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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2019年全国高考数学Ⅱ卷上，一道关于
“半正多面体”印信的题目，让无数考生抓耳挠
腮。谁能想到，这道看似寻常的几何题，背后竟
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串联起一位传奇人
物的一生，也见证了民族融合的伟大进程。

高考数学卷上那枚印章背后的故事

独孤信多面印有26个印面，
是他政治生涯的生动写照。“大
司马印”彰显其军事统帅身份，

“柱国之印”代表八柱国地位，
“臣信上疏”是朝堂奏对凭证，
“令”字印为发布军令专用，印
证了北朝文武合一的职官特征。

印章选用产自河西走廊的煤
精材质，质地坚硬又易于雕刻，
其黝黑光泽恰似鲜卑武士的玄
甲，象征着独孤信的英勇与坚
毅。14个镌刻印文中，楷书笔法
已脱尽隶意，呈现平画宽结的北
碑风骨，将楷书入印时间从唐宋
提前到北朝，堪称书法史的重大

发现。
多面印中“大都督中外诸军

事”印文，为我们揭示了北周独
特的军事指挥体系。学者们根据
印章的形制推断，这类组合印章
设计精巧，可方便地系于腰间，
能够满足将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
上快速取用、发布命令的需求。
而“书疏印”与“奏事印”的区
分，则体现了当时官僚体系专业
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国家治理的
日益复杂，官僚体系逐渐细化，
不同的事务需要使用不同的印章
进行确认和管理，这反映了当时
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令人称奇的是，这枚印章的
48道棱线暗合《周易》“大衍之
数”，故宫学者用3D扫描发现，
印面误差不超过0.03毫米，每个
印文深度精确到0.1毫米，工艺水
准堪比现代精密仪器。印章的26
个面包含18个正方形和8个三角
形，这种组合在三维几何中具有
完美对称性，输入各面边长到计
算机，还能自动生成符合黄金分
割的立体模型，古代匠人用经验
展现了现代数理之美。

不承想，约1500年后，这枚
神奇的印章竟走进了高考数学试
卷。

4 煤精印信：历史与文化的密码

1981年11月9日，那是一个
再平常不过的放学时分，陕西
省旬阳县旬阳中学的学生宋
清，在回家路上邂逅了改变历
史认知的“奇物”。在一处不起
眼的角落，一块奇异的石头闯
入他的视线。它呈八棱多面
体，恰似一颗圆润的红色鸡
蛋，又神似人们熟悉的骰子，
上面刻满了古朴的文字。宋清
心中一动，直觉告诉他，这或
许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于是小
心翼翼地将其带回家，打算好
好珍藏。

然而，父亲的一番话改变了
这块石头的命运。父亲深知文物
的价值与意义，要求宋清将其上
交文物局。宋清虽心有不舍，但
还是照做了。工作人员收下后，
却未意识到这件物品的非凡之
处，随手将其搁置在一旁，这一
放，就是漫长的10年。

直到 1991 年，西安市文史

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在参观旬
阳博物馆时，偶然间发现了这
件被遗忘的物品。他的目光被
石头上“独孤信白书”几个字
牢牢吸引，凭借多年积累的专
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他瞬间判
定，这就是西魏北周时期名将
独孤信的印章，也就是后来闻
名遐迩的“独孤信多面球体
印”。随后，专家们查阅海量文
献资料，经过深入研究，进一
步确认了这枚印章的身份和价
值。独孤信多面印堪称中国印
章史上的奇迹，它是中国迄今
为止印面最多、正文字数最多
的印章。更重要的是，它将楷
书入印的历史提早了400多年，
为中国印章艺术史的研究提供
了关键的实物依据。此后，这
枚珍贵的印章被收藏进陕西历
史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
之一，静静地向世人诉说着那
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

1 旬阳河畔的惊世发现

西魏大统九年 （543年） 的
邙山之战，成为独孤信军事生涯
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战，西魏与
东魏的精锐部队狭路相逢。面对
高欢率领的20万大军，西魏军
在初期遭遇重创，战局陷入被
动，诸军纷纷溃散。在这危急存
亡的关键时刻，独孤信挺身而
出，与于谨一起收拢残兵，组织
起了最后的抵抗力量。

夜幕降临，独孤信率领麾下
数百骑，如同一把利刃，突袭东
魏追兵。这成功打乱了东魏军的
追击节奏，为西魏大军的撤退赢
得了宝贵时间。尽管邙山之战最
终以西魏的失败告终，但独孤信
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和临危不惧
的精神，赢得了全军上下的敬

重，使其声望更隆。这场战役，
虽然是他军事生涯的一次挫折，
但也进一步彰显了他的军事才能
和担当精神。

然而，军事上的辉煌并不能
掩盖独孤信日益严峻的政治危
机。随着宇文泰集权的不断加
深，独孤信作为魏室忠臣的身份
愈发尴尬。他一方面对北魏皇室
怀有深厚的忠诚之情，另一方面
又不得不面对宇文泰势力的崛起
和权力格局的变化。大统十六年
（550年），他的心腹王思政在颍
川殉魏，这一事件如同导火索，
暗示着关陇集团内部保魏派与革
新派之间的裂痕正在逐渐扩大。

当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篡魏建
周时，独孤信的处境变得更加艰

难。尽管他位列太师，表面上拥
有崇高的地位，但实际上已逐渐
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权
力游戏的局外人。他的政治理想
和抱负，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
逐渐破灭。

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
命运的悲剧最终降临。独孤信因
赵贵谋反案牵连，被宇文护赐
死。《周书》记载独孤信被“逼
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而
颇具深意的是，他的墓志铭称其

“薨于长安，时年五十四”，刻意
回避了他非正常死亡的真相。这
个细节，既暗示了关陇集团对这
位功勋老臣的最后一丝体面，也
让人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与
无情。

3 邙山悲歌与政治落幕

公元502年，独孤信出生于
武川镇的一个鲜卑贵族家庭。
这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
交汇地带，父亲独孤库是部落
酋长，“雄豪有节义”，母亲费
连氏为柔然王族后裔。特殊的
成长环境，赋予独孤信兼具草
原雄风与汉家韬略的独特气
质，少年时的他“美容仪，善
骑射”，在六镇尚武之风的熏陶
下，练就了过人胆识，被称为

“独孤郎”。
北魏正光五年 （524 年），

六镇起义爆发，23岁的独孤信
追随起义军首领葛荣，在战场
上崭露头角。永安三年 （530
年），尔朱荣击溃葛荣军，独孤
信被收编为别将，从此踏上更
广阔的历史舞台。

永熙三年 （534年），北魏
分裂，孝武帝西奔长安投靠宇
文泰，独孤信单骑追驾，冒险
赴难，这份忠勇让他获封浮阳
郡公，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
员。在关陇集团形成初期，他
积极与汉人豪强融合，为日后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魏大统三年（537年）的
沙苑之战，是独孤信军事生涯
的高光时刻。面对强大的东魏
军，他率精骑突袭侧翼，与李
弼的“铁骑横向”战术完美配
合，助西魏以弱胜强。独孤信
治军宽严相济，战前亲自为士
卒裹伤，鼓舞士气；战场上对
违纪部将严惩不贷，当众鞭笞
擅取民财的部将。这种统御之
术，让他的部队凝聚力和战斗
力极强。战后，宇文泰推行府

兵制，独孤信位列八柱国之
首，领大司马衔，成为西魏政
权在西北的重要支柱。

在秦州刺史任上，独孤信
推行劝课农桑，流民归附的治
理方略，组织百姓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陇右地区出土的
《南秦州造像碑》记载他“修城
池，劝耕织”，使战乱频仍的边
陲州郡重现生机。宇文泰赐其
名“信”，取“信著遐迩”之
意，标志着独孤信正式融入关
陇汉化集团。

独孤信不仅是军事和政治
上的强者，还是个极具个人魅
力的时尚先锋。传说他出城打
猎时，帽子被风吹斜却未察
觉，侧戴帽子回府的样子，竟
引发全城男子效仿，“侧帽风
流”成为当时的时尚佳话，也
足见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独孤信的政治智慧，还体
现在家族权力的布局上。他的
长女嫁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
嫁唐国公李昞，七女独孤伽罗
嫁隋文帝杨坚，通过联姻构建
起横跨三朝的血缘网络，形成

“三朝外戚”的权力矩阵，被
后世戏称为“天下第一老丈
人”。尤其是独孤伽罗与杨坚
的婚姻，意义非凡。伽罗14岁
出嫁时，独孤信要求杨坚“誓
无异生之子”，这一约定将独
孤氏的政治基因深植隋室。开
皇元年 （581年），伽罗助杨坚
建立隋朝，践行“二圣临朝”
的共治模式，开创“开皇之
治”，将独孤家族的影响力推
向巅峰。

2 独孤信：从草原少年到“天下第一老丈人”

来源：《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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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报纸 识文物

先看例句：

（1）“现在开庭！”随着审判长一声令下，
这场以青山为背景、警车为审判台、黄土地
为审判场的“别样”庭审正式落槌！（《人民法
院报》2023年7月29日）

（2） 2017 年，一套 《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中凤九的大婚戏服在影视道具拍卖平台

“双鱼馆藏”以7000元价格落槌，如今在二手
交易平台上，同样一套服装标价9.8万元，且
真伪难辨。（解放网2023年9月21日）

（3）日前，被称为“受让人恶意抢注商
标‘第一案’”的某贝驾考商标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二审落槌……（《光明日报》2024年5月
18日）

（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网售电蚯蚓
机第一案落锤……（光明网2022年5月14日）

（5）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4年时间，
案件审理也已经落锤，最终被告人俞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中国新闻网2023
年9月5日）

（6）“29000元，三次，成交！”随着主持
人落锤，重达1084克的“青蟹王”被成功拍
卖。（《台州日报》2023年11月19日）

显然，这六个不同的例句都表达了一个
相同的意思：在法庭审判活动和商业拍卖活
动中通过“落槌”（“落锤”）定分止争，表
示某件事有了结果。前三例用的是“落槌”，
后三例用的是“落锤”。

“槌”与“锤”两个字，除了音同之外，
形和义并不相同。“槌”，形声字，从木追
声，指敲击用具，如“凿所以入木者，槌叩
之也”（王充《论衡》）；“锤”，形声字，从
金垂声，是古代重量单位，如“锤，八铢
也”（许慎《说文解字》）。那么，在法庭审
判活动和商业拍卖活动中定分止争，表示某
件事有了结果，到底用“落槌”还是“落
锤”呢？

2001年12月24日通过的《人民法院法槌
使用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
审判人员在审判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时使用法
槌。”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
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
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
确认后，拍卖成交。”由此可见，法典条文标
明，在法庭审判活动和商业拍卖活动中定分
止争，应该是“落槌”，而不是“落锤”。

“落槌”不仅在法庭审判活动和商业拍卖
活动中定分止争，表示某件事有了结果，而
且在一些重要政治会议表决中也是表示定分
止争的方式。例如：（7）会议主持人是阿塞
拜疆文化部长加拉耶夫，当他落槌通过这一
结果时说道：“盐城通过！祝贺中国！”（《扬
子晚报》2023年9月25日）

“落锤”则为常用的建筑机械设备，属于
桩工机械的一种。例如：（8）现在，使用智
能 落 锤 冲 击 试 验 机 、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SEM）、3D打印机等先进设备，泰山体育能
顺利检测出一组组精密的数据，确保品质。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7月31日］

来源：语言文字报

独孤信多面印存于
陕西历史博物馆。

2019年全国高考数学Ⅱ试卷第16题。

独孤信墓志。

中国有悠久的金石文化，印
信是金石文化的代表之一，印信
的形状多为长方体、正方体或圆
柱体，但南北朝时期的官员独孤
信的印信形状是“半正多面体”，
半正多面体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正多边形围成的多面体，半正
多面体体现了数学的对称美。图
2 是一个棱数为 48 的半正多面

体，它的所有顶点都在同一个正
方体的表面上，且此正方体的棱
长为 1。则该半正多面体共有
_____个面，其棱长为_____。

这道题，让独孤信多面印走
进大众视野。它不仅是一道几何
题，更是一扇通往历史与文化的
大门。这枚小小的煤精印章，承

载着独孤信传奇的一生，镌刻着
民族融合的印记，见证了中华文
明最具创造力的转型期。它让我
们看到，历史与现实、文科与理
科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
融、相互成就。我们凝视这枚印
章，看到的不仅是独孤信的跌宕
人生，更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
胸怀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延 伸 阅 读 2019年全国高考Ⅱ卷数学第16题

“落槌”勿作“落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