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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字艺术设计属于汉字艺术
设计的范畴，它包括青铜铭文、虫蚂
文、竹木简文、八体书、瓦当文、钱币
文、板书、剪纸字、铜洗字、印文字、宋
体字等多种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
说的字体设计。

艺术的形态，总是由综合而分化，
由单一而多样：待到一定的发展，又会
出现新的综合现象。

鸟篆文、瓦当文、板书、印文字、雕
版宋体字等是适应不同的需要而设计
的，是把汉字作为一种装饰，是属于汉
字艺术设计的范畴。古代文字艺术设
计是一种与书法不相同的艺术形态，
最典型的应当为先秦的“鸟篆文”。今
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鸟篆文都有哪些
用途。

打捞上来的国宝

老陈是重庆人，他家祖祖辈辈都
生活在这里，靠捕鱼为生。作为祖传
的技艺，捕鱼技艺传到了他这一代，自
然要发扬光大。于是，在过去40多年
里，老陈日复一日地在江面上撒网捕
鱼，久而久之，他只需这么轻轻一拉，
便可估摸出网内大约有多少斤鱼。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老陈像平
常一样撒网捕鱼，当他驾着小船收网
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如果
没出意外的话，这次的收获定要超过
以往的任何一次，但是这个“重量”却
很诡异，按照他的估计，这个规格的渔
网似乎还承受不住这个重量。最后，
老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渔网
拉了上来，不过这网里非但没有几条
鱼，反而有一块硕大的“废铁”。

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鱼，明明
是一根巨大的废铁柱。重庆地处长江
和嘉陵江交汇之处，市内水系发达，很

多地方都会修建桥梁，这时就会有渔
民常常能从河流沿岸或者水底捞出一
些废料卖几个钱，所以对这根铁柱老
陈也不觉得稀奇，只是重量大了些。

老陈说，这根柱子大概有90公斤，
高达 70 厘米，上面还有些刻字的痕
迹。老陈没读过书，也看不懂上面写
的是什么，只把它当作是废品运回岸
边，找了辆小货车载着它开去了废品
回收站。

废品回收站的老板看着这东西不
像是普通的废铁，但他也不是很懂文
物收藏，只是觉得这块铁有些年头了，
上面刻的字也是古体。后来，他直接
给了老陈65块钱把它买了下来。老陈
不懂这块铁为什么会这么值钱，但拿
着这笔不算小数目的“天降之财”，美
滋滋地回了家。

走在村子里，有邻居看到他高兴
的模样，问他发生了什么好事，老陈就
把这天的经历说了一遍。没多久，全
村人都知道了老陈卖一根废铁卖了65
块钱。这个消息很快也传到了当地文
物局，专家闻讯赶到了废品站。

然而，当专家一见到废铁上铭刻
的“鸟篆文”时，立马便知道这是个文
物。专家们向老板解释他们要带回文
物的重要性，最后花了200元钱从他手
中收回了铁柱。

鸟篆文是何时出现的

在古代，“以飞鸟入书”是古人极
力推崇的一种为人之道，鸟被赋予了

“守信”的品质。
据史料记载，鸟篆文出现于春秋

中期，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衰败于
战国末期。不过，这块“废铁”上的鸟
篆文却是汉武帝时期所铭刻的。

鸟篆文作为东周时期流行于楚、
吴、越、蔡、曾、宋、徐等国的一种艺术
字体，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种特
殊现象，留存至今的264个不重复的鸟
篆文，或是形体蜿蜒细长，通过改变原
字线条粗细以及笔道方向来美化汉
字；或是在常用字体上附加或融合以
鸟形为主的装饰成分，它们呈现出与
同时期北方艺术字体不同的特点。

鸟篆文的兴衰与东周由统一走向
分裂的总趋势、周代尚文之风、青铜文
化的发展等因素密不可分。现存资料
表明铭鸟篆文器物首现于楚国，正是
楚国的文化、历史、风俗等因素导致该
种字体的产生，随后受楚文化影响的
其他南方诸国也出现鸟篆文，越国铭
鸟篆文器物数量最多，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商周鸟图腾崇拜的遗风，也体现
了鸟篆文的地域文化特点。

专家从带回来的文物上找寻到了
当时对于环境的记录，当时，汉武帝曾
在西南地区大肆铸造重铁桥墩，作为
搭建桥梁之用。从材料上看，这个铁
桥墩只是普通的铁而已，而且生锈十
分严重，不值几个钱，但若从文物的角
度来看，这个铁桥墩却是2000年前之
物，可谓无价之宝。

鸟篆文的应用

鸟篆文（虫鸟篆）是指在篆文个别
笔画上加饰虫形、鸟形，多用于符信、
旗帜、兵器等。如已发现的夏朝钩带
上的虫鸟篆，河北满城出土的“错金银
鸟虫书铜壶”，和“越王勾践之剑”的铭
文，其鸟虫之形掺糅于文字之中，非常
有趣。

根据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鸟篆
文广泛应用于青铜器上，是青铜文明
的象征。鸟篆文的应用范围大体有六
类：书写符节、书写幡信、国王卫队用
的仪仗、国王用的礼器上、生活用具
上、宫殿用的建筑构件上。

这种文字被视为高贵、吉祥、诚信
和财富的象征，所以皇帝并没有在制
作兵器时使用，而是用在自己出行的
仪仗队中，抑制刀光剑影下的恐怖，显
示自己的威严、高贵，炫耀自己的财富
和权力。

如今，这个被捞上来的桥墩收藏在
四川省博物馆，它之所以有幸保存下来
离不开废品站老板的慧眼识珠，不然可
能早就当作废品回收处理了。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有大量的文物都是在农民
劳作的过程中被开采出来，但也因为很
多人不具备相应的文物保护意识，导致
了大量文物的损坏和流失，实在令人痛
心。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应当是
一件需长久坚持的事。 （本报综合）

近日，“河南仰韶村遗址发现接近
水泥混凝土”冲上热搜。

河南仰韶村遗址最新考古发现距今
5000多年前的接近水泥混凝土，也是目
前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类似水泥混
凝土房屋建筑材料之一。此次发现刷新
了对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
类别、形制、建筑技术等方面的认识，为研
究该时期房屋建筑技术提供了新材料。

据仰韶村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李
世伟介绍，“红烧土是红色的，而它是

灰黑色的，且质地坚硬，为仰韶村遗址
首次发现，目前具体材质、成分及强度
等还在检测中。”李世伟说，此次发现
的接近水泥混凝土位于仰韶晚期灰坑
中，应为房屋建筑墙壁地面的废弃堆
积，颜色和质地完全区别于仰韶文化
常见的草拌泥红烧土。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
土台地上，1921年10月，仰韶村遗址开
展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这标志着中
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也证实了中国

史前时期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其重要发现被命名为“仰韶文
化”，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第一
个考古学文化名称。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仰韶
村遗址分别于1921年、1951年、1980年
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为进一步了解
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及聚落布局、功
能分区等信息，2020年8月22日，仰韶
村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

此次考古发掘中，还在该地区首

次发现了草拌泥红烧土和“涂朱”房屋
建筑材料。“‘涂朱’墙壁地面等房屋建
筑材料的发现，说明仰韶村遗址极有
可能存在高等级高规格的大型房屋建
筑。”李世伟说。此外，遗址中部土石
方数量巨大的仰韶文化壕沟的出现也
反映出仰韶村遗址在仰韶文化时期人
口众多、聚落发展繁盛。

李世伟表示，目前，相关的考古发
掘、研究、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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