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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龙纹玉带 

    五代。白玉。胯及铊尾皆扁体，其中方形胯七块，圭形铊尾一块。正面均以
浅浮雕手法饰盘龙纹，头向前，身曲腾，爪刚劲有力，神态生动。背面皆有象鼻
小孔，可与 呈结缀。出土时皮质 呈已朽，仅少量痕迹附着于胯及铊尾上，从
残迹看，革 呈分两节。有胯饰的一节，两端有银钅口各一；有铊尾的一节无钅
口，只在两端打小孔若干，以便扣结。根据残存痕迹复原。铊尾背面有阴刻楷书
一百十八字。记载永平五年（公元９１５年）玉料曾被火焚，前蜀王建发现并命
工制作玉带，称之大带，方形带板名胯方阔二寸，圭形带板（铊尾）名獭尾六寸
有五分。此器是了解五代玉带的形式及帝王服制的重要实物资料。１９４３年四
川成都前蜀惠帝王建墓出土。现藏四川博物馆。 

                                 铊尾长１９.６厘米 
                                      宽８.２厘米 
                                      厚１.１厘米 
                                      胯长７.８厘米 
                                      宽８厘米 
                                      厚１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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