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州博物馆藏西汉木俑
康茜

耀州窑自唐代创烧于黄堡镇，唐和五代称之
为黄堡窑，因宋时属于耀州府管辖，故名耀州窑，
金元续烧。后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迁，经立
地坡、上店的接续烧造，中心窑场至明代转移至
陈炉。

在唐代，耀州窑带有花纹装饰的产品虽然
数量较素色瓷少，图案的种类却很丰富，且变化
多样。唐代耀州窑的纹样装饰以植物题材最多，
包括树纹、折枝花纹、朵花纹、卷草纹等，以花
卉纹为主流。花卉纹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
兰草、紫藤、石榴等，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似
路边的小草或山坡上的野花。亦有一些是现实
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花，由多层花瓣组成，花中
有花，叶中藏花，花中添叶，构图新颖，结构复
杂，是当时的工匠们创造出的一种完全程式化
了的图案花纹。其中，所见类似菊花的纹饰以素
烧铃上模印的图案居多，素胎黑花瓷盒盖上也
有见到类似后来发展成熟的菊瓣纹，故耀州窑
具有明显菊花特征的装饰纹样广泛见于唐以后
的瓷器。

五代耀州窑的装饰手法多样，有划花、刻
花、印花、剔花、绘花等，纹样也更加丰富。在以
菊花为题材的装饰中，此时以团菊纹最为多见，
团菊纹以一朵菊花花朵的形式整体布于器物内
底，花朵呈圆形，以器物的底心为圆心，再以圆
圈勾勒为花蕊或者留白，对花蕊的用笔比较简
练，然后从圆心处向外以大“S”状线条均匀勾勒
出菊花的花瓣；花瓣有较为疏松肥大的，也有细
腻的，还有刻划出双层式的花瓣，更显雍容华
贵，花朵简洁生动、均匀圆整。在花朵以外，再勾
勒出二方连续的藤蔓枝叶等作为补充，使器内
装饰协调、饱满。

耀州窑在北宋达到鼎盛，青瓷烧造工艺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被誉为刻花青瓷之冠，装饰纹
样异常丰富，菊纹也是宋代耀州瓷中常见的一
种纹样。这一时期团菊纹较多，在器物的内底饰
一小菊花朵，内壁以菊瓣进行装饰，均匀分布于
碗或盏的内壁。与唐五代不同的是，由于刻印花
工艺的提高，这种大菊瓣的装饰大多更为精细，
菊瓣更瘦薄、刻印更深入，花朵更细密、立体感
更强，而且出现了缠枝菊、交枝菊等图案设计；

拓展了以往只表现菊花花瓣正面的构图方式，
对花朵的侧面及枝叶也进行了表达，通过花瓣
和花瓣、花瓣和花蕊之间的遮挡叠压，使画面层
次感更强；对花瓣的收放也进行了表现，有花瓣
紧束的，有舒展外翻的，画面内容丰富充盈。较
之唐五代对花蕊的修饰，变化多是在缠枝菊纹
和交枝菊纹对菊花侧位的视觉表现上，以三个
或四个、五个的半圆状或圆状相叠构成塔状花
蕊。在菊花花瓣的正视平面构图上，花蕊的修饰
技法未见有明显的改变。还有在器内底饰一朵
菊花，内壁则以缠枝菊纹进行装饰，在器物的外
壁也有装饰，展示的是菊花花朵侧面的形态及
花瓣收放的姿态。

金元时期有折枝菊和卷枝菊，还有与动物、
人物相组合使用，形成婴戏菊、雁衔菊、凤衔菊、
蝶戏菊等图案。金元的菊纹装饰也常见将菊花
花朵布于器内底中心的构图，团菊花朵的变化
多种多样，但均以花朵的正面平面展示，不再
具有之前缠枝菊纹画法的侧视立体感。对花蕊
的修饰较宋代更简单，主要是在花朵上用小圈
或小点刻画出花蕊的细节。花瓣的画法既存在

“S”形曲线勾勒，也产生了从中心花蕊处呈放
射状分散出去的直线；花瓣或是以大小圆圈为
花蕊，从中心以一圈圈或封闭或不封闭的小圈
组合而成，有一圈的，有两圈的，后形成一圆的
花朵；或是用连续的曲线绕花蕊一或两圈直接
勾勒出花瓣，后再衬托点缀以花草，内壁则以几
何纹进行装饰，风格较北宋简单朴素；布局上还
有以三朵菊花相交，花朵、花叶、花枝整体布满
内底等形式。

明代以后，耀州窑的中心窑场从黄堡镇转移
至陈炉镇，传统青瓷烧造技艺衰落，转烧以白地
黑花瓷为代表的磁州窑类型产品。其产品造型
朴拙，画风粗犷洒脱、写意性强，这种绘画风格
使人有时候难以直接辨认出画中纹饰的原型。
很多碗、盆以菊花为主题，在器物的内底中心绘
制菊花花朵的构图，以圆圈代花蕊，以粗糙的笔
锋绘出向外辐射的花瓣，盆口沿的装饰纹样似
菊花；也多在器物外壁进行装饰，或饰以整株、或
若干株菊花、或单朵菊花，用笔粗糙，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也有相对规整的菊纹装饰，以一株或

两株的整株菊花绘于内底，非常饱满，自然生动。
清代及民国的菊纹装饰手法在沿袭明代

的基础上也有变化，画面较之前更加规整，用
笔较明代显得小心和收敛，缺少了明代的自然
洒脱。团菊纹常被作为植物类装饰题材的搭配
图案，再配以枝叶，多装点在器物的颈部、肩部
等位置，在装饰技术和效果上，更注重效率和
经济性。

总的来看，耀州窑的菊纹装饰自唐代以来，
一直都是装饰瓷器不可或缺的元素。从菊纹的整
体风格上看，唐属萌发期，风格稚巧，五代、北宋、
金、元以规整的菊纹设计为主，但自金后，设计感
和规整感均不如北宋，构图和用笔趋于简单朴
素，其他类型的纹饰图案也是如此。原因之一是
金人主流审美发生变化，另一个原因是耀州窑自
金贡瓷结束后，从贡窑完全转为民窑，供需发生
变化，更加追求实用经济，还有中心窑场转移、工
艺水平降低等因素。明清民国则以传统中国画的
画法为主，地域风格愈加强烈。

从菊花花朵的构图上看，有花朵正面的（有
突出花瓣来表达的，也有突出花朵整体来表达
的），有花朵侧位的（于北宋缠枝菊纹等纹样之
上表现，有花瓣紧束的，有打开外翻的），还有明
代整株式的菊花装饰。从菊纹装饰部位看，既有
器内，又有器外，自清代开始作为辅助纹饰使用
后，在瓶、盆、罐等器物上装饰的部位更具有随
意性。从菊纹的装饰手法看，有刻、划、印、画
等，丰富多样。从装饰菊纹的器物种类上看，一
方面，由于圆器的烧制数量较别的器型多，另
一方面，由于菊花圆润的形状及其易于表现的
特点，使得菊纹更容易作为内部装饰与圆整的
器型相结合，所以菊纹更多出现在碗盘盏碟等
圆器之上。从时间分布来看，菊纹是耀州窑较
早出现的一种花纹。唐、五代和宋初多见团菊，
宋早期稍后出现了缠枝菊，到中期又出现了交
枝菊，以及中心饰有团菊的缠枝菊、缠枝菊与
船等，金元时期的菊纹装饰仍以青瓷为主，画
面没有之前密集，明代耀州窑白地黑花装饰手
法的兴起，又使菊花的水墨花鸟画技法在其中
得到了更为直接的应用，而后在清代至民国时
期一直沿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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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物侍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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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者俑

袖手侍俑

御车俑或骑马俑

自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有了“死后世
界”的概念，关注逝者在另一世界里的各种需
求。于是，入葬时不仅将逝者生前日常所用的
物品放入棺椁中，有别于祭器、专门供奉给逝
者享用的明器也大量出现。到秦汉时期，墓葬
的结构和随葬品的选择都是在“事死如生”的
理念下进行。

俑又称作“偶”或“偶人”，是中国古代墓葬
中象人的随葬品，其主要功能是侍奉和拱卫墓
主人。在出土的汉初告地书中，木俑又被称为

“大奴”“大婢”，它们是代替现实生活中的奴婢
去侍奉墓主人的。用木俑随葬，流行于战国中
晚期楚国境内，模拟的主要是侍仆，制工较为
简单。到西汉时期，除了侍俑，还出现了谒者
俑、劳作俑、歌舞俑等不同造型，种类更加丰
富。荆州博物馆珍品馆中展出十多件西汉时期
的木俑，均出自江陵凤凰山汉墓，该墓地年代
大致在文景时期，这为研究西汉初年的社会生
活提供了资料。

据江陵凤凰山 167 号汉墓发掘简报记载
的木俑出土场景：“谒者”二人持戟立于头箱、
边箱交界处，面朝边箱，形如门卫。车、马、婢、
奴皆面朝头箱。轺车居首，车后婢、奴分南北两
队，东西九排。前五排为婢，是家内奴隶，其中
最前两排袖手立侍，其后两排分别捧巾、被，最
后一排分别持梳、篦。婢后为奴，共四排，是生
产奴隶，前两排扛耰，第三排扛锄，最后一排南
面的持斧，北面的持锸。牛车载薪，居奴的北
侧，牛车前后各有一奴。边箱内还随葬木马、
牛、猪、狗数件。该墓共出土木俑24件。

由这段资料可看出，该墓随葬的木俑按功
能可分为谒者俑、袖手侍俑、持物侍俑、持农具
俑、御车俑五类。边箱内随葬木俑的排列，形象
地展现了汉初地主阶级奢华的生活场景。

谒者俑 高 46厘米、肩宽 11.5厘米。先用

长木雕出人形和衣着轮廓，然后彩绘出面部和
服饰。袖手立侍，足穿圆头履（已残）。脑后挽扁
髻，脸颊两侧各墨绘一细带至颈部相接，以示冠
带。墨绘头发、眉毛、眼睛、胡须，朱绘嘴唇。上衣
分为内、中、外三重，外衣为交领右衽广袖长袍，
袍上纹饰已脱落，衣领为白地红色点纹。内层、
中层上衣因被外袍掩盖，仅能看到露出的衣领，
领均为交领，内层衣领为红色，中层衣领的颜色
已脱落。谒者俑应代表为看门或传讯的人。

袖手侍俑 高 45厘米、肩宽11厘米。袖手
立侍，足穿翘头方履。头发梳短椎髻，垂至肩部。
墨绘头发、眉毛、眼睛，朱绘嘴唇。上衣分为内、
中、外三重，外衣为交领右衽广袖长袍，长及足
部，袍上用墨、朱、白三色绘云纹，衣领为白地红
色点纹。内层、中层上衣因被外袍掩盖，仅能看到
露出的衣领，领均为交领，内层衣领为红色，中层
衣领颜色已脱落，可见露出的黑色里衣。

持物侍俑 高36.5厘米、肩宽9.6厘米、先
雕出形体轮廓，然后以墨、朱二色绘出面部和
服饰。双手执于腰际，上有一小孔，作持物状。
头发梳短椎髻，垂至肩部。墨绘头发、眉毛、眼
睛，朱绘嘴唇。上着衣，下穿裙，上衣以黑地朱
绘云纹，裙为红、黑色彩绘的平行条纹。

持农具俑 高 39.5厘米、肩宽 10厘米。作
单手持物状，右手执于腰际，左手下垂。头发梳
短椎髻，垂至肩部。墨绘头发、眉毛、眼睛，朱绘
嘴唇。着交领右衽曲裾长袍，衣袍绘以黑色，袍
缘以白地朱绘点纹。

御车俑或骑马俑 高 19.5厘米、肩宽 9厘
米。双手执于胸前，各有一孔，似勒缰绳驾挽
状，双腿向后作跪坐状。墨绘头发、眉毛、眼睛、
胡须，朱绘嘴唇。脑后挽着扁髻，脸颊两侧各墨
绘一细带至颈部相接，以示冠带。上衣作双层
交领，衣服以朱红为地，黑色的领缘和袖缘上，
又朱绘点纹。

近期，北京卫视科教频道播出了大型纪录
片《黄河安澜》第一集《国脉千秋》，提到遂公盨
增强了对大禹治水传说的可信度。就此略述几
点关于遂公盨的重要性。

遂公盨，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是西周
中期的一件食器。内底所铸的10行98字铭文，
是目前国内所知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以德
治国的文献记录。铭文的文辞、体例与《尚书》
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在两周金文中极为罕
见，对探讨中国古书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
的价值。正因如此，这篇铭文被学者们称誉为

“两周金文之最”。依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这件
铜盨为遂国国君所制。

盨上所铸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
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
母……”（李学勤释）内容中讲到，禹受上天的
旨意管理土地，顺应山川走势，用疏导河流的
方法，治理了洪水。随后又根据各地土地条件
的参差来规定贡赋。禹有功于人民，成为民之
父母。铭文后半段以较大篇幅阐述以德为政，
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禹划定九州，奠定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
雏形。传世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对大禹的事迹
多有记载，如《诗经》《尚书》《史记》、战国时期
的楚国简书等，尤其是《尚书》。《尚书·禹贡》有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益
稷》有“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予
决九州……”，《诗经·商颂·长发》有“洪水茫
茫，禹敷下土方”等，都与遂公盨上的铭文大意
吻合。说明在两周时，“大禹治水，定九州”的事
迹流传广泛。洪水的治理需要广泛的邦国协
作，划定九州则为早期中国的雏形奠定了基
础。上海博物馆的胡嘉麟在《夏商周三代文明
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一文中提到，大禹治水的
事迹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
成，多民族统一国家最早的雏形由此诞生。

关于治理洪患一事，禹之父鲧也在文献记
载中屡屡出现。《楚辞·天问》当中，屈原就提到
了鲧对治水的贡献。但为什么同样治水，鲧却
未被世代歌颂与认可呢？从遂公盨的铭文中或
可窥见一斑。

盨铭在记叙大禹治水事迹之后，着重叙述

了以德为政的思想，表达了禹对民的“德”，禹的
“德”是什么？李零先生曾言，在这里所提到的
“禹德”是作为榜样的“德”，是生民之道。只有真
正了解民生，为民生而作为，才能使百姓安定。
铭文中将禹比为民之父母，可见“禹德”是对民
而言的。

《史记·夏本纪》当中提到鲧治理水患，九
年不成。而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仔细调
研了地域的情况，随后制定了治理洪水的方法
才得以成功。遂公盨中所记载的“随山濬川”，
正是强调了这一点。禹因地适宜治理水患，根
据地势走向通浚洪水，体现了顺势而为的中国
古代哲学思想。

禹之所以有“德”，一是详细了解了洪水
的地势情况；二是顺势而为，疏通河流，治理
水患；三是所有的动机是为民生，是“生民之
道”。遂公盨铭文不仅是有关大禹治水的最早
记录，也传达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哲学思想和
政治理念。

遂公盨与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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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从英国寄来的十九世纪的老照片，
拍摄时间约在 1895至 1900年，材质为已经绝迹
的蛋白相纸。当它穿越时光漂洋过海来到周口市
淮阳区并悄然“回家”，人们终于得见“天下第一
陵”太昊伏羲陵一百多年前的面貌神韵之一斑。

这张黑白照片，主体是太昊陵“统天殿”。它
的价值在于，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太昊伏羲陵最
早的影像资料，也是研究伏羲文化极为难得的史
料。通过这张照片，不仅可以一览统天殿曾经的
容颜，还能看到这座千年古陵连绵不断的香火，
亦可感悟这方水土赓续不绝的文脉。

据专家研究，照片大概摄于1895至1900年。
彼时的相机是稀有的奢侈品，大部分拥有者都是
来华的外国人。《淮阳县志》记载，这一时期英国
传教士在淮阳开创教堂，并留下一些极具史料价
值的照片。从构图、用光和画面风格来看，这张照
片很有可能是来淮阳的英国传教士所拍。

当时的传教士认为，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
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
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
术收揽人心”。因此，来华之后他们到处寻访中国
信仰之地，记录风土人情。

照片中的统天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整座
大殿巍然耸立，庄严肃穆。由于是黑白照片，瓦片
和大殿门窗的颜色不可确定，但角檐上的脊兽清
晰可见。这些“吻兽”共有 72个，分 14种类型，46
种不同的形象。正脊的吻兽共有34个，正脊两端
各有一个兽形的“正吻”亦即吞脊兽，两个吻兽之
间还有二十八星宿的形象。

正中的匾额为大殿主匾，上书“伏羲仓精初
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联系东汉武梁祠石
室伏羲女娲交尾像“画赞”之原文，此匾意在颂扬
伏羲肇启文明、初创八卦，德配天地、功绩卓著。
照片右侧有两块匾额，分别书写“一画开天”和

“通德类情”。“一画开天”，高度概括了伏羲开创
天地之功绩。史载伏羲团结统一华夏各部落，定
都在陈地，封禅泰山，并取蟒蛇身、鳄头、鹿角、虎
眼、鲤鳞、蜥腿、鹰爪、鲨尾、鲸须诸形象，创立了
中华民族的图腾“龙”，“龙的传人”由此而来。而

“通德类情”取自“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
情”，颂扬伏羲德造天地、泽被后世。

大殿左右两侧各有一些偏殿或配房，考究的
角檐和歇山顶的建筑风格与统天殿浑然一体，形
成雄浑宏大的气势。从照片来看，与百年之前的
太昊伏羲陵统天殿相比，虽然如今外观有所变
化，但主体结构基本一致。

除了高大的建筑，最醒目的是大殿前依次排
列着几尊大香炉，月台上的那尊最大，一侧还插
着旗帜，但无法分辨颜色和图案。如今这些香炉
早已遗失无存。台阶下有一个摆放香烛的小摊，
十九世纪的太昊陵香火旺盛，香客络绎不绝，不
仅大殿前有四处售卖香烛的摊位，就连剃头师傅
也来此处招揽生意。

照片中的这位剃头师傅头戴瓜皮帽，面庞瘦
削黝黑，上身穿对襟马褂袄，下身穿胖大的棉裙，
正全神贯注地为男子梳理发辫。坐着的男子身披
剃头布、留着“阴阳头”，正在接受服务。二人近旁
有个洗头盆，盆下是一火炉，月台旁还竖立着一
根扁担。由此可见，剃头师傅应是一位走街串巷
的手艺人。

清代男子发型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照片中的
“阴阳头”在清代末期才出现。清廷对男子发式的
要求十分严格，明文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
有民谣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真可谓是

“头等大事”。在清廷严令之下，理发修面一直是
男子最为重视的日常工作，由此滋生了游走四方
的剃头行业。

照片上月台正中，可以看到一位身材瘦小的
女性，身体因为镜头失焦略显模糊，头部侧歪着，
似乎对摄影师和照相机感到好奇。她身量未足，
貌似未成年，面色晦暗黝黑，戴着可护耳的花边
棉帽，身着偏襟棉袄和棉裙，扎着绑腿，裹着小
脚。根据她身旁摆放的香烛和条凳推测，其身份
可能是看守香火摊位的小贩或其家人。

大殿月台上，左右两侧各立了一根旗杆，从
照片上很难判断材质。古代旗杆大多由杆座、杆
身、杆头三部分组成，杆座左右由地下部分的夹
杆石上下榫口套牢固定，夹杆石以上为圆柱形杆
身，一般长度约有15米，旗杆的中上端有一个官
帽造型的旗杆斗，上宽下窄，酷似量粮食的器具

“升”。两侧的旗杆旁各有一座深色狮子，应为铸
铁而成，放大照片隐约可见狮子底座为须弥座，
自下而上依次为砖砌、石雕、铁座并四条腿。可惜
由于拍摄距离较远，照片清晰度有限，很难看清
第二层石雕的细节。

从照片中的自然景象看，应拍摄于冬季，因
为照片可见的四株树木，除了月台上那株碗口
粗细的侧柏树枝叶婆娑外，其他树木的叶子已
经凋落无存。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照片左侧的泡
桐树，树干粗壮，老枝苍虬，树根处隐约可看到
一块闲置的石磨。对应的台阶右侧是一株年份
略小的泡桐。泡桐为中原地区常见树种，花期在
清明时节前后，几十朵钟形花簇拥在枝头形成
硕大的圆锥花絮，蔚为壮观。限于拍摄角度，右
侧的树只隐约露出一截树身，根据树皮纹理判
断似为松柏，位置在统天殿的正前方偏右侧。三
块石碑靠在右侧月台前，由于过度曝光很难辨
识字迹。

从 1895至 2022年，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漫长
的，而于太昊伏羲陵这座千年古陵而言，又是转
瞬即逝的。这张照片不仅让后人得以领略百年前
太昊陵统天殿的昔日风采，也为当代进行古建维
护提供了更直观的参照。太昊伏羲陵沐古而新的
发展，与旧日光影相去愈远，愈是相映生辉；这方
热土走向世界的身影，更折射着家国兴盛，寄寓
着文旅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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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耀州窑菊纹装饰

唐代耀州窑素烧铃上模印的图案

北宋耀州窑菊纹装饰

明代白地黑花菊纹盆

清代白地黑花菊纹塔形盒

元代姜黄釉印花菊纹花口盘

■珍品鉴赏 ■邂逅遗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