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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举办在即，正在新郑博物馆
展出的《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
家亲——以物载文 以文传
承》主题展再次吸引了观众的
目光。由中共新郑市委统战
部、新郑市文物局主办，新郑
市博物馆承办的这场展览将
珍藏文物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有机结合。通过对
馆藏文物内涵的阐释，赋予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
义，生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创造
的灿烂文化。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
新郑出土文物245件，时代从仰
韶时期至清代，涵盖了陶、铜、玉
等器物种类，从历史、文化、经济
等多个维度，讲好各民族在黄帝
故里、郑韩大地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文化融合的故事。
记者 左丽慧/文
新郑博物馆供图

红陶釜型鼎（仰韶时期）

仰韶时期的红陶釜型鼎。仰韶
文化因在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而得
名。以花瓣纹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彩
陶纹饰出现在东临大海、西至甘青、
南越长江、北抵阴山的广袤区域中，
在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文化面貌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上的大整合、
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

灰陶俑（晋）

魏晋时期是中国长时段的族群融
合时期，不同时期湖人族群大规模入
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
的局面。俑士着胡服，上穿较瘦小紧身
的短衣，右衽，袖口略敞开。内衣双重，
里层交领，外层为圆领。下身着裤，裤
管肥大呈圆筒形。这是典型的胡服装
饰，中原胡服最早由赵武灵王引入中
原。此陶俑就是胡汉一家亲的实证。

乳钉纹陶鼎（裴李岗）

乳钉纹陶鼎，来自 1977年新郑裴李岗遗址。距
今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对陕西渭河流域、汉水上游
及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海岱（山东）地区产生了
广泛影响，并将这些区域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统一
的文化群，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
期中国”开始萌芽，文化的交流随之呈现。 蒜头瓶（秦）

又称蒜头壶，因
壶口做成蒜瓣形状
而得名。在秦代，人
们已经像大蒜一样，
团结在一起，作为秦
文化代表器物之一，
蒜头壶起源于关中，
随着秦统一天下而
传播到全国各地。

高拱圣旨全图（明）

促成“俺答封贡”是高拱
取得的最光显的功绩之一。
面对重重阻力，高拱据理力
争，陈明“封贡互市”对明朝
军 事 和 经 济 方 面 的 好 处 。
隆庆五年（1571）三月，贡市
之议在内阁取得一致，并得
到隆庆帝批准，从此基本结
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
近 200 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封贡互市的成功不仅巩固
了西北边疆的和平局面，促
进了经济发展和繁荣，而且
也奠定了明清数百年中央政
府对蒙古地区的管治模式，
意义深远。

灰陶猪圈是汉代家庭饲养的象征，反映了当时
“事死如事生”的厚葬礼俗。猪圈与厕所建在一起，方
便收集灌地的肥料，为种植粮食作物提供丰富的肥料
来源。这种做法体现了汉代已经认识到施肥在农业
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猪圈积肥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
在汉代，猪象征着财富和地位。灰陶猪圈多埋葬于墓
中，反映了人们对生前财富的占有欲和死后继续享受
荣华富贵的愿望。

金链玉佩（清）

康熙时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帝入交趾，开通
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乾隆时期在西域用
兵，又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使和田玉大量运
进内地，促进了玉器工艺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古
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

大唐的开放包容吸引了域外无数的客商
与文化使者，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长安，来自
异域的胡服、胡乐、葡萄美酒等甚至成为竞相
追逐的流行时尚，这些胡风胡韵必然体现在
铸镜业中。聪明的中国工匠将来自西域的葡萄、
狮子与中国传统的瑞兽图案相结合，创造出了特
色鲜明的瑞兽葡萄镜，见证了大唐王朝开放、包容、融
合创新的盛世情怀。

“王作亲王”铭铜鬲（西周）

“王作亲王姬鼎彝”西周时期，为了在广
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
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当时诸
侯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
见，我们看到的这两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鬲，
是周王室为出嫁的女儿王姬所做，上面的两
行铭文“王作亲王姬鼎彝”，说明了婚姻成为
连接各邦国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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