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北 隆化 县 发 现 契丹 节度使 印

隆 化 县 文 物 管 理 所

1 9 夕夕 年 ,

我所在 进 行文物 普查 时 ,

征 集到 “

契丹

节度使 印” 和 “

金 ” 字 人形 铜押 印各 一 方
, 现 介绍 如

下 :

两 方印 出土于 同一地 点
, 即 我县 的 韩吉营西 沟

大队 。

该地 位 于隆化镇东北深 山 中
, 两 印 出土于当

地群众称 为大旗 顶的 一座 山峰 东侧 的 深 谷 尽 头
。

谷

底乱石堆积 ,

灌木丛 生 ,

是 人 迹罕 到之 处
。

1 9 6 。年 ,

社员 在谷 底 开荒 地时 掘出一颗 “ 金” 字人 形 铜 押印 和

两 把 锈蚀 严 重 的 铁剪
。

铁 剪当 时即 被 扔 掉
, 印 保存

了 下来
。

1 9 7 2 年 , 另 一 社 员 在 该地放 羊时 , 在 押印

出土 地 点北 侧 约 三
、

四米 的 灌 木 丛 中
, 发 现了 暴 露 于

地面的“ 契 丹 节度使 印” , 1 9 7 夕 年两 印同 时 被 征 集 到

我所
。

契丹节度使印( 图一) 铜 质
,

婆金 , 通 高 斗
.

3 厘

米
,

印面近 正方形
, 边 为 6

.

, x 6
.

。 厘 米
, 印 文为 阳 文

篆体 “ 契丹 节度使 印” 六 字
,

字分两 行
,

行三 字
, 笔 画

粗细 一致
,

上下宽窄相同 ,

人刀 深约 0
.

3 厘 米
。 印 面

四 周 单边 框
,

宽窄与 印 文 笔 划相仿
。

由于 磨 碰
, 边 框

’

稍向 内卷 曲
。

印 背呈 班斗形
,

坡度很缓
, 四周 斜面上 刻有 四 只

狮子 图 象 ( 图二 )
,

神 态姿式 各不相同
。

边 缘 处 由 于

磨损
,

部分纹饰 已不清晰
。

印背中间 ,

突起一弧形 二层 台
, 上铸 一头蹲 坐 的

狮子 为 纽 。

狮身高为 3
.

0 厘米
。 头 稍 昂

, 眼平 视 , 嘴

微合而露 齿 , 胸 前突 , 尾 下 垂
,

置于右 后 侧
。

造 型 生

动
,

刻 工极 为精致
。

印 体除 边 框稍有损坏外
, 基 本完整

。

夔金则 大

部分脱 落
。

印 的 造 型 , 秀 丽 而稳 重 , 是 一件不可 多 得

的 艺术珍品
。

“ 金”字人 形 铜押印 ( 图 三 ) 铜 质
, 通 高 ,

.

6 厘
.

米
,

印面长方形 , 边 长 2
.

3 丫 1
.

9 厘 米
,

窄边 ,

中间 铸

有 阳文“ 金”字
,

体近隶书
,

第三笔 因 锈蚀少 有短缺
。

印面文字风格与 契丹节度使 印相同。

印背铸有一立

姿铜人
,

方脸
,

宽平额
,

蓄长发 向后 梳
,

头顶 有一前 尖

后宽的 长方形突起 物 。

身着 圆领 长衫 ,

扎腰 带
。

左

臂肘弯成 90 度 角
,

手托一 方形 物置于左胸 前下 方
,

右 臂肘 微曲下垂
,

手执一 束不明 物
。

膝微曲 , 两 足 着

靴
。

作工虽 较粗 精, 但 线 条流 畅 , 神 态 自然
。

图 一

契 丹 节度 使 印及 印 文 拓 片

关手两 方印的 年 代
,

我们断为 唐印

“

节度使 ” 作为职 官 名称
,

始于唐景云年间 ( 公 元

夕10 一7 1 1)
。

此后
,

五代
、

宋
、

辽金 都曾沿 用 这 一 职

称
。

观察印文
,

还保留着早期印章用于 封泥 的特征
。

与
《

隋唐 以来 官印集存
》

中之 唐 代 印文对照 ,

不仅 风

格 相同 ,

其
“ 使”字和 《 集 存

》

中
“

奉使之 印 ”之 “ 使 ”字
,

若出一人 之 手
。

覆斗形 印 背
,

是汉 魏印章造型的 继

承和发 展 , 也 是唐代官印的 习用 形 制而 为辽
、

宋 以 后

所不见
。

契丹节度使 印尺 寸的 大小
,

也合于唐 制 。

作为 印纽的 狮子 ,

其造 型 与现 存于咸阳 唐顺陵 石 狮

和 乾县 唐 永 泰 公 主墓 的石 狮极 为 相 似 ,

表现 了 这一

时 期的 刻作风格
。

又 隆 化 一带 , 唐 时 是奚 族居 地
。

据 新
、

旧 《

唐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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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

唐“ 常以范阳 节度使 为押奚 及 契丹两蕃使”。

开

元二 十九年 ( 公元 7 弓l )
“ 幽 州节度付使 安禄山为营

州 刺史
,

充平卢军节度付史 ,

押两 蕃
、

渤 海
、

黑水四 府

经略使” 。

在今滦平 县 北境
,

与隆 化相邻处 , “ 唐置墨

斗军
,

使御捍奚界” 。

唐在征 讨 奚
、

契 丹 中
,

曾几 次遭

毓毓毓
图 三

‘ 金”字人 形 铜押 印 及 印 文 拓片

到惨 败 ,

天 宝 十 年安禄 山率 兵六万 征契丹大败 , “ 折

冠善 失展
,

独与庵下二 十 余骑逃 走” 。 “ 史 思 明逃 入

山谷近 二旬 ” 。

契丹 与奚 ,

也曾 多次被 唐军打败。

隆

化地 处要冲
,

印的 出 土 地 点经 调 查后没 发现任何遗

址 和 墓 葬
, 因 此这 两 颗 印 很 可能是 在 战 争中所遗 落

。

至于 “契丹 节度使” 一职
,

不见
《

唐书
》

记载
, 可 能与该

职称 存在 时间 短 哲 有关
。

( 李柏龄 )
契 丹 节度 使 印 印 背 纹饰

双军葱斌琶币 . 甲 . 目峨 冲欢欢次旅浪欢茨 注才笼1 公笼 冲沙万节 冲策节争洲狱哪们烈咋阳争漪 羊常笋笼1 阵欢沙笼井笼笼 泣油 兰笼笼浪篮浓洲炭拍匕日口以滚演洲比拍

( 上 接 4 2 7 页)

得 略逊一筹
。

不过
,

使 用 大 t 图版 , 使 妇 好 墓 出 土的

这批 珍贵 文物集中而形 象地 捧到 了 读者的 面前 ,

读

时 真有目不暇给 的快 感
。 但 是 ,

报告 所附的 1 10 张

擂图中
,

除 7 1 张墨拓和 8 张遗迹图 外
,

器物插图 只

有 31 张 , 显然 是很不 够的。

众所周知 ,

考古擂 图 在

进行形 态 的 比 较研究或其它 方面能起到 很 好 的 作

用 。

报告中 提到 对该墓 出 土的 81 件青 铜 器 标 本 进

行了 合金成 份的 分 析 ; 对 纺织品 的 品 种
、

玉 石 器的 质

料也 请有关方面 作过鉴 定 ,

并在多处 引用 了 鉴定的

结 果。

可惜报告 编著 者未能把 这些 鉴 定书 和分 析报

告一 并收 人 , 这 既不 利于 读者查 找 , 也 影 响到 报告的

完整性
。

《 股墟妇 好墓 》不 失为 一册 较好 的发掘报告
。

编

著者在较短时间 内 整 理 编写 了 报 告
,

并及时 交付出

版
,

也 由于 出版 单位的 努力
, 得 以较快地 和 读者 见

面
。

这对广 大 读者 来 说
, 当然 是无 比 高兴 的。

( 魏 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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