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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100，件件精彩！ 

021金代 铜坐龙 

开篇  

这故事一开始听着就像一传说。1965年的秋天，

黑龙江阿城，有一个姓裴的农民正在自家地里挖

菜窖。东北人都得挖菜窖，主要用于冬季储菜：

白菜、萝卜、土豆，三个看家菜。菜窖的作用呢，

是让它不上冻，东北低温啊。这个菜窖挖下去几

米，底下不上冻，相当于冰箱中冷藏室的那个温

度。他挖着挖着，锄头“咣当”一下，刨出个大

铁疙瘩。裴某捡起这个大铁疙瘩，蹲在地里，就

用衣服袖子擦拭。他一下就认出来这是一条坐着

的龙。这要是个金龙呢，自个儿就发财了。想到

这儿，他兴奋得活儿都不干了，拎着这东西就进

了屋。他用火烧烧它，用牙咬咬它，发现这不是

金子。金子软啊，一咬就有印，这把牙咬崩了都

不会有印。不是金子呢，他就垂头丧气，就把它

顺手扔在窗台上，不去理它。过了一阵儿，怪事

就发生了。家里经常有“呜呜”的声音，尤其到

了夜里，声音非常吓人。开始，裴某不明所以，

他就联想说：是不是这龙的原因？没准儿这是皇

宫的东西，自己一普通老百姓，身份镇不住。这

听着像一传说吧？但它可是一真事儿。 

中国的龙文化 

我们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

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图腾崇拜。想象力超

凡的祖先们将龙总结为“九似”，取各家动物之

长，组成一个上天入水，翻云覆雨，能幽能明，

能大能小的“神”。它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

虾；颈似蛇；腹似蜃，蜃是什么呀？就是大蛤蜊；

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九似虽说法

不一，但九为阳数 大，凡天上的飞禽，水中的

游鱼，陆地上的走兽结合为一体，使龙之形象千

百年来让国人既熟又生，既亲又远，既凡又神。 

《周易》中有这样一句，叫：“九五，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周王自称天子，与龙始有衔接。“周

天子，八百年”， 伟大的成就是礼制的建立。

龙的形象在这一时期逐渐地完善，并形成了政治

上的需求。大凡皇帝登基都说自己是“奉天承

运”、“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传说他的母

亲梦见了神，在梦里还有龙盘旋在天空中，然后

就怀孕生下了刘邦。隋文帝杨坚，说他出生时头

生龙角、身长龙鳞，有龙的下颌，并且手中还有

一个天然的“王”字。如果他不是龙，他就是得

了硬皮症。唐太宗出生的时候，传说有两条龙在

门外游走。一个占卜的道士说他20岁时就能济世

安民。所以，龙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变得神圣不可

侵犯。 

 

（清乾隆 香色缂丝金龙夹龙袍 故宫博物院藏） 

铜坐龙的来历 

我们前面说姓裴的农民捡到坐龙后搁在家里呜呜

作响，他就觉得自己镇不住，但又不舍得把它扔

掉，那怎么办呢？搁女儿家去了。到了女儿家，

依然发出呜呜声。这来回折腾来折腾去，就在家

里搁了9年。直到1974年，不知怎么的，阿城文

管所知道这东西了，过来一看，还就真看上了。

裴某就对付对付，18块钱卖给了阿城文管所。专

业人士就开始研究，首先，这东西肯定不是金的

嘛，材质是黄铜的，高度多高呢？有19.6公分、

重量呢？有2.1千克，就是咱们说的四斤二两。据

《金史》记载，铜坐龙曾用于皇室的马车车轼上。

又有记载，大辇的顶轮上有银莲花，上面也有坐

龙。至此基本上可以判定，这铜坐龙为金代皇家

御用马车上的装饰物。我们的龙基本成形于战汉

时期，大量文物都能看到。它的特点是身子比较

短，我们今天对龙的印象是蟒身，身子长。唐宋

之间是龙造型的分界线，唐以前的龙，近乎兽；

宋以后的龙，近乎龙。金代正好处于这个分界线

时期，它保留了很多兽的特征。比如这个坐龙专

业术语称之为“犬身”。什么叫“犬身”呢？就

是狗的身体，狗就是那么坐着嘛。考古队又考察

铜坐龙的出土的地方，它位于金代早期都城上京

会宁府（就是阿城）。东边距宫殿遗址不足400米，

西边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约500米，正好是金代

出土文物的密集区。 

金代的历史背景 

金代离我们是一段既远又近的历史，他们的民族

——女真，也离我们既近又远。女真人是满族人

的祖先，这我们都知道，是 为典型的渔猎文化。

它地处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区，打渔、狩猎是其中

主要的生存方式。它生活状态不定，练就了一

身骑马绝技，史籍记载，说它“骑上下崖如飞，

渡江河不用舟楫，俘马而渡”。什么叫“俘马而

渡”？就是我跟这马一块儿游泳，我搂着这马脖

子。女真文化有着马背上民族的开阔胸襟和坚忍

刚烈的性格。 

 

（金代 银质马镫 现藏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 

金代人不大像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那样，以掠

夺中原为目的，把汉文化做为异己进行排斥，女

真人特别愿意跟汉人接近，接受中原文化的速度

与自觉性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契丹人与蒙古人，

它有向农业文化过渡的趋势，所以金代的陶瓷与

宋代的陶瓷非常难区分。金代从完颜阿骨打称帝

到金朝灭亡，共历经了一百二十年，十朝皇帝，

属于不长不短的朝代。我们的大朝代差不多都得

三百年，不足百年的都是短寿，金代有点儿英年

早逝的意味。金代的前四位皇帝都在上京会宁府

处理朝政，这第四位皇帝就是我们稍微熟悉的海

陵王完颜亮。 

 

（海陵王完颜亮雕像） 

海陵王这个皇帝呢，毁誉参半。誉的是他的政绩，

毁的是他的私生活。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完颜亮

的出身，完颜亮自幼天资聪颖，成年后风度翩翩，

并极度崇尚汉文化，而且深沉，谋有大略。他喜

欢和辽宋名士交往，在宗室之内名声非常地好。

可惜呀，完颜亮只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庶出孙

子，嫡庶之分，他就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只能

看着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堂兄完颜亶当了皇帝，就

是金熙宗。金熙宗啊，没啥本事，手中也无权，

权力都在他那些个叔叔大爷堂兄堂弟手里，他叔

叔就是金兀术，所以他就活得憋屈，就天天喝酒，

喝醉了就拿身边人撒气，杀了很多人。金熙宗自

己窝囊，他还嫉贤妒能。有一回，完颜亮过生日，

金熙宗想表示表示，知道完颜亮非常喜欢汉文化，

就派人送了一幅司马光的画像，还赐了些珍玩给

完颜亮。皇后裴满氏也附赐了一些礼物给完颜亮，

皇后一看，你都送了，我也送点呗。金熙宗就认

为他这堂弟完颜亮跟皇后有染，大为不悦。其实

皇后裴满氏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飞扬跋扈，干涉

朝政。结果送礼物的太监替人背锅，被金熙宗打

了一百杖，还把皇后赏赐的礼物给追回来，这事

儿让完颜亮非常不安。我们常说“祸不单行”，

恰好又发生一件事。学士张钧在起草诏书的时候

擅自改动，被查处了。金熙宗问是谁指使的，有

人告发说是完颜亮。金熙宗于是把完颜亮贬到河

南开封，当完颜亮走到半路时，又被熙宗召回。

完颜亮不知熙宗的意图，就非常恐惧。从此，完

颜亮感觉自己的性命难保，于是先下手为强，把

金熙宗杀了，坐上了金朝第四任皇帝的宝座。这

时，完颜亮年仅二十七岁，他在位十二年，为人

残暴，淫恶不堪，杀人无数。然而完颜亮也励精

图治，鼓励农业，整顿吏政，并大力推广汉文化。

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迁都中都，就

是今天的北京。北京是块风水宝地，辽把它作为

五京中的南京，金到此作为中都，就是首都了。

北京丰台右安门外有个辽金城垣博物馆，是辽南

京和金中都的遗址。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完颜亮的迁都意向一表露，立即就遭到女真贵族

的强烈反对。为什么反对呢？故土难离啊。但他

还是取得了多数朝臣的支持，便命人在辽南京的

基础上进行扩建，历时3年，中都皇城建完。1153

年，北京开始作为都城。为什么完颜亮上台不到

两年，就决定把都城从黑龙江的阿城迁到北京呢？

首先是地理原因。上京会宁府（阿城）偏于东北

一隅，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多有遗误，使节往返

路程艰难，尤其冬天。第二，完颜亮有远大的抱

负，他当上皇帝后，目标是统一整个华夏，建立

一个更为强大的金国。他知道北京位置的重要性。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怕金熙宗的旧部一呼百应，

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完颜亮下令罢“上京”

称号，派官员毁掉了旧宫殿、宗庙、诸大族宅第

及皇家寺院，把它夷为平地，彻底变成耕地，不

留任何痕迹。800年后，世事沧桑。被销毁掩埋的

逐渐显露出来。文物是被销毁的，不是被掠夺。

比如圆明园当时很多文物就就地掩埋了嘛，就是

当时想毁掉。从阿城这片区域出土了很多文物，

我们所讲的这尊铜坐龙就是历史的证物。这尊铜

坐龙，左前腿高举，右前腿着地，前后腿之间有

腾云相连，头背部和尾巴都有鬃毛向外翻卷。它

集龙、麒麟、狮、犬的特点于一身。 

 

（金代 铜坐龙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在北京地区，还出土过另外一件金代铜坐龙，跟

这件非常相近，所不同的是，这龙口内含有一颗

铜珠。这说明阿城出土的铜坐龙口内应该也有一

颗，只是年久丢失了，所以当农民裴某把它放在

窗台上的时候，因为口内形成了空洞，风灌进去

的时候，就会呜呜作响。那为什么夜里的声响更

大呢？因为夜里的风大呀！ 

马爷说 

这尊铜坐龙出土的时间地点明确，有清晰的脉络。

1991年，被调藏黑龙江省博物馆，以此形象放大

成立体雕塑，矗立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城市广场，

作为金代皇家文化 重要的标志。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更多精品课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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