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錞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于春
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在长
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其
中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因此，它
成为了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
器。虎纽錞于不仅是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其背后的故事
和设计构思更是值得一品。

泄洪口出现的宝物

1989年，重庆万州甘宁乡红旗水库
的一次泄洪，让人们看到了巨石缝中的
虎纽錞于，引得当地村民奔走相告，说

“洪水冲来了一个大铜罐”。当时，万县
（现万州）文管所所长接到消息赶到后，
从它的色泽和纹饰繁复程度判断，这是
一件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

然而，最初发现的虎纽錞于并不
完整——顶部老虎的尾巴出现了断
裂。在沮丧之余，文管所所长发现老
虎断尾处，是一个刚形成的新茬，凭着
多年经验，他认为老虎缺失的部分很
可能就在附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他发动甘宁乡的村民寻找老虎断尾。
令人惊喜的是，不到一周时间，人们竟
然真的找到了老虎断尾，让这件虎纽
錞于完好如初。

錞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
期，盛行于汉代。最初，它是一种可以
与战鼓配合使用的军乐器。《国语·吴
语》：“鼓丁宁、錞于、振铎”。《周礼·地
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錞于常与
鼓配合，用于战争中指挥进退。战国
时“胡服骑射”出现，过重的錞于不适
于以轻骑为主的军事，也就慢慢流传
到了长江流域，作为祭祀器具存在。

这件战国青铜虎纽錞于是战国晚
期的巴人作品，因其巨大的器型、优良
的音质，被冠以美誉。

暗含巴人崇虎之风

战国青铜虎纽錞于现陈列在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它
通高68厘米，重30公斤，肩围93厘米，
腹围64厘米。肩围大而腰围小，整体
呈椭圆筒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
究员介绍，春秋战国时间，錞于的大小

不同，但形状基本一致。錞于的顶上
一般都设计有一枚纽，或为环纽、桥
纽，或作虎形、马形、龙形纽，方便用绳
索悬挂在横梁上敲击。之所以叫虎纽
錞于，是因为这个錞于顶部的纽，形似
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随着时代的变
迁，始见于北方地区的錞于，慢慢传入
中原。在传到了古巴国后，巴人对它
进行了一些改装，把它的环形纽，变成
了虎纽，这是巴人特殊的符号和图腾。

古代巴人崇虎，史书历来多有记
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
巴人首领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
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之。”因此，虎纽
在巴文化中，既体现着巴人对虎的崇拜，
也蕴含着巴人的祖源记忆。在川西、陕
南、湘西、黔北、鄂西等传统巴文化地区，
都曾出土过虎纽的相关文物。

与此同时，这件虎纽錞于上的纹
饰，记录了两千多年前的巴人生活。船
和羽人的纹饰，反映了巴人原始的交通
出行方式；鸟纹、鱼纹、手心纹、四蒂纹
等，则代表了巴人传统的渔猎经济模
式，那时人们主要依靠打渔、狩猎、采集
为生。这些图案的组合，体现了古老巴
人天、地、生、人和谐共存的理念。

两千年后重放异彩

关于虎纽錞于奏法，历代记载纷
纭。在巴族的青铜文明中，虎纽錞于

无疑是巴文化的象征，而虎纽錞于配
合使用的铜鼓，同样是我国古代西南
地区少数民族的一大创造。从文献记
载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虎纽錞于与
铜鼓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两种青铜乐
器，是西南民族地区青铜文化交流的
表征。

虽然没有明确的錞于奏法资料，
但在云南古滇国的青铜雕塑形象中，
我们找到了最为形象的部分答案。云
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被中
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诅盟贮贝器”
上，铸有100多个人物、牲畜的祭祀场
面，其中有一个木架挂着錞于和铜鼓
的场景，旁有一人执棰并击之，为我们
提供了生动的演奏图象。但是錞于的
编组、音位、演奏已经失传。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为了重现
这一乐器，錞于乐舞的创意者刘朝阳
用七年时间让国家一级文物——虎纽
錞于不再沉寂。世界上第一套，也是
唯一一套拥有完整音律，由31个錞于
组成，有高、中、低三组音高的虎纽编
錞被他研制成功。沉寂二千载的虎纽
錞于的演奏之声终于重放异彩。

可能在远古的战场上，鼓声、錞于
声交织，浩荡的声势中，巴人们奋勇狂
奔。未来，希望更多人能够走近它，看
到它的光亮，也看到它背后，神秘且灿
烂的巴文化。关于虎纽錞于，更多故
事和秘密等待着世人揭开。

在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苏地区，
800多个石窟静静矗立于山巅崖壁，眺
望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浩瀚与荒凉。
1700多年来，这些石窟见证了丝路古
道的繁盛和汉唐文化的传承。

800多个石窟形制各异，大的劈山
而立，小的仅容一人。千百年来，这些
石窟曾被掩藏在滚滚黄沙和峰峦叠嶂
之中。随着近年来文物发掘保护工作
不断推进，其神秘而绚烂的身姿越来
越多地显现在世人面前。

盛夏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的荒山戈壁热浪翻滚。新疆龟兹研究
院石窟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杨杰正和同
事在一处石窟中修补壁画。由于岁月
侵蚀，石窟壁画残破不全。因空间狭
小、甬道逼仄，杨杰在石窟中小心翼翼
地进进出出，用专业工具做着清理、加
固工作，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

杨杰说，这里的山体是砂岩和泥
岩混合结构，质地较为松散，古人开凿
石窟后，先在石窟壁上涂草泥层，然后
再绘画。受气候变化、洪水地震等影
响，目前，这些壁画普遍存在起甲、空
鼓、酥碱等“病害”。

杨杰和同事每年从春末到深秋都
在石窟区工作，野外工作站就在山下
村落附近。这些文保工作者平日的工
作、生活都非常“宁静”。山区远离城
市的喧嚣，甚至工作站附近极少有集
市、饭馆、理发店。山里手机信号微
弱，不能上网，若要打电话还需去找空

旷的地方。
白天去石窟、晚上回宿舍，这样

“两点一线”的日子，杨杰过了十年。
如今他已走遍所有龟兹石窟群。他的
团队为每一个石窟壁画修复草泥层，
填补空鼓，加固彩绘，在方寸之间找寻
历史的遗留，最大限度保护石窟原貌。

位于今天阿克苏地区的古代龟
兹，曾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

文化中心。“这里曾是汉代西域都护府
和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新疆龟
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说，“龟兹石窟文
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
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见
证了公元3～13世纪新疆丰富多彩的
历史文化，印刻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
海纳百川、多元一体的特点。”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祖先的

文化印记尽量长久地保存下来，让更
多人了解祖国西陲真正的历史文化。”
杨杰说。

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现代科技
为文物保护插上了数字化双翼，“飞”
上了“云”端。

当前，龟兹石窟数字化信息采集工
作已全面展开。研究院文化研究中心
的李博一直从事石窟数字化扫描。“我
们利用3D打印与数字印刷等方式，复制
石窟结构和壁画等各种文化元素。”

“10平方米左右的壁画，扫描采集
的数据量就达30G以上。”李博说，信息
展示终端不管是屏幕还是高仿模拟石
窟，“我们在色彩深浅、线条粗细等细
节下足功夫，力求展现在公众面前的
景象与石窟遗址一模一样。”

徐永明介绍，目前龟兹石窟“云”
博物馆和高仿真石窟展览已初具规
模，这使参访游客有了更多体验，对遗
址保护也有重要意义。

今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的硕士生任
皎，是龟兹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者之
一。“95后”的她在校期间便痴迷“龟兹
乐舞、龟兹绘画”，毕业后便来到这个
令她魂牵梦绕的地方。

任皎说，如今很多年轻人成为龟
兹石窟新一代守护者，他们用专业的
文物保护知识打通历史、连接“时空隧
道”，为人们展现丝绸古道的沧海桑
田，“高山大漠，不会阻碍大家对丝路
过往的追寻和热爱。”

战国晚期的巴人作品——

战国青铜虎纽錞于
■ 陶千凡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 展现丝绸古道沧海桑田
新华社记者 于涛

新疆龟兹石窟群中久负盛名的克孜尔千佛洞。 新华社记者 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