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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鼻纹’’
含义探寻
一陈芳

商周青铜器上有一种与鼻子相似的

纹样(图1)，所处位置与饕餮纹相同，常

位于“鸟纹”、“夔纹”、“虎纹”、“蚕纹”

中间，出现频率很高，尤其多见于西周

时期的青铜器上。这种纹样在日本学者

林巳奈夫编著的《殷周时代青铜器纹样

的研究》一书中就有一百多种。鉴于这

种纹样还没有统一的称谓，为了论述的

方便，本文权且将它命名为“鼻纹”。那

么，这种纹样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古人造字多采用象形的

方法，文字的意义与其形象所表示的事

物往往有密切的联系。那么，青铜器上

塑造的类似于鼻子的纹样是否与文字中

的“鼻”字的含义有什么联系呢?我们

可以从这个角度尝试着推测一下。《说

文》：“鼻，从自，从畀。”古代“自”与

“鼻”相通，今人说自己时就往往指鼻子。

“鼻”后来变音遂增加“畀”字。查《甲

骨文字典》、《金文编》可见，“自”写作

“自”，很像鼻子的形状。“自”是“开

始”的意思，也就是说，“鼻”在古代也

有开始、开端的意思。我们今天还把最

初的创造者称为鼻祖。后人为了区别

“自”与“鼻”，在“自”的下面加上“畀”

就是“鼻”，“畀”的意思是给予，准确地

说，“鼻”的意思是最开始的给予者。那

么，“鼻纹”是否有“最初的给予者”这

个含义呢?

在《尚书》中我们发现，“天”或“皇

天”是那时人们观念中最开始的创造者。

《尚书》载：“惟天地万物父母”，[1]“惟

天生民有欲”。[2]。从中可见，“天”就

是开始创造世界万物的始祖。这样，“天”

就被人们崇拜，具有至尊的地位。徐复

观先生说，“殷人亦必有天之观念”。[3]

《尚书》中大约三百余个词句中有“天”

字。虽然《尚书》中有一些篇章系后人所

作，但像“商书”这样的篇章虽经多次转

抄，有以今译古之可能，其原始材料，却

皆出于当时典册散乱之遗[4]。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推测：“天”是

商人的至尊神，这与我们熟知的“上帝”

或“帝”是商代至尊神的说法岂不矛盾?

从《尚书》和《周礼》中我们还发现：上

古时代的人对皇天和上帝是并举的，它

们具有同样至尊的地位，享受同样的祭

祀待遇。如“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以吉

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祀祀昊天上帝”

[5]，是否能据此说“天”与“帝”是一

回事呢?我认为商代的“天”与“帝”应

该不是一回事，否则，没有必要提出两

个概念。

“天”与“帝”虽然同样尊贵，但“天”

与“帝”在青铜器上应该是用不同的纹样

来代表的。如果我们认同青铜器上的饕

餮纹代表了殷人的至尊神“帝”，[6]那

么，青铜器上与饕餮纹处于同样位置的

“鼻纹”，则应代表与“帝”同样至尊的万

物起始的创造者或给予者“天”。

《左传))日：“铸鼎象物，百物而为

之备，使民知神奸。”[7]《宣和画谱》载：

“至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而其三日：象形，

则书画之所谓同体者。尚或有存焉，于

是将以识魑魅，知神奸。”[8]从以上的

记录可知，青铜器上的纹样主要是为了

使人们知道神的威严和力量。

由于地区和氏族的差异，远古先民

的图腾崇拜是不同的，始祖神自然也就

不同，因此，青铜器上的许多纹样都代

表了不同族的始祖神的形象。这种始祖

神的纹样对当时的人来说，应该是尽人

皆知的。否则，便不能“识魑魅”。这些

图腾神的形象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以形象

的文字出现，有时就是一个族或方国的

族徽。在青铜器上则以较大、较明显图

案的形式出现，其含义应该是一样的。金

文的“皇”字孽，由“自”和“王”组

成，“自”是开始的意思，那么，“皇”的

图2

意思是最开始的

王。在王子歌上也

有一个“皇”字，写

作箭，很明显上面
的鸟纹应该代表了

图

其始祖神的形象。这个鸟纹的形象在西

周青铜器上非常多见。周人以鸟为图腾，

必然会将其始祖神的形象铸于青铜器上。

周人的始祖是后稷，那么，青铜器上的

鸟纹应是对后稷神化后的描绘，可想而

知，这是周人皆知的象征形象。在这些

代表始祖神的鸟纹中间常常有一个鼻纹。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鼻纹的含义代

表了“天”。《全上古三代文》卷一载：“后

稷名弃⋯⋯周克商追尊为自出之帝，郊

配天。”[9]如果我们认定青铜器上的鸟

纹代表后稷神，鼻纹代表了“天”，则正

符合“郊配天”。在商代青铜器上，夔龙

纹经常处于饕餮纹的两边。王国维释

“夔”为殷人的始祖神，如果夔龙纹代表

了殷人的始祖神，饕餮纹代表商代的至

尊神“上帝”，这也符合商代r辞中始祖

“宾于帝”的情况。

另外，从图2中我们还能看到蚕纹中

间的鼻纹。饶宗颐先生认为：“蜀之所以

为蜀，是因为有以‘蚕’为图腾之氏族。”

[i0]蜀的原意指一种生长在川西丘陵山

区的野柞蚕。蜀山氏拾取这种野蚕的茧，

抽丝制锦，并用蜀作为自己部落的名称。

[11]如果蚕纹代表了蜀族的始祖神，那

么，图2所示蚕纹中间的鼻纹也就代表了

“天”，这表现了蜀族用他们的始祖配

“天”的情形。当然，随着社会不断向前

发展，蚕纹有可能代表了普遍意义上的

蚕神，而被许多族崇拜。

德国汉堡艺术和工艺美术博物馆收

藏的饕餮纹簋，最上面一层的纹样有代

表“上帝”的饕餮纹、代表始祖神的夔龙

纹和鼻纹，那么，按照上下文关系，鼻纹

应是代表“天”的，这符合《尚书》、《周

礼》中记载的对皇天、上帝、始祖的祭祀。

通过以上文字和形象的例证，我们推

测：青铜器上的鼻纹代表了“天”。如果推

测正确，无疑为我们研究商周的文化、艺

术打开了一条思路。了解青铜器上某些关

键纹样的含义，相当于找到了研究的突破

口，其它纹样也有了探寻其含义的可能。

另外，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确定古

文献的年代及真伪，帮助我们准确地断定

青铜器的年代。 (下转1 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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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讲话，并把自己变成女巫师的恶毒女

人。斩断的头颅和与躯干分离的四肢也是

由错位的局部拼凑的，斩断处被精心选择

修饰过，其他细节也被精细地组合在统一

的平面中。

原始人这种只注意细节，不理会自

然结构关系的表达方式，在今天看来，没

有造成多么明显的错位、扭曲感，是因

为原始艺术在构图处理上按照对称关系

来安排细节，并统一在有一定规律的格

局之中，这种格局首先给人的感受是有

规律性极强的形式特征淹没了错位、扭

曲的视觉感受。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将可

能造成扭曲感的细节联接部分舍去或用

线条割裂开，这种手法也削弱了错位和

扭曲的感觉。这种整体上缺乏空间逻辑

性而细节上的把握精细的表现手法，弥

补了逻辑推理的不足。这一状况在不同

民族的原始艺术中屡见不鲜，从玛雅人

的雕刻里可以看到这一特征。可见，原

始艺术的形式具有程式化的特征。

形式的程式化使原始氏族传承其艺

术有了可能。尽管不同图腾集团的图腾

对象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具有共同的程

式特点：强化重要细节；平面上罗列细

节并组成整体；细节错位、脱离整体；极

为精致的对称；细节合理地转变为新形

象。这种程式化表现手法，在我们今天

善于运用逻辑方法思考问题的人看来，

似乎难以解读和模仿。但形式的程式化

却为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识别抽象的视

觉式样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能根据细

小的特征来辨别出其来源。苗族服饰在

衣袖上绣有8个圆形卷曲纹样，象征着他

们的图腾牯牛，这种视觉式样对于每年

过牯脏节杀牛祭祖的苗族人来说是再熟

悉不过的符号了。无论符号怎样变形、抽

象、简化，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不会

影响苗人对它们的识别。这是因为这样

的图腾视觉式样就是他们对“实在”知

觉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他们与图腾力量

保持的亲族关系，对这些符号的识别意

味着个人与图腾集团的关系。同样的图

腾式样对于另一图腾集团成员来说却十

分陌生。因此，程式化的式样在图腾集

团成员之间不仅起到交际的作用，而且

图腾集团成员为了保持个人与集团的亲

族关系，不得不学习该集团的艺术形式，

从而促动了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论原

始氏族艺术形式的传承。(原文《原始艺

术的形态意义》约6000字)

邓涛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宋红翥蹦槲中的‘催’、‘像’、‘好'’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美术教育事业有

了很大的发展，令人振奋。但在基础课教

学领域，特别是写生课程教学中，许多地

方，许多时候，评价标准仍局限在“像与

不像”或“准与不准”的层面上。这就使

得学生被牢牢禁锢在对自然物象的描摹

上，约束了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

和当下艺术多元化的现实十分不协调。

这种要求虽然使手与眼得到了锻炼，

但主体的心理感觉因素却由于直面准确

描绘物象的要求而陷于抑制状态。即使

学生的技能得到了提高，但这种技能再

高也是缺损的，同时又将艺术教学降为

技能训练。

“像”有两种意义上的“像”，一是

“准确”而后“像”，二是“不完全准确”

(或不太准)，但抓住特征而“像”这一词

语虽较“准”有更多的松动性，但由于缺

少必须经过主观取舍和概括处理，这种

“像”还是限于物象的描绘，而没有对学

习者提出艺术上更高的要求。

“好”则是一种审美标准，它不如

“准”、“像”这类标准容易界定，便于操

作，但却有着很大的包容性。面对同一

物象，每个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感受与认

识，用不同的方式达到“好”的标准。作

品的“好”又常常与绘画性、表现力、形

式感、趣味性、冲击力、抒情性、节奏感

以及深度、内涵等等艺术因素相联系。这

种“好”不能仅用“准”、“像”来评价。

它可能不“准”也可能不“像”，但却是

艺术所需要的。

由此可见，“好”作为教学标准超越

了“准”和“像”的制约，把对物像的单

向静观延伸到物象以外包括负空间的整

体感受，使学生的注意力转化为对作品

的整体营造和把握，把教学活动从单纯

的写生基础训练过程转变为艺术创造过

程，为调动学生的主观创造意向提供了

极大的空间，也为艺术的个性化追求和

因材施教模式的推广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当然，在某个教学阶段，要求“准”

和“像”也是相当重要的，“准”应该是

有选择的准确，“像”亦是有主次、经过

概括的肖似，而“好”(即画面的艺术效

果)是更为重要的。

林风眠先生早在出任北平国立艺术

学校校长时，就曾大声疾呼“打倒模仿

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

齐白石认为画的最高境界乃“似与不似

之间”；黄宾虹则说：“绝似又绝不似于物

象者，此乃真画。”他们都早已指出了摹仿

自然之不可取，而沿袭半个多世纪的基础

课教学仍然在摹拟自然中徘徊，没有多少

改变，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原文

《“准”、“像”、“好”》约2000字)

康春宏

黄宾虹在书法上的建树

黄宾虹在书法艺术上的建树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书法创作——尤其是对

三代古文字的探究，主要表现在对书法

章法和对书法空间性的关注；书学理论

——将书法艺术的理与自然相联系，并

进一步阐述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关系。

如何摆脱传统书法章法秩序的封闭

模式，使书法在形式上得到解放，黄宾

虹对此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他的篆

书径取三代古文天然朴拙之奇趣(黄宾

虹深刻体会：不研金文不谙章法之妙)，

运人工笔墨虚实之性灵，强调情感与自

然的合一，一扫清人习篆鼎劲扛肩，缺

乏自然灵性之习气。

(原文《书法领域的黄宾虹浅论》约2000字)

康春宏河北省群众艺术馆

(上接7 02页)

注释：

[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尚

书逐字索引》，商务印书馆，第25页。

[2]同上，第1 5页。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东海大学，第1 8页。

[4]同上，第1 8—1 9页。

[5]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周

礼逐字索引》，第j6页。

[6]参看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

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第325页。

[7]转引自王家树《中国工艺美术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第85页。

[8]《宣和画谱》，台湾商务印书馆，第】页。

[9]杨家骆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世界书局印行。

[1 0]饶宗颐《说卜辞之蜀》，见《先秦

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出版社，

1 995年。

[1 1]吴兴勇编著《炎黄源流图说》，江

西教育出版社，第51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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