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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碑刻众多，山下的岱庙有碑林之称，
登山沿途也是碑刻林立、摩崖遍布，被称为天
然的石刻博物馆。碑刻内容多为宫观寺庙重
修碑、香社进香纪事碑。登山初始处的红门宫
附近有一通碑，记载了清代嘉庆年间地方官
员发起的植树活动，在泰山众多碑刻中显得
极为特别。碑文如下：

泰山种柏树记
泰山，天下之大观，非独鲁所詹也。然古干

参天，森阴夹路者，惟对松山为最，外此轮囷蔚
荟之处无有矣。棨守泰安之二年，太原康公承
天子命陈臬二东，吏畏民怀，政不劳而咸集。丙
辰（嘉庆元年，1796）三月按部至郡，斋遫登山，
为民祈福。时棨方募民植柏千章于盘道旁，公
见之欣然曰：“是所以培护山灵者，不可以不
遍。”遂捐俸入为倡，增植万株，使泰安尉张廷
模董其役。未几，而公晋秩维藩。洎丁巳（嘉庆
二年）春，鬟河底绩，载礼岱宗，则前之列植者，
柯叶郁然，顾之益喜，复命募植万株，盖通前所
植，凡得二万余株矣。秋七月，公奉有巡抚江苏
之命，濒行属棨纪其事。在昔，《甘棠》之诗曰：

“召伯所茇。”又曰：“召伯所憩。”一践历止息之
处，犹令人爱慕之如是，矧夫口授手指，亲为规
划者乎!自今伊始，都人士女与□方宾客之来
此邦者，瞻岩岩之象，望葱葱之气，相与低徊，
留之不能去，固知今不异于古所云也。且名山
大川，扶舆清淑，磅礴郁积，钟于人为豪杰之
材，钟于物为栋梁之用，而亦视在上者之有□
栽培而长养之。泰山神秀所钟，由来久矣，公盖
于树木之举寓树人之意，而岂第以茂林嘉树增
名山之胜，骋游观之目乎哉。棨不文，揣公意深
且美，不可不传于人。兼告夫后之守是邦者，俾
勿剪勿伐以无忘兹。勤其种树道里暨同僚姓
名，则俱勒于碑阴。是为记。

诰授朝议大夫、知山东泰安府事、加三级、又
加一级、□带纪录十三次、休宁金棨撰文并书丹

大清嘉庆二年岁在丁巳秋八月谷旦立石
（以上为碑阳）

泰山种柏树道里
岱宗坊至红门种柏二千一百八十六株，东

西眼光殿种柏一千株，红门至万仙楼种柏四千
五百十六株，万仙楼至茶棚种柏一千六百株，
茶棚至斗姥宫种柏四千八十六株，斗姥宫至水
帘洞种柏二千株，经石峪种柏五百株，水帘洞
至大槐树种柏一千五十四株，大槐树至壶天阁
种柏一千四百四十五株，壶天阁至二虎庙种柏
四百六株，二虎庙至增福庙种柏一千株，增福
庙至溅云涧种柏四百七十株，溅云涧至五松树
种柏五百十七株，五松树至独秀峰种柏一百七
十株，独秀峰至神仙坊种柏五十株

泰山捐种柏树□□
江苏巡抚、前山东□□使、山西康基田种

柏一千株，济南府知府、安徽金□□种柏一千
株，署济南府知府、汉军□□□种柏二千株，泰
安府知府、安徽金棨种柏三千五百株，青州府
知府、满州公峨种柏□千株，武定府知府、江苏
张爱鼎种柏□□株，济宁直隶州知州、山西王
彬种柏一千株，莒州知州、江苏许绍锦种柏一
千株，泰安县知县、河南蒋玉林种柏四□株，肥
城县知县、安徽程尚义种柏二千株，莱芜县知
县、浙江朱煐种柏五百株，章邱县知县、浙江严
孙诒种柏一千株，长清县知县、江西漆淕美种
柏五百株，署长清县知县、山西杨元泗种柏一
千株，利津县县丞、浙江叶承谦种柏五百株

已上嘉庆元年、二年共种柏二万一千株
嘉庆三年续种柏树衔名
泰安县知县、江西李维榆种柏一千株。吕

祖阁四百五十株，红门二百株，斗姥宫二百
株，玉皇庙一百株，二虎庙五十株

（以上为碑阴）
此碑现立红门宫南盘路东，因仆倒断裂，

碑阴有残泐。
由碑文知，当时的泰山植被，仅对松山附

近“古干参天，森阴夹路”，其他地方则是满山
荒芜。金棨到任知府后，面对这种状况，开始
了植树绿化。整个栽植过程分四个阶段：一是
金棨募民植柏；二是山东按察使康基田捐俸
倡导，增植万株；三是康基田升任布政使、且
治河工程竣工后祭拜泰山，复命募植万株；四
是李维榆任泰安知县后，又继续栽植一千株。
以上四次共栽植二万二千株。从分布看，二虎
庙（即现在的中天门）以下居多，占九成左右。

碑文题名中有两位较有影响的人物，一
是时任江苏巡抚的康基田。康基田（1728—
1813），字仲耕，号茂园，太原兴县人，乾隆二
十二年（1757）进士，步入仕途后先后在江
苏、两广、河南等省任知县、通判、同知、知府
等地方官。后长期兼任和主管黄河、运河河
防事务，历三十载。基田以河防之功发迹，也
因河防事被罢官三次。到山东任按察使前，
他经历了第一次革职。此前先后任江苏按察
使兼河务、江宁布政使兼河务，乾隆五十四
年署江南河道总督，五十五年护理安徽巡
抚。后因事革职逮问，遣戍伊犁。不久以南河
同知被起用。五十九年，因功特诏褒奖，擢江
苏按察使，接着调山东按察使，仍兼黄、运两
河事。嘉庆年间，康基田因事所累又被两次
革职，但他每次很快都被重新起用，这不仅
因为他“治河有声”，更是因为他始终严守廉
洁勤政这一为官操守，史载“帝（嘉庆）亦知
基田性刚守洁，惟责其苛细”（《清史稿》卷三
百六十）。他一生不仅勤于政务，而且勤奋治
学，著书立说，代表作有《晋乘蒐略》《河防筹
略》《河渠纪闻》《合河纪闻》等，其中《河防筹
略》《河渠纪闻》是其毕生从事水利建设、研
究历代河道水利工程的巨著，为后世留下了
弥足珍贵的水利科学资料。

另一位是当时的泰安知府金棨。金棨字

戟门，一字素中，安徽休宁人。乾隆五十九年
（1794）任泰安知府，他勤政爱民，尤以保护
古迹、振兴文化为急务，除在泰山广种柏树
外，还重修普照寺、五贤祠、资福寺。乾隆五
十八年，钱塘江凤彝在泰安府新泰县新甫山
下的张孙庄发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
碑》（简称《孙夫人碑》），嘉庆二年，新泰知县
柳世珍建碑亭保护，金棨撰写了碑记。尤其
值得称道的是，他“广征典礼，博采贞珉”，编
纂《泰山志》一书，全书共 20 卷，体例编排简
洁明晰，在泰山历代著作中影响较大。初稿
完成后，金棨调任济南，未能刊行。后辞官居
常州。嘉庆十三年他自费刊刻，并将书版转
发泰安，移交岱庙道人收藏。

再说碑文中提到的泰山地名，按照植树的
路段，从山下到山上，有岱宗坊、吕祖洞、红门、
东西眼光殿、万仙楼、茶棚、斗姥宫、水帘洞、大
槐树、壶天阁、二虎庙、增福庙、溅云涧、五松
树、独秀峰、神仙坊等十余处，其中岱宗坊、吕
祖洞、红门、万仙楼、斗姥宫、水帘洞、壶天阁、
增福庙，都是泰山上的标志性地名，至今仍是
著名景点。从位置关系看，溅云涧应该是现在
的斩云剑，神仙坊应是升仙坊，均为谐音。另外
的一些，随着岁月的流逝，或者已不存在，或者
已经更名。东西眼光殿，即东眼光殿和西眼光
殿，是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配祀眼光娘娘的
祠庙，分别建在距离红门进山入口不远的东西
两座山虎山和金山上。明代史料中已经有西眼
光殿的记载，明嘉靖《泰山志》载：“高真院，在
岳之南麓，曰金山青帝观后，俗曰眼光殿。”东
眼光殿为雍正八年建。这样两座眼光殿东西遥
峙，于是有了东西眼光殿之说。之所以供奉眼
光娘娘，与古人多生眼疾有关，乾隆年间聂剑
光在《泰山道里记》中称：“殿西有眼光泉，游
人多于此掬水洗目。”令人惋惜的是，这两座
眼光殿民国时期便已毁坏殆尽。大槐树应该
是现在的四槐树。沿着现在登山中路盘道过
总理奉安纪念碑后，远远可以看到一棵巨大
的树干横卧盘道，形成一个独特的通道，游客
需要从树下走过。这里过去有四株槐树，相传
为唐代所植。民国时期有两棵先后枯死。1987
年 7 月，泰山连降暴雨，加之狂风大作，致使
最粗的唐槐轰然倒下。为了纪念这一曾经的
风景，工作人员就势将它保留在盘路上，采取
降低路面的方式，使游人从它下面通过，成为
泰山盘道上一个独特的景观。现在仅存的一
棵，枝桠相交，巍然耸立。倒下的老树根部生命
犹在，又发新枝。五松树，即“五大夫松”。据《史
记》载，秦始皇封禅时中途遇雨，在松树下避
雨，因其护驾有功，被封爵为“五大夫”，松树后
来被雷雨所毁。清雍正年间，钦差丁皂保奉诏
重修泰山时补植五株，今存两株，古拙苍劲，被
誉为“秦松挺秀”，是泰安古八景之一。二虎庙，
位于现在的中天门。中天门石坊旁有突出地面
的石头，被称为虎阜石，因形似蹲伏的老虎而
得名。二虎庙即源于这块虎石。还有个说法，据
说，泰山古时多虎，因此古人在此创建二虎庙，
供奉黑虎神。至于茶棚、独秀峰等地名，目前均
已不再使用。

因封禅祭祀，皇帝亲临，泰山的植被每每
受到皇帝的关注，文献中也有很多保护泰山
树木的记载。秦始皇登封泰山时下令“勿伐草
木”。唐玄宗封禅时，要求“近山十里，禁其樵
采”。宋真宗封禅后下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
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徂徕山并
禁樵采”。关于泰山植树，一些碑刻也有零星
资料，如《岱庙履历纪事》碑，记载了康熙七年
郯城大地震后重修岱庙的情况，就提到在庙
内补植树木，包括种类、数量等，但都不是专
门关于植树的碑记。清末以前官方大规模植
树且留下专门碑刻记载其事的，该碑是第一
次也是唯一一次。

20世纪 50年代，泰山林场工人开展了泰
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历时十
年，植树面积达 35 万亩，栽种各种树木上亿
株，泰山从此重披绿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全
面绿化，目前的森林覆盖率已达 95%以上。现
存古树名木1.8万余株，其中23株古树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些古树名木是自然遗存，更
是绝美的生态奇观，对研究当地气候变迁、植
被分布和生态变化具有重要价值。千百年来，
它们历经岁月风霜的洗礼，阅尽了历史沧桑，
与泰山古建筑和泰山石刻相依相伴，成为泰
山人文景观的底色和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这
些仍然郁郁葱葱，蕴含着文化生命的松柏，仍
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同时折射出中国
人关爱自然的传统美德和当年植树人熠熠生
辉的人性光芒。

近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深研究员钱振文
撰写的《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在 1925》由海
燕出版社出版。所谓“西三条二十一号”，是鲁迅
在北京最后一处居所的门牌号，就是目前位于北
京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故居。作者根据知觉现
象学的观点，认为历史最后会浓缩为地理，所以
把研究对象锁定为“西三条二十一号”这一地理
坐标，进而还原历史，带读者回到历史现场。

书的副标题虽为“鲁迅在1925”，但书中所写
内容并不局限于 1925 年。鲁迅 1912 年 5 月至
1926年 8月间在北京的居所变迁情况都有所涉
及。鲁迅在北京最早居住于绍兴会馆，后与弟弟
周作人、周建人共居八道湾十一号，又因与周作
人失和搬离八道湾，暂居砖塔胡同61号院。在砖
塔胡同居住期间，鲁迅四处看房，终于觅得西三
条二十一号旧屋一所，经拆建装修，鲁迅于 1924
年 5月搬入，一直居住到 1926 年 8月离京南下。
书中对鲁迅在京其他居所的介绍，不但讲清了鲁
迅搬入西三条的原因，而且对比分析了鲁迅在不
同居所时的生活状态，从而突显出西三条二十一
号在鲁迅生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西三条二十一号不同于鲁迅其他居所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这个院落是鲁迅亲自设计改建
的。鲁迅改建此房时亲手绘制的图纸、鲁迅与
负责修建西三条宅院的建筑师李德海瓦匠订
立的修建合约“做法清单”以及鲁迅为支付李德
海钱款专门设立的“李德海支钱摺”等都很幸运
地保存下来，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书中依据
这些资料对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改造过程做了详
细论述。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西三条这所宅院的访
客和鲁迅居住西三条时期创作的作品。作者认为

“来客是一个房子得以显现的主要方式。”1923年
8月《呐喊》出版后，鲁迅从默默无闻的公务员成
为国内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收获大量粉丝。鲁迅
也一改居住在八道湾、砖塔胡同时苦闷压抑、不

喜见客的状态，从象牙之塔
走上十字街头，热情接待来
访青年，使西三条呈现出川
流不息、熙来攘往的热闹景
象。就是在这里，鲁迅接待孙
伏园、荆有麟，赞助《语丝》

《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辑；接
待高长虹等，商议创办莽原
社，出版《莽原》周刊（后改半
月刊），鼓励青年进行“文明
批评”和“社会批评”；接待安
徽籍青年张目寒、李霁野等，
筹划创立未名社，出版《未名
丛刊》《未名新集》，鼓励青年
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也是
在这里，鲁迅接待了与之通
信多日的女师大学生许广
平，使两人关系更进一步，也让鲁迅参与到女师
大风潮中，对鲁迅未来发生重要影响。作者根据
鲁迅日记梳理了西三条的访客名单，利用当时发
表的文章、书信、回忆录等资料，呈现出访客眼中
的西三条，使读者通过访客之眼，看到鲁迅的生
存状态，再通过鲁迅与访客关系的梳理，看到鲁
迅写作之外的社会活动。

鲁迅在西三条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诗集《野
草》、小说集《彷徨》中的部分作品，杂文集《华盖
集》《华盖集续编》以及《朝花夕拾》《坟》中的大部
分文章，共计200多篇。也是在西三条，鲁迅继续
他的翻译工作，出版了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
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翻
译了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及其他文
章 20余篇。《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在 1925》
特别关注鲁迅作品中涉及西三条的篇章，重点分
析了描写西三条室内外环境的《秋夜》《好的故
事》《一觉》（收入《野草》）以及描写鲁迅在西三条
居家生活的《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马上日记

之二》（收入《华盖集续编》）。本书
从文学创作对一个居所的显现过
程这一视角分析这些作品。作者注
意到，鲁迅在搬入西三条前后有近
9个月的时间没有进行创作，写于
1924年 9月 15日的《秋夜》是鲁迅
搬入西三条后创作的第一篇作品，
主要内容是“我的后园”和“自己的
房”，把目光收回到自己切身的近
处，关注现实环境和发现当下的自
我，是鲁迅在经历了一段沉寂时间
后，心灵发现和回归状态的表征。
而创作于 1926 年 4 月 10 日的《一
觉》描写了日光下的“后园”“书斋”
以及自己在书案前编校青年文稿
的情形，说明鲁迅不仅看见了自己
生存的环境，而且进一步看见了自

己。西三条二十一号由于多次在鲁迅作品中出
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使其不单是纪念鲁迅
的场所，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为方便读者了解西三条二十一号，书中配了
不少插图，除了专业摄影师拍摄的故居现状照
片，还有与这所宅院相关的各种资料图片，比如
鲁迅改建此房时亲手绘制的图纸、鲁迅请许广平
到西三条二十一号赴宴的请柬等。此外还配有

“鲁迅在北京的住房路径”“去鲁迅家的路”“经常
拜访鲁迅的人居住地”等地图，让读者理解鲁迅
在京所处的地理空间及所受的影响。

据中国博物馆协会官网公布的数据，2021年
在国家文物局备案的名人故居类博物馆、纪念
馆有近 200 家，此外还有大量未向国家文物局
备案的名人故居，但从故居本身出发进而对故
居主人进行研究的著作数量却相对较少。《西三
条二十一号——鲁迅在 1925》的出版，为名人故
居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对名人故居研究具有参
考借鉴作用。

“辟兵钱”是早期压胜钱的一种，因其
钱文有“辟兵莫当”得名。文献中最早
的记载可追溯于宋代洪遵《泉志》：

“右辟兵钱。旧谱曰：径八分，重三
铢，背面皆有周郭，又有两重，于方
穿之中复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
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去殃除凶，一
面曰辟兵莫当。皆篆字。其间有八柱，
郭外仍有小柄。”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
的考古工作证实这是一种流行于西汉的器
物。山东地区则是这一器物流行的重要区域，目前
考古发现的所有类型几乎都在山东出土过，年代序
列从西汉早期一直到西汉晚期，缺环较少。

目前所见尺寸最大、年代最早的辟兵钱出土
于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图1）。这枚辟兵钱为圆
形方穿，方穿内交错有一小穿，也就是《泉志》中
所说的“于方穿之中复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若
八角然。”一面铸钱文“辟兵莫当”四字，逆时针排
列，四字间有四乳钉相隔。另一面为素面。直径达
7.4厘米，比当时行用钱大不少。

与《泉志》中描述比较接近的标本在山东枣
庄凤凰山墓地M37出土过（图2）。枣庄凤凰山这
枚辟兵钱（M37∶4）主体部分类似圆形方孔的行
用铜钱，直径2.4厘米，也与当时流行的五铢钱尺
寸类似。钱文一面为“辟兵莫当”，一面为“除凶去
央”，皆为逆时针排列，字与字之间也都有乳钉间
隔。穿孔的处理也与巨野红土山出土的那枚类
似。不同之处在于这枚钱上端为带孔的小柄，下
端为一圆环。环径1.9厘米，通长达到了4.8厘米。

此外，还有一类主体穿孔为圆穿的类型。
1979年出土于山东青岛崂山解定夫妇的墓中（图
3）。钱币主体直径 2 厘米，下端圆环直径 1.2 厘
米。整体锈蚀较重，钱文相对模糊，发掘者将其释
读为“辟兵莫当”“除屯去央”。

新见资料《昌邑辛置——2010～2013年墓葬
发掘报告》中对这一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

细节。山东昌邑辛置墓地 M35 出土的辟兵钱
（M35∶4）钱径2.1、环径1.4、通长4厘米（图4）。钱
文布局与青岛崂山所出的基本一致：一面自穿右
起顺时针旋读“辟兵莫当”；另面自穿上起顺时针
旋读“除凶去央”，且此面四字均为反书写成。此
外，距离昌邑不远的山东安丘鹿村墓地也出土了
3枚类似形制的辟兵钱。

“辟兵”也就是“避兵”，即积极辟除战争带来
的兵祸之灾，这既包括战争中兵戎利器的直接伤
害，又包括战争所带来的瘟疫疾病等后续灾害甚
至是对兵鬼的恐惧等。辟兵方技属兵阴阳家，汉
代比较流行。胡家草场墓地M12随葬的四千余枚
竹简中，就有数则辟兵之方。文献中的辟兵之术
还涉及蟾蜍、蚩尤等，如《抱朴子》载：“肉芝者，谓
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领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
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
为流水。带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
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东观汉记》载“诏令赐邓
遵金蚩尤辟兵钩一。”

辟兵钱或被称为“辟兵符”，但都认同其具有
对应的辟兵之力。昌邑辛置M35∶4的圆环上可见
布纹的痕迹，出土位置又在墓室中部的墓主腰部
位置，很可能说明此钱为佩戴之用。

山东出土辟兵钱的这几座墓葬中，巨野红土
山汉墓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大型竖穴岩坑石室墓，
主流观点认为墓主是昌邑哀王刘髆，也有观点认

为是山阳哀王刘定，但都不能否认其级别之高、
规模最大，出土辟兵钱的形制目前也是独一无
二。而此外几乎都是中小型墓葬，青岛崂山解定
夫妇墓与枣庄凤凰山M37还出土了印章，说明墓
主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类群体面对战乱恰是
最容易受到威胁、也是最为被动的，所以通过辟
兵钱来表达保全生命财产的美好愿望也就不难
理解。几个标本中，钱文读序不一致的情况很常
见，但“辟兵莫当”一面都相对规整，这也再次说
明“辟兵”才是此类钱币最本质的诉求。

汉代山东地区的经济实力在国内具有一定
优势，也更有条件接受、使用辟兵钱这种器物。加
上战国以来齐地巫风盛行、方士辈出的传统，这
类被赋予神秘力量器物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昌邑、安丘、崂山三处出土辟兵钱相对集中，
三地在汉代之时都处于胶东国的范畴。胶东国王
刘雄渠曾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后，其封国自
然受到影响，民众对战乱的恐惧自然不必多说。胶
东又近海，距离齐巫信仰中的海上仙山也更近，栾
大等知名方士就出自胶东国，社会层面对于巫术
的推崇也有近水楼台之利。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该地又成为辟兵钱在山东流行的一个重点区域。

总之，辟兵钱这类承担着汉代人特殊需求的
器物，因经济、社会背景等在山东比较流行。而昌
邑等胶东国旧地又因自身的诸多因素，成为山东
地区比较突出的流行区域。

山东出土的“辟兵钱”
成桉

泰山植树碑考述
胡琳琳

名人故居研究的一个样本
写在《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在1925》出版之际

秦素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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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版）这些四字吉语是对美好事物的
赞美，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都有着
美好的寓意，祝福长寿、国泰民安（图5）。

夔龙纹 皇帝“御书房”昭仁殿西耳房，此建
筑外檐柁头正面是沥粉贴金双降夔龙纹（图6）。
夔龙纹是由卷草构成的抽象化的龙纹，亦名“草
龙”，由龙纹抽象变形而来，在建筑中多以彩绘的
形式出现，其特点有着龙头的特征，躯干、四肢与
尾巴卷曲蜿蜒，形似龙但又仅有一足。由于有变
形因而其等级低于龙纹。寓意富贵，代表至高无
上的权威与尊贵。

博古纹饰 西六宫的储秀宫、体和殿和翊坤
宫区域，柁头上面的彩绘都是不一样的图案，有
鼎、炉、瓶、壶、书卷等，这些统称为博古纹。博古，

《辞源》有两个释义，一是指“博通古事”，文选汉
代张衡在《西京赋》说“雅好博古，学乎旧史式”，
用来称赞文人的文化含量，意指通晓古代事物；
二是绘上古器物形状的中国画，或以古器物图形
装饰的工艺品。如“博古屏”“博古瓶”“博古画”。

《辞海》第六版对博古纹的意义和解释：博古纹，
北宋大观中徽宗命王黼等编绘宣和殿所藏古器，
成《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后人将图绘瓷、铜、玉、
石等各种古器物的画，叫作“博古”。每个纹样的
寓意也是不同。如：

炉 炉作为盛火之器，古代用于焚香烧炭，
有熏炉、手脚炉、香炉等功能，功能不同其造型也

各具特色。而道家用其烧炼丹贡，也被视为仙具，
如晋代葛洪《神仙传》中：“少君于安期先生得神
丹炉火之方。”

鼎 鼎是古代最重要青铜器类之一，是古人
用于烹煮或盛贮的器皿。后世将鼎视为尊贵的象
征，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相传夏禹收九州之
金铸九鼎，象征九州，遂作为传国的重器。因而鼎
又是权威的象征，表示国泰民安，国运昌盛。

壶或罐 盛饮食的器具，有祥和、安宁、福贵
的寓意，“国子执壶浆”，也象征着地位、权势。佛
教以罐象征福智圆满。

瓶 “瓶”与“平”同音，用来表示“平安”之
意，如瓶中插如意，以示“平安如意”

四宝四艺 四宝，即笔、墨、纸、砚。四艺，即
琴、棋、书、画。琴是中国古琴，棋是围棋，书是竹
板线装古书，画是中国山水轴画。在织毯图案中
也饰以浮云状飘带，组成完整独立纹样。这些纹
样带有吉祥寓意的纹饰为主，也寓意清雅高洁。

西番莲纹 倦勤斋前面是付望阁，两个建筑

之间有回廊相连。这里属于乾隆花园的一部分。仔
细观察不仅倦勤斋柁头上的彩绘是一种花卉，殿
前的廊子上的柁头和付望阁的柁头上的彩绘也是
一样的。它类似莲花但是又不太像，名为西番莲，
根据中国的习惯作字词解构分析的话，西，指由国
外传来的物品；番，指四夷之地传入中国的外来物
之冠语；莲，指佛教广传的地区一种被神化与宗教
信仰相结合，普及大众的植物纹饰图案。

西番莲也称西番草，有陆上莲花之美誉。据
《广群芳谱》《辞海》可知，西番草与西番莲实为一
种花。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
等，均导源于希腊叶者也。西番草纹饰于汉魏时
期随犍陀罗输入我国，主要做游廊内檐刻装饰
用，后世不断演变，纹样向抽象化及程式化的方
向发展。清代彩画中西番莲常与卷草搭配出现，
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彩画纹样，在各构件部位
均可见。西番莲因与莲的造型相似，又同音，加之
人们对传统莲纹的喜爱，因此从文化内涵上与莲
纹相结合，有廉洁、连绵不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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