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四国圆剑饰困圃
因 陕西 王锋钧

春
秋战国至汉代流行在剑柄

、

剑鞘上嵌镶玉饰称为玉

具剑
。

剑是当时诸侯
、

大夫必佩之物
,

以玉饰剑是

表明身份
、

地位的产物
。

春秋
、

战国至汉代大量玉饰剑的

出现
,

应说是与
“

古之君子必佩玉
”

和
“

君子无故玉不去

身
,

君子于玉比德焉
”

密切相关
。

一件完整的玉具剑共有四部分
,

即首
、

潭
、

族
、

秘
。

剑柄端饰称
“

首
‘ ’ ,

柄与剑身分界处称
“

潭
”

〔 〕
,

即通称的
“

剑格
” 。

剑鞘中部

用以穿剑带之钮称
“

琅
” ,

亦称
“

琏
” 。

剑鞘末端的端饰称
“

秘
” ,

亦

称
“

镖
”

〔 〕
,

它本来用铜制作
,

玉具剑则代之以玉
。

现介绍西安

市考古出土及馆藏的一些玉具剑饰

战国
·

青白玉谷纹剑首

共两件
,

一件直径 厘米
,

厚 厘米 另一件直径 厘米
,

厚

匣米
,

年西安市未央区汉墓出土
。

两件剑首均为圆饼状
,

剖面呈梯形
。

剑首正面纹饰分内外两区
。

内外区边缘阴刻一周弦纹形成内外边廓
。

内区碾琢自由流畅的线刻

勾云纹
,

中间有菱形网纹
,

其平面与剑首外缘齐平
。

外层采用减地

法雕琢谷纹
,

每个突起谷纹的大小和尾线长短一致
,

刀法极为锋利
。

剑首背面中部凸起一圆台
,

周围为斜坡状
。

圆台中间有卯眼
,

用于

插入剑柄
。

大的一件在卯眼外有三个穿孔斜向打入卯眼
,

用于插楔

钉固定剑柄
。

汉
·

白玉镂空蜻纹剑首

高 厘米
,

长 厘米
,

厚 厘米
。

年西安市未央区红旗

机械厂出土
。

剑首的底面平
,

有两圆孔为固定剑柄首用
,

须面及两侧面雕立

体云里螃龙
,

其或回首攀腾
,

或曲体爬行
,

或云间飞跃
,

或静立云

端
,

或驾云飞舞
,

另外还有形象不一的怪兽
,

活灵活现
。

其手法为

立体雕
、

浮雕及镂空雕
,

通体流云翻滚
,

突出云中璃龙的形象
。

顶

骨函

物、、
田︸、︸盆



受峨母

端的一只爬在云峰上
,

侧首俯视
,

眼目圆睁
,

口 阴线勾勒
。

雕琢此王涣的玉料局部有糖色
,

作者采用
“

俏色
”

的技法
,

使大蜻龙

微张
。

其坚硬而有力的前爪蹬在云上
,

隆起的 的头
、

肩显现出糖皮
,

为活灵活现的子母蜿龙锦上添花
。

腿肌
、

浑圆的躯干
、

起伏的腹部似乎隐藏着一 汉代青白玉兽面云纹族

股无穷的力量
,

随时都可进发出来
。

还有一藕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厚 厘米
,

年西安市滔桥区新祝公社北窑

龙翻云而过
,

头顶长须绞丝状
,

随云飘动
,

锐 大队出土
。

利尖爪紧紧抓住浮云
,

欲腾欲跃
。

其他的螃龙 俯视为矩形
,

前后两端内卷
,

背有长方形爱用以穿插腰带
。

正面纹饰采用

也是昂首怒目
,

作奔腾之势
,

似乎遇到了
“

对 压地隐起法雕琢
。

一端雕琢兽面
,

有双角大眼和口鼻
。

兽面的上部有沿轴线左

手
” ,

准备前扑撕打
,

小怪兽躲藏到边际
,

畏惧 右对称的二方连续式勾云

蜻龙
,

又怕掉出云外
,

回首下望紧抓云边
。

总 纹
,

其间饰网纹或平行的折

体看
,

给人的印象是群璃闹天空的情节
。

螃群 曲线
,

两侧边缘各一道阴线

通体结构均为
“ ”

形
,

具有曲线结构美
,

表现 刻出边廓
。

另一端阴刻折曲

有节奏
、

有起伏的动态
。

以飘浮柔软云朵烘托 几何纹
,

上下各一道阴线为

姨龙
,

以对比夸张手法
,

体现欲要搏斗的场面
。

界
。

琅两端和中部的纹饰看

汉代白玉谷纹剑钾 似独立
,

实为一完整的兽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厚 厘米
,

纹
。

一端的兽面为其首
,

轴

年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汉墓出土
。

线为背脊
,

云纹图案为身上

剑潭 〔 〕呈山字形
,

上部尖凸
,

下部内 的斑纹
,

另一端的几何纹是

凹
。

侧视为菱形
,

中部上下不对称镂空
。

上半 其尾部
。

部镂空为椭方形
,

供剑柄穿过 下半部镂空为 汉代白玉蛤纹泌 〕

菱形
,

以卡剑身肩部
。

潭面满饰谷纹
。

剑谭
,

俗 高 厘米
,

上长 厘

称剑格
,

为剑身与剑柄间的饰玉
。

米
,

下长 厘米
,

厚 厘

汉代青白玉蚊龙纹族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厚 厘米
,

年西安市阿房宫乡出土
。

俯视为长方形
,

前后两端内卷
,

背有长方

形爱用以穿插腰带
。

正面铲底浮雕一蝗龙
。

螃

龙腰身隐于云雾当中
,

回身置首于腰部上方
,

四肢的关节和分叉的尾部饰以弧线
,

背和周围

以细阴线琢刻云纹
,

表现出蜿龙在云雾中翻飞

腾越的威猛之势
。

这种在螃龙身上琢刻细线的

表现技法
,

是东汉蜿龙的主要特点之一
。

汉代青白玉子母蜻龙纹埃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高 厘米
。

年西安市草滩乡张千户村出土
。

俯视为长方形
,

前后两端内卷
,

背有长方

形妻用以穿插腰带
。

正面高浮雕一对母子螃
,

二者造型
、

姿态基本相同
,

侧首相望
,

作奔戏

状
。

大小蜻龙的口部均镂空
,

嘴角钻孔
,

眼珠

略下垂
,

眉上竖而内勾
,

鼻梁有两道阴刻平行

弧线
,

耳如哈巴狗下垂
,

尾部穿云而过
。

头
、

肩
、

胯
、

尾的上部磨平
,

边缘以
“

游丝毛雕
”

式细



缓带
,

缓带从小螃龙身下的云雾中穿过
,

螃龙飞腾和缓带漂浮的动感十分强烈
。

这

一面有三个角的近缘处有阴刻线
,

以示边

廓
。

秘的上方有一卯眼
,

用于穿销与剑鞘

头相接
。

清代白玉仔料蜻龙鸟纹剑首

长 厘米
,

上宽 厘米
,

下宽

厘米
,

厚 厘米
。

剑首呈梯形
,

上下边棱有三个扉牙
,

扉牙中部有一道槽
。

前后两面分别浮雕峡

龙纹与凤鸟纹
,

四周以阴线刻出梯形边

框
。

蝠龙头部呈椭圆形
,

圆眼弯眉
,

耳下

垂
。

胸部圆挺
,

身体较直
,

尾卷曲
。

前肢

双双前伸
,

后肢一前一后
。

另一面的凤鸟

采侧面站立姿
,

尖嚎微勾
,

眼梢较长
,

长

冠后抿
,

翅张尾翘
,

身上以卷云纹和折曲

纹表示羽毛
。

此剑首上璃龙鸟纹均为仿秦

汉同类纹饰雕琢
,

但从轮廓线条来看
,

在

转折处尖锐
,

弯转处圆弧饱满
,

为典型的

清代玉雕表现技法
。

清代白玉兽纹族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高 厘米
。

俯视为矩形
,

前后两端内卷
,

背有长

方形姿用以穿插腰带
。

正面铲地浮雕两对

一大一小的兽纹
,

大的在中间
,

小的在两

端
,

两两追尾环绕
。

大小四只兽
,

均头大
、

身小
,

无四肢
,

身躯呈
“

’
’

形
,

周围有

水波纹
,

似在水中回游嬉戏
。

两对兽纹造

型相仿
,

略有区别
。

左边一对 大兽的头

似侧面鸟首
,

椭圆眼
,

眼梢较长
,

尖嚎

小兽头部略方
,

面
、

额
、

角呈三级台阶形
。

面部呈梯形
,

只有一对圆涡代表眼睛 额

头平
,

与颈部等宽 两只
“ ”

形角直竖
。

右边一对 大兽的头似侧面鸭首
,

圆眼
,

长嘴 小兽的形态与左边一只相仿
,

只是

米
,

年西安市未央区红旗机械厂工地出土
。

面部呈三角形
。

整个画面布局对称
,

动感

班 〕略呈梯形
,

剖面为长橄榄形
。

两面均浮雕璃纹
。

一面浅浮雕一云中螃龙
,

十足
,

刀法硬朗明快
,

碾琢抛光精细
,

艺

螃躯呈斜
“ ”

形
,

云雾从腰间穿过
。

蝎首上仰
,

眉上竖而内勾
,

眼珠略下垂
,

鼻梁 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统一

有阴刻双弧线
,

短耳竖立
,

长鬃卷曲
,

由颈至尾一道阴线示背脊
,

肩胯饰卷云纹
,

尾 , 清代蛇纹石大理岩兽纹秘

呈绞丝形
。

螃龙周围铲地浮雕和阴刻数朵云纹
,

秘面一周边廓较厚
。

珍的另一面高浮雕 长 厘米
,

宽 厘米
,

厚 厘米

一大一小两只蝎龙
,

其形态与前述蚁龙基本相同
,

体呈
“

’’ 形 两只蝎龙共衔一条 秘呈梯形
,

剖面为橄榄形
,

双面均饰

舀函

物、、深﹃‘



母翻

兽面
。

兽面略方
,

大眼
,

上眼眶近平
,

眼梢伸出脸廓卷曲
,

眉

毛方折近矩形
,

蒜头鼻
,

额头两侧
、

眉心
、

脸颊各有一阴起乳

突
,

咬牙咧嘴露出牙齿
,

面目狰狞
。

兽面轮廓周围铲地碾平
,

压地雕琢的鼻子边缘以阴线勾勒轮廓
,

眼眶
、

嘴唇以偏刀斜

削
,

突出了凶狠的眼神和张咧的嘴
,

从而强化了兽面的恐怖感
。

梯形秘的上方双面斜削
,

其顶边和梯形的两个斜边磨平
。

秘的下

方的平面呈橄榄形
,

中间有一圆形卯眼
,

其两侧各有一斜向穿

孔打入卯眼腰部
,

用以固定剑鞘头部的摔头
。

物 责编 耕生

因 陕西 王光青 张加林

书 意
,

是一种象征吉样的传统器物
,

也有称
“

老头乐
” 、 “

痒

夕、 痒挠
” 、 “

不求人
”

的
,

原为人挠痒
,

尽如人意
,

故得雅称
“

如意
” 。

秦汉以前即已出现
,

有多种功能
,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比

较兴盛
,

乃至成为帝王将相手中常握之宝物
,

用于挠痒
、

决策事

物
、

指挥战争等作用
。

《晋书
·

王敦传 》
“

每酒后
,

辄咏魏武帝乐

府歌
,

以如意打唾壶为节
,

壶边尽缺
。 ”

唐代诗云
“

闲将如意敲

眠虎
,

遣向林间坐听经
。 ”

史书和诗歌中都提到了
“

如意
” 。

在陕

西法门寺塔的地宫中出土了许多稀世珍宝
,

其中就有两柄如意
,

银

制婆金
,

一尺六长
,

直身
,

头部挠手为云头纹
,

这是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一枚供奉佛的如意了
。

和尚宣讲诵经
,

执如意
,

记文于上
,

以备遗忘
。

宋代以后
,

其形制大小有了明显的变化
,

笔直的柄也

贡入皇宫
,

于是宫廷之内
,

宝座
、

卧榻
、

案头等角角落落都

少不了如意的形影
。

如意大都是用珍贵材料制作
,

象牙
、

玉石
、

翡翠
、

珊瑚
、

玛瑙
、

紫檀木等等
。

一般为 一 厘米左右
,

一边是跷起

的如意头
,

中间是柄
。

有用整块材料雕琢成的
,

也有镶嵌金

银宝石的
,

用料考究
,

精工细做
。

笔者现介绍一柄如意
,

此

如意主体为红木制成
,

在头
、

尾和柄的中部各镶一块上等和

田玉
,

玉质莹润
。

柄为
‘

,
”

形
,

通长 厘米
,

头端镶椭圆

形白玉
,

直径 厘米
,

中心有一高浮雕
“

寿
”

字及宝瓶
、

金

鱼
、

宝伞和妙莲等图案
。

柄中部镶玉直径 凡 厘米
,

中心雕

有中国传统的如意结盘肠
,

上下分别有海螺
、

宝伞组成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