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代，冬天取暖，人们离不开暖
炉。暖炉从唐朝始创以来，已有一千
多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唐、
宋、元为早幼期；明清为鼎盛期；清末
民国为衰落期。从传世的实物来看，
基本都是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各种暖
炉，明代的暖炉比较厚重，没有花哨，
主要的纹饰都在炉的盖子上。
到了明清鼎盛时期，暖炉工艺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制炉工艺
人才辈出，各方高手特色显著。暖炉
选材除水磨红铜、紫铜、银白铜、白
铜、黄铜等，也出现了景泰蓝、漆、
玉、铜镀等欣赏性暖炉。暖炉炉盖镂
空的雕刻，各种图案，状态各异，精
致生动。暖炉的炉身上也开始有了
纹饰，有的还满身刻花，炉底及提柄
处有作坊或人名款识。

这个时期，暖炉的使用者也开始
不断增多，从宫廷扩展到民间有钱人
家。宫中的小姐，随身藏一小巧玲珑、
轻薄剔透之袖炉，炉内放一炭球、吞
于袖中，出入宫廷，尽显大家闺秀之
娇媚；旧时达官贵人，在其居住的高
堂大殿中的条案或八仙桌处摆放一
炉，材质优良、包浆油亮、精工细雕、
造型优美，更显雍容华贵；而书香门
第的文人，求学来去途中，以暖炉相
伴，散发温热，可防手冻而难于操笔。
我收藏的这款暖炉，炉高 !"厘

米，炉身腹径 !!厘米，单柄，有
盖。材质为纹银制作，系清代的器

物。该暖炉由炉身、炉底、炉盖、提
梁等组成，古代多为宫廷或官宦大
户人家使用暖炉，取暖之余也可以
作为观赏之物，因此在做工上讲究
精细。炉盖纹饰为凤凰和牡丹组成，
寓意为吉祥如意。巧妙运用吉祥图
案如意纹连接起来，不但增强了图
案的演变能力，而且令人感觉多姿
多彩；炉身运用镂雕和錾刻两种工
艺，镂刻有凤凰、祥云、山峦等图案，
艺术形象十分完美。该炉具有较高
的制作工艺水平，寄托了人们吉
祥、希望、追求等感情，反映了人的
意识和时代的特征。炉盖与炉身吻

合无间，没有摇动现象。提把的铆
接处也独具匠心，虽用铆钉衔接，
却不露雕琢痕迹。整个暖炉制作工
艺造型精美灵巧，惹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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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中所展示的这件陶俑，乃是
我国宋代的遗物。其外形乃龙首人
身，且衣着去冠冕服、脚踏方形须弥
座，观之则身躯比例得当、造型静穆
飘逸，带有些许仙家之气。不仅如
此，陶俑表层还敷有一层淡红色的
陶衣，从而掩去其灰陶本质以便涂
朱施粉。虽经岁月打磨，但于其衣饰
之上犹能见到以往彩绘痕迹，由此
可以窥见古代矿物颜料保存效果之
一斑。此外，此件陶俑双手捧了一样
山子状的物品，上有出筋若干，尤为
引人注目。另外，经笔者测量，这件
宋代陶俑高 #$%$厘米、座长 $%&厘
米、座宽 '%&厘米。以 #(!#年巨鹿
故城出土北宋木矩尺长度 )*+(#厘
米进行折算，则该件陶俑高半尺、座
长一寸九分、座宽一寸六分。
那么这样一件陶俑的功用是什

么？在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社会
背景呢？它身上的文化因素又来源
于哪里呢？这值得我们细细梳理。
先来谈谈这件陶俑的功用。根据

成书于金元之交并总结记录了汉唐

以来文化中心区葬俗
的《大汉原陵秘葬经》
的记载，该俑原是十二
元辰俑中的辰龙俑。所谓
十二元辰，又称十二时或十
二月将，乃是对传统十二生
肖的再现。从出土文物来看，
有兽首人身及人俑捧兽两种
形制。图中的这件陶俑显然
属于兽首人身的形制。

然后说说这件陶俑背
后的社会背景。在古代礼制
上，自北朝至唐代，十二元
辰的使用是与官员品秩密
切相关的。例如，唐律就曾
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官吏的
墓葬方可使用十二元辰。
考虑到当时官民比例，我
们不难想见其使用的范
围还是比较狭窄的。然
而，到金元之交时，根据
《大汉原陵秘葬经》的记载，自天子
至庶人都可以使用。这种变化是否
是因为唐末黄巢燔毁官方谱局之后

士族政治彻底瓦解的结果呢？
还是缘于隋代以降庶族地主经
济地位快速抬升打破了旧礼制
的后果呢？答案显而易见。

再来看看这件陶俑身上的
文化因素。上古之时，我国的先
民因对自然力的敬畏已经萌生
了龙神信仰，并且由此产生君
权神授思想。例如，《册府元龟》
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炎
帝神农的母亲女登在一处名
为华阳的地方游玩时，遇见一
位人身龙首的神仙，双方结
合后生下了炎帝。而在物
质领域，这也可以为在濮
阳发现的仰韶文化蚌壳
龙虎墓所佐证。后世，随

着 东 汉 末叶道教的兴起，龙神被
吸收进了道教神祇的序列。到了尊崇
道教的唐宋，龙神的地位加速上升，

出现了专门的龙神信仰场所。开元十
六年，唐玄宗李隆基诏令修建龙坛、
龙堂以供祭祀祈雨，五代时又出现了
“龙子祠”。最晚到宋时，今日为人所
熟知的龙王庙已然定型，并延续至
今。不仅如此，龙神在唐宋两代还连
续获得中央政府的加封，一路上升到
“龙王”的地位。唐代中央政府首先封
四海龙神以王爵，后宋代中央政府进
一步在前代的基础上封已有之龙神
为龙王，其中东海龙王被宋仁宗专门
加封为渊圣广德王。以管窥豹，当时
统治阶级对于龙神的无比崇拜以及
对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内心期
待可见一斑。
但是在道家的眼里龙王不是手

持笏板，就是怀揣法器，未曾有其双
手捧物一说。那么这件陶俑奇异的
姿势又有什么内涵呢？经过考证，笔
者认为这是当时与道教同时流行于

中国的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
佛经故事中，龙王往往坐拥巨额财
富，有着无尽的珠翠珍玩。在敦煌石
室遗书中就有《龙王礼佛献宝图》，
并且在唐代传奇《柳毅传》及元代杂
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也有所反
映。至此，我们可知这件陶俑实际上
塑造的是龙王献宝的形象。至于其
所捧山子状的物品，根据与实物的
对比，笔者认为这应是取材于珊瑚
树的艺术再创造。珊瑚与珍珠、琥珀
并列为三大有机宝石，自古即被视
为富贵吉祥之物,受到人们的喜爱。
珊瑚同样也是传说中龙宫里最有代
表性的宝物。龙王将珊瑚作为珍宝
而捧于手上，也是不难想见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这件陶俑

的地位可能是众俑之魁。根据之前
提到的《大汉原陵秘葬经》的记载，
有一种高规格，具有礼制统御地位
的“王人”俑存在，而且其特点是身
上载有“王”字符号。巧合的是，这件
陶俑的额头上便有一个模印的“王”
字，可见其意义不同寻常。

宋代辰龙俑赏析 ! 吴秉衡

! ! ! !我收藏的这本清
代对字本是六年前在
县城的一个古玩小摊
上淘到的，与摊主几
经还价，才以一百五
的价格买了下来。这
样的价格，我觉得还
是比较值的，更重要
的是我喜欢里面的书
法和文字间透露出的
那股古代气息。
我们现在春节常

用常写的春联在古代
起初叫桃符，后来叫
春帖，再后来就逐渐
演变成对联、对子这
样的名字了。桃符即
在一寸宽、七八寸长
的桃木上写上神荼、
郁垒二神的名字，用以驱邪去恶。
在古代，桃符最初时期只是用来
驱邪去恶，后来才逐渐有了祝福
憧憬喜气之用意。

起初古人只在桃木上刻神
荼、郁垒二神，即在桃木上刻符
号，到了宋朝初期人们才开始在
桃木上写对联，这时对联的作用
就变得多样化起来，既可驱邪去
恶又可装饰门户，更可表达自己
内心的美好愿望。之后，桃木也随
之被象征吉祥的红纸所代替。

手中的这本对字本的品相还
可以，纸张蜡黄，翻动间无不流露
出一股古老时光的气息。对字本的
扉页右上角上书“同治癸酉年”，中
间有书于某某书店的字迹，作者的
名字却始终没找到，大概是民间人
士闲时誊写而出的。同治癸酉年即
#&-)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对字本中，有各种各样的春联，
婚嫁的、春节的、元宵节的等十多
个门类一千多副对联。这些对联，
字迹遒劲，很有书法功底，值得初
学者临摹。

以往每年春节即将来临之
时，我总会小心翼翼地拿出笔墨，
而后轻轻翻动纸张，挑选几句自
己喜欢的对子抄写，此时我仿佛
已置身于古代。对古字画颇感兴
趣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 ! ! !农历兔年末、龙年前夕，爱好古
玩的王先生在日本东京拍卖会上花
不到 #*万日元拍得一个老旧竹雕
螭龙松纹杯，到上海后他就急切地
与我联系见面，因为他知道我爱竹
刻、能鉴赏竹刻。
我们在静安区一家咖啡馆里刚

坐定，茶水还未上，王先生边拿出竹
雕杯边说道：“黄大哥，希望我这次
拍来的竹器你能满意！”打开木盒，
竹雕螭龙松纹杯便呈现在我的面
前：此竹杯（图左一二）截取竹之根

部，随形雕琢，杯敞口呈椭圆形，底
心微凹，高 #*+& 厘米，口宽处 #!+$

厘米，底宽为 $+$厘米；杯以苍劲有
力的松树主干为柄，杯体雕成老松
巨干一截，松鳞密布，针叶茂盛，虬
枝缤纷，围抱巨干；杯身外壁两侧各
雕有三只螭龙，螭龙攀附于杯身并
跃跃上试，其中两只翻越杯沿，似登
高远望。此器将圆雕、浮雕、镂雕等
技法融为一体，雕刻细致精绝，刀法
浑厚老到，且保存完好，通体包浆润
泽自然，应为清代中期竹雕佳品。

对此，我赞叹有加：“好杯，到清
应该没问题！”王先生见我喜欢，高
兴不已：“你的藏品里终于有了一件
我挑来的竹器，我也有成就感了！”
两人相谈甚欢，分手时此杯已成了
我的藏品。王先生敦实厚道，执意原
价转让，不肯多收分文，这让我深感
同道藏友浓浓的情谊！
螭龙寓意美好、吉祥。手抚竹

杯，感慨万千，联想此物百年前的东
渡和近日的西归，祖国日益强盛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回家后，我连忙又

取出家中旧藏的一个竹雕螭龙杯，
看看能否配成一对。家中的螭龙杯
系 #((.年从浙江古董商林先生处
购得，此杯（图右二）样式为仿犀角
雕的传统式样而作，杯敞口也呈椭
圆形，口微外撇，自上而下收窄，圈
底为略带弧形的方足；最高处 /$厘
米，口宽有 /.%$厘米，底宽为 $%$厘
米。竹杯起线均匀流畅，口沿内外及
足底施以回纹一圈，杯腹作浅地浮
雕饕餮纹饰；杯侧镂雕五条螭龙为
柄，大小不一螭龙相互盘绕，神态各
异，指爪分明；杯身两面各盘有两条
螭龙，昂然向上，乖巧宜人。此九螭
龙竹杯将各类竹雕技法融为一体，
工艺精湛，纹饰细密，刀法精绝，既
有仿古格调，又有创新意境，实为罕
见，系清代中期典型竹雕器物。

长年在上海工作的辽宁省摄影
家李洪喜爱海派收藏和文化，他对我
家中收藏的一只佛手竹雕杯（图右）
情有独钟。近日，李先生要回老家过
年了，临行前提出要拍摄佛手杯，佛
手蕴含“福寿”之意，他欲将佛手的影
像留在手机和电脑上，还要放在家
中，图个全家吉利，我欣然同意。

! ! ! !笔者藏有一件樟木雕制的笔
搁，为龙舟造型，可能是光照抑或是
经常使用之故，笔搁后半部的漆色
已微微泛淡，留下些许岁月痕迹。笔
搁宽 /) 厘米，高 $%$ 厘米，厚 ) 厘
米，虽不是什么珍贵之木材，也不见
精雕细刻，但同样承载着我们民族
的龙文化。粗看之下，笔搁像是一叶
龙舟，左右两侧下部雕有祥云般的
纹饰，犹如龙舟在河中行驶时泛起
的浪花；龙尾虽是上翘，却似乎短了
点，有点像鱼尾。但仔细欣赏，整件
龙舟又是笔搁造型：龙首朝前，龙角
向后，龙的眼珠直视前方，龙的大嘴
上颌微启，龙须分饰颈部，颈部至尾
上的龙麟，为鱼翅与鱼麟的组合，特
别是龙的脊背，其型制呈高低凹凸
状，既似传说中中国龙的造型，又可
借这种自然形状作搁笔之用。

说起这件笔搁的由来，还颇为
有趣。笔者有位藏友姓姜，先祖是清
康熙年从山东来沪开药局的，店名
“姜衍泽堂”，自从抗战时该药局被
日寇炸为废墟后，姜家从此败落。但
当时药局自制的专治跌打损伤的灵

药“宝珍膏”却传了
下来。到了他一代，
其父为要告诫后人
牢记祖辈的光辉业
迹，遂四方寻找当
年先祖留下的遗
物，哪怕是只言片
语的史料也行。在
一次寻找参考资料

时，笔者翻阅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上海老城厢》一书，竟意外地发
现了他们需要的文字史料，遂把此
喜讯告诉了藏友，并把该书让他过
目后送给了他。藏友为要答谢我，便
把自己收藏的龙舟笔搁送给了我，

足见藏友的感激之情。
龙本是华夏民族尊奉的图腾，

其形象一般多为马首、蛇身、鱼麟、
鸟爪，是由多种动物图腾形象融合
而成，位尊诸种动物，因此，古人极
是敬奉，多有乘龙而行之神话，比如
“祝融乘两龙”、“颛顼乘龙至四海”、
“黄帝乘龙升天”等等。龙又是中华
民族吉祥的象征，随着千百年来历
史的演绎，古人出于对龙的崇敬，又
创造出许多种龙的艺术形象，比如
“螭龙”、“蟠龙”、“团龙”、“地龙”等，
以求得到龙的庇护。至于以龙为题
材的古玩珍宝等艺术品，则更多了，
它们或玉雕石雕牙角雕，或竹刻木
雕翡翠雕，且型制迥异，均有吉祥含
义。上述龙舟笔搁虽非珍贵之材雕
成，但置于书桌上，不仅实用，而且
还能为书房添上些许祥瑞之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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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纹银暖炉 ! 江初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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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笔搁添瑞气 ! 顾惠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