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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之王

后母戊鼎
档案：原称“司母戊鼎”，通体

高 133 厘米、长 110 厘米、宽 78 厘
米、壁厚 6 厘米，重达 875 公斤，是
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
单体青铜礼器。铸造于商后期，
1939 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考古工作者认为后母
戊鼎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
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
妃妇妌（jǐng）的庙号，“司”应为

“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根据
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
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
母亲妇妌而制的。

西周重器

大盂鼎
档案：高 102 厘米、重 153.5 公

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
1003 年。清朝道光初年，也就是
1891 年 ，出 土 于 陕 西 岐 山 县 。
1959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赏析：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
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
铜器。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
鼎和大克鼎，都为青铜器中的重
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
期，故并称为晚清“海内三宝”。

宁静致远

《木雕观音》
档案：坐像高两米，

为宋代文物。2005 年，国
家文物局将这件长期被
海外收藏家收藏的艺术
精品收购回国，进而入藏
国家博物馆。这是国内
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
的宋代木雕。

赏析：据粗略统计，北
美多家大型博物馆中收藏
的中国宋代木雕佛像数量
在20件以上，而国内各大
博物馆在此之前尚无宋代
木雕佛像精品。这件高达
两米的大型木雕观音造像
的入藏，填补了国家博物
馆的馆藏。

圆鼎之最

子龙鼎
档案：通高 103 厘米，鼎宽 37

厘米，腹深 43 厘米。铸造于商末
周初，传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土于
中国河南省辉县。是目前发现的
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

赏析：因其鼎腹内壁铸有“子
龙”二字，因而得名。“子龙”二字
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

“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
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
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
子龙鼎和后母戊鼎也被一些学者
形象地称为“方圆重宝”。

青瓷之王 青瓷莲花尊
档案：高59.5厘米，北朝时期，大约烧制于公元四世纪

到六世纪，出土于河北景县的封氏墓群。此物为馆藏，而相
似的南朝文物青瓷莲花尊正在国博地下一层展出。

赏析：莲花尊除了是佛教文化孕育出的产物外，它的
用途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现存的莲花尊大多是处于
墓葬之中，所以专家认定，它们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

青铜奇葩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档案：长 58.1厘米，高 34.1厘米，重 13.5公斤。铜犀尊

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1963年在陕西出土。
赏析：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盛酒器，多为圆腹，大侈

口，下有圈足。犀牛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
犀牛腹部是空的，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侧可以往外倒酒。

青铜美器 四羊方尊
档案：每边边长为 52.4厘米，器身高 58.3厘米，重量接

近 34.5公斤。铸造于商后期。1938年春天出土于湖南省宁
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山村。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当属位于肩部四角
的卷角羊头。“四羊方尊”便是由此得名。羊头与羊颈伸出
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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