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学术动态 > 学术新闻

壹

贰

叁

肆

伍

考古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

中国边疆研究 历

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国家

历史学家蔡美彪的学术经

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

怎样学习和研究元史

学术性书评的要求

学术性书评应该是学术研究
讯，更不是广告。学术性书
术水平，推进学术研究的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作者：杨晓君  时间：2021.01.06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在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意外的发现了保存

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李静训，既是北周、隋代显赫的李氏家族的千金，又是北周宣帝与皇后杨丽华的外孙女，也是

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曾外孙女，是一位地道的金枝玉叶、帝胄王孙。不仅丧葬规格极高，还随

葬了不少具有异域色彩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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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杨晓君摄

　　李静训墓出土物中，其中有一条镶嵌珍珠和鸡血石、雕大角鹿的青金石的金项链，是考古发现

的项链中最为精美的一件。还有一对镶珠金手镯和两枚金戒指以及金质发饰、衣饰，手指上都戴着

银指甲套。这些饰物把她浑身上下装扮得珠光宝气，灿烂辉煌，正如其墓志铭上所说：“戒珠共明

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

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杨晓君摄

　　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长43厘米，重91.25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项链由28个金质球

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其上又各嵌珍珠10颗，珠七闪闪，璀璨夺

目。项链上端正中为圆形，内嵌凹刻一花角鹿的深蓝色垂珠。项链下端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镶

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左右两侧各有一块圆形金饰，上镶嵌蓝色珠

饰，周缘亦各镶嵌珍珠一周。鸡血石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镶嵌一块长达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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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整条项链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交相辉映，再配以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显得

格外鲜艳夺目，雍容华贵，堪称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精品。

嵌珍珠宝石金手镯 杨晓君摄

　　嵌珍珠宝石金手镯长径7厘米、短径5.5厘米。这对精巧的纯金椭圆形手镯，每个分4节，节两端

嵌珠，半球形，透明无色。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开口为钮饰，一端花瓣形扣

环，上嵌小珠6个，另一端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

嵌珍珠宝石金手镯 杨晓君摄

　　专家学者从金项链的多面金链珠的焊接工艺上、深蓝珠饰上的凹雕工艺上、悠青金石和饰环状

珍珠边宝珠垂饰以及手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从形制到工艺，都充斥着外来文化的痕迹，透露

出强烈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信息，认为其原产于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隋唐时期，经济发达，文化

繁荣，政策开放，中外交往异常频繁。这条金项链与这对手镯就是各国文化交融的产物，李静训墓

也多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对象的身份。

　　记者：杨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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