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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铜器有关的成语（之四）

以史为鉴
本报记者 麻雪

加官晋爵

“破釜沉舟”指把饭锅打

破、把渡船凿沉，比喻做事果

决，不留退路，下决心不顾一切

地干到底，非打胜仗不可。

釜，是古代的炊事用具，相

当于现在的锅。“破釜沉舟”这

个成语源于秦末的巨鹿之战，

项羽为了激励士兵决战到底，

下令要沉船破釜，不留后路，最

终取得了胜利。这一壮举不仅

展现了项羽的英勇无畏，更让

“破釜沉舟”成为决心和勇气的

代名词。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就有

一件充满历史沧桑的铜釜。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工作人员郑苗

介绍说，这件铜釜是一件炊具，

铜釜腹部钉补的痕迹清晰可

见，见证了岁月的洗礼和历史

的变迁。郑苗介绍，铜釜在春秋

战国时期盛行，因其易于携带，

常用于行军做饭。

凤翔区博物馆馆长董海兵

向笔者介绍，2018 年，凤翔姚

家沟镇姚家沟村村民程东在修

公路时，意外发现了一件铜器

并主动上交。经鉴定，这件铜器

为唐代铜釜，高约 15 厘米，口

沿部受损，底部外围附着草木

灰痕。这件铜釜现收藏在凤翔

区博物馆。

“铜釜不仅承载了我国博大

精深的饮食文化，也见证了古代

军士的决绝。”我市教育工作者

强健感慨道。他提到，曹植的《七

步诗》中就有“萁在釜下燃，豆在

釜中泣”之句，侧面反映出铜釜

在古代生活中的作用。

今天，凤翔区博物馆这件

古朴而庄重的唐代铜釜不仅让

人们了解了古代炊具的历史和

文化，更让人感受到“破釜沉

舟”所蕴含的坚强意志和精神

力量。

本报记者 祝嘉

问鼎中原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鼎”

作为青铜文明的璀璨明珠，不仅

是食器，发挥着烹饪食物的实用

功能，还是礼器，成为尊贵

的象征。 

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

源地，宝鸡出土的青铜鼎以

西周时期为主，其造型庄重

典雅、纹饰繁复精美，且多

以铭文见长。这些铭文如同

穿越时空的信使，详细记录

了西周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

社会状况，为人们深入了解当时

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例如，著名的大盂鼎和大克鼎，

为我们揭示了西周时期的政治制

度和社会结构 ；2003 年出土于

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的逨鼎，更

是以其长篇铭文，让我们对西周

时期的诸王世系以及社会生活有

了更为真实的认识。

历经数千年风雨的洗礼，鼎已

不仅是一种青铜器，更成为中华民

族精神的象征和品质的凝聚。与鼎

相关的成语，如“一言九鼎”“问鼎

中原”“革故鼎新”等，不仅蕴含了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体现了中

华民族对于诚信、责任、创新的深

刻理解和执着追求。这些成语典

故，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民

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

性格。

其中，“问鼎中原”这一成语，

源自春秋时期楚庄王的一段传奇

故事。据《左传》记载，楚庄王在击

败中原盟主晋国、使郑国彻底臣

服后，于周王城郊外举行盛大的

阅兵仪式。周王室派王孙满前来

观礼，楚庄王借机询问九鼎的大

小和轻重，意图彰显自己取代周

王室、统治天下之心。九鼎，相传

为大禹所铸，象征着华夏九州，是

古时象征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之

物。面对楚庄王的挑衅，王孙满以

“在德不在鼎”的睿智回应，巧妙

地指出有德者方能拥有天下，令

楚庄王惭愧而退。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出

自《旧唐书·魏徵传》，流传较广，

意思是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人

的衣服、帽子，以正形象 ；借鉴历

史，可以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

覆辙，为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借

鉴。其中“以史为鉴”成为一个成语

典故。

我们如今使用的镜子是很平常

的物件，但在古代，镜子的出现经历

了漫长的过程。先民在水中看到自

己的倒影，开始以静止的水面为镜

子整理仪容，这一过程被古人称之

为“监”。甲骨文中的“监”，其字

形就像人在盛水的器皿里

照脸。后来，逐渐引申出

了监察、监督的含义。

商周时期，随着青铜

器技术的发展，人们用铜盆

盛水，鉴形照影。到了春秋时期，人

们在“监”字下加“金”成为“鉴”，指

映照的工具——盛水的铜盆。“镜”

字出现在战国时期，与“鉴”属于同

源字，从音韵学上可以通转。

郭沫若先生曾释义：“古时普

通人用陶器盛水，贵族用铜器盛

水，铜器如打磨得很洁净，即使无

水也可以鉴容。故进一步，即由铜

水盆扁平化而成镜。铜镜背面有花

纹，背心有钮，即是盛水铜器扁平

化的遗痕，盛水铜器的花纹是在表

面的，扁平化后则变成背面了。钮

是器足的根蒂。”

青铜鉴是青铜器

的一种重要类型，形状

多为大口、深腹、有两

耳或四耳等，有的还有

精美的纹饰，展现出当

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水平，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青

铜鉴就十分精美且具代表性。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也有一件

馆藏青铜鉴，名为“汉弦纹鉴”。在

博物馆中，常设展览“对镜贴花

黄——古代铜镜与时尚生活展”最

是吸引爱美的游客们，展出的 300

余面精品铜镜，反映出古时人们的

生活面貌和审美追求。

成 语

“ 加 官 晋

爵 ”，指 的

是 晋 升 职

务、增 加 爵

位，古时常用来表

示仕途顺遂，获得更

高地位和荣耀。这里

面的“爵”既是青铜酒器，也是礼

器，它在古代象征着贵族的身份

和地位。

作为一种古老的酒器，爵在

商周时期用来酌酒、煮酒或温酒

等，同时也是君王赐酒给臣下

的象征。据古籍记载，“爵”是用

来指代负责王宫祭祀的高级文

官，后来逐渐引申为官位名、爵

号、爵位等，与尊贵和地位密切

相关。

日前，记者在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看到，青铜爵有着圆肚子，前

面有倒酒用的流，后面有尾，一旁

有鋬，口上有两柱，下方有三个尖

尖的高足。据工作人员介绍，古人

饮酒时多是左手握爵，右手进食，

爵鋬只是装饰，很少实用。

爵用来饮酒，兼可温酒。《诗

经·小雅·宾之初筵》中有“酌彼

康爵，以奏尔时”的描述，康爵即

空爵，这两句是说，往喝干了的

爵中注酒，向你此时心中所尊敬

的人进献。至于“爵位”“加官晋

爵”之爵，也是从酒爵引申出来

的。据《仪礼》记载，爵在祭礼和

宴饮时，多与觚（ｇū）、觯（zhì）、

角等酒器组合出现，在商代贵族

墓葬中一般使用一爵一觚陪葬，

西周多以觯替代觚。

1972 年，在岐山京当的一次

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绝

伦的兽面纹菌柱爵，它见证了古

代关中西部地区的青铜文化繁

荣，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

高超技艺和卓越审美。

1976 年，在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

出土的西周中期父辛爵，柱壁铸

有四字铭文，整体造型典雅大方，

无处不展现出古代工匠的精湛技

艺。商代铜爵数量众多，但到了西

周，由于周人限酒，铜爵的数量开

始减少，战国以后更是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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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故事寓意深

吸取经验谋未来

本报记者 罗琴青铜酒爵传礼仪

破釜沉舟
毛丽娜展现决心和勇气

游客在眉县博物馆参观青铜鼎 祝嘉摄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馆藏的四十三年逨鼎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馆藏的唐
瑞兽葡萄镜

曲臣父癸爵 毛丽娜摄

凤翔区博物馆馆藏的唐代铜釜 毛丽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