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美牙雕折射环境变迁
古代时中原曾是大象之国
本报记者 张向阳

从大汶口象牙梳

到妇好墓象牙杯
本报曾在2011年7月26日以

《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象牙梳暗含
神秘“太极”》为题报道了出土于新
石器时代大汶口墓葬中透雕象牙
梳，这件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牙梳
略呈长方形，顶端有四个开口，其
下有三个圆孔，梳身用平行的三道
条孔组成“8”字形的镂空装饰，内
填T字形花纹，在大汶口文化遗址
中曾出土象牙梳两件。此外，还出
土过象牙雕筒、象牙琮等多件牙雕
制品，反映了5000多年前牙制品的
雕制水平。

要说国内最早的象牙雕刻制
品，在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就十分
突出，尤其在河姆渡文化早期。在
河姆渡文化各个遗址中共出土象
牙制品30余件，绝大多数出自河姆
渡遗址。器形有蝶形器：圆雕象牙
鸟、帽盖形器等。其中蝶形器17件，
圆雕象牙鸟6件，帽盖形器3件。圆
雕象牙鸟造型顶端为鹰嘴大眼的
鸟头，宽扁长方形圆尾鸟身，正面
刻画有弦纹与斜线纹相间或弦纹
与植物纹组成的纹饰，鸟腹上有横
向突脊，脊上钻有纵向圆孔，鸟身
以下占全器三分之二，呈扁平圆舌
形。侧视其全角似一鹰嘴大眼短腹
长尾的鸟。造型夸张，雕刻及磨工
极精。脊上圆孔多磨损残破。此外，
还有象牙梳、三把圆雕象牙匕等制
品。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安阳殷墟
妇好墓中出土了三件精美的象牙
杯，其中最大的的象牙觥杯，通高
55厘米、杯身高42厘米、米黄色，系
象牙根段制成。杯身略呈圆筒形，
上端有流。通体雕刻极精细的花
纹，主纹浮于地纹之上，形象生动，
衬以云雷纹。自下到上分为多个纹
饰区，每区均以饕餮纹、对称夔纹
和鸟纹为主纹，其间填以减地云雷
纹，造成主纹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
果。鋬上端雕成饕餮形，下端为走
虎状，靠近杯身的一面，上下有对
称的圆孔，其上应有榫，但已缺失。
此杯通体布满纹饰，除一些边框外
几乎没有空白。纹饰结构严谨，布
局合理，纹道细腻，浅浮雕和圆雕
相结合，是极为罕见的商代象牙酒
器珍品。按照现在人的常识，在中
原一带是不产大象的，这些象牙制
品的出现，让人不禁疑问，在新石
器时代和商代，这些象牙是从何而
来的？是产自本地还是从西南方国
进贡而来的呢？

吉美象尊与九象簋

商周时的日常用具
除去象牙制品，与大象有关的

器具在商周时代也非常多。在著名
的法国吉美博物馆就珍藏有商代
青铜象尊，象尊长96厘米，高65厘
米，象鼻上翘中空，与腹相通，似有
流的作用，但形体较大，盛放酒液
后恐难以倾倒。象尊的腹部两侧各
饰一个巨目圆睁、阔口龇牙的大兽
面纹，在两侧兽体上卷的尾部上
方，即象尊的颈部和接近臀部处各
饰一个鸟纹。在象尊四条粗壮的腿
上各装饰了一个横置的鸟纹，饰有
一个倒立的变形龙纹。据研究人员
结合纹饰、工艺分析，认为象尊应
该是产自“长江流域中部盆地工匠
的创作”，具体地点应该在湖南。此

外，在湖南醴陵也曾出土过一件商
代象尊。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也珍
藏着一件商代晚期的象尊，产地也
是湖南的。

在北方，陕西宝鸡出土过一件
商周早期的象尊；在山东济阳也出
土过象牙方鼎，构思非常巧妙，用
四条卷曲的象鼻做鼎足，象的眼睛
则分布在四角的两侧，精美而生
动。此外，在北京故宫还收藏有一
件青铜的九象簋。

像这种出土的象尊或者以大
象为主要装饰的青铜器还有不少，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器具几乎都是
商周时期的，出土地则是以长江流
域和黄河流域为主。可见当时大象
的憨厚可爱一直是商周青铜器表
现的主题，与古代中国人有着密切
的联系，并普遍体现在日常生活
中。

大舜象耕历山

并非只是传说
在传说中，舜在历

山(济南)耕种
田地时，就有
大象为之犁、
百鸟为之播谷
这 一 典 故 。舜
还 派 他 的 弟 弟
象去驯大象。对
很多人来说，这
似乎只是古人的
臆 想 和 传 说 ，然
而，不少历史学家
指出，这传说确实
有一定的依据。在远
古时代，象耕、驯象
并非神话，而是事实。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认
为，罗振玉先生在《殷
墟书契前编》中著录一
片甲骨上就有“隻象”的
记载，“隻”即是“获”的本
字，就是古人抓获大象的
记载。这就说明当时有野
象的存在。罗振玉先生注
意到古文字中“为”的写法，
他考释为“从手牵象”，“役象
以助劳”。罗振玉据此推断：

“知古者中原象，至殷世尚盛
也。”

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与
殷商史》中也记录，甲骨文中载
有很多猎象的地点，商王曾在处
于沁阳附近的太行山南侧一次狩

猎获取7只野象，证明3400～3200
年前这一地区生存着数量较多的
野象。

笔者记起大约20年前上学时
的一个小插曲，山师大吴庆峰教授
在讲古文字时，讲到甲骨文中的

“为”字，提到是“从手从象”，即一
个人手牵着象在耕种劳作，我曾提
问吴先生，在远古的中原地带为什
么造字不用牛、马，而用象呢？吴先
生回答，当时中原地带林草丰茂，
气候温暖湿润，用象耕种劳作很普
遍，所以日常生活的习惯也反映到
了造字中。于是恍然大悟。

商代大象是宠物

“豫”是大象之邑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曾在《文

物精品与中国文化十五讲》中提
到，在殷墟曾经发掘出两座象坑，
其中一座埋有一个人和一头象，
说两者关系密切，推测人就是驯
象者。另一坑中是一头幼象，有趣
的是，幼象的颈下还系着一个青
铜铃铛，这头象似乎是豢养的宠
物。这两处象坑，从侧面证实了当
地有象，殷墟的象牙制品就是在
当地取材制作的。除了耕种，商人
还用大象来作战，可见当时象的
数目一定不少。

彭林认为，在先民生活中，时
常能看到象牙器的出现。比如《诗
经·魏风》中“好人提提，宛然左
辟，佩其象揥”，象揥就是象牙制
作的簪子。《礼记玉藻》中提到“孔
子佩象环五寸”，“发晞用象栉”，
象栉就是象牙梳子。而《战国策》
中记载，孟尝君到楚国时，楚国人

“献象床”，即用象牙制作的卧具。
这让人联想起，在故宫博物院还
珍藏着一条用象牙编织的席子，
有人推测这或许就是跟“象床”有
关的器具。

《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
划天下为九州，豫州是其一。今天
河南省简称豫，是不是跟大象也
有关系？古代流传的《禹贡》文本，
有的将豫州之豫写成象、邑二字
的合文。著名学者徐中舒发现，在
青铜器中，“邑”与“予”的字形很
相似。通过“豫”字的书写变化能
发现“豫”字是象、邑二字的合文，
大意是大象之邑，或者叫大象之
国，或者叫象邦。以前的河南教育
出版社后来更名为大象出版社，
应该就有这个原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象”与“祥”字谐音，故象被赋予
了更多吉祥的寓意，如以象驮宝瓶(平)为“太平有象”；以象
驮插戟(吉)宝瓶为“太平吉祥”；以象驮如意，或象鼻卷如意
为“吉祥如意”。古人云：“太平有象”，寓意“吉祥如意”和

“出将入相”。中国人历来推崇精美的象牙雕。在人们常识
中，大象是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动物，在中国几千年
来，它是如何与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古人结缘的，大
量的古代牙雕又是从何而来的？

除除非非在在动动物物园园中中，，现现在在黄黄
河河流流域域和和长长江江流流域域已已经经没没有有
大大象象了了。。在在中中国国，，它它们们已已经经““退退
隐隐””到到云云南南和和东东南南亚亚的的丛丛林林
中中。。著著名名科科学学家家竺竺可可桢桢在在其其旷旷
世世名名篇篇《《中中国国近近五五千千年年来来气气候候
变变迁迁的的初初步步研研究究》》中中精精确确地地指指
出出：：““近近五五千千年年中中的的最最初初两两千千
年年，，即即从从仰仰韶韶文文化化到到安安阳阳殷殷
墟墟，，大大部部分分时时间间的的年年平平均均温温度度
高高于于现现在在22℃℃左左右右。。11月月温温度度大大
约约比比现现在在高高33℃℃--55℃℃。。””而而根根据据
甲甲骨骨文文可可以以发发现现，，商商代代种种稻稻子子
比比现现在在早早了了一一个个月月。。

看来当时中原的气候环
境，堪比现在的西双版纳。随
着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等原
因，大象慢慢退出黄河长江流
域。竺可桢先生曾指出，在半
坡遗址和殷墟遗址中，可以看
到竹鼠、水牛等热带亚热带动
物遗迹。而在周初的文书中，
有些字如篮、筐、算、筹、箅、筵
等器具，本意都和竹子有关，
很多都是竹子制成的器具，可
见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北方的
竹林普遍存在。而在史籍中，
类似的记录也很多。除了地
质、气候变迁，人为猎象也导
致大象的减少。大规模的人类
活动，大象活动范围被压缩。

大象是什么时候南移的
呢？有学者分析：进入西周后，
亚洲象退出黄河流域，古文献
中关于大象的记载出现在扬
州、淮夷、楚蛮等地。《三国志》
中东吴孙权曾向曹操进贡大
象，此时亚洲象应该在江南还
有分布。曹冲称象也是大家广
为知道的故事。自南北朝至唐
朝，四五百年间野象分布区由
长江以南继续南移。唐末五代
时野象分布北界的东端，已由
战国末年的越地，南移至温
州、福州、漳州一带。公元920

～940年，象牙仍是福建的主
要贡品之一。直到南宋，福建
漳州一带仍然有大量野象分
布，而且十数成群危害庄稼，
导致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在

《宋史》中记载“建隆三年，有
象至黄陂县……明年十二月，
於南阳县获之，献其齿革”等，
可见当时湖北等地还有大象
活动。有人推测，大约在元明
之际，大象退出南岭，直到19

世纪30年代，广西十万大山一
带的野象才最后灭绝。从此野
象退缩于云南一隅。有学者曾
经估算，三四千年以来，从华
北中原一带一直到云南，大象
的领地向南移了两千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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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两韩墨记———
韩斌韩宏宇小品展”1日起在
济南展出。韩斌，师从郭志光、
张宝珠、梅墨生先生，现为省
九三学社社员、中国蓝天书画
院副院长、山东瓷画艺术研究
院副院长。韩宏宇，1980年生
于济南、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
院，后拜陈玉圃先生为师，现
为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艺
术学院讲师。 (本记)

韩韩斌斌韩韩宏宏宇宇

小小品品展展举举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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