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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刚刚铃铃杵杵，，最最神神秘秘的的宝宝贝贝
——— 省博圆明园特展寻宝(下)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木王就是这么任性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小叶紫檀
木质坚硬又数量稀缺的属性，决定了
它的身价。小叶紫檀主要是产自印度，
又叫“青龙木”。它的生长期极其缓慢，
大约每100年才能长粗3厘米，高15到
25米。因为长得慢，得以充分吸收营
养，所以它的材质致密坚硬，达到了

“入水即沉”的密度。一株成材的小叶
紫檀，少说也得要有上百年的树龄。

小叶紫檀的形体也很“任性”。它
的树干不像杨树那样高大挺拔，而是
多生曲干。民间还流传有“十檀九空”
的说法，说的是小叶紫檀出材率低。本
就长得慢，能用作木材的部位还少，价
格昂贵也就顺理成章了。

小叶紫檀有新老之分，新者色红，
老者色紫。中国古人喜欢紫色，富贵不
隐华丽，稳重不失大气，有“紫气东来”
之说。再加上它有一股独特的芳香，可
以入药，因此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最贵
重的木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推算起来，小叶紫檀是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了。早在1500多年前的晋朝，

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它的存在。到了
唐代，它已成为上好的制琴木材，唐朝
诗人王建就曾写过“黄金捍拨紫檀槽，
弦索初张调更高”的诗句。

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打通了海
上交通线。皇帝们迷上了这种材质的家
具，紫檀木得以大批量进口。可是中国的
购买力实在太强大，到明朝末年，南洋各
地的优质紫檀木采伐殆尽。

等到清朝人再去采买紫檀木的时
候，发现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
本无法使用。由于紫檀木出现了“断
货”的情形，皇家只好从民间的私商手
中高价收购。可是到了清中期以后，各
地私商囤积的木料也全部被收买净
尽。这些木料中，为装饰圆明园和宫内
太上皇宫殿，用去一大批；同治、光绪
大婚和慈禧六十大寿过后已所剩无
几；至袁世凯时，清宫仅存的紫檀木被
全数用光。

由小叶紫檀制作的家具大多是明
清时留下来的，经过数百年的岁月，存
世很少。如今想要再找到真正的小叶
紫檀制作家具怕是很难了，因此目前
市场上常见的形态大多是手串。

近年来，由于文玩市场的火爆，小
叶紫檀存活量逐年减少。2013年6月，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CITES公约)修订后，小叶紫檀等7个树
种列入濒危树种进行保护，并在国际贸
易中受到严格管制，更使它身价倍增。

小叶紫檀

““紫紫得得发发红红””的的木木中中之之王王

神兽摩羯身世起底

提起摩羯，大家往往会想到十二
星座。其实，摩羯最初可是咱们的“邻
居”呢。摩羯源于印度民间神话传说，
后来跟随佛教传到了我国的西藏地
区。这个长着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
动物，被印度人认为是河水之精，据
说有翻江倒海的神力。有学者认为，
其造型大约是鲸鱼、鳄鱼等水中之物
的混合体。

许多人以为十二星座中的摩羯
是一只羚羊，这可真是天大的误会。
其实希腊神话中，摩羯是一个合体海
怪，头部像羚羊，身体呈鱼形。整体看

来，印度摩羯像鱼，希腊摩羯像羊。
接下来，言归正传。这个金刚杵

还有点特别，它的中部也和金刚铃一
样，从右到左横刻着“乾隆年造”四个
字。也许您有疑问，金刚铃和金刚杵
算不上稀罕物吧，刻的字也不过是

“生产日期”。如今去西藏旅游，这种
造型的纪念品很多啊。

确实如此，即使是古代的，尤其
是密宗盛行的乾隆朝的金刚铃和金
刚杵，在今天的文物市场上也不算稀
有。但是，现存的乾隆文物中，很少有
在金刚杵上落款的，因此十分珍贵。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小朋友们，今天咱们聊聊
为什么非洲动物要迁徙。在咱
们国家，到了冬天，为了避寒，
许多鸟儿会从北方飞到南方。
而在非洲的热带地区，一年到
头都很炎热，只根据降水多少
分为雨季和旱季。到了每年六
七月份，非洲大草原进入了旱
季。青草被逐渐吃光，漫长的
旱季让动物饥肠辘辘。

为了生存，百万年以来，
东非的动物们围绕着肯尼亚
与坦桑尼亚的平原飞奔。他们
寻找着水源和草场，穿过森
林、沙漠，经过非洲游牧民族
马赛部落的生活区。一路上，
不少同伴成为天敌的盘中餐。

大约7月底，数百万只角
马、斑马在马拉河畔集结。它
们奔向了一生中最大的挑
战——— 马拉河，河的对面有足
够的食物和水源。此时的马拉
河，水位暴涨，里面还潜伏着
鳄鱼。在渡河的过程中，不少
动物失去了生命。

最终，活下来的动物到达
了目的地，北部肯尼亚境内的
马赛马拉原野。这里正值雨
季，有充足的水源和食物。大
约在这里享受两三个月，到了
10月，季节变换，动物们踏上
了回家的路。

这条从坦桑尼亚的塞伦
盖蒂保护区到肯尼亚的马赛
马拉国家公园的迁徙之路，长
达3000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
从济南到乌鲁木齐，最终大概
只有三成的动物能活着回到
故乡。

最近几年，文玩市场一下
子活跃起来，各种材质的文玩
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
独占鳌头，被称为“木中之王”
的，只有小叶紫檀。

铃杵代表慈悲与智慧

“金刚”一词顾名思义，表示
坚硬顽强的意思。这一铃一杵，
其实是佛教密宗的重要法器。单
看金刚铃外形的话，和普通的铃
铛并无多少差异。因为摇动铃铛
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容易引起注
意，使人提神醒脑，所以金刚铃
被视为是代表智慧明德的法器。
金刚杵的末端比较尖锐，最初是
古代印度的一种兵器。因为是用
于前进时攻击敌人的，所以寓意
能够破除烦恼。铃与杵相伴，代
表着慈悲与智慧的结合。

说完它们的身世，目光回到
他们本身。先来瞧瞧金刚铃。它
的柄首是仰莲半杵形，下面刻的
是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头像。菩
萨脸形宽短，眉眼斜长，大耳垂
下，很有福相呢。铃身上的图案
更是繁复华丽，尽显皇家工艺，
想要铸造这么一件精妙的铜器，
需要采用“失蜡法”的工艺才能
实现。

金刚铃身上的纹饰也极具
密宗特色。主体的纹饰是法轮
纹，顶部为莲瓣装饰，依顺时针
方向排列的梵文六字真言。而最
底部的边沿上，在双联珠之间，
又装饰着一圈金刚杵的图案。中
部柄处，从右至左横刻“乾隆年
造”楷书款。据说摇动的话，发音
清亮悠远。

再来瞅瞅金刚杵。金刚杵通
体鎏金，两端尖锐，作五股式。这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造型，五股代
表着密宗的五佛五智。咬着五
股、坐在莲花上的那个小家伙，
就是我们常说的摩羯。

前段时间，省博圆明园特展中珍宝荟萃，让人目不暇接。可要是论起神秘来，非这对乾隆年间的
金刚铃和金刚杵莫属了。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对宝贝的故事，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走进非洲】
省博三楼的“非洲野

生动物大迁徙展”是小朋
友们最喜爱的省博展览，
草原、雨林、沙漠、湿地，
非洲象、河马、犀牛、非洲
狮、尼罗鳄……走进这
里，就像穿越了时空，来
到了神秘的非洲大陆。从
本期起，记者将带着小朋
友们走进非洲，探寻自然
奥秘。

天热了

非洲动物忙搬家

金刚铃和金刚杵。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摄

小叶紫檀手串。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摄

非洲动物迁徙展。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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