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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盛放肉祭品
的礼器，牛虎铜案就是用来盛放献祭牛牲的，
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这件战国时期
的牛虎铜案，青铜质地，高 43 厘米，长 76 厘
米，宽 36厘米。该青铜案 1972年出土于云南
省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中，现收藏于云南省博
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1995年被国家文物
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宴会厅展示了八件国宝级文物，其中就有这件
牛虎铜案。

这件牛虎铜案，主体为一头站立状的大牛，
肩部隆起，牛角飞翘，身体前倾，背部自然下落
成案面，牛尾部是一只呈攀爬状的老虎，老虎张
口用力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一头小牛横向

站立在大牛前后腿之间，呈十字交叉形。大牛
和老虎用模铸造，一次浇铸成型，小牛则是另外
铸造，然后再焊接在大牛腹下。该铜案设计巧
妙，造型完美，形象生动传神，既有中原地区青
铜器的特征，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充分体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创
作水平，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标志性器物，也
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稀世珍品。

该青铜案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其中
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身体前倾，给人以
重心前移、摇摇欲坠之感，但它尾部的老虎后
仰，其后坠力又使铜案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的
小牛，更增强了该铜案的稳定感，这样一来，整
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这

种造型极具张力又达到了巧妙的平衡，在力学
和美学上都呈现出极高的水平。

这件战国牛虎铜案无论在整体造型上，还
是在铸造工艺上，都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是中
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国之瑰宝。

（据《联谊报》卜显军）

牛虎铜案 国之瑰宝

在永春收藏爱好者林先生家里，笔者见到
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帽花，材质大多是银鎏金的，
有八仙、福禄寿星、如来、观音等造型，有“福禄
寿喜”等吉祥用语，有龙、象等瑞兽形象，有八
卦、暗八仙等吉祥纹样。

据林先生介绍，帽花是帽子装饰品的一种，
在唐朝之前就已出现，明清广泛流行于民间，大
多用于婴孩的虎头帽上，妇女也多有佩戴。至
民国时期，民间银饰品丰富齐全，点翠、累丝等
工艺运用于小小的帽花，打造出各种精美漂亮
的吉祥纹样，使得玲珑小巧的帽花文化更加丰
富。一顶帽子的装饰品，包含了飞禽走兽、花鸟
鱼虫、神佛人物等，材质包括金、银、铜、玉、蜜蜡
等。妇女或女孩的帽子后面往往还有下坠铃铛
的小银牌，铃铛样式或为吉祥花果，或为八卦印
玺，铃声清脆悦耳，富有情调。

仔细观察，在这些帽花上可以找到数量不
一的细孔，这是为了方便用针线缝在帽子上。
小孩子的虎头帽一般是由母亲或外婆亲手缝
制，多用于男孩出生、满月、百日和周岁等喜庆
日子。上面的帽花有辟邪、祈福的寓意，充满着
浓浓的舐犊之情，对孩子的佑护之心与未来祈
盼跃然其上。

林先生收藏的狮文化题材帽花，大致可分
为两类。一类是狮子整体造型的，就是常见的
狮子滚绣球，周边饰以飘带，表现出狮子的威武
和灵动。另一类为狮头造型，整体呈圆形，直径
4厘米左右，造型饱满，阔嘴、獠牙、大鼻、瞪眼，
额头上刻“王”字或旋螺，外缘再饰以一圈旋螺
如狮鬃张扬。最大的那枚，直径达到 5.5厘米，
周围饰以一圈八卦图案。

这类狮头又可分为衔剑和不衔剑两种。衔
剑的就是剑狮，其张开的嘴用两颗獠牙巧妙地
分成三格，中间那格吐出狮舌，左右两格正好嵌
入一柄剑，显得威武霸气。

衔剑狮头相较于不衔剑的，工艺要复杂一
些，其中狮眉、狮目和狮舌为单独构件，由银丝
粘连，在背面缠绕固定，用手指在背面挑动，狮
眉、狮目和狮舌都能活动起来，发出悦耳的声
音，使得整个狮头活灵活现，充满萌趣。

由于帽花是装饰在帽子上的，小孩子玩耍
的时候难免会有损坏，所以林先生保存的剑狮

帽花，多数已不是非常完整了，有的“剑柄”断掉
了，有的“剑尖”弯曲了，有的干脆整把“剑”都丢
了，但从其豁开的狮嘴仍可以推断出原来是有
衔“剑”的。

近年来，独特的剑狮文化正逐渐进入文史
研究者的视野。据林先生介绍，厦门文史研究
者林鸿东撰写了多篇关于福建特别是闽南剑狮
的文章，对剑狮的种类、分布、文化内涵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2021年6月，《泉州师范学院
学报》刊登了魏雄辉副教授的研究论文《闽南剑
狮与西南吞口造型及内涵之异同》。今年4月4
日《泉州晚报》刊登的《晋江老街巷里的别样石
敢当》一文，也介绍了晋江永和钱仓村的剑狮石
敢当造像。

林鸿东在《福建剑狮考》一文提出，福建剑
狮种类丰富，分布广泛，主要形成闽南剑狮与闽
东剑狮两大分支。从用途上看，有镇宅剑狮、石
敢当剑狮、年画剑狮三大类；从材质上看，则有
灰塑、剪瓷、兽牌、彩绘、石雕五种。福建剑狮的
分布范围与闽台文化的辐射范围大致一样，北
至温州，南抵潮汕，东渡台湾，西进汀州，甚至远
播至东南亚。凡有闽人处，皆有剑狮神。剑狮
民俗文化曾广泛存在于闽人的传统聚落，并因
传统聚落的式微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魏雄辉在《闽南剑狮与西南吞口造型及内涵
之异同》一文指出，“吞口”是广泛流传于我国西
南（云、贵、川）及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有辟邪
寓意的物品，它们常常被悬挂于居所大门门额之
上，具有镇宅、辟邪、纳吉的寓意。每逢节日，当
地还会举行祭吞口、挂吞口仪式，并伴随跳吞口
舞、唱《祭吞口》、传扬吞口的神话故事等各种吞
口文化活动。据说，吞口起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
拜与巫术活动的面具艺术，是面具的变异产物，
为古代图腾文化、巫术文化与风水文化的结合
物。闽南地区的剑狮与西南地区的吞口，分别产
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其造型的共同之处在于

“口中插剑”，其民俗文化也都属于民间求吉避祸
心理的有辟邪寓意的物品。二者在形象上有某
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其他明显的特征差异，具
体表现在形象指代物、插剑方式、色彩表达、材料
表现以及吉祥表征上均有不同，这反映了中国民
间习俗相似的民俗习惯和文化多样性，体现了中
华传统民俗文化对吉祥含义的共同追求。

（据《泉州晚报》林联勇）

帽花上的剑狮威武霸气不管是石雕、木雕、陶瓷或是灰塑等，我

们平常所见的狮子艺术造型大多是比较大

的，其实还有一种比较小巧的狮子造型容易

被忽略，这就是帽花上的“狮”，包括剑狮。 品类繁多的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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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不衔剑的，衔剑狮工艺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