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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2 月 20 日 ，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根据
投票结果，22 个项目入围
终评。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入围的 22 个终
评 项 目 ，以 时 代 早 晚 为
序，分别是西藏革吉梅龙

达普洞穴遗址、山东沂水
跋山遗址群、四川资阳濛
溪河遗址、河北尚义四台
遗址、福建平潭壳丘头遗
址 群 、河 南 宜 阳 苏 羊 遗
址 、安 徽 郎 溪 磨 盘 山 遗
址 、湖 北 荆 门 屈 家 岭 遗
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内

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
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
墓 地 、陕 西 清 涧 寨 沟 遗
址、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
布遗址、四川盐源老龙头
墓地、甘肃礼县四角坪遗
址、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
C 区 1 号墓、重庆武隆关
口一号墓、新疆喀什莫尔

寺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
窑 址 、南 海 西 北 陆 坡 一
号、二号沉船遗址、吉林
磐石红石砬子遗址。

记者注意到，此次入选
的22个考古项目中，福建
省的包括福建平潭壳丘头
遗址群。

（记者 尼松义）

每周一宝

这是一件新石器时代棕色彩
绘带柄陶壶（见图），质地为陶，属新
石器时代晚期。其高10.5、底径
7.7、口径10.1厘米，闽侯县昙石山
遗址出土，为国家一级文物，福建博
物院收藏。

这件带柄陶壶矮颈，折腰，腹
部附一向上翘的短把手，矮圈
足。器表饰绳纹，间绘红色圆点
纹，口沿内壁一圈绘红色竖条
纹。胎棕色，质地较坚硬。

昙石山文化遗址位于福建省
闽侯县甘蔗街道昙石村，发现于
1954年1月，先后进行8次发掘，发
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共发现墓
葬89座、陶窑9座、壕沟2条，出土
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以
昙石山遗址命名的昙石山文化，分
布于闽江下游，直达沿海地区，具
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是先秦时
期闽台两岸海洋文化的源头。

昙 石 山 文 化 遗 址 是 一 处
4000—5000年前原始社会晚期的
公共氏族墓地，其上层叠压着
3000多年前的黄土仑文化遗物。
2001年，昙石山遗址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昙石山文化遗址揭示了昙石
山人的社会意识、昙石山文化的
源流及与海峡对岸新石器时代文
化的紧密联系，反映了昙石山文
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
位，在福建闽越文化中所留下的
不可磨灭的烙印，对史前海峡两
岸文化交流、闽台古文化渊源以及南岛语族
的起源等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10月18日，福建闽侯昙石山遗
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昙石山文化陶容器器型的基本组合是
釜、壶、簋、豆、杯、碗。陶鼎很少，陶釜最多，
故昙石山文化被考古界称为“陶釜文化”。

昙石山文化遗址还发现有原始瓷胎质的
印纹陶片。昙石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不多，
以磨制石器为主，兼有少量打制粗磨的石斧和
砍砸器。石料多为凝灰岩，还有页岩和少量硅
质岩，石质较细密坚硬，颜色以灰黑色为主，还
有灰色、灰褐色等。器型主要是锛和镞，还有
斧、凿、钺、刀、镰、矛、凹石等。（尼松义 文/摄）

■陕西西安 马小江

秋风吹起日渐凉，百花
失色菊花香。对于菊花，唐
代元稹有“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的赞美，李
商隐说它“暗暗淡淡紫，融融
冶冶黄”。宋代苏轼也有“荷
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
霜枝”的歌颂。菊花是我国
传统名花，它的栽培，已有三
千多年历史。最早的记载可
见于《周官》《埠雅》。菊花与
中华民族的文化结缘甚深。
菊花排在中国十大名花之
三，花中四君子（梅、兰、竹、
菊）之一，也是世界四大切花
（菊花、月季、康乃馨、唐菖
蒲）之一。菊花作为傲霜之
花，一直为文人骚客所偏爱，
因而咏菊、画菊之作，不胜枚
举。

《艺菊图》（见图）是清代
画家禹之鼎创作的绢本设色
绘画，纵32.4、横136.4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
图描绘了大画家王原祁庭院
赏菊的情景。王氏方脸长
须，身着长袍，持杯端坐绣
榻，赏菊品酒，容光焕发，神
态悠然自得，气度雍容华

贵。榻前精心栽培的盆菊灿
然开放，童子左右呼应，榻上
放置的书籍、字画井然有序，
真实地反映了主人公的嗜好
雅兴和气质风度。画中自识

“广陵禹之鼎敬写”。钤“慎
斋禹之鼎印”等印。卷后有
王原祁的五世从孙王祖畲、
唐文治题记。曾为画坛一代
宗师朱屺瞻收藏。此图人物
气韵生动，设色清秀典雅，构
图韵味悠长，不愧为清代人
物画的典范。

《艺菊图》所绘主人公
王原祁（1642—1715），字茂
京，号麓台，江苏太仓人，画
家王时敏之孙。康熙九年
（1670）进士，因精于山水，
以画供奉内廷，康熙四十四
年（1705）擢侍讲学士，转侍
读学士，直南书房，充《佩文
斋书画谱》纂辑官，后升户
部侍郎。以山水画著称，承
家学，创新格，为“娄东派”
领袖，从学者甚众，与王时
敏、王鉴、王翚并称“清初四
王”，而且地位最显。禹之
鼎晚年居京时与王原祁时
相交往，曾多次为他画像，
此图是禹之鼎在京城官任
鸿胪寺序班、供奉畅春园时

为王原祁所画的肖像。
《艺菊图》在构图方面，

工笔设色，形象生动，布局工
整。王原祁坐于榻上，身后
有榻几扶手，双目直视画面
右下角的几盆菊花。菊花开
得很茂盛，栽在精致的海棠
瓣形的瓷花盆内，而这几盆
菊花只不过是为了点题，画
得虽精，却仅置一角，为的是
不喧宾夺主。坐榻上人物
的左侧，放置书函、画卷，榻
右长方桌上亦有书函瓶花，
形成错落有序的环境布局，
有助于衬托人物。桌旁有
两小僮侍立，一人捧壶侍
饮。王原祁挺身端坐，右手
持碗，似在边饮边赏菊艺。
背景的其他部分略去，使主
题更加突出，画面有一种明
快之感。在人物的衣纹描
绘上使用蓝叶描，表现了袍
服的质感，可以看出线描的
功夫很深。在刻画王原祁
的神态方面更是细腻中含
有筋骨，把王原祁那种老
练、执著、对待事物一丝不
苟的精神，给以充分的揭
示。技巧上，《艺菊图》中的
人物用细线勾勒，淡墨微
晕，脂赭烘染，色彩鲜亮细

润，容光焕发，形神毕肖，富
有立体感，是融没骨法、江南
法、白描法于一体的集大成
者。衣纹线条也兼取多家之
长，有飘洒的兰叶描，也有顿
挫有法的钉头鼠尾描，既有
变化，又有质感，为禹氏晚年
画杰作。《艺菊图》在画法上，
作者吸收了“波臣派”的画
法，人物面部以细线勾勒，以
淡墨和赭色略作皴染，人物
面色真实自然。衣纹兼取李
公麟的白描法、马和之的兰
叶描，线条飘逸潇洒、洗练流
畅，恰当地体现了人物文雅
超逸的气质。图中设色富于
变化，在和谐的对比、映衬中
突出了主题。

禹之鼎（1647—1716），
清代康熙年间著名画家，字
尚吉，号慎斋。广陵（江苏
兴化）人，后寄籍江都。擅
长人物，尤以肖像著称。康
熙二十年（1681）官鸿胪寺
序班，以画供奉入直畅春
园。幼师蓝瑛，出入宋、元
诸家。其写真多白描，秀媚
古雅，一时名人小像多出其
手。禹之鼎创作的肖像画
数量甚多，且多为当代名
人。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初评结果揭晓

清代画家禹之鼎《艺菊图》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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