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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药文化史藏品展”在长沙举办

探识齐地出土的水晶玛瑙材质“瑗”

图3 齐地水晶瑗

图1 齐地红玛瑙瑗 图2 齐地玛瑙瑗

老虎头骨化石

鳖甲标本

■山东淄博 魏传来

瑗，古代玉器名，同璧、环
一样，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
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
玉礼器之一。

成书于战国或两汉之间、
被誉为中国辞书之祖的《尔雅》
在《释器》一节中是这样说的：

“肉倍于好谓之璧，好倍于肉谓
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肉”
是指玉器的实体部分，“好”是
指玉器的中空部分。根据中央
孔径的大小把这种片状圆形玉
器分为玉璧、玉瑗、玉环3种。
实体部分尺寸超过孔径的称
璧，孔径尺寸比实体部分大的
称瑗，实体部分尺寸和孔径相
等的就称环。

玉器专家周南泉在《试论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一
文中证实，战国中山王墓出土
的玉环、玉瑗上有墨书文字写
名，表示瑗与环的区别，与《尔
雅·释器》一致（见《考古与文
物》1985年5期）。

从近年各地考古出土的实
物看，古人在制作这种片状圆
形玉器时，对孔径与器体的比
例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今
天我们习惯上把宽边小口径的
圆片状器统称作璧，而窄边大
口径的统称为环，一般很少用

“瑗”这一名称了。
玉瑗的历史非常悠久，而

且其用途及文化内涵也极为丰
富。首先，玉瑗是一种地位高
者召见地位低者的信物，古时
凡天子召见诸侯，诸侯召见卿
大夫的时候，都会命人拿着玉
瑗，以为凭证。被召见者见到
使者带来的玉瑗，便要立刻赶
到召见者身旁听命。故荀子
说：“召人以瑗。”另外，瑗同援
义，其孔大，便于二人抓握相
援。如《说文》在述及君王上台
阶时，为免失坠，故手执玉瑗的
一边，引导者则执另一边。

作为人类早期的玉器艺术
品，玉瑗的形式和风格不断演
变。齐地早期的玉瑗多为扁圆
体，后来肉部中央加厚，两边变

薄，逐渐变化为剖面如菱形的
“斜棱瑗”。其功能也逐渐演化
为身体的佩饰组件和装饰品。

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春
秋成为五霸之首，战国又是七
雄之一，与西秦并称“东西二
帝”，是千乘之国。其国势强
盛，实力雄厚，为东方泱泱大
国。近年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
明，齐国是一个盛产和广泛使
用水玉（水晶）和赤玉（玛瑙）的
国度。

齐国从春秋时代开始依靠
商业作为国家战略而崛起，一
跃成为中原霸主，霸业一直持
续到战国早期。商业所带动的
手工产业使齐都临淄成为当时
最著名的三大首都之首，冶金、
纺织、造车、做陶、制玉（水晶玛
瑙）、铸镜等手工业十分发达。
《战国策·齐策一》记载了当时的
齐都盛景：“临淄之途，车毂击，
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
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齐人饰戴的组佩是一种全
新的装饰形式，而且“玉”的材
质完全以水晶、玛瑙代替。他

们不喜欢西周杂佩中那
些富有情趣的兔子、

蚕蛹等动物玉件，
而是以水晶、玛
瑙材质的璧、瑗
（图1、2、3）、环、
竹节形管、扣形
珠、珩、觿这些抽
象的形制组成。
而且表面不再做
工，没有纹饰。
但线条简洁，色
彩冷峻，纹理鲜

亮，光泽强烈、声响悦耳，整体
呈现出一种宝气俊朗的效果，
确与其他材质的玉器有所不
同。

在这些组佩件中，以齐国
的素面斜棱瑗最为典型，发现
的数量也最多。这类佩瑗断面
近似于菱形，双面有平台，打磨
光素；内外边缘部分均以倒棱方
式进行磨制，里缘斜坡大多不规
则，但外缘斜坡都起边棱，且极
为规整，这种琢磨出锋利边棱的
工艺在齐国时期非常盛行。

齐地出土的瑗的表面不加
任何纹饰，以“材质之莹润、斑
斓和加工精整见长”（傅忠谟
语），在科学发掘的19座山东临
淄战国齐墓中，虽然这些墓全
部都被盗掘过，但在残存器物
中，水晶玛瑙瑗仍然多达326件
（另据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国
王墓发掘报告，一坑也出土玛
瑙瑗234件）。

大型、结构匹配繁杂的水
晶玛瑙玉器组佩，在当时的齐
国极为盛行，是王公贵族们身
份、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战国成书的《国语·周语
中》：“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
行步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
无自入也”。诗经《毛诗·郑风·
女曰鸡鸣》：“知子之来，杂佩以
赠之”，杂佩就是组佩。毛苌注：

“杂佩者，珩、璜、琚、冲牙之类”，
解释了组佩的构成方式。

这些色彩冷艳、工艺精湛
的瑗和其他各式小组件以富于
变化的节奏穿成几列纵队，系
于直径最大的一个水晶或玛瑙
瑗上。悬挂在齐国贵族甚至是

新近被国君重用的士人、或者
更可能是在商业中兴起的富商
巨贾的胸部。地位越高者，所
佩组佩的结构越复杂，长度越
长。这种佩玉方法是当时用玉
归于礼制化的表现，反映的是
一种多样而有序的“礼”制观
念。这种组佩既有礼玉的性
质，同时也与当时齐国贵族间
所喜好的仪态和气派有关。身
份越高，走路步子越小，组佩越
多、越长、越复杂，走得越慢，显
得风度越出众。故当时有“改
步改玉”“改玉改行”的说法。

可以想象，身着瑰丽无比、
光彩夺目的各种水晶玛瑙玉串
饰和佩饰，全身上下闪烁着迷
人的珠光宝气，行走时缓缓的
有节奏的趾高气扬的步履，叮
叮当当悦耳的声响伴随着矜持
高贵的身姿，应正是齐国王侯
贵族们当时奢华生活的写照。
穿越了几千年，远古齐国贵族
气息所带来的璀璨迷离，令人
神往。

瑗在组佩中的主要作用应
是作为挈领和尾结。但也有例
外，据最近在河南安阳林州科
学发掘的284号战国墓中，则
发现将水晶瑗枕在墓主人头
下。在河南辉县赵固区第一号
战国墓曾出土一件斜棱玛瑙
瑗，则出在人体骨架之右臂旁。

由于水晶、玛瑙的摩氏硬
度在7左右，属于硬玉范畴。在
几千年前工具落后的年代，一
般很难将水晶、玛瑙像软玉一
样精雕细琢。能够将如此硬度
的水晶、玛瑙切割成型、打磨成
器，实在是堪称“神技”了！

本报讯“长沙近现代中药文化史
——尹立民藏品展”近期在长沙简牍博
物馆举行，该展览以实物加文献的形
式，详细介绍清末、民国时期长沙“六协
盛”“七芝堂”等120余家老药店的经营
情况，用老虎头骨化石、鳖甲、沉香笔筒
等丰富的实物藏品展示长沙中药业的
发展历史。著名邮票钱币鉴赏家、湖南
省收藏协会党支部书记兼副会长卢伯
雄参与策展。

尹立民是长沙中药企业的一名普
通员工，从事中药工作近50年，对中药
材、盛器等收藏情有独钟，多年来专门收
藏长沙中医药实物和有关文献史料。本
次展览分为起源综述——寻古论今谈
中药、揭开面纱——话说长沙老药店、

还原历史——细讲南瑰九芝堂、秉承国
药——喜看长沙中药业等四大板块。

在“奇妙的中药”藏品里，除了老虎
头骨标本之外，展览现场还展示了鳖
甲，鳖甲是一种常用药。此外，还有沉
香笔筒，我国药用沉香为一种瑞香科植
物白木香含有树脂的木材，其具有特异
香气，有行气、纳气又温中的功能。

长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
“星沙”之称，又有“药都”之名，老药店
众多，医药业兴旺，老字号药店有九芝
堂、湖南商药局、中华国药局、李四怡
堂、养天和药局等。

此次展览还进行了专题展示，主办
方重点介绍了九芝堂在中华医药行业
中的与众不同，用丰富的史料佐证了其

为中华老字号的发展过程。
湖南省收藏协会会长张一兵表示，

尹立民的收藏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
民国以来的药号及老物件，他用长沙老
药店的实物遗存系统展示了长沙近现
代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脉络，其藏品具有
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记者 尼松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