘的故事；它又像是在歌唱，吟唱着那
段遥远而美丽的时光。每一次凝视
它，都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感动与震
撼，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与古人进
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东庄类型彩陶盆，是运城博物馆
的诗意瑰宝，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与灿烂文化的缩影。它让自身在赞叹
古人智慧与才华的同时，也激发了我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未来
的日子里，愿它能继续守护着这份历
史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
长。

运城博物馆的诗意瑰宝：

东 庄 彩 陶 盆 的 低 语

文物名片文物名片

主角主角：：东庄类型彩陶盆东庄类型彩陶盆

出生时间出生时间：：距今距今60006000多年多年

出生地出生地：：芮城县东庄遗址芮城县东庄遗址

尺寸尺寸：：高高 1717 厘米厘米，，口径口径

3737..22厘米厘米

藏宝地藏宝地：：运城博物馆运城博物馆

文物名片

主角：三彩女舞俑

出生时间：宋（960 年~1279 年）

（有说为唐）

尺寸：通高43厘米，宽15.5厘米

出生地：河津

藏宝地：运城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