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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民族文物

秦晋庭*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早从传说时代起.我国各民族的先民们就

在辽阔富饶的祖国大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少数民族

创造了绚丽多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其中遗留下来的、考古出土的、和从民间搜集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的实物(包括历史遗物和文化遗物) .一般称之为少数民族文物. 习惯上简称为

民族文物[秦 1989J 。

我国的民族文物.不仅是中华民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我国优秀的历

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近现代存在.而且古代也存在;不仅古已有之.而

且源远流长。因此我国的民族文物.一般又可分为古代民族文物、近代民族文物和

现代民族文物。所谓古代民族文物.一般指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的历史遗物.也包括反映古代各民族关系的历史遗物.范围广泛.种类繁多.

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丰硕劳动成果.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

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真实写照。

本文不揣浅陋.试图从皇宫的藏品、地下出土文物、寺庙里的藏品、古代石刻

(铜柱)、以及少数民族建筑文化遗物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民族文物作一梗概性的探

索和轮廓的勾圆。

一 皇宫是古代民族文物精华的收藏中心

据史书记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一向有朝贡的传统。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来.

作为地方方物朝贡给皇帝.而后收藏于皇宫里的物品除天然的珍珠宝石、奇花异草、

土特产品外.基本上都是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宝贵财富.无不凝聚着古代

少数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边疆各民族向中央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朝贡地方方物，

其历史悠久漫长.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早在公元前21世纪传说中的虞舜时代.世居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人就把本民族特

有的生产工具宿矢石窘献给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到了西周武王时.肃慎接受周

武王的招抚.并贡措矢石碧.表示文臣服于周王朝。据{国语·鲁语下}载仲尼

在陈有靠于陈侯之庭而死，措矢贯之.石费.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革如仲尼

之馆问之.仲尼曰:肇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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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肃慎氏贡措矢、石罄.其长尺有咫。先欲久照其

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鉴焉，故铭其括日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

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

以肃慎氏之贡o • II 孔子对肃慎的措矢石碧颇有研究.了如指掌。他认为.周武王克

商后.与周边各族加强联系.肃慎来贡'恬矢石禁.周武王还把.稽矢石警.当作.

珍玉.一样的贵重物品赐给异姓诸侯王使无忘服而受赐的同姓诸侯王则当作

珍品藏于故府[杨 1989 : 222J 。近年来在今黑龙江、吉林等地的考古发掘.证明

了古代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远在三千年以前的西周时期.肃慎朝贡棺矢石警.是肃慎

从事持猎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当然.从研究古代民族

文物的角度看.尚处于萌芽状态。

在.二十四史.中.关于边疆少数民族朝贡地方方物的记载屡见不鲜。班固在

{东都赋}中描述皇帝接受哀牢朝贡而举行盛大宴会的情景时曾写道天子受四海

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作者的描述显然带有文学色彩的夸张成份.但从中可见一

斑。就人贡的方物而言，既是使臣往来的礼物.也是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

秦汉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央王朝的朝贡已习以为常。据{太平御览}第708

卷记载.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 .匈奴呼韩邪单于"奉珍朝贡曾带来.积如

丘山.的毛制品。这些贡品.是古代匈奴民族的聪明创造。数量如此众多.可见当时

匈奴民族毛织业的规模。这些实物.对于内地汉族来说.无疑是认识和了解匈奴民族

的媒介。换言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当今民族文物的某些功能。

据{三国志). (晋书}记载.三国两晋时期.肃慎曾多次来向中原王朝朝贡恬

矢石署、弓甲等.其中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夏四月的朝贡.详细记载了贡品的

种类和数量.即国弓30张.石事300枚.皮骨铁杂铠20领.豹皮400张。这些贡品尤

其是用皮、骨和铁制成的铠甲由此传入了中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

豹皮400张.无论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还是今天都不是个小数且这是肃慎人民辛勤

劳动的成果。这些实物.即是肃慎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发展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原

人民认识和了解肃慎的媒介[杨 1989:222J 。

到了隋唐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原王朝的朝贡已经非同寻常了.不仅数量庞大.

而且质高价贵了。以吐蕃人贡唐王朝的礼品看.从金银珠宝到甲胃兵器.从锦结彩吊

到古物珍玩7一元乎无所不包;凡域内佳作珍品.方物特产.均在选精择莫一馈赠敬献

之列.而且品种数量极其浩繁.工本价值十分昂贵。贡品约有数百种之多。唐皇还特

地展示于长安提象门外，向臣僚百姓夸示。这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贡品展示会。吐蕃

迎娶文成公主.一次献聘礼 金五千两.珍玩数百 。这些人贡的物品.无不凝聚着

1)左丘明曹{国语、鲁语下}卷五.第42页.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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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藏族人民的血汗和智慧[陈 1989: 10-11J 。

收藏于皇宫的边疆少数民族的贡品据推测.其去向大致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

作为赏赐物.奖赏给了有功的大臣、将士;二是作为随葬品.埋葬于坟墓中;三是作

为牺牲品.在战火中与皇宫同归于尽;四是作为历史文物而流传于今。在今天的北京

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南京博物院.收藏

有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的文物。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保存有大量与少数

民族有关的文物.仅西藏文物就在三万件以上.堪称西藏文物宝库。故宫的西藏文物

种类繁多.为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及其在宫廷中的影响.研究明清时期藏汉文化的交流.

研究清代边疆史、民族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王尧 1991J 。由此可见.昔日

的皇家藏品.是探索我国古代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研究古代民族文物的一

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当然.这并不能从统治阶级珍惜保护少数民族文物及手工艺术的

角度加以认识。皇家的收藏.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收藏.或是作为地方方物、

古董加以赏玩消遣而已根本不可能从保护少数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劳动创造的角度出

发。因此收藏于皇宫的古代民族文物.一般不见经传.其来龙去脉往往难以说清楚.

从而为后人的研究增添了无穷的难度。这也从另一个恻面反映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

少数民族的歧视。

地方性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收藏古代民族文物的重要场所。如原西藏地方政府

的统治中心布达拉宫.收藏有大批珍贵的藏族古代民族文物。布达拉宫.巍峨壮观的

琼楼玉宇.已成为西藏的代表性标志。从达赖五世起(清初) .布达拉宫长期以来一

直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中心。宫殿依山垒砌.是我国著名的宫堡式建筑群。 1961

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布达拉宫不仅以建筑的成就著称于世.

而且以辉煌的艺术作品和珍贵文物而闻名遐迦。宫内珍藏有大量的雕塑、壁画、匾额、

佛像、唐卡、经书、法器、供器等文物.特别是精刻藏文大藏经.金字缮写的甘珠尔.

贝叶经等.以及明清两代皇帝教封历辈达赖喇嘛金册、金印、礼品等.都是稀世之宝。

布达拉宫堪称为藏族艺术博物馆和文化宝库。其藏品对于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艺

术，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皇宫的藏品.绝大部分是作为地方方物朝贡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其它途径收藏

的。其来源或途径尚待研究。然而.昔日的皇宫.收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精华.是肯

定无疑的。因此昔日的皇宫是研究古代民族文物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 地下埋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珍品

开展民族文物的研究.从民|可现存的反映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性

实物着手.仅仅是人门的开始[秦 1990J 。而深入的研究.必须与考古学密切相结

合。不言而喻.少数民族的今天.是从漫长的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对于古代民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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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只顾在文献记载上作文章.仅仅是一个侧面而已。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

logy )，不仅是研究古代民族文物的重要学科.而且也是研究近现代民族文物的姊妹学

科。古代民族文物.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动的古建筑、遗址、遗迹外.其它传世品

是甚微的.与古代少数民族的创造相比.那是极不成比例的。而民族考古学从各个方

面填补了古代民族文物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物的研究领域.为深入研究我国

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除天灾人祸、兵荒马乱时埋人地下的外.随葬品占有主导

地位。随葬，不仅仅是皇家富豪的奢好.寻常百姓也有这种传统。前面已经提到.历

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作为地方方物朝贡给皇帝的物品其中有的作为随葬品而埋人了坟

墓。这些再见天日的物品.无疑是古代民族文物的珍品。即使是寻常百姓的随葬品中.

也包含着众多的古代民族文物珍品。此外.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其中还与古代少数

民族的遗风有关。以铜鼓的出土为例. 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云南的群山

中.曾多次发现春秋、战国、宋等历代铜鼓.其中有的就是单个出土的.没有别的任

何物品伴出。对此.说法不尽相同。其中有一种说法.即认为这与古代少数民族的遗

风有关。其根据是当今云南彝族尚有把铜鼓埋藏在山上的风俗。埋藏时由专人负责.

除了这仅有的两、三个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对于埋藏的缘由. 尚无定论。但是.

比较一致的意见则认为.这是古代埋藏习俗的遗留。

总而言之.将物品埋藏于地下有多种历史的原因.其一是为死者陪葬.即随葬品

.其二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如地震、洪水等;其三是躲避战乱;其四是古代遗风。

这些人为的和自然的历史原因.形成了地下的埋藏。民族考古学的发展，为研究历史

上的少数民族开拓了广阔的领域。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质地有:金、银、铜、

铁、陶、瓷、丝、绸、棉、麻、竹、木等等.应有尽有。其用途包括:生产工具、生

活用品、武器、乐器、印盔等等.无所不有。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雄辨地证明

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聪明

才智和伟大创造。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重要实

物资料.而且还是编撰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珍贵参考资料。

第一.考古出土的民族文物，对于印证史书的记载.具有雄辨的说服力。

以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古墓群的考古发掘为例。该墓群的发掘，揭开了涅没于

地下两千多年的古代滇国的奥秘。关于古代滇王国.史学家们常常引证{史记·西南

夷列传}中的记载。然而.史书的文字记载.其真实性往往是难以印证的。 1955年至

1960年间.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晋宁县石寨山滇王族古墓群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

共发掘古墓50座.出土4000多件古代滇国的重要历史文物。其中第六号墓的随藏品.

总数有240多件.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滇王金印.一件。这颗金印的印纽是→条昂

首盘绕的蛇.印文是汉字篆书的.演王之印.四字。演王金印的出土.完全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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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说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一代演王.时代

为公元前二世纪.整个墓群就是古代滇王及亲族的墓群[王大道编 1986] 。

第二.考古出土的民族文物.可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

以铜鼓为例。尽管从{后汉书}算起.迄至民国年间的地方志为止.我国有关记

述、著录古代铜鼓的著作，不下二百余种。但是.对这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来龙

去脉.却未给后人留下足够的记录.因此在铜鼓的起源、类型、年代、分布、族属、

用途、铸造技术等诸方面.留下了空白。这并非在刻求古人.而有心说明的是.文字

记录的不足.往往要靠科学考古来弥补。譬如世界上最古老铜鼓的问题.从奥地利学

者黑格尔1902年出版{东南娅细亚古代金属鼓}一书以来.引起了莫衷一是的纷争。

而楚雄万家坝古墓群铜鼓的出土.为平息纷争提供了可贵的论证资料。 1975年5月下

旬至1976年年初.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楚雄万家坝古墓群进行了科学发掘.共发掘古墓

葬79座。其中23号墓出土随葬品500多件.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铜器.有矛、剑、戈、

斧、锄等兵器和农具。还发现了四面铜鼓。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共出土铜鼓五面。这些

铜鼓在形状上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差别很大.花纹更为简单.原始

古朴。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出土四面铜鼓的23号基年代是公元前690 i:: 90年

(距今2640 i:: 90年) .即公元前七世纪。因此这四件铜鼓是迄今发现年代可靠的铜

鼓中最早者。楚雄万家坝从此成了迄今世界上最古老铜鼓的出土地方。一些铜鼓研究

学者以万家坝出土的铜鼓为标准.把与它特征相似的铜鼓归为一类.称为.万家坝型

铜鼓. [王大道编 1986] 。

再以鲜卑石室(嘎仙洞)为例。(魏书·序纪}提到拓跋鲜卑起源时.记有.国

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但大鲜卑山究竟在何方.无凭考证。由于史籍记载的简略.

学者们的考证.只能是推论。因此.多年来众说纷纭.成了千古之谜。(魏书·礼志

}中曾提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

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

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毗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其

中所说.祖宗之庙又称.石庙.、 .石室这是确认大鲜卑山的唯一依据。但

是欲寻找拓跋祖庙.其前提先要确定乌洛侯国方位。因此学者们多从这里人手。他们

都是以代京(大同)为基点于其北四千余里的广阔地带去考定乌洛侯国。在{魏书·

乌洛侯国传}中对乌洛侯国的地理环境及鲜卑祖庙石室的规模与方位都有所描述.

…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

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

而还其中所说的祝文石室.对于考证拓跋鲜卑祖庙石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欲寻祝文石刻.必首先确定旧墟石室。而旧墟石室的确认.又以石刻视文为凭

证。 1980年7月.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者在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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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嘎仙洞内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刻在时壁上的祝

文.内容与{魏书·礼志}中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鲜卑旧墟石室的所在.解开

了鲜卑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鲜卑石室(嘎仙洞)遗址及北魏石刻祝文的发现.对

于探讨鲜卑等东胡民族的族源、文化渊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1988年2 月被

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米欠平 1991J 。

第三.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众所周知.西夏灭亡以后.元、明、清三朝都未曾编撰西夏史。究其个中缘故，

恐怕史料奇缺而使史学家难以动笔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

西夏 (1038-1227) 是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性封建政权。

当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多次进攻西夏国土时、西夏文物典籍在刀光剑影中累遭损

失。西夏国灭亡后、文物典籍遭到严重破坏。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连党顶族本身也在

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了。营日西夏文化的灿烂景象.只有从历史的陈迹中去寻找。 20世

纪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夏文献。 20世纪下半叶

以来.由于西夏文物、文献的大量发现更加促进了我国西夏学术研究的发展。西夏

文物的发现.对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如对宁夏银川贺

兰山东麓西夏皇陵的发掘.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及下西沟呗山洞西夏文物的发现.

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西夏洞窟的调查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遗址的再次

发掘等.都有重要的发现和收获。此外.在北京、河北、安徽、河南、陕西等地都有

西夏时期或西夏后裔活动的遗物、遗迹的发现。这些文物的发现.为编撰西夏史及党

项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白、吴编 1988J 。

第四、开展墓葬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葬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葬俗.从形式上看.有树葬、水葬、火葬、天葬、岩葬(悬

棺葬)、棺术土葬等多种。从葬具上看.有革棺、石棺、瓮棺、术棺、铜棺、船棺、

竹蔑棺、纸棺等多种[宋 1991]。 葬俗.是一种上层建筑.是古代民族对灵魂、

来生、神鬼等问题认识的一种综合反映.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的一种综

合反映。以1981年10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的一具契丹女尸为例.女尸头戴辈金铜

面具.身穿铜丝网络和丝绸衣服。所穿的贴身铜丝网络是不多见的葬服.从头到脚.

结构清楚。随葬器物主要是辽白瓷.还:育腰佩玉柄铜小刀和刀形器各一件.制作精美.

为辽民夹物中所罕见。契丹会严的出土「对三迂~契丹葬俗及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提供

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墓葬壁画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以

高句丽壁画为例，位于吉林省集安县的洞沟古墓群，是高句丽古墓最集中的地方.共

有古墓万余座.已发现壁画的墓有十余座.其中前期壁画多画在墓室的粉白壁画上.

主要描绘的是贵族生活.著名的有舞踊墓、角抵墓和洞沟12号墓等。其中洞沟12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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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上绘有房舍、家具、战斗、射猎、舞乐、礼荤、厨舍、鹿厨等.形象逼真、栩栩

如生.犹如一幅幅精彩的人物风俗画。晚期壁画大体是六世纪的作品.直接画在墓室

平整的石面上.五彩缤纷.金壁辉煌。高句丽古墓壁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彭、刘编 1989:186-187 

三 宗教寺庙收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瑰宝

宗教.迄至近现代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仍然存在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宗教文物.是

自成体系的一个文物序列.一般指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各种宗教的崇拜物、经典、法器、

用品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文献资料等。民族文物与宗教文物，二者既泾渭分明，又有一

定的交叉。在宗教寺庙里.一艇都收藏着丰富珍贵的文物.其中以宗教文化为主.同

时也不乏民族文物。因此宗教寺庙是探索古代民族文物的不可缺少的途径之一。

首先.在宗教寺庙中.其本身就是文物的不在少数。 20世纪60年代以来.根据其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被确定为县(市)级、省(自治区)级或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以藏传佛教为例.其寺庙建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达13座

之多，其中西藏地区8座.青海2座.北京、河北、甘肃各一座。这些建筑.气势雄伟.

富丽堂皇.历经沧桑.巍然耸立.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高超的建筑技艺.是

研究中国佛教史、建筑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如始建于唐代的拉萨大昭寺.历经元、明、

清多次扩建而形成当今的规模。 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昭寺.巧妙地使汉藏技术和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是汉藏建筑技术的合璧之作。大

昭寺内还保存有大批珍贵文物.包括宗教文物和民族文物。尤为称道的是位于正厅前

方的唐蕃会盟碑.既是研究唐蕃关系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又是汉族民族团结友好的历

史见证，无疑是珍贵的古代民族文物[彭、刘编 1989: 520- 52 1]。

以伊斯兰教为例.其寺庙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达四座之多.其中

北京、福建、陕西、宁夏各一座。这些建筑风格独特.巧妙地将伊斯兰教和汉民族建

筑传统凤格融为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精湛建筑技巧.是研究我国与阿

拉伯各国友仔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我国伊斯兰教发展史及回族发展史

的珍贵实物资料。如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清真寺. 1988 

年1 月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主体建筑有礼拜殿、柳歌楼、望月

楼、碑亭等。寺内收藏高一批重要文物。如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圣旨牌匾.清嘉庆

三年(I 798) 铸铁香炉.清道光丁未年(1874) 铸铜香炉等.对于研究该寺的历史及

我国伊斯兰教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既是珍贵的宗教文物.又是难得

的民族文物[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 1988:121-123] 。

其次.在宗教寺庙及石窟中.其本身就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作的艺术宝库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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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而且有的还是宗教文物、民族文物的珍藏宝库。如著名的云南大理三塔(即崇

圣寺三塔) .历经千年的风雨剥蚀和地震摇撼.仍巍然屹立。三座砖塔.一大二小.

鼎力而立.气势雄伟。 1961年 3 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在

维修加固工程中.在塔基和塔顶内发现文物680余件。据考证.这是南诏、大理国文

物的一次空前巨大的考古发现.不仅为我国佛教研究，而且也为云南古代民族史、宗

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李 1981J 。

又如名扬四海的敦煌莫高窟.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

好的佛教艺术宝库。众所周知.其17号洞(即藏经洞) .在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

)偶然发现内藏有经卷、文书等历史文物5万余件除汉文写本外.藏文、梵文、怯

卢文、粟特文、古和阕文、回鹊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并有绢本绘画.

刺绣等美术品数百件。这是20世纪初一件震惊中外的大发现.曾引起了一场国际间的

掠夺战.大批文物被盗走.窟内艺术品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中

国民族文物史上最惨痛的事件之一[彭、刘编 1989: 578'-579J 。

四 石刻(铜柱)中蕴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奇随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勒石(铸柱)的传统。这些遗留于后世的石刻(铜

柱)既是文献资料.又是实物资料.一向受到学者文人的重视。由此而形成了一门自

成体系的专门学问金石学。以我浅见.其中也包含着民族文物的研究。尤其是清代.

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到了顶峰.从而为今天的民族文物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

清一代.在新发现的石刻中.金石学家们悉心研究.成果丰硕。毫无疑问.这些石刻

碑记.在我国民族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少数民族发展史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的

珍贵实物资料。

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金石学家王刺在云南大理太和城遗址发现的南诏德化碑.

该碑立于唐大历元年(766). 碑文记述了南诏政权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如统

一五诏.西囊内乱.天宝战争.归附吐蕃.西开寻传，筑拓东城.设置官制等.记录

详尽。碑阴职官题名.提供了南诏初期职官制度和许多民族参加南诏政权的情况。太

和城遗址及南诏德化碑.于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彭、

刘编 1989: 515-516J 。

如清康熙十八年(1679) 于旧石城(今曲靖市)遗址出土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

该碑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971 年) .碑文记述了大理国国主段氏(白族)联合

三十七部(彝族)出战滇东一些部落后.子石城会盟立誓.并颁赐职赏的情况。此次

会盟汉文史籍中无记载.该碑弥补了史书的欠缺.是研究大理国和云南当时境内少数

民族的历史及大理国职官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彭、刘编 1989: 511-512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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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著名学者张溺于清嘉庆九年( 1804年)在武威清应寺发现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

碑(俗称西夏碑) .该碑刻于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 .两面刻文.一面刻西夏

文.另一面刻汉文.两面文字所述内容大体相同，但不是互译的，而是各自撰写的。

碑文记述了域内护国寺佛塔因地震倾斜.西夏皇太后和皇帝下诏加以重修的情况。碑

文提供了一些未见史籍记载的难得宝贵历史资料.是研究西夏历史、宗教信仰、语言

文字的宝贵实物资料.是现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之一。 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彭、刘编 1989: 589J 。

此外、还有一些石刻(铜柱)与古代少数民族有着十分密切关系.在古代民族文

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如著名的溪州铜柱(立于今湖南永顺县境内)、地藏寺经幢(今

云南昆明市)、袁滋题记摩崖(今云南盐津县)、居南关云台(今北京昌平县)等.

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居庸关云台.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 .券门和券洞刻有四大天王、金翅鸟、

象、龙、螃神等浮雕图案、并以梵、藏、蒙古、西夏、畏吾尔、汉等六种文字刻成陀

罗尼经咒颂文。这种以石块拼接的大型浮雕.在古代雕刻艺术中极其罕见.艺术价值

极高.是现存元代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优秀代表作。六种文字同时刻在一起.反映

了我国各族人民文化交流和相互交往的事实.是研究元代民族关系史的实物资料.也

是研究古代文字学的实物资料.无疑是珍贵的古代民族文物 [彭、刘编 1989: 33J 。

五 少数民族建筑文化遗物，是古代民族文物的重要组成

部分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建筑丰富多彩。从建筑的用途看.遗留于今的有都市城堡.

寺庙宝塔、陵墓、桥梁、鼓楼等多种;从现存的形式看.有故城旧址、遗存遗迹、扩

建重修、原物旧貌等.犹如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建筑通史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精

湛高超的建筑技艺和聪明智慧的劳动创造。

以宝塔为例。塔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是一校竟放异彩的奇酶.历史悠久.造型千姿

百态.美不胜收。在追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之际.令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我

国少数民族在遥远的古代就与这种建筑文化结下了不眼之缘沪、杰同时代、不同民族、

不同地区的能工巧匠们.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使塔的形制逐步丰富多彩.从而.为

后人留下了一笔风格独特的建筑文化财富。根据造型、结构的角度.本文仅择其具民

族特色的三种形式分述如下

第一、覆钵式喇嘛塔。这种类型的白塔尽管从元代才开始兴建但是.作为后

起之秀.在我国现存的古塔中却是数量较多的一种建筑形式。颇为著名的有;北京阜

城门内的妙应寺白塔、北京北海琼岛白塔、山西五台塔院寺舍利塔、内蒙古呼和浩特

席力图召白石塔、甘肃兰州白塔山白塔、甘肃夏河拉卡楞寺塔、青海津中塔尔寺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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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等.都各具特色而闻名遐jffi。其中北京阜城门内的妙应

寺白塔.为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 1271)修建.通高50.9米.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年代最早的一座覆钵式喇嘛塔。其中尤为珍奇的是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这是一个

有规则组合的塔群.与普通寺院旁边的塔林大不相同.其排列方法是从上到下按照一、

三、五、七、九……的奇数组合而成.共计12行.构成一个三角形的塔阵。因共有一

百零八个塔而得名。塔的造型皆为覆钵式喇嘛塔。

此外.还有灵塔.其外形类似覆钵式喇嘛塔.但制作材料颇为珍贵。一般用金银

珠宝制作.豪华高贵.世所罕见。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喇嘛寺庙或宫

殿中。如拉萨布达拉宫中共保存有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和十三世达赖

喇嘛的八座灵塔，都是用金银珠宝制成。其中尤以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为高大豪华，塔

通高14、 85米.塔身全部用金皮包裹，珠宝玉石镶嵌。据史书记载，仅黄金就用了11

万两.珠宝玉石达18680多颗.是我国最大最豪华的金塔。

第二、金刚宝座舍利塔。这种类型的古塔.现存的实物大多为明、清时期修建.

全国共有十余处。颇为著名的有: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宝座舍利塔、北京真觉寺金刚

宝座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金刚宝座塔、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金刚宝座塔、

甘肃张掖金刚宝座塔等.都各具奇特色而著称于世。其中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宝座舍

利塔的建筑形制较为典型.塔的上半部.有五个小塔突兀高耸。宝塔的正中开圆形拱

门拱门顶上有横额一方.上有汉、蒙、藏三种文字书写的塔名。宝塔四周满刻天王、

力士、佛像、罗汉、梵文经咒和八宝装饰.非常华丽。须弥座上又用琉璃砖贴面.色

彩更为鲜艳。

第三、笋塔。云南景洪曼飞龙白塔，它的建筑设计借鉴了东南亚国家小乘佛教塔

的形式，又结合了当地的建筑传统.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其造型优如玉笋破土而也

故有笋塔之称。塔由大小九个塔组成，正中一塔突起.通高16、 29米.八个小塔分立

于八角.通高9、 1 米。优美的造型.洁白的塔身衬映着蓝天白云.分外胶结、和谐、

壮观.堪称艺术佳作.建筑珍品 2 )。

结语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少数民族的今天;若从历史主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二古代少数民族是怎样生活的呢

?通过阅读古代文献可略知一二。然而，历史的文化的遗留物一一古代民族文物.为

古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直观的珍贵实物资料。我粗浅地认为.皇家

故宫里收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精华.地下埋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珍品.宗教寺庙里收

2) 关于古塔.本文主要参考了罗哲文著{中国古塔) [罗 1985]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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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瑰宝.石刻(铜柱)中蕴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奇胞.在加上少数

民族建筑文化遗物.它们之间的总和.不仅构画出了我国古代民族文物的基本轮廓.

而且从中也可领略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概貌。

(本文在定搞前.承蒙张甫民、刘志清、唐垂裕、宋军诸位先生审阅.并根据他

们的宝贵意见作了修改。借此机会谨表示衷心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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