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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七（1772）年正月，为编纂《四

库全书》，乾隆皇帝下旨全国征集书籍，贵

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夙号荒徼，人

文卑陋”，无书可献。200 多年前的贵州，因

为文化匮乏的无奈，对《四库全书》征集的

贡献实感力不从心；谁能想到 100 多年后，

文澜阁《四库全书》为避抗战烽火，西迁至

贵阳秘藏 6 年 8 个月。

近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抗

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在

国家图书馆召开，贵州省图书馆学会秘书

长、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钟海珍为我们

讲述了这段尘封历史。

《四库全书》修成后，抄成 7 部，分藏于

南三阁（文澜、文汇、文宗）和北四阁（文溯、

文津、文源、文渊）。北四阁的《四库全书》专

为御览，而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江浙两省

的地方官员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选择专

人掌管书籍，并允许当地士子进阁阅读抄

写。其中，文澜阁位于浙江杭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澜阁《四库全书》

（以下简称《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面对日益

严 峻 的 局 势 ，作 了 一 个 大 胆 果 断 的 决

定 ——把《四库全书》悄悄运出杭州。

1937 年 8 月 1 日 ，浙 江 图 书 馆 全 馆 职

员集中孤山分馆，点书装箱直至 3 日深夜，

《四库全书》140 箱、馆中其他古籍善本 88
箱，共计 228 箱；8 月 4 日，这 228 个大箱子

离开孤山馆，运往浙江富阳，终于在杭州沦

陷之前离开了杭州。

从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漫长

的漂泊岁月，从 1937 年 8 月 1 日开始向西

转 移 ，1938 年 4 月 30 日 运 抵 贵 阳 ，历 时 整

整 9 个月，途经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

2000 多 公 里 。在 战 乱 和 交 通 落 后 的 条 件

下，除了短短的浙赣铁路运载外，大多数路

程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驮。

《四库全书》运抵贵阳是在一个深夜，存放

到贵州省立图书馆，由当时贵州省教育厅出具

收据，交浙江省教育厅。据档案记载，这一批书

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

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

《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

当时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是由旧粮

道署修缮改造使用，条件很差，不但面积狭

小，而且房屋结构不适合作为图书馆。没有

人知道《四库全书》要在这里存放多久，就

像没有人知道抗战要持续多久，于是，建一

个专门书库的计划就被提上日程。1938 年

5 月 27 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完成了《书库工

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等，

呈给上级，详细说明了书库的构造设计。

然而，战乱时期，条件所限、时间紧迫，

这个书库只停留在了图纸上，政府最终决

定购买现成房屋来解决存放问题。于是，教

育部下令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垫资购买张家

祠堂。张家祠堂地处贵阳市威清门外，有大

小房屋数十间，房屋结构和质量基本符合

藏书要求，稍加修缮即可使用——的确是

一个经济可行的替代方案。据 1938 年 8 月

16 日出具的收据显示，购买张家祠堂房屋

地皮，共花了“法币贰仟肆佰元正”。

1938 年 9 月 28 日 ，140 箱《四 库 全 书》

和《古今图书集成》，以及贵州省立图书馆

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入藏张家祠堂。

一起进去的，还有被派驻贵州的浙江省立

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

他们住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

可惜“好景”不长，1939 年 2 月 4 日，日

机空袭贵阳。18 架飞机成品字形，从城东

侵入市区，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

商业区及周边地段。而张家祠堂与大十字

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约 2 公里，古籍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

把《四库全书》转移到贵阳城郊十里外的许官

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地母洞地处北郊，有

茂盛的森林、坚固的溶洞, 安全可靠。经贵州

省教育厅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后，

1939年4月8日，《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

成》迁往地母洞，因地母洞面积有限，贵州省立

图书馆的古籍仍存放张家祠堂。

贵阳多雨，“天无三日晴”，实在不算是

藏书的好气候。于是，在把《四库全书》迁到

地母洞之前，为了防潮，人们在洞内筑起了

“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

二 尺 ，以 石 块 铺 叠 为 柱 脚 ，木 板 下 放 置 石

灰；在台上靠近洞顶的地方，建了一座斜形

瓦棚，用来遮滴水⋯⋯《四库全书》放入地

母洞后，为了方便看守的职员、工役和警卫

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 3 间草房。

尽管对地母洞作了多重改造，人们还

是担心《四库全书》潮湿受损，一度商议运往

抗战时期迁至遵义湄潭县的浙江大学托管。

为此，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特命

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

开了几箱书后，没有发现潮湿霉烂；又见阳光可

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箱；地母洞又有防空优势，在

贵州很难找到替代地点。于是，由浙江省立图书

馆《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详叙藏书实况，请

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惟应每

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

以免损坏为要”。

就这样，《四库全书》在地母洞中安然无

恙地保存了 5 年 8 个月之久。

当然，这“安然无恙”背后，是人们对古籍

的多方呵护。比如，为有效除潮，当时专门制订

了晾晒《四库全书》的具体操作流程，在第一次

晾晒时还顺便做了《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因

为首次晾晒的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

对《四库全书》进行晾晒除潮就成为定例；1942
年后，又在春季增加晾晒一次，为每年两次。

但是，《四库全书》还是不得不离开地母

洞。1944 年 11 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县，贵阳

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教育部决定将《四库全

书》转移重庆。

1944 年 12 月，教育部委托国立中央图书

馆派车到贵阳接运《四库全书》。12 月 6 日，毛

春翔和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书从地母

洞搬运到张家祠堂集中；8 日，《四库全书》装

箱起运；12 月 23 日，安抵重庆青木关，存放在

教育部官邸旁边的楼房中。此后，陈训慈等人

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

会”成立，负责保护工作。

胜 利 的 日 子 终 于 到 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 年 5 月 7 日，

由 6 辆汽车载运的《四库全书》离开青木关，

耗时近两个月，于 7 月 5 日抵达杭州。自 1937
年离开，9 年后，《四库全书》终于回到了它来

时的地方。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至贵阳后，除了

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存放 5 个月，在张家祠堂

存放 7个月，之后的5年8个月都是在地母洞度

过的。只是旧迹难寻，当年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

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只有地母洞仍深藏于

森林中。但地母洞存放《四库全书》的这件大事，

在当时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直到

2005 年，为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有记者到

贵州省图书馆联系拍摄专题片，几经周折才

找到地母洞。

今天贵州省图书馆的档案柜，静静地存

放着 273 页《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

它真实地保存和记载了抗战时期，《四库全

书》在贵阳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

支出表格及各种凭据等。

2018 年，钟海珍等人到地母洞调研时，偶

遇当年地母洞藏书的见证者、专程从重庆到地

母洞探访的姜相荣老人。老人当年还是八九岁

的孩子，就住在地母洞所在的金鳌山下，对这段

历史记忆犹新。老人回忆讲述了当年与他爷爷

和父亲到地母洞搬书、晒书的情形。当拿出

1942 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贵阳地母洞藏库”

的照片复印件请老人辨认照片上的人时，遗憾

的是，老人患有眼底黄斑，终是无法看清。

钟海珍说，现在，地母洞旁的“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陈列馆”正在建设中，在不久的将来，

将通过馆藏实物、史料及现代多媒体技术，全

面呈现抗战时期各界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保护

珍贵典籍的壮举。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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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任飞

现 代 人 都 熟 悉 宋 代 文 人 柳 永 的 一 句

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里的带指的是腰带。古人的腰带主要有

两种，即布带和革带，在早期，布带比革带

的地位高。

在史料记载中，布带是由黄帝发明的。

明代学者罗颀所著的《物原》中说：“轩辕始

作带，颛顼制绦。”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

连腰带这种无需设计的东西也需要归功于

黄帝吗？其实，在黄帝之前，先民羽皮革

木以御寒暑，很多东西即使有也都没有定

型。但是在黄帝制作了上衣下裳以后，就

需要有一条功能明确的腰带来约束服装。

那么黄帝制作的腰带什么样子呢？在汉代

文献 《大戴礼》 中有这样一句话：“黄帝

黼黻衣大带。”

大 带（图 1）就 是 一 种 布 带 ，后 来 也 称

之为绅带。在系好以后，两端下垂的部分叫

做绅。绅的长度一般为腰到脚面长度的三

分之二。绅在祖先头脑中也有深刻含义。汉

代文献《白虎通义》中说：“所以必有绅带

者，示谨敬自约整。”意思是，

人之所以系绅带，主要是为

了表示做人谨慎、对人恭敬，

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所以绅

带不仅仅是一条衣带，同时

也 是 一 个 人 道 德 水 平 的 标

识，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就是

传说中的绅士。

历史上堪称绅士的人有

很多，文天祥就是其中一位。

1283 年 1 月 9 日 ，文 天

祥就义。他的夫人在处理后事的时候，发现

了一篇写在腰带上的文章《自赞》。上面写

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

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

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这篇《自赞》显然有一种自我总结与自

我确认的意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死

亡的恐惧，一个人所想的还是如何仁至义

尽，问心无愧，这个人的品格远非常人所能

及。坚守忠义，保持节操，无疑是“示谨敬自

约整”的绅士风度。

文天祥就义的时候，到底系的是什么

衣带，史料上并没作明确交代。但是在监狱

里关押了 3 年，不可能穿官服或者军装，他

穿的很可能是囚衣或者便装，而与之配套

的应该是一条普通的布带。虽然不是官员

的绅带，但是文天祥的身上绅士品格却一

点也没有因此而缩减。

北方的游牧民族早期系皮带是顺理成

章的，而在中原地区生活的汉族，因为也曾

经靠狩猎生活，所以早期也使用皮带。那个

时候的皮带分为两种，一种是韦带，一种是

革带。韦和革都是去了毛的兽皮，不同之处

在于韦是熟皮，革是生皮，后来两者都统称

为革带或鞶带。

革带的发展，游牧民族显

然更占优势。从战国中期到南

北朝，革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

期。在众多革带当中，以蹀躞带

（图 2）最 具 代 表 性 。蹀 躞 带 的

样子很像现代的电工皮带，上

面有多个挂环，以携带小型武

器或生活细软，适应游牧民族移动性强的特

点。在一些古代画作当中可以看到腰缠蹀躞

带的人物，甚至连女性也有类似的装束。

中国服装的发展，等级分明是一条主线。

从南北朝开始，蹀躞带上的挂环也逐步演变

成为等级标志，天子按规定为 13个环。扬州曹

庄隋炀帝墓中出土了一条完整的帝王十三环

蹀躞带，上面的挂环是金镶玉的。

蹀躞带上面挂了很多零碎东西，走起路

来难免发出稀里哗啦的响声，显得不够庄重，

所以后来逐渐用銙取代了挂环，变成了銙带

（图 3）。“銙”就是皮带上镶嵌的玉石或者金

银铜饰。虽然目前无法确知这一转变发生的

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唐朝开始有了

正式规定。

《唐会要·章服品第》载：“文武三品以上

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

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

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可见在体现等级制的

同时，革带也变得越来越奢侈了。

到了宋代，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找到了

一位出色的工匠，让他在紫云楼下制作金带。

皇帝经常过来监工，大师不敢怠慢，只做了

30 条就累死了。这 30 条绝版的金带，就成了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紫云楼带，堪称北宋朝廷

的镇库之宝。可惜后来战乱频发，这些宝贝在

宋徽宗的手上散失了。

又过了很多年，海外来人，拿出一条紫云

楼带让岳飞的孙子岳珂看了其中四“銙”。按照

岳珂的描述：首先，这四銙要比当时的规格做

得更大；第二，使用的紫金，光彩溢目，非同寻

常；第三，人物是突出来的，虽然不到一寸，但

眉目生动，即使是名画家吴道子，也画不出这

种神韵；第四，花纹是镂刻的，有六七个层次，

刀法之细腻，连鬼神都无法想象。岳珂在《愧

郯录》中说：“是在往时为穷极巨宝，不觉为之

再拜太息。”

不管岳珂描述得多好，都很难回避现代

人对历史的质疑。唐宋皇帝把武装军队的革

带变成了奢侈品，未免荒唐。也正是由于这种

思维的影响，之后革带上面的金玉也越镶越

多，致使不断加长，最后变成了一个比腰还粗

很多的大圆圈悬挂在身上，成为彻底的炫富

工具。而当举国官员争相炫富的时候，民众所

受的盘剥将何其严重？这个朝廷将会走向何

方？

衣带，是生活的必需品，同样也给语言和

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比 如 ，说 两 个 地 方 非 常 近 ，叫“ 一 衣 带

水”。这个成语出自隋文帝杨坚之口，他在北

方建立隋朝之后想要统一长江以南地区。于

是他说，南方的百姓都把我当成了父母，我岂

能因为一衣带水，就是像衣带那么窄的水流

阻挡，就不去拯救他们呢？

再比如，通过女人的姻亲关系所缔结的

利益同盟，叫“裙带关系”；说到时间久远，任

何动荡也不忘初心的时候，叫“带砺山河”，这

里的山是泰山，河是黄河，视泰山为矮矮的磨

刀石，视黄河为窄窄的衣带，这种胸怀和气

概，还有什么动荡战胜不了。

同时，由于衣带与身体的关系密切，也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族心理和性格。虽然不

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也能从中找到相似性，

引发思考。

虽然布带和革带都是用来约束服装的，

但它们之间的特点也很分明。布带的约束柔

软体贴，富有弹性；革带的约束则严格规范，

可丁可卯。所以，文人喜欢系布带，而军人则

必须系革带。

再打一个更大的比方，布带对人的约束

更像是道德伦理，而革带就仿佛是法律法规；

强调道德伦理是儒家的特点，强调法律法规

是法家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大

部分人推崇儒家，这一点与中国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人喜欢腰系布带而非革带，在心理上

似乎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作者系百家讲坛 《中国衣裳》 系列讲
座主讲人）

一条衣带中的道德、等级、文化

□ 左 骏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

者 三 。”（司 马 迁 《史 记 · 项 羽 本

纪》） 公元前 206 年，在秦帝国分崩

离析之际，先入关中的刘邦屯兵于灞

水河畔，项羽驻扎于戏水以西、渭河

南 岸 的 鸿 门 。 而 后 刘 邦 亲 赴 鸿 门 拜

谒，项羽则在军营备宴留饮沛公。宴

上项羽亚父兼谋士范增数次以眼色暗

示 项 羽 当 机 立 断 擒 杀 刘 邦 以 绝 后 患 ，

见项羽默不作声，一连三次举起所佩

玉玦。

鸿门宴上范增所持“玉玦”是跌

宕剧情中的重要道具，很显然时人皆

知这一暗示——举玦蕴含着决断与决

绝之意。对今人而言，玉玦的样貌主

要来自清末学者吴大澂的考据。自中

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在东北以及华

东 史 前 墓 葬 中 同 样 频 频 发 现 这 类 玉

器 ： 带 有 一 个 缺 口 的 环 状 玉 质 饰 品 ，

似乎正合文献中“玦如环而缺”“半环

曰玦”的描述。但这真是范增手中的

玦吗？

2001 年 山 东 青 岛 土 山 屯 编 号 为

M6 的 西 汉 墓 ， 男 性 主 人 棺 内 清 理 出

土镂雕螭虎“韘形佩”玉器一件。玉

器发现时尚位于人体左侧腰部，按此

推测是男士的佩玉。同时在棺内发现

一片木质遣册，详细记录了棺内的随

葬品名与数量。木牍背面第五行首书

“玉決一”、下书“寿 （毒） 牟簪一”，

按“毒牟簪”为玳瑁发饰；“決”可通

“玦”，故“玉決”便是“玉玦”，无疑

应 亦 是 饰 品 。 查 同 出 玉 器 共 计 7 件 ，

除 见 玉 带 钩 、 玉 印 各 一 件 ， 另 有 口

琀、塞具共 5 件，故而“玉決”当是

镂空螭虎的玉器莫属。

这 件 两 千 年 曾 经 被 摩 挲 把 玩 的

“韘形佩”，得益于随葬遣册上一丝不

苟 的 记 录 ， 让 实 物 与 文 字 两 者 相 印

证，确凿地为“韘形佩”来正名，这

便是汉代文献中频见的“玦”。

南 通 博 物 苑 “ 玉 见 你 ” 展 览 中 ，

也 正 在 展 出 一 件 新 莽 时 期 韘 形 玉 佩 。

它因长久地埋藏而受沁呈黄白色，不

过 透 光 处 还 能 窥 见 原 本 的 青 色 玉 质 。

居 中 的 是 一 个 椭 圆 形 带 鋬 造 型 环 状

物，在其周缘围绕镂雕蜿蜒螭虎，鋬

下饰以翻转的云气。这件韘形佩与土

山屯六号墓玉玦相比，不仅器型基本

相同，时代也均处于两汉之交，并且

同样出土于男性墓主腰侧，本也是佩

挂，无疑便是一件“玉玦”了。

那么“玦”又是什么呢？为什么

范增举玉玦可以暗示项羽决断呢？

西周恭王十五年五月壬午日，陕

西周原的新宫射箭场举行了一次隆重

的射箭比赛，周王莅临并赐予臣子趞曹

诸多兵器，趞曹铭感周王馈赠特铸鼎纪

念（《十五年趞曹鼎》）。鼎铭中一字与所

赏赐弓、矢并列，形如人之右手拇指戴

环 状 物 形 象 ，而 被 古 文 字 学 者 隶 定 为

“夬”，即为“玦”。这也是目前最早有

关弓射“夬”的文字材料。

“夬”因玉质而为“玦”，然而玦

是如何从护指变成了形态和使用功能

都几乎完全不同的韘形佩饰呢？

作为“夬”的玉护指是源于商周

时期“射”被礼制化后的产物，以玉质

的弓射护具，当然是为了彰显使用者的

高贵。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是商王武丁

配偶妇好墓出土的筒型玉护指，其上依

然保留着较原始的扣弦刻槽。

两 周 时 期 的 玉 玦 发 现 数 量 激 增 ，

常见出土在使用者的左右两手处，型

制已成为便于拇指垫舒适按压的矮体

扁舌形。这样的造型比商代的筒型护

指，更利于拇指回勾勾住弓弦引开强

弓，正如 《周易·夬》 中所言：“夬，

决也，刚决柔也。”

两周之交时，玉玦一侧开始出现

钩形的鋬，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

细 节 则 是 对 舌 型 玉 玦 功 用 的 重 要 改

进。按射手通常左手持弓，右手戴玉

玦，右拇指内曲，以玦内侧舌面扣住

弓 弦 ； 此 时 侧 鋬 正 好 可 以 压 住 箭 括

（尾） 位 置 ， 稳 定 箭 杆 避 免 从 弦 上 滑

落。如此以椭圆舌型的主体、加身侧

伸 出 鋬 构 成 的 玦 型 —— 所 谓 “ 韘 形

佩”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此时方才具备。

可 以 想 象 ， 正 如 射 手 引 弓 撒 放 ，

箭被快速射出，刹那间不容寡断，当

机 立 断 方 才 行 之 有 效 。 春 秋 争 霸 之

际，玦已被认同具有“决断”或“断

绝”的意义，即“儒者授佩玦者，事

至而断”（《庄子·田子方》）。

至战国中期后，伴随着世俗化的

燕射、军射、弋射盛行，实用型玉玦

开 始 式 微 ， 由 此 转 向 佩 饰 玦 的 风 靡 。

《诗》 中 即 有 ：“ 芄 兰 之 叶 ， 童 子 佩

韘。”（《国风·卫风·芄兰》） 描绘

了 韘 觹 佩 垂 于 少 男 腰 间 的 形 象 。 其

中 ，“ 韘 ” 是 衬 于 玦 内 的 皮 垫 。 约 在

战国中期之后，皮质的“韘”渐而指

代 实 用 型 护 指 ，“ 玦 ” 则 成 为 玦 类 佩

饰的专有名谓。

诗人屈原将佩玦抛入江中，以抒

发 心 中 的 愤 慨 （ 《楚 辞 · 九 歌 · 湘

君》）； 而 鸿 门 宴 上 频 举 佩 玦 的 亚 父 范

増，亦是土生土长的楚人。也许秀颈小

腰佩玉玦，便是那时楚男士最追捧的时

尚潮流。在艺术上承接楚风的西汉，男

女腰中佩玦更为风靡。西汉早期徐州北

洞山楚王墓发现的玉玦，当是其中的佼

佼者。

展览中这件新莽时期的玉玦，在繁

复的纹样中依旧可以辨认出侧鋬，也不

禁让人联想起新莽地皇四年 （公元前 23
年） 曾发生与鸿门宴剧情如出一辙的大

事 件 ： 起 义 军 所 拥 戴 的 更 始 帝 大 会 诸

将，计划诛杀功高盖主的刘演，先以观

摩为名取下刘演佩剑。正当此时，御史

申屠健献上玉玦，以佩玦催促更始帝早

做擒杀刘演的决断 （《后汉书·齐武王

传》 ）。 东 汉 史 学 家 班 固 在 《白 虎 通

义》 中 说 “ 能 决 嫌 疑 则 珮 玦 。” 两 汉 之

际，佩玦依然承担着行事果断、决断的

寓意。

此外，赐玦、赠玦、献玦，又是表

示善意的行为交往。钟繇以旧藏“东汉

尚方宝玦”相赠曹丕，为此兴致颇高的

曹 丕 还 歌 以 《玉 玦 赋》； 孟 达 曾 赠 玉 玦

与 诸 葛 亮 ； 审 配 书 予 袁 谭 、 吕 布 信 中 ，

皆 提 及 赠 “ 环 、 玦 ”， 足 见 汉 末 三 国 之

际士人的喜爱。

两汉时期，玉玦也被穿系彩绶、缀

流苏成璧翣，张挂于帷幄羽葆之下，为

华丽厅堂的点睛之笔。每当风起，璧翣

随风摇摆，或再坠以铃铛与绶带“悬黎

垂棘，夜光在焉”（《西都赋》），风动

铃响可增盎然仙气。

然而，伴随着魏晋时期接踵而至的

动荡，士人腰间的玦佩逐渐退隐于历史

潮流中，后世遂难以探究其形制。直至

千 年 后 的 好 古 敏 求 者 ， 拨 开 历 史 尘 埃 ，

追本溯源，才终于又演绎出范增手中神

秘多彩的“玦”。

（作 者 系 南 京 博 物 院 古 代 艺 术 研 究
所副研究馆员）

屈原抛玦

、范增举玦
玦是什么

捐玦置澧浦，解佩寄中洲。细数来，玉不知蕴含着中国

文化里多少意义和情感：尊贵、不朽、仁德、真诚、爱慕、

乃至决断⋯⋯几千年来给予着人们难以言说的力量。而从射

礼的玉玦渐演变到腰间的佩玉，也显示出周代到汉代玉文化

的变迁——抛却了礼制的肃穆，平添了世俗的感性。孔子曾

论玉与君子德行的相似之处，最后一句是“天下莫不贵者，

道也”。相信如道一般在中国文化中绵延不断的玉，也将一直

存续下去。

龙凤纹玉韘形佩

文物时代：新莽时期（公元 9-23 年）

出 土 地 点 ：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九 里 区 裴

窝后山一号墓

保存地点：徐州博物馆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地母洞 5 年 8 个月（1939 年 4 月 8 日-1944 年 12 月 6 日）。

①大带（明《三才图会》）

②腰束蹀躞带的唐代女子（《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唐代皇帝的銙带

②①

源流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