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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出土我省最大最完整的琥珀璎珞，专家推测——

“项链”主人是住在惠州古城的辽国公主
本报记者 商 越 文并摄

朝阳建平县博物馆正在展出镇馆之宝：一件华贵的辽代琥珀璎珞。这
件文物是目前我省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琥珀璎珞串，非常罕见。通过文物
对比，考古人员推测，此件文物的主人是辽代皇族公主，而且住在附近的惠
州古城。巧合的是，宋朝文豪苏辙出使辽国曾驻留惠州，并留下诗作，成为

研究惠州的宝贵资料。

核心
提示

一周前，记者在建平县博物馆
考古队队长李波的带领下，来到建
平县朱碌科镇碾子沟。在山脚下，
李波指着一个边长 6.8 米的方形大
坑对记者说，这就是出土大型琥珀
璎珞的辽墓。

时间回到 2004 年 11 月末。一
天，有群众提供线索：朱碌科镇碾子
沟一座古墓被雨水冲刷坍塌。建平
县博物馆立即派出考古人员赶赴现
场。考古领队李波发现，这是一座
石砌圆形墓室，内有木椁，墓室里全
是泥和水。经过抢救性发掘，出土
了青铜镜、瓷器和其他文物，有30多
件，但没有发现墓志。墓主人是女
性，在其胸部发现散落的琥珀璎珞
珠子。

考古人员在泥水中一点儿一点
儿寻找，最终收集了 125 个璎珞组
件：有 109颗琥珀珠、2颗白水晶珠、
12个大琥珀雕件、1块大白水晶、1块
管形青玉。

随后，考古人员对这件琥珀璎
珞进行穿接复原。现在建平县博物
馆辽代馆第一展柜，就陈列着这件
华丽精美的大型琥珀璎珞，让观众
赞叹不已。

仔细端详，琥珀璎珞中间位置
装饰一大块白水晶，晶莹剔透，上面
经过雕刻研磨形成花瓣纹路；右侧
一块大琥珀上精心雕饰着一个葫芦
叶衬托的小葫芦；其他几个大块琥
珀上基本都雕琢有菊花、荷花、荷
叶、海棠花等吉祥纹饰。其中最大

的一件荷叶形琥珀坠宽达 9 厘米。
另有4块琥珀因为不确定位置，被暂
时搁在两边。

“从这件琥珀璎珞考究的用料
和精美的雕工，能够推测出墓主人
的身份很尊贵。”李波告诉记者，辽
墓里地位高贵的墓主，随葬品中基
本都出土过这种琥珀。在内蒙古自
治区通辽市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与
驸马合葬墓中，就曾出土这种琥珀
璎珞，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琥珀器物
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的契丹贵
族墓葬。

“尽管在建平县这座辽墓里没
有发现墓志，但通过文物比对，我
们判断建平县朱碌科镇辽墓主人也
是一位皇族公主。”李波说。

1 125个珍宝穿成的琥珀璎珞

琥珀的颜色主要与所含的成
分、形成年代、所处的温度等因素
有关。琥珀受热或者年代久远，颜
色会加深。陈国公主墓出土琥珀璎
珞颜色较深，接近红褐色，而建平
县出土的琥珀璎珞颜色呈金黄色。
因此，考古人员推测建平琥珀形成
年份要短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距离琥珀璎珞
出土地点 35 公里便是辽代惠州古
城。民间传说，这里原为一座公主
城。那么公主城里的公主和这座墓
主人是否有联系呢？

记者一行赶到距离建平县城
80 公里的辽代惠州古城遗址。站
在古城残存的西北角台上，李波指
点着远处的土台告诉记者，古城址

为长方形，东西长 600 多米，南北宽
约 400 米。城墙存高 2 米至 4 米，四
角筑有角台。东北角台已被水冲
毁，6 米高的西北角台保存较好。
城墙外 8 米处为护城河，城内还出
土一眼水井。

史料记载，惠州城始建于辽代，
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
后创建，隶属中京大定府（今内蒙
古自治区宁城县）。根据史料记载
和出土文物推测，城内居民多从事
手工业，在城外则从事农业生产。
如今古城原址大部分已经化身为耕
地。李波告诉记者，耕地中至今常
见一些铺满布纹的弧形瓦片，是辽
代的房瓦，还经常会碰到一些瓷碗
碎片，也是辽代的物件。

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惠州古城
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遗物。除砖瓦残
块和陶瓷残片外，这里还曾发现绿
釉琉璃方砖，属于规格较高的大型
建筑构件，并出土金、银、铁器、精
美瓷器以及象棋、围棋等文物。这
些极富生活情趣的象棋、围棋等文
物，让人联想到当时惠州城居民的
日子过得安定闲适。这些文物为研
究辽代惠州的建立、发展、消亡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里已经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人员判断，
拥有华丽琥珀璎珞的公主，居住在
惠州古城。目前史料中还没有找到
相关记载，关于她的神秘故事有待
进一步研究。

2 墓主人生前住在惠州古城

琥珀璎珞在辽代墓葬，尤其是在
贵族墓葬中较多见。它是在项链环
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数条珠饰并连

成束，以大间隔珠分隔。其形制较
大，从颈部下垂至胸前，更显富贵和
华丽。作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契丹人自古就有繁饰的传统，这种独
特的审美使他们更钟情于颈部华贵
的装饰，因此璎珞佩饰从印度传入
后，从最初的佛像装饰品很快成为契
丹贵族中流行的项饰，常常在参加重
大活动时佩戴，男女皆使用。

琥珀与珊瑚、珍珠并称为三大有
机宝石。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韩
雪告诉记者，琥珀硬度低，质地轻，色
温润，有宝石般的光泽。北欧波罗的
海沿岸是世界琥珀主要产地，缅甸、
罗马尼亚和西西里岛也有产出。中
国琥珀的主要产地有辽宁抚顺、河
南、云南、福建、西藏等地。

唐代时，琥珀制品已经盛行。史
料记载，唐宋时期的琥珀多来自波斯
和西域诸国，这得益于丝绸之路的通
畅和繁荣。辽代大量使用琥珀饰品，
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是历史上任何朝
代无法比拟的。

“辽代琥珀饰品及水晶的产地有
些可能出自本土，但大多数来自波罗
的海沿岸。”韩雪认为，史料中多有西
域进献琥珀的记载，如《契丹国志》
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
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
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
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
器。”这句话证明，产自波罗的海地区
的琥珀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到辽国。

在我省近年发掘的辽代墓葬，特
别是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琥珀
制品，如新民巴图营子辽墓、义县清
河门辽墓、法库叶茂台辽墓等都有琥

珀制品出土。从中可以发现，辽代琥
珀题材丰富，很多取材于生活，大多
依据原料形状雕刻，普遍采用浮雕、
圆雕、镂雕等技法，工艺精细，同时大
量采用阴刻细线，造型主要有动物、
植物、花叶纹、人物纹等。

资深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曾参与新民巴
图营子辽墓和法库叶茂台辽墓的考
古发掘。他告诉记者，建平县博物馆
珍藏的这件琥珀璎珞中，最大的琥珀
件和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琥珀
饰件相近，只是颜色较浅。

另外，法库叶茂台辽墓曾出土两
件琥珀熊。“从大小来看，这两件小熊
应为配挂身上的装饰品。”冯永谦认
为，辽代贵族崇尚装饰品，以体现自
己的身份地位。从出土的辽代琥珀
制品能够发现，当时的琥珀加工技术
已经相当成熟，造型古朴简洁、豪放
气派。

这些琥珀上采用的纹饰，既体现
出鲜明的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吸
收了很多中原传统文化元素。从建
平县这件琥珀璎珞上雕刻的小葫芦
就能看出来，由于“葫芦”和“福禄”谐
音，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葫芦包
含着平安富贵、健康长寿、子孙绵延
等吉祥寓意。

透过这些精美的琥珀饰品能够
看出，在极具创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
文化理念影响下，辽代创造了以琥珀
璎珞为代表的独特的装饰品，他们博
采众家之长，继承发扬了前代北方草
原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吸收融入中
原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自成一体，独具
魅力。

3 琥珀原料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关于惠州的
记载虽然不多，但却与大文豪苏轼和
其弟弟苏辙有关。

1005年，北宋与辽国缔结澶渊之
盟，在此后的百年间，宋辽两国基本
上无大的战事，处于和平时期，两国
礼尚往来，频繁通使，经贸和文化交
流频率增大。因为惠州城距离中京
大定府仅有六七十公里，这里时常会
迎来宋国使臣。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北宋名
臣、史学家宋绶出使辽国后，上奏疏

《虏中风俗》云：“中京东北……过惠

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无人居，内
城有瓦屋房廪，人多汉服。”记载了惠
州城当时的风土人情。

北宋元祐四年（1089 年），翰林
学士苏辙作为“贺辽国生辰使”出使
辽国，庆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生辰，曾
在惠州停留，并作《惠州》诗一首，收
入《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诗中描
述了惠州广袤的景色：“孤城千室闭
重 （读 yīn），苍莽平川绝四邻。汉
使尘来空极目，沙场雪重欲无春。”

这次之行，苏辙还不忘给哥哥苏
轼写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神水馆

寄子瞻兄四绝》中，他向哥哥介绍了
沿途见闻：“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
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
笑卧江湖。”意思是说，辽国都城许多
人听说宋使苏辙
是苏轼的弟弟，都
纷纷向他打听他
哥“ 大 苏 ”的 情
况。可见契丹人
深受中原文化影
响，很多人都知道
苏轼的大名和他
写的诗文。

4 苏辙曾路过惠州并留下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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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县朱碌科镇辽墓出土的琥珀璎珞，是建平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琥珀饰件。

辽代惠州古城遗
址距离建平县城 80
公里，民间传说这是

“公主城”。图为考古
人员向记者介绍古城
的官衙台基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