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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克双鼎合璧重聚
——国博、上博联袂呈现大盂鼎、大克鼎

　　6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大盂鼎启程运往上海博物馆。6月18日，“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

铜器特展”中，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并与其他19件青铜鼎一起展出。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之后，“盂克双

鼎”将共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共襄盛举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于6月18日开幕，预计展期1个月。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

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表示，此次国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并以两件国之重器为核心策划

主题展览，是博物馆人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的一份深情礼赞。

　　大盂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合称清末时期的“海内三宝”，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19世纪先

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说，“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

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

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也表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真挚的爱

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热忱和力量。”

　　为配合双鼎互展，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

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

　　大盂鼎与大克鼎

　　大盂鼎铸造于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铭文较多、体型最大的青铜器之一，也是西周早期

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厚重雄伟，磅礴大气，为国家一级文物。

　　大盂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器壁较厚，两只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

向宽大，壁斜外张，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有浮雕式饕餮

纹。

　　大盂鼎器腹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录了周康王在宗周对盂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追述了文王

受天命和武王建邦的历史，指出纵酒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勉励盂效法其祖南公，恪尽职守，夙夜在公；赏赐盂鬯

酒、舆服和南公之旂，以及奴仆1700余人；盂感念王之册命，为祭祀南公而作宝鼎。这篇铭文是目前所见西周

时期较早的“册命”类出土文献，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早期作

品，其布局优美，书风瑰丽，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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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齐泽垚）

　　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在给大盂鼎的收藏者潘祖荫写信时曾激动地说：“（大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

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为而出，殆天之为矣！”

　　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大盂鼎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

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

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整器威严厚重，口

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

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

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大克鼎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

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

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年初。同出者

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大鼎被称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

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

　　潘氏后人为保护双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双

鼎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

　　1951年，潘达于女士致信国家称：“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

久”，毅然将大盂鼎、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

1959年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大盂鼎应征北上。从此，双鼎分镇京沪。

　　2004年大盂鼎曾赴上海与大克鼎聚首，在“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中

展出，庆贺潘达于女士百岁寿辰。

相关文章

 

值班电话：010-65393398    E-mail：zgshkxw_cssn@163.com    京ICP备11013869号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 版 权 所 有 ，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11-2021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今日热点

《分类改革视角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发布
2021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在线举办
何谓元宇宙？我们应如何对待它？
社科网专稿
安启念：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社科时评

回到频道首页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sstoday.net/Index.html
http://www.cssn.cn/lsx/lishixuezhuanti/bwcxljsm/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5545901
http://www.cssn.cn/glx_gsgl/glx_gsgl_bwsf/202111/t20211129_5378000.shtml
http://www.cssn.cn/glx_gsgl/glx_gsgl_bwsf/202111/t20211129_5377991.shtml
http://www.cssn.cn/zx/bwyc/202111/t20211129_5377984.shtml
http://marx.cssn.cn/mkszy/
http://www.cssn.cn/zhx/zx_lgsf/202111/t20211129_5377908.shtml
http://www.cssn.cn/index/skpl/
javascript:goChannel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