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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世界里的“虎人虎事”

辽博珍藏之
大辽皇后哀册讲
述 一 代 巾 帼 传
奇、喀左神秘虎
头盔深藏诸多未
解之谜……从宇
文枭雄到大清帝
王，虎年说虎，文
物世界里的“虎
人虎事”精彩纷
呈。

辽博“仁懿皇后哀册”讲述萧挞里传奇

辽西喀左
惊现神秘“虎头盔”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背后的风云故事

古代帝王的“搏虎往事”

能够射杀猛虎的王侯屈指可数，但在东
北历史中，却有一批敢与虎豹争雄的帝王群
体。

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辽阳打猎时，射
杀过猛虎。辽太祖为何在辽阳射虎？辽史学
家冯永谦先生表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
后四处扩张，开发较早、经济发达的辽阳自然
成为他虎视眈眈的猎物之一。阿保机于公元
916年称帝建契丹国，公元918年就把辽阳攻
下了，可见他对占有辽阳的急不可待。阿保
机究竟从何人手里拿下辽阳？史书中未见明
确记载，很可能当时的辽阳是一块“战略飞
地”，正处于几不管的真空期。有学者猜想，
阿保机攻取辽阳时曾遭遇过激烈抵抗，但辽
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理事王绵厚先生却认为太
祖取辽阳“兵不血刃”。当时的情况可能真是
如此，因为拿下辽阳不费吹灰之力，开疆扩土
的阿保机志得意满，这才有闲情逸致，弯弓
射虎。

在抚顺，清太祖努尔哈赤曾有射虎记
录。清康熙皇帝战绩最佳，竟在80天内射杀
过37只猛虎！康熙第一次东巡历时60天，随
行人员有王公贝勒及文武大臣侍卫兵丁数千
人。康熙第二次东巡，随行人马扩增至两万
余人，旌旗招展绵延二十余里。从山海关入
宁远州，康熙亲自披挂上阵射死两只老虎，不
久，康熙又在宁远州王宝河（今属绥中县）再
射杀猛虎两只。能与猛虎搏击，是帝王体魄
强健、精神饱满的最佳见证。

大辽后族萧氏后人石抹库禄满曾单骑射
虎，史载，“（库禄满）从两骑逐兔北野山，遇樵
者奔曰：‘虎才负嵎（yú，山弯曲的地方），慎
勿往。’公不听，驰而前。虎踞地大吼，从骑失
色，公戒毋动，独按击复行，直虎十步止，挟矢
以待。虎跃而起，引马少避，一发中其吭
（háng，喉咙、嗓子）以死。”石抹库禄满的杀
虎动作干净利索，技术动作完美到爆。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文并摄

辽博的古代碑拓馆中，珍藏着一方辽代
“仁懿皇后哀册”，解读这哀册深藏的历史信
息可知：中国历史上有一位杀虎女人，她不是
普通的女人，而是身为一国之母的皇后！她
的名字叫萧挞里，大辽仁懿皇后，今辽宁阜新
人，她的丈夫是辽兴宗耶律宗真。

据辽代史料记载，萧挞里杀虎于闾山之
西山。这座闾山就是北镇、义县境内的医巫
闾山，“闾山之西山”可能在今北镇望海台、琉
璃寺一线，那里有辽皇陵。萧挞里估计是随

皇帝老公祭祖途中遇虎，见猎心喜，杀只虎玩
玩。

萧挞里不仅杀过虎，还平灭过一场涉及
到大辽社稷安危的叛乱：辽代耶律重元之
乱。如果不是萧挞里的机警与镇定，其子辽
道宗耶律洪基多半脑袋搬家，命丧黄泉。

元代脱脱在《辽史》中这样评价包括萧挞
里在内的大辽皇后：“性宽容，姿貌端丽（萧挞
里）”、“仁慈淑谨，中外感德（萧挞里）”、“辽以
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

尝不从。如应天（述律平）之奋击室韦，承天
（萧绰）之御戎澶渊，仁懿（萧挞里）之亲破重
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

在地处山西应县的辽代千年木塔里，有
萧挞里的木版画，感觉像个淑女，反倒看不出
杀虎女英雄的威风与杀气。

朝阳画家李松明平素酷爱收
藏，从红山陶器到辽金石雕，无所
不包，不乏珍品，特别是其早年由
喀左小平房村征集的一顶青铜虎
头盔，造型奇特，身世神秘，甫一亮
相，便引发了来自文博界、收藏界
的热烈讨论。这顶虎头盔的外貌
呈“半球体”，长宽高均约 20 厘米，
重 2.7 公斤，体积与一个中年人的头
骨容量大体相当，头盔有局部破
损，乃最初的收藏者曾对其进行电
焊连接所致。那么，此虎头盔出自
哪个时代，为何人所戴？ 李松明
的看法是:与殷商青铜虎头盔图案
化、样式化不同的是，这顶虎头盔
的造型特点更形象、生动、威猛，符
合早期草原青铜文化的特征，但具
体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还需进
一步的考证研究。

今辽西地区，特别是辽宁朝阳
以西、内蒙古赤峰以东的区域，恰
是当年宇文鲜卑与慕容鲜卑的鏖
战之地，而这顶虎头盔出土的喀左
又恰在这一区域内，这便自然引发
出以下联想：此盔会不会与宇文鲜
卑有关？只是，宇文激战慕容之时
已是“铁器时代”，青铜虎头盔的存
在未免不合时宜。北镇学者屈连
志判断，这顶虎头盔不一定是作战
用的头盔，应该是祭祀或表演所
用，因为作战所用头盔必须实用，
不能限制视觉，免得遭受攻击，此
头盔戴起来颇受拘束，作战时未免
被动，如果是祭祀或表演所用头
盔，那对材质、做工的要求或许就
没有实战那般的严格限制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辽宁资深考
古学家冯永谦亲赴朝阳李松明处，
对这顶青铜虎头盔做了现场鉴定，
得出的结论为“真品无疑”，其年代
不晚于东汉。冯永谦表示，该虎头
盔样式特殊，相当罕见，包含着大量
珍贵的历史信息，从文物角度为其定
级，当属“一级品”！

日前，“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明末
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于辽博揭幕，其中，虎
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格外人注目。这方金印
的主人是明末起义领袖张献忠，是在江口之战
中沉入岷江的。

清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
忠在成都建立政权，称大西，改元大顺。顺治
三年春，大西王朝在清军与南明小朝庭夹击
下，辖地相继失去，成都日趋孤立。献忠遂督
师十余万，舟船千百艘，满载珍宝玉帛及军需
物资沿府河南下。时囤兵彭山的南明参将杨
展事先获得消息，在县城沿江一线至江口两岸
布置重兵，设下埋伏，张献忠军蔽江而来，出江
口进入岷江时，展军突然发起攻击，张献忠军
仓促应战。杨展另遣若干小船，满载火器，攻
击船队。交兵中狂风大作，张献忠军船只着
火，一片混乱，纷纷掉头反走江口。因江岸狭
窄，各船争先。江面壅塞，进退不得，更兼风烈
火猛，势若燎原，张献忠军全面溃败，自相践

踏、落水者甚多。张献忠军将卒损伤过半，舟
船尽数烧毁，金玉珠宝及军需物资悉沉江底，
败军溃走成都。此战，张献忠军元气大伤，无
力再战，决定弃成都北走。战后，南明福王朱
由崧晋封杨展为华阳伯。

此虎钮“永昌大元帅”是“5.1 彭山区特大
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的国家一级文物，发现
时印钮与印台分离，印面阳文九叠篆书“永昌
大元帅印”，印背上装饰虎形钮，右侧阴刻楷书
印名，左侧阴刻楷书“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农历十一月。此印是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遗
址年代的性质极为关键。

张献忠所用的这方“永昌大元帅”虎钮金
印，当初是为某团伙下水捞宝者瞒着东家的私
吞之物，出手高达 800 万人民币，但这远不是
它最终的价格，二次转卖，竟达3200万元！这
般天价，据说还有富商欲接盘，售价已逼近亿
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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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画家李松明收藏的神秘
“虎头盔”。

辽 兴 宗 仁
懿皇后萧挞里
哀册盖石。

卧虎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