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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铜案尺方凝聚中山风云

□段宏振

1977 年，位于平山

县境内的中山国王陵内，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珍

贵的王室文物。在众多

精美的青铜器中，有一件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座，堪称战国时代青铜工

艺的巅峰之作，尺方之内

凝聚着古国中山的历史

风云，彰显着中山文明的

灿烂异彩。

出土错金银四龙四凤
铜方案座的中山王墓发现
以前，有关中山国的许多史
实还处于迷雾之中。战国
中 山 之 名 ，屡 见 于 上 古 文
献，但所载相关史实非常零
碎，且大多穿插于那些名邦
大国历史的字里行间，难以
串联成一段明晰完整的中
山国史。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乃是学界用词，其简洁之名，应称作方案，或方形几案。

铜方案的基本结构为：漆木案
面，铜质底座。但因在墓内经
历千年，木质面板早已腐
毁，仅留存铜质底座，故此
称之为铜方案座。又因其
底座造型主题为四龙四凤，周身
装饰有错金银花纹，因此学界称之
为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

铜方案座，通高 36.2 厘米、边长
47.5 厘米，重 18.65 公斤。方案座的
精美奇巧之处，全在于其模拟动物
之造型，将龙、凤、鹿三种动物的自
然形态与案座的实际功用有机结合
起来，既栩栩如生又方便实用，因此
成为中山国青铜器的标志性作品。

铜方案座的造型设计奇巧，主
体由四龙与四凤纠缠结合而成。四龙
昂首承托方形斗拱，其上即为方案面
板之框。斗拱承托案框，当为模仿当
时木构建筑之形，因此是战国木构建
筑样式的绝好实证。四龙形态均作双
翼双腹，翼腹后掠收缩，盘环纠结于
中央，状如半球形成底座核心。而龙
腹则又呈弧形延长，反甩于龙首之
后，状如倒钩形并与相邻龙腹交叉结
环。四龙之间插有四凤，其正位于相
邻双龙的后掠反甩结环处，凤翼与龙
腹及翼缠结在一起。凤首扬起，鸣叫
声声，引颈欲飞。四龙之足与四凤之
尾下踏于圆环形托盘之上，托盘则由
四只蹲卧的梅花鹿承托。

四龙四凤四鹿等十二只动物造
型巧妙联结，疏密适宜，其中最令人
赞叹的当属龙凤组合造型的设计。
四龙四凤均昂首独立前伸，翼腹则
后掠纠缠成团，前扬后抑，外张内
敛，主次分明。龙凤傲首英姿焕发堪

当承托重负，翼腹纠结团簇正可稳
固基础。整体总观方案座的造型，犹
如四龙四凤配合默契的团体艺术之
舞，姿态优雅，张弛得当，动静相宜，
精致细腻。正是因此造型设计的匠
心独具，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当之无
愧成为中国古代青铜造型艺术的经
典作品。

除了造型设计的奇妙精巧外，
四龙四凤铜方案座的铸造工艺也堪
称一流。方案座系由青铜铸造而成，
结构繁复，装饰华丽。制作工艺采用
分铸、嵌接、焊接等多种方法相结合，

表 面 又 施 以
错 金 银 装 饰
技法。根据冶
金 工 艺 学 研
究，方案座由
78 个部件构
成 ，经 由 22

次铸接和 48 次焊接等繁多工序，按
照预定步骤和层次，精心铸造连接而
成。案座表面装饰错金银花纹，更是
中山国铜器流行的技法，金银镶嵌相
间构成图案，并与铜质底色相映成
辉。如此繁复的制造工艺，代表着战
国时代金属冶铸技术的最高水平，也
是中山国文化的一个耀眼亮点。

无论是造型设计，还是铸造工
艺，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均属精湛上
乘之作，因而它应该是商周以来青
铜器制造工艺的集大成者，堪称战
国青铜器工艺的巅峰作品。

战国青铜工艺典范之作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地
球最后的夜晚》在全国公映，
片方之前打出“一吻跨年”的
营销，让这部文艺片首日预
售票房高达1.59亿元。然而，
首映当天第一批看过电影的
很多观众在网上留下差评，
表示对电影的不满，观影过
程中更是有很多观众中途退
场。(1 月 2 日《新京报》）

近年来，一向不被人看
好的文艺题材影片似乎以一
种回暖的趋势向影市蔓延，
从《致青春》起，一股夹杂着
怀旧叙事与心灵抚慰的文艺
风迅速席卷大银幕。随后，陈
思成的处女作《北京爱情故
事》和高晓松《同桌的你》以
温暖的银幕情调各赚 4 亿票
房。与进口大片追求动作特
效、视觉冲击相比，这些国产
文艺片用心灵慰藉与人文关
怀走出另一条票房红线。

虽说，好的文艺片往往
并不缺商业卖点，比如《观音
山》《桃姐》等，但长久以来，
国内文艺片票房一直温吞
吞。久远的《芙蓉镇》等影片
自不用说，单看最近十来年
的文艺片，票房大多只有几
百万甚至更低，有的连成本
都收不回来。

一边是奖项连连、口碑不
俗，一边是低迷的排片场次和
票房数字，国产文艺片不如人
意的战绩背后，隐含着影片运
营中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一
方面，与商业片不同，文艺片
很少有足够资金支持宣传，因
此票房一般比较慢热；而好的
片子需要口碑累积，但往往等

“好名声”传到观众耳中时，已
经很难再在电影院看到它们
了；另一方面，很多文艺片佳
作尽管有着优美动人的画面
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一些文
艺片导演、演员也形成了明
显的个人风格，但目前国产
文艺片还存在与观众脱节现
象，观众认知度和接受度不
高，“看不懂”是观众对文艺片
的普遍感受。

近年来，观众的口味在改
变，对各种类型影片的接纳度
越来越高，这对国产文艺片的
影响是积极的。但文艺片还面
临诸多困境：首先，资金仍然
成为困扰国产文艺片创作的
瓶颈。由于许多大的影视制作
公司更多考虑经济利益因素，
即使制作文艺片也多数属于
青春偶像的“伪文艺片”。而小
公司即使有心制作纯正的文
艺片，也由于资金匮乏使得作
品质量无法满足观影人群的
要求。粗制滥造的结果就是无
法登陆院线盈利，甚至血本无
归。其次，文艺片当前的票房不
佳，还在于国内仍处于文艺片
初级消费阶段，市场没有细分，
影院的主流观众是类型片观
众。即使上了院线，票价低、观
众少，放映文艺片也无利可图。
而不赚钱又会导致国内缺少
创作文艺片的人才，无法连续
做出高品质、有艺术特点的作
品，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如今文艺片回归影院，
导演开始将重心放在本土市
场的观众身上，无疑可以促
进中国电影的多样化发展，
打破大片一统天下的单调格
局。近两年随着国内电影市
场的飞速发展，文艺片营销
也纷纷放下身段逐渐靠拢市
场。但缺钱的文艺片如何学
会用有限的资金“营销”仍是
一门大学问。

培养国产文艺片市场是
个长期的过程，文艺片之花

“怒放”尚需积蓄力量，发行
国际化、亮相国际电影节以
及增加在国内的多种发行渠
道，是文艺片实现叫好又叫
座的基本方法。随着国内电
影产业的不断深入与发展，
国内电影观众的不断增加与
成熟，中国电影市场将会以
更包容的姿态迎接各种类型
片生存，文艺片作为十分重
要的类型片，理应在电影市
场占据一席之地。

20 世纪 70 年代，滹沱河
北岸的平山县境内，发现了中
山国都城灵寿故城和中山王
陵，特别是一座王陵大墓内出
土的青铜礼器上刻有长篇铭
文，其内容记载了中山国的许
多史实，犹如中山王室的宫廷
档案。这些珍贵的文字，补证
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谬误。以
此为契机，平山周边地区相继
又有很多的考古发现。在历史
和考古学者的科学考证下，战
国中山的历史进程变得愈来愈
清晰。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唐
河流域的这片沃土，正是战国
时期中山国所在的核心疆域。

中山国前期的都城在顾，
具体地点尚未得到考古确认。
中山国后期的都城在灵寿，故
城遗址即今平山县境内的三汲
村附近。灵寿不仅是中山的都
城，也是战国时期燕赵之间的
著名城邑，与燕都和邯郸同属
太行山东麓的重要城市。

中山王陵区位于古灵寿城
的西城以及西郊。1977 年发
掘的中山国王 墓，出土有大
量精美的铜器、金银器、铁
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等文
物，是中山文化发达水准的最
佳代表。青铜器造型独特，工
艺精美，典型作品如错金银四
龙四凤铜方案座、错金银虎噬
鹿形器座、错金银犀形器座、
错银双翼神兽等。其中铁足大
鼎、夔龙纹方壶和圆壶、金银
镶错兆域图铜版等，均是刻有
长篇铭文的重器，具有十分珍
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价值。而形
制独特的大型山字形铜器，则
被视作中山特色的典型器物。

在这些珍异奇巧的文物之
中，如果单从铸造工艺层面观
察，当首推错金银四龙四凤铜
方案座，体现着高超的金属工
艺制作水平，是当时手工业和
艺术发展的综合成果。考古发
掘证实，根据铜方案在陵墓内
随葬的具体位置，它也应是中
山王生前的心爱之物。埋葬国
王的主椁室早年已遭盗毁，棺
椁与尸骨无存，随葬器物绝大
部分被盗走，仅残余一些零碎
部件。但幸运的是主椁室两侧
的两座外藏椁室未经盗扰，而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就发
现于东侧的外藏椁室之内。如
果埋葬国王的主椁室象征着正
殿，那么两侧的外藏椁室则相
当于偏殿，类似仓库用来储藏
君王的礼仪用物、日常用品
等，因此成为中山王陵内的宝
藏，中山国精美文物大多出土
于此处。东外藏椁室陈列着众
多的日常生活用具，如：屏
风、灯具、火盆、酒器、方案
等，很像是国君的平日起居之
室。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屏
风之前放置着方案，旁边竖立
着铜灯，俨然即是君王的生前
理政之处。

屏风之前，铜灯影下，中
山王席地而坐，伏案读书阅
册。据此分析，错金银四龙四
凤铜方案应属于中山王生前的
御用之物，当无太多争议。方
案虽小，但由于其所处位置重
要，因此尺方之间犹见历史沧
桑。

作为中山国王 生前的御用器具，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应端置于王宫正殿，抑或安放于后宫寝

殿，还有可能跟随君主出行而安顿于行营大帐。铜案尺方，浸染中山王室气韵，见证中山历史风云。

战国中山国约始建于春秋战国
之交，至公元前 296 年被赵国所灭，
存在了近二百年。其间曾一度失国
中断二十余年，因此实际存在时间
约一百六十余年。根据文献和铜器
铭文，学者们考证中山国王的世系
至少历有7位国君，其中 是第五位
国王。纵观中山国历史，大致经历
了立国、降魏、复国、称王、伐燕、抗
赵、衰落至复灭等几个时期。

与战国七雄等大国相比，中山
无疑属于小邦。车不过千乘，地方
五百里，于燕赵魏齐夹缝间，左右周
旋顽强生存。然而竭尽奋发图强，
国力日渐兴盛，竟能与三晋及燕比
肩争雄称王。到中山国王 的时
期，中山国进入最辉煌的顶峰时期，
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即是伐燕。

公元前 314 年，中山伐燕。起
因是燕王将王位禅让于大臣，不久
发生内乱，齐、中山便借口正君臣名
分而征不义之邦，乘机北上伐燕。
中山此次征讨燕国，不仅攻城占地，
还收获了大批财物。中山以千乘小
国，与万乘大国齐国并肩，征伐另一
个万乘之国——燕。另外，不久前
中山还南战赵国取胜。当此之时，
中山北伐南征，争雄于强国大邦之
列，实际国力达到顶端。中山王

墓内出土的铁足大鼎铭文中，对伐
燕之胜极尽歌功颂德。中山此次胜
燕，不仅攻城略地，侵占了不少的土
地，还截获了大批财物，并利用得来
的铜料铸造礼器。

中山国王 ，北伐迎燕、南战击
赵，使中山一时璀璨成为名邦，自己
也因此成为一代名君。在征讨战
急、国事繁忙的时期，中山君主
夜以继日勤奋理政，或许，他就伏在
那只心爱的龙凤方案上批文阅图，
抑或伏案稍憩休养神气以待再劳。
龙凤方案熏染了国君的气息甚至汗
水，龙首凤身或许渗透着君王把玩
摩挲的余温，前方传来的捷报可能
被呈至案头，喜悦的国王必定置酒

于案庆贺功成。若果如此，则龙凤
方案在中山国君 身边，见证了中
山国鼎盛的辉煌，也恰因此而成为
君王的心爱之物，所以在 去世后
作为随葬之物继续放在身边。

中山国君 死后，中山国日渐
衰落，至公元前 296 年终于被赵所
灭。中山虽亡，但毕竟图强争雄，曾
辉煌一时，在战国历史上占据有光
荣的一页。在那个辉煌的时期，龙
凤方案伴随着它的主人历经辛劳与
喜悦。不久以后，龙凤方案又跟随
主人隐藏于地下，直至20世纪70年
代被考古人员发现，随即进入博物
馆展柜，开始默默地向世人讲述往
昔岁月的沧桑。

中山王 的辉煌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亮相《国家宝藏》 图片为央视截图

铜方案座精致生动的动物造型
设计，立意奇妙，独具匠心，代表着中
山国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山王

陵墓内出土了许多动物造型的精
品文物，如：虎噬鹿形器座、犀形器
座、双翼神兽等。钟爱动物造型的根
源，恐怕难以单从制造工艺上考察，
应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生业经济类型
等密切相关。另外的考古证据显示，
中山国的墓葬内常见有殉牲现象，
随葬家畜马、牛、羊等。而中山王
的陵墓前，则设有专门的车马坑和
殉牲坑，后者葬有马、羊、牛、狗等，
这些家畜多被分割首身而放置，明
显属于北方系统文化传统风格。所
有这些现象反映了中山国文化的传
承来源中，包含有浓厚的北方民族
畜牧文化因素。

铜方案座的复杂制造工艺，不

仅标志着中山国的金属铸造业相当
发达，而且也是中山文化独特性的
一个重要体现。国都灵寿城里分布
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行业分工
明确，种类有铸铜、铸铁、制玉和制
陶等。其中铸铜作坊发现大量的陶
范，种类包括各种类型的用具、工具
和武器等。中山王墓出土的众多铜
器和铁器精品，即是中山金属冶铸
业发达的最好证明。在铸造工艺
上，分铸、焊接、错金银等多种技法
综合应用，则体现了中山国金属工
艺的上乘水平。

铜方案座独特的动物造型与复
杂的铸造工艺，既传承了商周以来
中原金属冶铸业的精髓，同时又创
新发展了中山国固有的铸造传统技
术，因此具有独特的自身特色。而
在滹沱河、唐河流域的春秋鲜虞文

化中，曾经流行的动物造型金属器
物，以及金盘丝、兽形金牌饰等制
品，很可能即是中山国的独特铸造
工艺的传承来源。因此，动物造型
设计与错金银工艺，作为中山国传
统文化的基因，不仅保持着延续和
传承，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
展。

以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为
代表的中山国精品文物，是我国东
周考古的重大发现。这些绚丽的物
质文化不仅代表着灿烂的中山文
明，同时也是战国时期北方与中原
文化融合升华后的结晶。战国中山
在继承鲜虞浓厚北方文化传统的基
础上，兼收并蓄燕、齐、魏、赵等四国
文化的精华，创新再造出了一支别
具特色的中山文化，在战国诸侯文
化之林焕发着异彩之光。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不仅是战国青铜器工艺的典范之作，同时更是中山国文化的集中体现，从

造型设计到铸造工艺无不彰显着中山文化的独特光彩。

中山异彩文化

日前，央视综艺频道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迎来了“纳四方慷慨之志”的河北博物院专场。入选的

河北博物院三件国宝——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长信宫灯、彩绘散乐浮雕登场亮相，它们用燕赵故事描绘出中国

历史风云，讲述了战国雄风、汉代之光和大唐之音。

这三件文物都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其中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出土于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

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堪称古代青铜器的精品之作；出土于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的长信宫

灯，设计精巧、制作工艺高超，体现古代环保理念，穿越千年为我们传递历史之光；出土于曲阳县西燕川村王处直墓的

彩绘散乐浮雕，再现了唐末五代时期的乐舞场面，代表着曲阳大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准。

在此，本报特约文物研究专家推出系列报道，带领读者探秘三件国宝的前世今生，解读历史风云中的千古传奇。

关注入选《国家宝藏》第二季的河北国宝

编者按

中山国王陵内的宝藏

错 金 银
四 龙 四 凤 铜
方案座

(图片由
河 北 博 物 院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