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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12日下午，细雨绵绵。中
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常设）展厅游人如织，往来穿梭，我随着人
流边走边浏览琳琅满目的文物。当走到一
件形似猫头鹰的文物前时，我突然被它一
双超萌的眼睛、一只弧状的嘴巴及一副胖
乎乎的身体吸引住了。

正当我目不转睛观赏时，一名导游带
着游客走了过来。“这件仰韶文化时期的文
物叫鹰形陶鼎，已经 5000多岁了，是咱们
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你看它圆圆的眼
睛、弯弯的嘴巴、胖嘟嘟的肚子是不是特萌
啊？你别看它个头小，1993年 5月 12日，
它被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相中
赴瑞士展出，被当成我国首届‘申奥大使’
申办过奥运会呢！从那次跨出国门之后，
它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了，再也没有出
过远门。因为 2002年，陶鹰鼎入选国家文
物局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目录〉，成为 64件国之重器之一。你们看，
这件小小的文物不但萌，而且还蛮厉害
呢！”导游绘形绘声的介绍引起了我极大的
兴趣。

我决定对这件陶鹰鼎的“身世”一探究
竟。

原来，陶鹰鼎还有一段悬而有趣的故
事。

1957年的一天,陕西华县太平庄农民

殷思义正在田间用双轮双铧犁深翻土地，
突然手头一震，犁头碰到了地里的硬物。
他估摸着是地里的大石头，便准备把石头
挖出来，以免碰断犁头。谁知翻开浮土，却
是一件表面颇为光滑的陶器。待把这件东
西全部挖出来，才发现是一件鸟形模样的
陶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陶鹰鼎。可
当时殷思义并不知道他挖到了宝贝，只是
随手将挖出的碎陶片埋回原处，而将陶鹰
鼎带回家去做了鸡食盆。

第二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59
届的张万钟和他的同学为配合黄河水库工
程，来到华县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同时宣传
文物保护法。殷思义主动将陶鹰鼎上交给
了考古队，陶鹰鼎这才曝光于世人面前。
经过考古调查，陶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
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
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鹰鼎
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
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考古专家描述：陶鹰鼎高 35.8厘米，口
径 23.3厘米。陶鼎采用驻足站立的雄鹰造
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
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
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
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
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
合似背抱状，鼎形器物的特征与鹰的动物

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陶鹰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

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
术珍品。该鼎周身光洁不加纹饰，粗大的
鹰腿与宽厚的尾羽巧妙地分为三个支点，
成鼎足之势，既强化了雄鹰固有的形神特
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统
一。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陶鹰鼎
的问世则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

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
实力。

陶鹰鼎虽然表现出了猛禽的凌厉姿
态，但在许多普通网友看来，它滚圆的造型
实在是太可爱了，是一件不折不扣的“萌
物”。这又让人们不得不佩服先民们的智
慧和技艺，五千年前创造的东西在今天看
起来还是那么魅力四射，令人吸睛驻足。

文/图 通讯员 臧怀生

本报讯（记者
王振宇）日前，菏泽
市鲁西新区马岭岗
镇红色文化挖掘工
作人员在本镇解元
集村村民王兴灿家
中，发现菏泽著名
战斗英雄王登伦烈
士 的 珍 贵 戎 装 照
片。

王 登 伦 烈 士
1920年出生于原菏
泽县王浩屯镇(现牡
丹区王浩屯观音王
村)的一个贫苦家
庭，16 岁就走上了
抗日的主战场。在
抗日战争时期，王
登 伦 曾 任 青 邱 区
（现马岭岗一带）区
队长，菏泽县大队
连长、县大队副大
队长，并先后三进
菏泽城，巧布麻雀
阵，在仿山伏击日
寇，夺得 15辆太平
大车军火。经过血
战，迎来了日寇的
末日。解放战争时
期，王登伦随县大
队 升 级 到 主 力 部
队，在参加平汉战
役 中 负 伤 回 家 养
伤。蒋介石发动内
战后，王登伦带伤
参加当地工作，任
菏泽县青邱区区
长。他率领区队在
白色恐怖下出生入
死，灵活机智开展
游击战，给国民党还乡团以沉重打击。
1947年，王登伦任菏泽县独立营营长，
他率领独立营坚持地方斗争，为鲁西南
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幸的
是，1948年 9月 30日，王登伦在阻击盘
踞在菏泽城的国民党军队一八一旅弃
城南逃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在他牺牲
的当天，上级已下达命令，任命他为菏
泽城防司令。

据悉，这张珍贵照片的所在地解元
集村，是菏泽一带较早建有党组织的红
色村庄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菏泽著名烈士、原南华县委书记何
建之，统战部部长宋心田，宣传部部长
李文轩及地下工作者韩继舜等人都在
此村进行过革命活动。据了解，王登伦
烈士的妻子是解元集村已故村民张世
军的姐姐。战争年代，王登伦烈士也曾
多次带领青邱区区队到解元集村一带
进行革命活动，并亲自接送年幼的张世
军到观音王村与姐姐做伴。

关于照片的发现，马岭岗镇党委书
记李杨告诉记者，为弘扬红色文化，镇
政府拟在解元集村筹建红色文化馆。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村民
王兴灿家中发现了这张王登伦烈士的
珍贵老照片。据王兴灿介绍，其爷爷王
振堂是牺牲于抗日主战场的原南华县
委书记何建之的大姑父。日寇入侵菏
泽后，何建之介绍其爷爷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随部
队南下后病逝于徐州。王兴灿的父亲
王培乾 1944年参加地方工作，年近百
岁时病逝于村中。至于照片为什么会
在自己家中出现，王兴灿也说不清楚，
他表示，家中的许多老照片都是当年父
亲和爷爷留下的，在此之前，他并不知
道这张照片是王登伦烈士的老照片。

金山，原名龟山，“凿山得金而名”，属
泰山余脉，它位于巨野城东南23公里，山高
136米，南北二里多，东西一里多。金山是
鲁西南颇负盛名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山，相
传与泰山、峄山并称姊妹三山，据传秦始皇
登泰山祭祀时路过此山，在此修建天桥门，
因此又有“天下之中第一山”的称呼。

据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巨野县
志》记载：金山，巨野之镇山，在县治南五
十里，金乡之西北四十里，望之郁然深
秀。自东南入行半里许，为神农祠。祠之
东有洞曰“秦王避暑宫”。

自唐、宋始，金山历代都有寺观等建
筑，宫殿楼阁金碧辉煌，有镇山之称。秦王
避暑洞，世传为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建造的
驻跸行宫，称之为秦始皇避暑宫。又传隋
末唐初，秦王李世民带兵征战，曾在此歇
马，故又称秦王洞。经考证，系西汉昌邑王
刘贺之废墓崖，人工开凿，昌邑王刘贺事多
僭越，乃入立被废，客死他乡，不得归葬，营
而未用。明道长 63.3米，有东西二侧室：东
侧室长 13.9米，宽 3.2米，高 2.6米；西侧室

长 9.3米，宽 3.1米，高 2.6米。明道尽头凿
为洞，是为墓。道长 15.9米，宽 2.4米，高
1.85米。主室长 10.6米，宽 6.7米，高 2.35
米。洞内冬暖夏凉，气候宜人，一脉清泉自
石中渗出，悬流不断。金朝大定三年皇帝
御封此洞为大明禅院，洞口上方镌有“敕赐
大明禅院”六个大字，历代文人墨客在大洞
峭壁上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墨宝。1947
年，刘伯承、邓小平曾将指挥部设在洞中，
指挥了著名的羊山战役。

天然的地质地貌，造就了金山绮丽无
比的自然风光，珍贵的古迹和美好传说，
见证了金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随着巨
野金山文化旅游区的保护开发和提升改
造，金山已经成为菏泽又一闪亮的旅游名
片。 菏泽市档案馆 巨野县档案馆 供稿

5 月 11 日上午，菏泽市美
术家协会文艺志愿服务队联
合民盟菏泽市委会、菏泽民盟
书画院来到山大附中实验学
校，开展书画进校园活动。活
动现场，书画家们挥毫泼墨，一
幅幅笔墨精妙、栩栩如生的书
画作品吸引了众多师生驻足
欣赏。书法老师还为学生们
开展了中国书法赏析讲座，从
书法的起源到当代书法的形
成进行了解读，让学生感受到
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博大精
深。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全体
师生“零距离”感受了书画名家
的风采，进一步推动了校园文
化建设，提升了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增强了
大 家 的 文 化 自 信 和 爱 国 情
感。

记者 毛慎沛 摄

鲁锦是用彩色棉线分经纬织造而成，因其几
何图案绚丽似锦，所以叫“鲁锦”。为了推动非遗
的传承创新，菏泽市设立了鲁锦文化展示体验中
心，支持传承人传习授徒，加快工艺产品推向市
场，进一步提升传承人技能艺能。如今，鲁锦变身
服饰、床品、茶席等，为更多人所知，也日益赋彩生
活。

5月 17日，记者在菏泽鲁锦文化展示体验中
心，见到了牡丹区区级非遗项目红英鲁锦纺织技
艺传承人邓红英。只见邓红英两只脚在织布机踏
板上飞快地踩，伴随着脚“上下起舞”，手不断地来
回递梭子。经线形成布的“底板”，纬线形成花纹
图案。一踩一抬，一上一下，配合手上的梭子来回
穿梭，花纹就织进去了。都说“岁月如梭”，对邓红
英而言，时光就是手里的那把梭子和脚底下的踏
板。一踩、一穿，伴着嗒嗒的节奏声，数百条剪不
断、理还乱的线，紧密有序地排列成一整块精美的
鲁锦。

“鲁锦俗称‘土布’‘粗布’。工艺流程往细了
说要经过 72道工序。主工序可以概括为 18道，分
别为采棉、轧花、弹花、纺线、打线、染线、浆线、沌
线、落线、经线、刷线、做缯、掏缯、吊机、栓布、做
穗、织布、了机。”邓红英告诉记者，每道主工序里
还有很多道子工序，鲁锦珍贵的工艺价值正体现
在其烦琐的手工劳动中。

今年 55岁的邓红英继承了奶奶和母亲精湛
的“鲁锦”纺织技艺。“将棉花纺成白线就是个高难
度的活。没搓过的棉花要进行条状化处理，然后
染线，方便下一步纺织。鲁锦的图案就是靠各种
染完色的棉线交织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来体
现。”邓红英坐上织布机，一边手脚并用地织起布
一边说，“踏错一脚就得拆了重做，那可就太费劲
了。”耗时费力不说，光这织布机上的手脚配合就
需要“脑袋灵光”。邓红英哈哈一笑：“熟能生巧，
这活干得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仔细看的话，鲁锦手工成品上的花纹还是有
粗细之别的，颜色也有深浅之分。“这就是手工鲁
锦，要是绝对均匀、一致，那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机器生产效率高，花样多。”邓红英大方地认可机
器织造，“在鲁锦的发展创新过程中，我也在不断
创新、改进鲁锦工艺，把现代鲁锦集提花、打花、挑
花工艺于一体。”

“鲁锦以前被称为‘土布’，但发展至今，无论
是织造工艺、图案设计，还是色彩使用、民俗寓意，
鲁锦并不‘土’。”邓红英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
鲁锦产业“活”起来，希望通过传承、创新、创业，推
动大众参与，推动鲁锦产业发展。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近日，鄄城县彭楼镇省级非遗项目“担经”传承人高秀春正在向学生教授担经，开
展非遗文化的研学活动。据悉，“担经”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2009年9月被纳入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研学活动通过非遗传承人的言
传身教，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传统非遗工艺的神奇魅力，达到非遗文化传承的目的。

记者 李若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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