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简介 

国宝100，件件精彩！ 

005 东汉铜奔马 

开篇 

今儿讲的这件国宝呢，大家都熟悉，它叫“铜奔马”。

这是它现在标准的名字，它过去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名

字：叫“马踏飞燕”。 

名字的曲折来历 

“马踏飞燕”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不是中国旅游的标志

嘛。这名字从1971年一直叫到了2018年，叫了快半个

世纪了，突然改口了。那么这名字谁起的呢？据说1971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甘肃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对这件器物特别感兴趣，陪同的工作人员就问，“我们

都管它叫‘马踏飞燕’，您觉得合适吗？”郭沫若听了

以后说“这名字起的好。”为什么这名字起的好呢？因

为这名字特别文学。可现在突然觉得这名字不好了，改

了。文学改科学，科学讲究严谨。 

2018年6月5日，甘肃省文物局新闻发布，有关专家一

致坚持用“铜奔马”这个名字，说这名字“科学、准确、

规范”。这科学、规范可以啊，但不准确啊。那鸟儿哪

儿去啦？有人在乎过那鸟儿的感受吗？蹄子下面那鸟儿，

确实不是燕子。这燕子的标志清晰啊，是尾巴分叉儿。

这鸟儿的尾巴不分叉儿。平切，挺直有力，看着不怎么

灵活。 

东汉有个文学家叫张衡，他写过《东京赋》。《东京赋》

中有这么两句，叫：“龙雀蟠蜿，天马半汉。”这什么

意思啊？龙雀盘旋飞翔，天马肆意驰骋。那“龙雀”是

什么呢？就是一种鹰隼。所以有人就觉得它不叫“马踏

飞燕”可以，那它也应该叫“马踏龙雀”或者“马超龙

雀”。但这名字还有人认为不够科学。你们要知道科学

的表达多数的效果比不上文学表达。 

铜奔马的发现 

那这铜奔马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是在甘肃武威。汉武帝

时期在河西走廊依次设立了四个郡县，史称“河西四

郡”。你听听这名字啊都非常地文学。它依次是：武威、

张掖、酒泉、敦煌。你们想想啊，武威、张掖、酒泉、

敦煌，一路走来就能看出西汉的大气象！ 

我们说回这件文物。这文物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是上个

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全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挖防空洞，

这种防空洞叫“人防工事”。1969年9月初，武威的新

鲜公社新鲜大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新鲜乡新鲜村。这

村儿的农民在一处黄土高台开始挖地道。挖到十多米深

的时候，就挖出了一段青砖墙，这农民就以为挖到了“雷

台”的内部。这雷台呢，就是用土夯起来的高台。它有

多大呢？大概有足球场那么大。高度约8.5米，相当于

三层楼那么高。这种高台，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建筑形式。

土台为基础，在上面层层建屋，工程巨大。历史上自战

国到魏晋时期，特别盛行筑造这种高台。它从明朝开始，

挪作他用了，老百姓在高台上供奉雷神，所以就顺嘴叫

雷台了。 

（铜奔马出土地——雷台） 

看见了青砖墙，几镐头下去，“轰隆”一声，这青砖墙

就凿出了一个大洞，顿时阴寒的气味扑面而来。大家都

好奇地打着手电往里看，这一看就害怕了。说这里头可

全是“妖怪”啊，正奔着洞口来呢！在场的农民谁见过

这阵势啊，一个个都吓得不轻。但人啊，什么事儿都想

探出个究竟。等了一会儿，大家心情都平复了，就鼓着

勇气往里看。这一看，里头可不是妖怪，全是铜车、铜

马、铜人，旁边还有棺木。就在大家都没闹明白的时候

呢，生产队长就组织大家跳进去，把里头的铜人、铜马、

铜车全部装进了麻袋，用架子车运到库房给封存起来。 

（古墓内部） 

雷台发现古墓的消息就传开了。当时县里管文化的干部

听到这消息呢，就觉得这事儿可不能小觑啊，赶紧就组

织人奔向了雷台。经过现场勘察，发现里头还有大量的

残存文物，就向领导作了汇报，然后所有人就奔了这新

鲜公社。你们要知道这青铜器啊，在地底下埋时间长了

它非常地脆。尤其东汉以后的青铜器，含铜量低，又铸

造的薄，所以大量的马头、马蹄都有破损。工作人员就

向上级作了汇报。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就前去武威

调查。工作人员进入古墓后呢，经过详细的勘验，明白

了这墓葬的结构。  

这个墓室啊，分前、中、后三个主墓室，前室左右有两

个耳室；中室只有右耳室，没有左耳室。与其他的墓室

相比，后室显得非常小，没有左右耳室。汉墓的耳室设

置很随意，多少不一。就是说汉代墓葬规制不是那么严

谨。所谓耳室呢，就是像耳朵一样的小屋。 

大量的铜车马和仪仗俑呢，包括这件著名的铜奔马就陈

放在这里。一共多少件呢？99件，差一件100件。这座

墓葬里还有铜灯、铜壶、铜尊、铜熏炉等等。其他各种

文物有几百件，铺地铜钱近3万枚。这批文物啊，中间

有一匹造型奇特的马，就是后来被甘肃省博物馆视为镇

馆之宝的“铜奔马”。当时这马除了颜色剥落外，马头

上的几绺鬃毛也掉了，脖子上有好几个洞，马蹄有3个

空着，马尾巴也断了。当时就没有人认为这文物重要。

所以这马就窝窝囊囊地呆在了墙角。 

铜奔马的“走红” 

第一个中国对外的大型历史文物展览筹办，本来铜奔马

并没有入选，但是在法国和英国大使的一再要求下，铜

奔马参展了。铜奔马到了法国和英国，一下子就轰动了，

博物馆跟前都排起了长队。后来到美国展出的时候，铜

奔马已经成为巨幅海报。为什么用马做海报呢？因为马

的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共通的。西方人看马比我们还亲，

游牧民族亲马，农耕民族亲牛。所以西方文化对马的感

受强烈。 

（“马踏飞燕”中英友好纪念铜章） 

从1973年到1975 年，两年多的时间内，铜奔马满世界

跑，巡回展出，大概接待了500万人次。所以郭沫若还

写了一首诗：“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 

（1973年11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观“中华

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的铜奔马） 

马啊，在中国人心目中处于“六畜之首”：马牛羊鸡犬

豕。六畜之首是因为马是战争工具。豕就是猪。马在古

代征战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汉书》中就这样说：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西域产良马，可以补

过去中原马的速力不足。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西域引进

良马就是在张骞出使西域期间，在乌孙国，就是今天新

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获国王赠予的1000匹乌孙良马。

铜奔马的塑造是东汉时期的马，理论上是这些引进马的

杂交后代。有意思的是，这马的同一侧两条腿同时向一

个方向伸出，就是我们俗称的“一顺边儿”，这一姿态

在我们日常所见的马的奔跑中是看不到的。这种步幅有

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对侧步”，据说大宛马走的就是

对侧步。因此，有人根据铜奔马显现对侧步的造型认为，

铜奔马的原型就是来自西域的大宛马。还有一种说法，

说它就是汗血宝马。但也有人认为，铜奔马的外形不仅

显示了大宛马快速稳定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蒙古马的

一些特性。比如它的肌肉厚实，身体略显粗壮，这就说

明它不是纯种的大宛马。实际上汉武帝引进良种马以后

和本土马杂交，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马。这件国

宝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汉代的雕塑水平之高，更重要的

是汉代不羁的艺术表达。 

马爷说 

铜奔马、马踏飞燕、马超龙雀……不管它叫什么，它都

是中国汉代最灵动的一匹马，所以它成为中国旅游的标

志。人走路顺拐，那他肯定会成为大家的笑料；马走路

顺拐，那它就是匹好马。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