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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山中学赵宗复纪念馆
内，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别看
它只是一件复制品，却有着别
样的意义。太原解放前夕，就
是用这样一辆自行车运送了一
份至关重要的城防图，为太原
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1923 年，进山中学成立了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支 部 。 1925

年 ，建 立 了 中 共 地 下 党 支 部 ，
成 为 一 座 有 着 光 荣 革 命 传 统
的学校，在当时甚至成为了太
原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思 想 进 步 的 进 山 师 生 一
直 在 思 考 着 中 国 的 前 途 和 命
运。在那个觉醒的年代，他们
选 择 追 寻 信 仰 之 光 。 赵 宗 复
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和许多进
山 师 生 先 后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在 赵 宗 复 主 持 进 山 中 学
校务工作期间，以他为领导的
地 下 党 组 织 积 极 宣 传 马 克 思
主义思想，并且成为了解放太
原时的一把锋利尖刀。

赵 宗 复 自 小 出 生 在 太 原 ，
其 父 亲 赵 戴 文 是 同 盟 会 的 山
西 负 责 人 之 一 。 赵 宗 复 虽 出
身豪门，却思想进步。他利用
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广泛
结 交 各 界 人 士 ，长 期 潜 伏 、布
设网点，建立起了北平、天津、
绥远，乃至日本的情报网。可
战事越危急，情报工作就越艰
险。太原解放战役期间，党组
织为了赵宗复的安全，派人通
知他早日离开太原，但他坚守
不 撤 。 他 深 知 阎 锡 山 多 年 在
城防上下足了功夫，碉堡漫山
遍 野 、星 罗 棋 布 ，仅 城 南 就 有
3000 多个，获取准确的城防情
报，对解放太原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而当时赵宗复有条件

接 近 阎 集 团 核 心 机 密 。 获 取 城 防 图 后 ，为 了 送 出 情
报，他费尽心力，可形势越危急，他越是作好了牺牲的
准备。在被严密监控的形势下，他仍想方设法维持地
下 情 报 网 ，并 且 在 每 份 攻 防 图 上 都 做 了 详 细 的 标 注 。
同 时 他 和 小 组 成 员 有 了 一 个 大 胆 且 睿 智 的 想 法 ——
用 自 行 车 把 城 防 图 送 出 去 ！ 自 行 车 的 大 梁 管 子 和 内
胎都是空心的，将其打开，把城防图塞入其中，然后让
焊工将它按原样焊接好。就这样，于 1949 年 3 月，一
份 关 系 到 太 原 解 放 的 城 防 图 送 出 去 了 。 同 年 4 月 24

日，太原解放。
从 1922 年建校至今，进山中学已走过百年风雨，

“ 智 仁 勇 ”的 校 训 就 是 校 园 中 的 那 一 抹 红 、那 一 种 精
神、那一股力量，激励着一代代的青年人。

山西省博物馆协会供稿

山西青铜博物馆镇馆之宝——晋公盘，是晋文公为
出嫁的女儿孟姬制作的陪嫁器，是我国迄今所见春秋中
期装饰最为复杂的青铜器物，整体布局错落有致、灵动不
乱，集中体现了当时晋国工匠的铸造实力和娴熟技艺。

晋公盘内，共装饰了 19 个圆雕动物和 17 个浮雕动
物，不但错落有致，更为奇特的是，圆雕动物都能灵活自
由转动，这是怎么做到的？

根据 X 光-CT断层扫描技术，专家复原了晋公盘的
多次分体铸造过程，为我们揭秘了 2600年前的铸造奥秘。

“X 光-CT 断层扫描技术”是器物无损结构分析最
先进的方法。根据器物密度和关键关系的变化，模拟成
像以反映细微结构，据此判断器物成形工艺及辅助加工
手段。该技术广泛应用在青铜器、瓷器、漆木器、铸范等
多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尤其在古代青铜器工艺研究
领域前景广阔。

晋公盘的多次分体铸造过程为：
一、铸造附耳。先铸中空耳，泥芯分两段拼合；耳内

侧设两个短横梁加强与盘的联系。
二、分别铸造人形三足。三足分铸，背部预留焊接

口，以铸焊方式与盘连接。
三、铸造盘体。盘体与多个部件和装饰结合。双耳端

头和横梁外端均伸入盘铸型中，浇注后铸接在盘壁。浇注

后盘内壁铸造出铭文。同时，三足下铸出接榫，以备与三
足铸焊；盘底部需要铸造出 19个工艺孔以铸焊圆柱。

四、铸焊三足。将三足铸焊在足的接榫上。
五、分铸圆雕动物。圆雕动物与其中圆柱配合，先

铸柱头较大的圆柱，然后将圆柱包络在圆雕动物泥芯
中，浇注后二者间隙配合，动物可绕柱转动但不能脱开。

六、铸焊圆雕动物。将连着圆雕动物的圆柱柱头从
盘内插入盘底工艺孔中，从盘外浇注青铜，逐一将圆柱
铸焊在盘底。

可以看出晋公盘的铸造并不是简单的模范浇筑，而
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设计及严密的流程组合，才造就了
这件罕见的精品。

晋公盘的灵动得益于盘内可以灵活转动的动物组
件，那这些动物组件是如何能够转起来的呢？

以中心鸟为例，CT 扫描的纵截面图，清晰显示出立
柱直插入鸟腹，鸟腹内设有向前伸出的突环，环孔截面
为腰鼓形，中间细而两侧略大，立柱穿过此环，与之配合
间隙很小，且在配合处立柱内弧，直径变小，但上边立柱
设一凸轮，直径大于外露部分，所以鸟不能从立柱脱
开。柱头为锥形，为与之相配合，鸟背内侧设计了一个
锥卯突出于内表，可以稳定柱头位置。

而右前鱼立柱与鸟的一致，与鱼腹配合紧密，截面

正圆，锥形柱上端凸轮突出，柱头锥尖，不仅与鱼背内侧
的锥卯配合，且鱼腹两侧壁与柱头配合间隙很小，能够
保证鱼处于平衡态，这样就能灵活转动又不会脱落，看
来，这其中充满了“黑科技”。

晋公盘铸造奥秘

山西省图书馆藏有两种清代的鱼鳞册。一
种是山西忻州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鱼鳞册，一
种是山西曲沃县光绪十五年（1889）的鱼鳞册。

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鱼鳞图、丈量册等，
是中国古代官府为征收赋税而创造的一种土地
登记籍册。

册中详细登记每块土地的编号、类别、业
主、亩数、四至（地籍上每宗地四邻的名称）等信
息，并把每块土地形状绘成平面图，每册前面又
有土地综图，因为一片一片相连，仿如鱼鳞一
般，因此称为鱼鳞册。

据相关资料介绍，鱼鳞册最早出现在宋朝
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两浙、福建等地。到明洪
武年间，朝廷命各州县全部编造完整、详细的鱼
鳞册。从此，这一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
法在全国实行。清代延续这一制度，鱼鳞册曾
几度在全国重新编造或补造，有些地区直到民
国年间仍在使用。

鱼鳞册一般是官府修造，用来管理土地赋
税。官府通过编制鱼鳞册，核查和确定所辖境内
田土、房屋地基及水陆山川道路桥梁等各类土地
的面积及产权，进行地籍管理，据以征粮、征银。

鱼鳞册的编制，使赋税的征收具备了确实
根据，有助于防止产去税存或有产无税的弊端，
并使政府税收有了制度性保障。

民间亦有小规模的修造鱼鳞册、地册之举，
用于村庄、宗族、家户的土地清丈、管理、赋税征
收。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封建社会中，
通过有效地推行鱼鳞册制度，极大提高了国家
土地管理的水平，增加了财政收入，对当时封建
王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鱼鳞册还是土地产权纠纷判决的
依据。鱼鳞册中的土地产权登记，可谓当时中国
各地的集体“土地登记证”，亦具有法律效力。如
有涉及土地产权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及主管官署
都是以鱼鳞册作为断案判决的基本依据。

鱼鳞册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创的土地管理制
度，从宋代一直延续至民国，代表了当时地籍管
理的最高水平。它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社会内容，
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我们今天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乡村亦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图书馆藏的鱼鳞册，显示出山西清代
鱼鳞册的两种编制情况，展现了曲沃、忻州两地
农村土地种类、土地所有权等状况，折射出山西
当时地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俗特色等情况。

该鱼鳞册保存较完好，共分为三册（合订）。第
一册封面署有“鱼鳞册（三本）”“光绪十五年清粮总
局抄发”“贰乡东辛村收执”“存庙备查”等字样。封
面及内页有曲沃县官府红色钤印，内页第一页从整
体上注明了东辛村的土地种类、总面积及免征粮
地，使人对东辛村的土地情况有总体了解。

第二本、第三本鱼鳞册，封面只简单署有“东
辛村”“其贰”“其叁”的字样，并加盖曲沃县官府
钤印。

这三本鱼鳞册，形制规整，采用黑边单框、
三栏、单鱼尾版式印刷。

其土地登记编号采用天干字顺，分别登录
了东辛村从甲字围至癸字围各地段土地的种
类、地主姓名、四至边界、长阔面积等信息。

册中土地边界四至名称，涉及到圣母庙、菩
萨社、观音堂、财神会等十多座庙社会堂，反映
了当地村民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识等情况。

此外，笔者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清光
绪年间清粮总局抄发的曲沃县“头乡堡河村收
执”的鱼鳞册、网文《安鸪村光绪十五年的鱼鳞
册》一文中清光绪十五年（1889）清粮总局抄发
的曲沃县“安鹄村收执”的鱼鳞册，这二者与本
馆所藏鱼鳞册应为一个系列，三者都是清粮总
局抄发、时间相近、封面相似、内页格式相同的
鱼鳞册。清华馆藏是“头乡”堡河村的鱼鳞册，
山西省图书馆藏是“贰乡”东辛村的鱼鳞册，网
文中的推测为“四乡”安鹄村的鱼鳞册。

清代鱼鳞册
毛月芳 杨雁霞

晋公盘局部与 X 光图（山西博物院藏）

明代鱼鳞册（局部）

山西省图书馆所藏鱼鳞册

正在山西博物院展出的《大政之源》，以考古科学
揭示山西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探寻文
明源头。其中的展品有一条鱼和一只蛙，很是神奇。

出土于夏县崔家河遗址的泥质红陶鱼纹盆，口径
23.3厘米，底径 24厘米，沿面宽 5.7厘米，高 10.4厘米，
时代为仰韶文化（距今约 7000-5000）中期。鱼纹盆腹
部绘写实鱼纹，鱼身微胖修长，嘴微张，网格状鱼鳞，剪
刀尾，且绘有背鳍、腹鳍，栩栩如生，首尾相接，呈追逐
游弋状。器表饰白底黑彩，沿面绘弧边三角斜线纹。
仰韶中期彩陶发达，但写实鱼纹极少发现，此件鱼纹
盆，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是晋南地区庙底沟文化发达
彩陶艺术的代表。

出土于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铜青蛙，长 5.5 厘米，宽
4 厘米，时代属于陶寺文化（约前 2300-前 1900），虽然
铜锈斑斑，但栩栩如生。

陶寺作为文化汇聚的大都邑，具有较强的冶炼铜
器的能力，这只栩栩如生的铜青蛙及铜齿轮器、铜铃等
器物，代表了全国同时代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青铜
制品和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是中国铸铜之源，奠定了
夏商王朝中条山地区铜矿资源开发利用的政治和技术
基础。

远古鱼蛙
安 海

山西昔阳石马寺以石刻造像群而闻名，其“悬蜗卧顶”的特色建
构世界仅此一处，2013年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史料记载，石马寺石窟始建于北魏永熙三年（534），距今 1400多
年。寺内的所有石刻造像，均分布于 3 块巨石的 7 个崖面上。这些
石刻造像，是在云冈石窟之后、龙门石窟之前，几乎是与这两处同时
代的杰作。寺内现存石窟 3 个、佛龛 178 个、摩崖造像 1500 多尊。
石窟、石像雕刻之精美，内容之丰富，与“云冈”“龙门”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因此，石马寺石窟也被誉为我国石窟艺术的“小家碧玉”。

石马寺原名落鹰寺，北魏时，随着石刻完成，改名石佛寺。传
说，唐朝初年，李世民率领部队征战，途经石佛寺时陷入重围。凶险
之际，李世民正叹“时运不济”，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让围攻的
敌人瞬间大乱。此时，风沙中，忽然一匹神马从天而降，搭起李世民
就走。李世民回到长安后，感念神马救命之恩，便将石佛寺改名石
马寺。

寺内，既有庄重的北魏大佛像、散漫的力士、洒脱的观音，还有
崖壁上雕满的北魏、隋唐佛像等。

大殿后面的石窟廊屋间，迎崖的一面，是满壁的石刻造像，另一
面则是古人人为修建的留了门窗般孔洞的土壁。土壁与摩崖间的
顶部，便是举世无双的悬蜗卧顶。

根据记载，悬蜗卧顶修造于明代，是为保护石窟、石佛像等不被
风雨剥蚀而建。古代的匠人，在四五米高的石崖和土壁间，用整齐、
均匀的砖石等，一层层次第砌起来，顶部最高、两面逐渐耷拉下来。
站在石窟回廊内，人们抬头细看，仿佛是披着色彩的蜗牛壳子，砖石
的痕迹就像是蜗牛壳子上的斑斓印痕。顺着回廊向内，抬头看去，
仿佛就是一只巨型蜗牛横在眼前，参观者则如在蜗牛的“壳子中间”
行走。

建于明代的这段拱券式廊屋，不仅保护了石刻、石窟和壁画，也给
世人留下了全球绝无仅有的“悬蜗卧顶”特色建构。

刘水晶

石马寺石窟顶部的“悬蜗卧顶”

“悬蜗卧顶”挡风雨

来自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花卉人物纹金盘，见
证了古代丝绸之路带来的世界性联系与文化交流。

该金盘为平沿，弧形浅腹，平底。盘内底锤揲出
环绕缠枝桃形叶纹，内有四位神化人物形象，两位半
人马拉一战车，其中一位右手叉腰，左手拿着来通杯
在喝酒；后一个半人马基本被挡，但动作相同。战车
上立两位，前者右手握权杖，左手托物，后者左手托
物，右手握棒。所有人物均深目高鼻，须发卷曲浓密，
肌肉隆起，健壮勇猛，具有明显的希腊罗马雕塑风格。

这件金盘总体描绘的是饮酒的场面，中间是古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很可能是在庆祝酒
神节。

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后，陆上丝绸之路重新
畅通。西域的商旅、使节、僧人频繁往来，中西交流
日盛。大同地区有许多北魏时期的西域遗存，是这
一时期丝路盛况的见证。 来源：大同市博物馆

北魏花卉人物纹金盘（大同市博物馆藏）

金盘见证丝路盛况

出土于夏县崔家河遗址的泥质红陶鱼纹盆

出土于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铜青蛙

王 佳

进 山 中 学 赵 宗 复 纪 念 馆 内 的 自 行 车 复 制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