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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唐墓展民俗风情

展柜中，一组十二生肖造型的兽首人
身陶俑，格外引人注目。兽首分别为鼠、
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
二生肖的形象。人身直立，身穿交领宽袖
衣，长垂至足，两手笼袖拱于胸前。

据介绍，由于十二生肖在日常生活中
被广泛使用，因而在陶瓷、石雕、石刻、砖
刻、绘画、刺绣、青铜镜等各种艺术门类
中出现了不少以之为题材的艺术品，作
为随葬品的生肖俑就是其中较具特色的
一个种类，是研究当时民俗风情的重要
实物资料。十二生肖俑一般为陶瓷制
品，亦有少数为石质，常见于隋、唐、五代
及宋墓中。

其“兽首人身”的特点还有一段有意
思的演变史：早期的生肖俑形象较为写
实，为陶质，见于北朝时期，形象是单纯
的动物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生肖
俑的艺术成分逐渐增加，成为以动物和
人物相结合的形象，显得生动有趣。主
要类型有两种：兽首人身，即以十二生肖
动物的头像配以人身；人首人身，或抱一
生肖动物，或将动物置于肩上，或在冠顶
附加生肖动物。唐代流行身着袍服站立
的兽首人身或抱不同生肖动物的人物形
象，唐末至宋，演变为在人物冠上饰以动
物形象，生肖俑在宋代多被做成文臣形
象，头顶或戴朝冠，或戴有“王”字的弁
帽，着宽袖袍服。宋代以后，由于纸冥器
的使用，俑的数量大为减少，生肖俑艺术
也随之渐趋衰落。

圆明园兔首领衔80余件文物亮相国博新春展

从兔文物中看兔文化
农历癸卯年，十二生肖，兔子当值。在十二生肖中，兔子寓有祥瑞吉兆之意，古人认为赤

兔、白兔的出现预示着王者盛德、国泰民安，是吉祥文化的符号之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为
春节推出的“癸卯金安——二〇二三新春展”上，80余件年味儿十足的文物亮相，其中不乏
多件兔形文物，为兔年春节增添了许多灵动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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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首历经百余年终归故乡

走进国博新春展，展厅处处张灯结
彩，散发着年味儿。迎面第一件亮相的文
物就是重磅——圆明园海晏堂兔首铜像，
其背后有一段可谓传奇的历史。

圆明园海晏堂建于 1759年，建筑的精
华就是以水报时而闻名中外的喷泉。十
二尊人身兽头青铜雕像呈“八”字形对称
分列在喷水池两旁，每尊青铜雕像形态各
异，按照时辰规律排列左右——北面从内
至外依次是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
鸡、亥猪，南面由内至外依次是子鼠、寅
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每一属相兽
首就是一个喷泉，分别代表一昼夜中的
十二时辰。每到一个时辰，代表这个时
辰的生肖铜像便从嘴里自动吐出喷泉。
正午时，十二铜像口中同时喷出泉水，蔚
为奇观。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圆
明园十二生肖铜像自此流失海外，成为中
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直到 2013年，兔
首被法国皮诺家族购得，以家族名义归还
中国，由国家文物局划拨给国博收藏。自
此，历经 153年，兔首终于回归故乡。

据介绍，这件兔首铜像为清乾隆年间
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清宫廷匠师制
作，融合了中西方艺术的精华。凑近细
看，兔首铜像立着一双大耳朵，圆溜溜的
双眼目视前方，显得十分机敏。其古铜色
的皮肤上仍泛着光，丝毫看不出它已经有
近 300年的历史。

兔形文物留住年味儿

漫步展厅中，一场新春文化大餐缓缓
拉开帷幕。展览遴选国博馆藏诸多含有
兔形象的文物，它们或伏或立，或衔仙草，
或捣灵药，活泼生动，憨态可掬。各式各
样的“小兔子”深受小观众们的喜爱。

兔形玉雕是明代玉器的常见题材，玉
器上的兔子常与花草、祥云等元素共同
构图，表现吉祥、祝福等美好寓意。在一
枚明代的青玉兔形佩前驻足，能观赏到
一只站立的兔子回首衔花的有趣场景：
兔子长耳直立，一足抬起，可爱生动。另
一枚玉佩则雕刻了一则有名的中国神话
传说——玉兔捣药。相传月亮之上有一
只兔子，浑身洁白如玉，被称作“玉兔”。
它拿着玉杵，跪地捣药，服用此药丸就可
以长生成仙。展览展出的“青玉兔”玉佩
上，两只兔子相对而立，共同持杵捣药，雕
工简练，造型别致。

雪 花 飘 落、烟 花 绽 放、鞭 炮 声 阵
阵……展厅通过各类装饰营造了喜庆祥
和、团圆和美的节日气氛。观众徜徉其
中，感受“一步一景，移步易景”的沉浸式
观展体验。

“老皇历”绵延至今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干支纪法，用
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来计算序数。比
如，兔在十二生肖中排序第四，卯在十二
地支也排序第四，人们就用卯来标记兔在
生肖中的序数，所以兔年也是卯年。

展览中，一片商代“癸卯”卜骨揭示，在
3000 多年前，干支纪法就已经开始使用
了。卜骨上面刻有“癸卯”两个字，不过这
不是用来纪年的，而是用来纪日的。现在
人们如果翻阅皇历的话，还能看到干支纪
法的年、月、日，再加上小时，一共八个干
支，用这个办法记录人出生的时间，就是俗
称的“生辰八字”。这片三千多年前的卜骨
所使用的天文历法与文字一直绵延至今。

兔子祖先“安徽模鼠兔”

展览中，最亮眼的明星要数一件来自约 6200 万
年前的上颌骨化石标本，和“安徽模鼠兔”的复原像，
它们描绘了兔子祖先的形象，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
的兔形类动物。

作为一种哺乳动物，兔的繁衍踪迹遍布世界各
地，兔的起源一直是国际古生物学界探讨的重要课
题，关于兔的起源以及演化历程曾让古生物学家们困
惑不解，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直到 20世纪 70年
代，中科院古脊椎研究所的古生物学家李传夔在安徽
潜山古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几件重要的头骨化石，经过
详细的形态学研究，将其命名为“安徽模鼠兔”，并提
出它是兔形类动物的祖先类型，得到国际古生物学界
的广泛认同，有关兔子起源的谜底才得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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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存最完整史前兔子

一具包含有头骨、下颌在内近于完整的施氏次兔
骨架,发现于北京门头沟灰峪（周口点第十八地点），
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兔子。专家说，次兔是北半
球中新世中期到更新世早期广泛分布的化石兔类。
此次展出的这具骨架保存相当完整，在我国绝灭属种
的兔类化石中极为罕见。 据《北京晚报》

“世界第一兔”

以安徽模鼠兔为起源，兔家庭一代代繁衍，生生
不息。一件件地质史上留下的名目繁多的兔种化石，
记载着兔的前世今生。

展柜里，一片放大镜下，一块小巧的头骨化石标本
来自兔形目动物中最早的代表——远古道森兔。专家
介绍，远古道森兔发现于我国内蒙古二连盆地距今约
5300万年前的早始新世地层中,标本保存了带额弓的
头骨、下颌骨及跟骨和距骨等附肢骨骼，其在骨骼形态
上介于模鼠兔和兔形目动物之间，但因具有一对下门
齿等典型兔形目特征，而获得“世界第一兔”的称号。

明星化石兔年“话兔”

兔子的曾祖父到底是谁？今天的宠物兔又来自
于哪里？为什么说“兔鼠一家亲”……正在中国古动
物馆展出的《“兔年话兔”——兔年特展》上，“安徽模
鼠兔”“世界第一兔”“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兔子”等
一批兔家族里的明星化石亮相，带领观众跟随古生物
学家的脚步，揭开兔形类动物起源与演化的秘密。

步入展厅，丰富的图文资料、珍贵的化石展品，按
照“兔的演化”“兔子的起源”“兔鼠之争”“兔家族里的
明星化石”4个部分依次展开。本次特展由古动物馆
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
们精心策划，配合每一件化石和展品，展览设计了很多
互动区域，观众可以细读兔形类的演化树，在科学趣味
互动区，通过拼图揭秘兔类与鼠类的形态差异，到科学
家精神展区，了解兔形类研究拓荒者的故事等。

兔形鼻烟壶（清）

青玉兔形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