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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卡尺，现代游标卡尺始祖
游标卡尺是工业上常用

的测量工具，也是现代工业仍
在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测
量工具之一。据著名青铜鉴定
家张颂斌先生介绍，一般认为
游标卡尺是欧洲工业革命时
期产生的测量工具，英国在
1973年出版的《英国百科全
书》中，就记述游标卡尺是法
国数学家维尼尔·皮尔在1631
年发明的。然而，让很多人感
到穿越的是，在汉代就曾出现
过与现代游标卡尺几乎完全
相似的卡尺，它比西方科学家
制成的游标卡尺早1600多年。

张颂斌说，1992年5月在
扬州一座东汉早期墓中出土
了一件铜卡尺。

此铜卡尺由固定尺和活
动尺两个主要部件构成，卡尺
通长13 . 3厘米，固定卡爪长
5 . 2厘米、宽0 . 9厘米、厚0 . 5

厘米。固定尺上端有鱼形柄，
长13厘米，中间开一导槽，槽
内置一能旋转调节的导销，
循着导槽左右移动。在活动
尺上有一环形拉手，便于活
动尺移动。使用时，右手握
尺，拇指牵动环形拉手，左右
移动，使用方式与现代卡尺
完全一样。这件铜尺既可测
器物的直径，又可测其深度
以及长、宽、厚，均较直尺方
便和精确。惜因年代久远，其
固定尺和活动尺上的计量刻
度和纪年铭文，已锈蚀难以
辨认。

东汉青铜卡尺与现代游
标卡尺相比较，除了在测量精
度上有一定差距，卡尺长度短
于现代的以外，其原理、性能、
用途和结构与现代游标卡尺
已经非常相似了，都是用于测
量和加工圆柱体和球体以及

不规则物体的。从中不难看
出，我国出土的汉代铜卡尺即
是原始的游标卡尺。另外，在
国家博物馆和北京艺术博物
馆各收藏一件王莽时代的新
莽铜卡尺，它们都有计量刻度
和纪年铭文，两者均比扬州出
土的铜卡尺略长一些，卡爪则
稍短些，其外形、构造和组合
部分基本相同。

保存在济南市博物馆的
洛庄汉墓出土的随葬车上，伞
盖的青铜杆活套就配合很好，
推测与当时先进的测量技术
有直接关系。张颂斌认为，在
考古工作中就有商代古车出
土，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车”
的象形文字出现。当时，在造
车技术中车轴和车轮内孔的
配合，都需精密测量，或许当
时已经有更原始于汉代铜卡
尺的同类测量工具。

◎“五寸之矩”，建大工程误差仅1/16000
“我们常说‘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规’是画圆的工具，
‘矩’是画方和测方的工具，
‘矩’上有刻度，就叫作‘矩
尺’。”据张颂斌介绍，珍藏在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一
件东汉时期的“矩尺”距今
2000年了，这件“矩尺”，青铜
制，长11 . 6厘米，有刻度，分
为五格，每格约2 . 31厘米，正
合汉代长度的一寸，我们称为

“五寸矩尺”。由于“矩尺”是测
量工具，一般不作为随葬品，
所以出土极少。安徽省曾出土
过一件战国时的青铜矩尺，边
长为一尺(战国一尺)，国家博
物馆也收藏有汉代的青铜矩
尺，边长也是一尺(汉一尺)。

史料《荀子·不苟》有“五寸之
矩，尽天下之方”的记载，意思
是说小小的五寸矩尺，可以测
量各种大小不同器物的直角。
这件五寸矩尺，不仅说明了史
料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说明
了这件文物的珍贵。

《史记·夏本纪》有大禹治
水“左准绳，右规矩”的记载，

“准”是测水平的工具，“绳”是
打直线的(墨线)工具(也有的
学者提出是垂线)，可见祖先
很早就使用这些延续了几千
年的基本的工具了。汉代画像
石中，常见有女娲、伏羲手举
规矩的画像。女娲、伏羲都是
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画像表
明，早在汉代，人们就已经认

为规矩来自遥远的始祖，画像
除了表达他们认为的规矩的
起源之外，还表达了汉代人对
祖先赐予的先进测量工具、劳
动工具的一种崇拜。

张颂斌说，正是有了这样
貌似简单的工具，才能造出古
代高大建筑，汉以前的大型水
利工程，甚至更古老的造车技
术。张颂斌举例说，徐州龟山
汉墓，两条长达 56米的平行
石凿甬道，沿中线直线偏差仅
5毫米，精度达1/10000，两甬
道相距19米，夹角误差为20
秒，误差仅为1/16000。这样
精确的测量技术，无不出自这
些古老、原始而又准确的测量
工具。

◎古代高尔夫，皇帝玩的奢侈运动
2009年，首都博物馆收藏

了山东东平的收藏爱好者姜
爱国捐献的六件宋代绞胎捶
丸，这些捶丸可谓古代的“高
尔夫”。

据姜爱国介绍，这些捶丸
均是从山东东平县州城(宋代
被称为郓州，为当时著名的文
化古城)收集而来。捶丸，宋代
的文献中称其为“击角球”,是
我国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来
源于唐代的“步打球”，这种用
具距今已有1000多年。但是到
了宋代，由原来的对抗性竞赛
逐渐演变为非对抗性比赛，因
此，运动的名称也由“步打球”
改为“捶丸”，“捶”即击，“丸”
即球。这六件宋代陶质绞胎捶
丸就是当时进行“捶丸”运动
所用的球。

西方体育史家认为高尔

夫运动起源于苏格兰，也有人
认为起源于荷兰。据介绍，捶
丸流行在宋、金、元、明时期，
与现代高尔夫球玩法相似。在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
间，有一位名为宁志斋的老
人，著《丸经》2卷共32章。《丸
经》内容从比赛规则到挥杆要
领，都进行了详细记载。

姜爱国说，看了北京故宫
博物院收藏的明朝《宣宗行乐
图》，任谁都不免要惊呼：“哪
来的古装人物学打现代高尔
夫？”明朝杜堇所画的《仕女
图》中，老松树下，两个丫环权
充杆弟，三名仕女优雅推杆，
也算是女性打高尔夫的老祖
先吧？在山西洪洞县发现的一
幅壁画上，就画着元代人玩捶
丸的场景。

2002年4月，泰安市博物

馆专业人员在清理岱庙西城
墙遗址时，在地表下发现了
一组宋代石刻，其中的一幅

《捶丸图》尤其引人注目。图
中儿童右手拿着一个球，左
手持棒上举，棒端呈弧状弯
曲，棒柄自上而下逐渐变细，
球棒整体呈“L”形，极像在
打高尔夫球。专家鉴定后认
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
的最早有关捶丸运动的图像
记载。

据《丸经》记载，在宋代最
爱此游戏的帝王当数宋徽宗
与金章宗。有学者认为，近年
来“高尔夫球运动是由蒙古大
军在13世纪西征时带到欧洲”
的说法已经越来越得到学术
界的认同，《捶丸图》的出土证
明了高尔夫运动很可能起源
于中国。

◎战国水晶杯，很穿越很梦幻
在杭州博物馆珍藏着一

件战国时期的水晶杯，它高
15 . 4厘米、口径7 . 8厘米、底
径5 . 4厘米，酷似今天我们使
用的玻璃杯。它在1990年杭州
半山镇石桥村一座战国土墩
墓里出土，是迄今为止我国
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
的一件，是国宝级文物。

这件水晶杯是用整块优
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制作技

巧与工艺水平令人惊叹。通
体平素、简洁、透明，没有任
何纹饰。略带一点淡琥珀色，
杯子表面经过抛光处理，中部
和底部有水晶的自然结晶形成
的絮状物。古代工匠如何做出
这么精美绝伦的杯子，让人难
以置信，怪不得有网友惊呼：穿
越！简直是穿越！

专家称，古人使用水晶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60万年前的北

京猿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
墓葬中也曾多次伴有水晶制品
出土。商周以后，水晶制品的制
作更加精细生动，春秋时期已
有水晶生肖雕件出土。这些器
物采用圆雕的加工手法，技术
上较之仅为钻孔和弧面打磨的
工艺难度更高。到了战国时期，
随着玉器工艺和加工工具的不
断进步，水晶杯的制作工艺水
平是可能达到这个高度的。

◎汉代烧烤炉，古人也爱吃烤串
古代人喜欢吃烤肉，这在

出土文物中可以找到证据。南
越王墓出土了三件方形铜烤
炉，烤炉四角上翘，底面有一定
的弧度，四边有回廊形遮沿，内
有铜柱支撑，一件四角外有熊
形足，有舖首，两侧有穿系，用
铁链吊系。如此造型的烤炉非
常罕见，它表明2000多年前的
先民对“烧烤”钟爱有佳，连烤
炉都做得这么讲究。

有资料显示，2012年3月，
四川发现了一件长约20厘米、
宽高都在10厘米左右的陶器，
远看像个小水槽，但它肯定不
是水槽，因为没有哪个水槽会
在侧面开出六道小口子，底部
还有七个圆孔。这东西到底是
做什么用的？这甚至难倒了众
多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最
后，大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
测：它是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

时期的烧烤炉。
此外，也有媒体报道，西

安的民间收藏家珍藏有两
件东汉釉陶烧烤炉，一件釉
陶烤炉通上方的两排烧烤
架上，分别放置有六只蝉；
另一件釉陶烤炉上方有两
排烧烤架，左边放着四只仔
鸡，右边放着四只小鸭。这
两件釉陶烤炉或许是汉代
人喜欢吃烤串的写照。汉代釉陶烧烤炉清赏

战国水晶杯

伏羲女娲持规矩图

说古代人生活很时尚，可能你会不太相信，可是看

看王莽卡尺、汉代矩尺、古代高尔夫、战国水晶杯、唐代

手提袋还有烧烤炉，就会发现古人的生活似乎离我们

并不遥远。透过这些年代久远的文物，不但能看到古人

的某些生存状态、审美情趣以及当时的科技水平，也反

映了中国古人高超的智慧和技艺。

汉代五寸矩尺

宣宗行乐图 古代“高尔夫”捶丸

新莽铜卡尺

高尔夫、水晶杯、吃烧烤，

古人生活很穿越很时尚

王莽卡尺
拉风又雷人
本报记者 张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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