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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最早的“中国”
——— 国宝“何尊”的发现与命名

□孙晓明 孙辰龙

最早的“中国”

走进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的
中华石鼓园，仿佛推开了历史沉
重的大门。园内，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依山而建，高台门阙、青铜
厚土的造型，气势恢宏。展厅内，
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这里的
青铜器，历时长、数量多、种类丰
富、价值弥高。漫步其中，就像徜
徉在一座展现周秦文化、中华文
明的艺术宝库海洋里。“镇院之
宝”当数何尊，可能许多人对它
并不了解。

何尊，一座盛酒的西周青铜
礼器，通体饰有四条透雕扉棱，整
齐有序，极富立体感。器物纹饰华
丽，腹部饰有兽面纹，粗大卷曲的
兽角翘出器外，颇有灵动感。器形
上圆下方，体现着古人“天圆地方”
的宇宙观。它用铭刻在底座上的12
行122个古老汉字，讲述了距今
3000多年前的故事：

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
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
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
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
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
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
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
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
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
□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其大意为：周成王开始迁都
成周，还按照武王的礼，举行福
祭，祭礼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
丙戌，成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
们，说：“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
王效劳。文王接受了大命，武王
战胜了“大邑商”，就向天卜告，
说：‘我要住在中央地区，从这里
来治理民众。’呜呼！你们或者还
是小子，没有知识，要看公氏的
样子，有功劳于天，完成使命，敬
受享祀啊！王是有恭德，能够顺
天的，教训我们这些不聪敏的
人。王的诰训讲完后，何被赏赐
贝三十串，何用来做□公的祭
器。这时是成王五年。”

大约在公元前1038年4月的
一天，一位名叫“何”的年轻人，
随同其他宗室子弟一起，在首都
王宫受到周成王接见。成王告诉
他们，由于自己的祖父文王受了

“天命”，所以父亲武王才战胜了
商王，从而有机会向“天”庄严宣
告：“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4
个字——— 便是迄今发现的“中
国”一词最早的来源。“宅兹”指

“居住在这里”，“中国”指“国之
中央”。这是汉字组合“中国”的
最早来源。它的原意是：在“中央
之地”定居，从那里治理天下的
万民。武王所说的“中央之地”，
并不是一个指示方位的自然地
理概念。它是贸易、矿产、运输、
信息网络的中心，是政治和军事
实力的中心，是王朝血脉祭祀和

传承的中心。
可以说，“中央之地”是一张

“存在之网”的中心，无数相互依
存的人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牢
牢挂在上面。武王克商之后的
3000年中，“中央之地”的自然地
理位置和规模尺度不断变动，但

“使华夏民族的所居之地成为天
下的中心”，华夏民族这个念头
却从来不曾消散过。

何尊铭文中，“恭德裕天”中
的“德”字，也颇具特点。甲骨文
中的“德”，左边表示行走，右边
是人的一只眼睛，意为看见就直
着走过去获得它，表示得到的意
思。西周金文中的“德”，其底部
多出“心”字部首，以示道德，有

“心”即“德”。何尊铭文“恭德裕
天”中的“德”字，不仅展现了字
形的变化，同时也表明3000多年
前一种新的政治理念——— 德政
的出现。在专家研究看来，周人
已经产生了“德治”的思想，这套
政治秩序开启了中国道德主义
的政治传统，影响至今。

在3000年时光的熔炉里，“宅
兹中国”不再是姬姓氏族内部传
承的嘱托与教诲，而早已化作中
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共同体意
识，成为我们与祖先跨越千年时
空的约定。

废品堆里的“铜疙瘩”

何尊的出土还有一段颇为
有趣的故事。

1963年秋季，一个阴雨天，宝
鸡贾村镇农民陈堆夜里起夜时
无意中发现自家后院坍塌的崖

面上有亮光，当晚惊魂未定，疑
为鬼脸，第二天清晨他和妻子搬
来梯子、爬到崖上，陈堆抄起一
把镢头，朝着崖背上的鬼眼睛处
挖去，“咚”的一声，就掉下一疙
瘩铜来，差点砸了陈堆的脚背。
夫妻俩也不知道是个啥物件，就
放置家里一个角落里，里面塞了
一些烂棉花套子，时间一长老鼠
还在里面做了窝，迫于生活压
力，夫妻俩外出宁夏的固原讨生
活，临走时，陈堆把他挖出的那
口大铜尊交给了镇上的胞兄陈
湖代为保管。

到了1965年时，陈湖一家生
活颇为困顿。这时他想起了老弟
陈堆托他代管的大铜尊，觉得还
有些分量，就找来一个破麻袋，
去了宝鸡市的一家废品收购站，
卖了30元给人家当废铜。

196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陕
西宝鸡市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前身)的佟太放有事没事地
到废品站里去转悠。当时的废品
站，堆积起来的废铜有一人多
高。走近废铜堆的佟太放仔细地
审视着每一件可能成为文物的
东西。忽然，他的眼睛一亮，一件
带有特殊纹饰的器物引起了他
的注意。凑到近前一看，兴奋得
他差点大叫起来。凭他深厚的文
博知识和经验，知道眼前的这件
青铜器非同一般，其造型凝重雄
奇，纹饰严谨而富变化。于是，他
立即给单位保管部的主任王永
光报告。由王永光将这一情况报
告给了馆里的负责人。一听是宝
贝，馆里来了不少人，到了废品
站，按当时的废铜收购价值30元

赎了回来。
佟太放、王永光把这件青铜

器拿回馆后，先是放在库房里，
仔细地揣摩，觉得不是一般的宝
贝，买了个保险柜，把这件青铜
器锁在了里边。这一锁，就使这
件青铜器在保险柜里待了近10
年，直到1975年，“全国新出土文
物汇报展”在北京举行，这件造
型独特、画案精美的青铜器被借
调参展。至此，这件出土发现已
经13个年头的青铜器物还没有一
个正式的命名。

惊世发现

恰巧负责筹备这次展览活
动的人是我国著名的青铜器鉴
识专家、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
的马承源先生。在陕西暂定名为
饕餮纹铜尊的这件青铜器，甫一
运抵北京，就到了马承源先生的
手里。一般情况下，青铜类的器
物出土时，因为长期埋在地下，
浑身布满了铜锈。所以，要向社
会展览时，使其达到较好的效
果，就要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
而除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正
是马承源先生对这件他见所未
见、闻所未闻的青铜器进行铜锈
处理时，又使一个惊天的发现展
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马承源先生见其内腹底部
平坦，当时揣度，肯定会有一篇
铭文在那里。于是，他便小心地
清除铜锈，细心地观察锈迹下
的变化，很快发现了远古铭文
笔道的痕迹。经过细致认真的
清理，一篇12行共计122字的铭

文，赫然出现在这件青铜器的腹
底上。马承源先生解读铭文，发
现铜器是一位何姓古人所制，因
此就为这件青铜器起了正式的
名字：何尊。

尊是古代一种盛酒器，主要
用于古代的宴席上。一般先将酒
注入尊中放在席旁，然后再舀到
壶里，放在席上饮用。有两句古
诗“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
讲的就是这回事。有了正式命名
的何尊，圆口方体，通高39厘米，
口径29 . 6厘米，重14 . 6公斤。相
互对称地铸造了四道扉楼，口沿
下饰有蕉叶纹，再下到了颈部又
衍变成蚕纹。到腹部及至圈足部
分，就一满都是高浮雕的卷角饕
餮纹了，自然地，处在落脚的部
位就又是衬底的云雷纹。这便是
后来，由马承源先生多次说过的

“镇国三宝”何尊的基本造型，无
处不庄严厚重，无处不美观大
方。器内底部的铭文，除残损3字，
余均清晰可辨。这就是何尊至为
珍贵的价值所在了。其铭文可与
先秦时的典籍《尚书》中的《洛
诰》《召诰》等篇章互为补充，是
研究周初政治历史的重要史料。

铭文最特别最突出的就是
“宅兹中国”四个字。一提“中国”
两个字，每一个中国人的汗毛就
立刻竖起来；每一个身上流着中
国祖先的血脉基因的人，对汉语
组成的“中国”二字，已深深嵌入
自己的魂灵深处，渗透到了自己
的每一根血管和每一根神经末
梢上。

在此之前，从历史文献中可
以查到“中国”这个词组的文章，
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梓材》对
周成王的追述：“皇天既付中国
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什么意思
呢？就是说皇天把中国的土地和
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当然，这
时候的“中国”有很大的局限，专
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诗
经·大雅·民劳》中，也提到了“中
国”二字，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
方。”《诗经·小雅·六月序》中同样
地提到了“中国”二字。即：“小雅尽
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如今，
石破天惊一般，青铜何尊使得“中
国”二字的记载一下子有了至为厚
重的明证，这是何其有幸的大事件
啊！诚然，当今中国随着时代的发
展推进，逐渐变得浩大而广袤，
其意也不是“宅兹中国”那般模
样，而成一个多民族团结友爱的
庞大国家的国名，然其所具有象
征和历史意义仍然是极其重大
深远的。

1976年，中美外交的坚冰刚
刚打破不久，我国文物部门特拟
组织一批文物赴美国展览，美方
有识之士，来函请求，参加这次
展览的文物务必包括何尊在内。
而美方为了保证何尊的安全，为
其投保高达3000万美元。

这是何尊赴国外展览少有
几次的头一次。2002年，国家文
物局制定文物等级，拟定64件文
物永久性不准出国展览，何尊是
其中最无争议的一件国宝。

何尊以及何尊铭文拓片。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让每个人都由衷感受
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那么，你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哪儿吗？这要从一件国宝青铜器何尊
说起。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4个字，这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来源，这件绝世国宝被发现和
命名历经坎坷曲折，颇费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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