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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仅存的
两枚印章实物，近日首次在江西南昌
对外展出。两枚印章于 2018 年出
土，经国家文物局委派专家鉴定为八
大山人自用印，已被评为国家一级文
物。这两枚印章是如何被发现的？
又是怎么判断出它们就是八大山人
的自用印呢？

出土时是“印中印”

“两枚印章是在奉新县耕香庵
（今耕香寺）遗址被发现的。当时，一
些志愿者前往寺里栽种菊花，偶然发
现了印章。”奉新县博物馆馆长许彬
彬介绍说。

“据文物发现者介绍，他们发现黄
土堆中有一个黑点，取出后发现是个裹
着泥巴、五面刻有字的‘小方石块’，‘小
方石块’的一面是个方形空腔，填满了
泥巴。清理完泥巴后，在空腔内发现了
两方更精致的石章。”许彬彬说，耕香寺
的大殿当时刚完成重建，发现印章的土

堆就是在重建大殿时产生的。
这两方石章就是“雪衲”“傳綮”印

章。在对土堆进行二次发掘后，考古
工作者还发现了一枚刻有“豫章西靖
道人”字样的瓦纽铜方印。

两大力证为印章“正身”

那么，如何判断这两方石章为八
大山人的自用印？

力证一是八大山人的传世作品。
“在八大山人最早的传世作品《傳綮写
生册》中，画册中的‘梅花’‘玲珑石’

‘古松’三图上的‘雪衲’盖印与此次发
现的‘雪衲’印蜕，无论笔画间距、部件
结构，还是刀法与线条的风格特征以
及尺寸大小，均完全一致。”国家文物
局委派的鉴定专家之一、西泠印社副
社长童衍方说，两枚印章字缝间残留
的朱砂印泥痕迹十分明显，综上表明
其为八大山人的自用印。

童衍方在比对中还发现，《傳綮写
生册》中有两种款式的“雪衲”印蜕，

“西瓜”图中的“雪衲”盖印是另一款。
再加上从未出现过的“傳綮”印蜕，童
衍方认为，已发现的八大山人印蜕总
数应由101方变更为103方。

力证二是文献记载。据同治版
《奉新县志》记载：“八大山人……国
初弃家遁奉新山中，剃发为僧，居耕
香庵……”许彬彬说，这表明印章的发
现地耕香寺与八大山人早年行迹密切
相关。而清乾隆、道光版《进贤县志》
记载也能证实，“耕庵老人”将八大山
人引入佛门，并给他取了“傳綮”这个
法名。此外，虽然“傳綮”印蜕尚未见
于八大山人的任何传世作品中，但《傳
綮写生册》传承有绪，现存于台北故宫
博物院。

刘元键或为八大山人友人

同为故土堆发现的“刘元键”印章
成为旁证。该印章五面分别刻有“刘
元键印”“草草山樵”“一邨修竹半邨
松”等字样。许彬彬在1933年续修的

《南昌梓溪刘氏家谱》中找到了“刘元
键”其人，据家谱记载，他比八大山人
年长8岁。

据同治《南昌府志》卷十四记载：
“淨法庵，在五十八都梓溪四图，修竹
中有牡丹极繁盛，相传为八大山人手
植。”许彬彬认为，这表明，八大山人曾
来过梓溪。据谱牒研究学者饶国平考
证，介冈饶氏与梓溪刘氏几代联姻，如
八大山人法弟饶宇朴的堂侄饶炳就娶
了刘元键堂兄弟刘庚的次女。

专家推测认为，除了奉新外，八大
山人主要隐居在南昌的介冈灯社，而
介冈灯社与梓溪均在今天的南昌县辖
内，相隔不到三十里，不排除八大山人
与刘元键曾有过直接交往甚至熟识。

近日揭晓的10个2022年度浙江
考古重要发现中，长兴太傅庙遗址“年
龄”最大。考古人员在这个遗址发现了
我国迄今最久远的古人类临时营地石
构遗迹。

太傅庙遗址位于长兴县林城镇太
傅村西北角的一块丘陵坡地。2002
年，考古人员进行调查时，采集到19件
石制品，编为CP012地点。今年4月，
因配合基本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会同长兴县博物馆联合开展发掘工
作。目前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出土了
330余件石标本。在发掘区的北部，考
古人员发现一处东北—西南向、平面形
状比较规整的临时营地石构遗迹，目前
揭露范围长约11米、宽约6米，石标本
呈条带状分布。在这些条带状石标本
中还发现了7组内径约20厘米的小石
圈，圈内土质土色与周边的略有不同，
考古人员疑为柱洞。

从埋藏学、遗址形成过程来看，自然
力无法造成砾石标本如此整齐的有规律
分布，这可能就是远古人类临时营地外
围堆筑的石圈。该石构遗迹经光释光测
年法初步测定，年代距今9万至7万年。
年代这么早的古人类临时营地石构遗
迹，目前是中国唯一的，世界上也少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介
绍，这是古人类意识行为飞跃进步的具
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后世定居生活的萌
芽，对研究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成、建筑启
蒙等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令人惊喜的是，在发掘区南部发现
了两排脚印遗迹。其中，在南排清理出
的26枚古人类脚印，尺寸与现代人脚
相当，大部分步幅在80厘米左右，年代
要晚于石构遗迹。而北排的7枚印迹，
考古人员判断可能是大型哺乳动物遗
留。专家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脚印
能完好保存至今，极其罕见，对研究人
类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日前，在位于福建莆田的木兰溪
流域进行的考古调查有了重要发现。
木兰溪流域已发现史前遗址26处，这
一发现把当地有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
至少提早到距今2万年。

福建莆田木兰溪流域考古调查队
队长范雪春介绍，此次考古调查工作
持续一年左右，新发现史前遗址26
处，包括旧石器时代遗址1处，新石器
时代遗址7处，青铜时代遗址18处，出
土了采集标本数百件，完整或可复原
器物近百件。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
填补了本区域考古的多项空白，为初
步建立木兰溪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

化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提供了丰富坚
实的基础材料。

范雪春说，众多史前遗物的发现
和新地点的确认，说明木兰溪流域是
福建地区古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
之一，是福建南北史前文化碰撞的交
汇地带，具备继续开展考古调查、发掘
与解决一些重大学术课题的巨大潜
力。同时，此次从木兰溪流域发现了
4件较为完整的青铜器，这在此前福
建地区的考古调查中较为少见。

木兰溪是莆田的母亲河。新中国
成立以来，历次文物普查仅发现先秦
遗址20余处，与该地区应有的文物埋

藏不相配。为此，莆田市文旅局牵头
组织此次调查，由福建省文物保护中
心、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莆田市
博物馆合作组队，联合多所高校共同
参与调查和多学科研究，希望通过调
查发现更多的先秦时期遗存，进一步
了解木兰溪流域先秦遗址的基本情
况，摸清木兰溪流域史前文化的内涵
特征、规模、分布规律及保存状况，明
确木兰溪流域文化类型的属性，为建
立木兰溪流域先秦考古的年代序列和
文化谱系提供进一步的基础材料，并
探寻莆仙地区史前文化的源头及与周
边文化交流互动关系。

近日，“博物馆
的力量——上博之
光·博物馆奇妙夜”
活动在上海博物馆
举行。

活动中，上海博
物馆将科技和传统
文化相结合，带领现
场观众进入“上博元
宇宙”，努力让文物

“活”起来。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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