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收藏 07
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颖琦 / 美编 李鹏 / 校对王棉 / E-mail：ycwbdhw@126.com

□记者 杨颖琦 文图

光，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和维系生命
的能量来源，人天生便对光有着向往。
对先民来说，没有光的夜晚充满了未知
和危险，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光明。

楚辞中“兰膏明烛，华容备些”是关
于烛火使用的最早记录，华美的灯盏错
落高低，带兰香的明烛照亮了那个黑
夜。从“天火”到人工取火，从烛火到灯
火，先民发现了火，发明了灯，照亮了历
史。

关于灯的出现，学界众说纷纭，有
人认为“大约出现于春秋”，也有人认为

“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和使用了
灯”。而汉代的灯，是什么样的呢？

每次走进运城博物馆，狩猎纹高炳
灯就立在展台一隅，身形纤细，似一位
婀娜秀气的少女，迎接着人们的注视。
这个来自汉代的青铜灯有着喇叭形的
底座，椭圆形的柱身，直口的灯盘，半圆
形的遮风罩，罩上下饰狩猎纹，中间则
饰宴饮纹。她内心的温暖烛火，点燃过
汉代河东的黑夜，映照出河东人的美丽
憧憬。

据相关学者考证，青铜灯的前身是
陶豆，陶豆类似于高脚杯，是古时盛放
零食的器皿。小的陶豆盛点植物油，埋
一枚灯芯，就是一盏灯。青铜灯多半是
半面开口的，开口的一边方便照明，遮
住的一边则可以防风；承盘底部还有三
个尖锥，用来固定动物油脂。整个器物
的设计既实用又美观，可见当时匠人之
用心，将寻求光亮这寻常的需求创造出

别样的精致。
读书、沐浴、宴饮、夜行……生活的

各个场合，都缺不了灯。每个歌舞升
平、饮酒作乐的夜里少不了一盏应景灯
的装点，每一位儒生苦读的夜里也少不
了一盏灯的陪伴。古人因“鸣铎以声自
毁，膏烛以明自煎”而将灯烛的燃烧奉
献提升到了精神自勉的层面，而今天的
我们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颂扬
那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们。

狩猎纹作为一种传统纹饰，起源于
先民的狩猎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
期的狩猎纹多为符号化图案，起着装饰
性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也
已出现以狩猎为主题的纹饰。这些纹

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为
以后的绘画艺术奠定了基础。

到了汉代，狩猎纹的应用则更加广
泛，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上，还出现在陶
壶、漆器等生活用品上。汉代时，狩猎
文化非常盛行，上至王孙贵族、下至平
民百姓都喜爱狩猎活动。史料记载，汉
文帝与朝廷官吏常“驰驱射猎，一日再
三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狩猎纹
成为汉代器物的重要装饰题材之一。
运城博物馆的狩猎纹高柄灯正是河东
地区这一时期狩猎文化的代表作之一，
其精美的工艺和生动的纹饰展示了汉
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当时人们对狩猎
文化的热爱。

东周时期，狩猎纹出现在青铜器
上，表现内容多为宴乐、弋射、采桑、狩
猎等多种题材，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唐代的狩猎纹铜镜则反映了
当时以狩猎为乐的社会风尚。而这些
不同朝代的狩猎纹作品共同构成了中
国古代狩猎文化的丰富内涵。

记者在运城博物馆查阅资料得知，
青铜器是红铜与其他金属锡、镍、铅的
合金，因铜锈呈青绿色而得名。其流行
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以商周
青铜器最为精美，春秋晚期至战国也有
显著的艺术成就。由于铁器的推广使
用，铜制器具逐渐减少，秦汉以后青铜
器逐渐从主角的位置上被推了下来，但
铜镜、铜钱、铜造像等少量铜制品一直
沿用到了清末。铜是人类最早开发和
利用的金属。近年来，中条山一带发现
了多处商周采矿遗址，其中出土的各式
铜器集中展示了河东青铜艺术的多彩
多姿。运城博物馆馆藏的狩猎纹高柄
灯、单耳彘量、蟠虺纹鸟盖匏壶等一批
沉寂两千余年的青铜器也成为当时河
东地区青铜艺术的实证之一。

狩猎纹高柄灯不仅是汉代工艺美
术的杰出代表，也是研究河东地区汉代
社会文化和狩猎习俗的重要实物资
料。它通过精美的纹饰和实用的设计，
展现了当时河东人民对狩猎活动的热
爱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一盏华灯点燃，一如星空点点，带
来灵动的光亮，充盈其室，装点人心，它
照耀了古时的光阴，也照亮着如今的我
们。

狩猎纹高柄灯：

来自大汉的一束光

文物名片

主角：狩猎纹高柄灯

出生时间：汉（公元前 202 年~公

元220年）

尺寸：高35厘米、柄高20厘米、灯

高口径14厘米、柄底径12.4厘米

藏宝地：运城博物馆

双环耳铜甗：蒸 出 人 间 烟 火 味

文物名片

主角：双环耳铜甗

出生时间：汉（公元前202年~公元

220年）

尺寸：高21厘米、口径19.5厘米

藏宝地：运城博物馆

□记者 王捷 文图

袅袅炊烟，伴着阵阵香气，刚出锅
的饭菜，足以温暖尘世中的你我。人
世间，一食一味、一粥一饭，都盛满了
热气腾腾的日子，盛满了家的味道。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也许就是这
个道理。

在运城博物馆，有这样一件馆藏
珍宝——汉代双环耳铜甗（yǎn），就
让我们看到了汉代先民的人间烟火
味。

上下两层“笼屉”，每层各有两个
“圆环”，怎么看都和我们现在日常生
活中所使用的蒸锅十分相似。没错，
双环耳铜甗正是汉朝河东人使用过的
烹饪工具。

甗，在古代就是用来蒸食物用的
炊具，分为上下两部分，相当于现在的
蒸锅。《正字通·瓦部》记载：“《博古图》
云：甗之为器，上若甑（zèng），可以炊
物；下若鬲（lì），可以饪物，盖兼二器
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

查询资料可知，甗一般上部分为
甑、下部分为鬲。甑和鬲同为古代的
炊具，鬲有三足，像鼎一般，人们可以
在足间烧火来加温；甑的底部有许多

小孔，可将其放在鬲上蒸食物。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陶甗，

商代则出现了青铜甗。甗最初是合体
式和分离式两种，商代时出现了三联
体式。其形制多为圆形，也有方形，盛
行于商、周时期，腹部中间较窄的部
分，一般有透气孔及箅子，方便盛放实
物，底部加水后就可以通过蒸汽加热
食物，用起来非常便捷。

新石器时代的陶甗一般都是上部
比较庞大厚重，下部相对较小；商和西
周早期的甗，以连体式为主，出现两个
直耳；春秋战国时期的甗，上下两部分
则多为分体，直耳成为附耳。

到了西周晚期，甗的上部变宽，高
度小于下部，甑鬲分体的现象增多；春
秋中期以后，圆形分体的甗普遍起来，
上为大口的甑，甑底有箅孔，下为鬲，
可套入甑底；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甗
足变矮；战国中晚期，甗已少见，鬲的
功能逐渐被釜取代，釜开始与甑配套
构成甗；汉代，铜甗皆为釜甑合体，釜
也 就 是 古 人 使 用 的 锅 ，可 用 于 煮 、
炖、煎、炒等。

运城博物馆珍藏的这件双环耳铜
甗，充分体现了汉代甗的特点。它的
整体由甑和釜组成，上下分开铸造，上

半部分为甑（即笼屉），为敞口折沿，腹
部下面收成平底，底部为辐射状的带
孔圆箅，有利于蒸汽通过，一般用来放
置食物；下半部分为釜，釜口较小，宽
肩折腹，下收成圜底，一般用来煮水。
甑腹及釜颈两侧，各设辅手衔环，器身
隐约还能看到装饰的弦纹。

今天的双环耳铜甗，让我们想到
了西侯度遗址那改变人类茹毛饮血生
活的第一把圣火。火的出现，让人们
告别原始的生活方式，慢慢走向文
明。人类开始食用熟食，渐渐发明了
更多的炊具和烹饪方式，最终一步步
走到今天。从器具到食物、再到礼仪，
无不影响着今天的我们。专家学者更
在研究中发现，甗的使用证明了我国
先民最早掌握了水稻栽培技术，开启
了人类饮食文明的序幕。

甗，就是两汉时期河东社会生活
的鲜明代表和生动印证。透过甗，我
们可以窥探到早在两千多年前，充满
智慧的古人就已经掌握了蒸汽原理，
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而如今，这份文明依旧浸润在我
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承载着传
承千年文明和情怀，让我们的生活充
满人间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