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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中轴线，从南到北，依次分布有午门、太和门、三大
殿、乾清门、后三宫、御花园、神武门等建筑，这些建筑类型多、
体量大、工程工艺复杂、保存完好，钦安殿就是其中的典型。

钦安殿（图1）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嘉靖十四年
（1535）又在外围添建一圈院墙，形成一个完整的院落。院落的
正门在南边，名天一门，取“天一生水”之意，切合钦安殿位于
故宫北部，北方壬癸水的位置。钦安殿主体建筑坐落在单层汉
白玉石须弥座之上，面宽 5间，进深 3间。若从神武门进入故
宫，走在门洞内，逾过御花园高大的墙垣，即可望见钦安殿屋
顶的鎏金伞盖宝瓶。钦安殿是道教建筑，供奉玄天上帝，也就
是北方之神“玄武大帝”，后因避康熙帝玄烨的名讳，改称“真
武大帝”。院内东南角有焚帛炉，供焚化祭品使用；西南角有夹
杆石，在祭祀时用来竖起旗幡。

在“靖难之役”中，从北方南下的燕王朱棣为鼓舞士气，以
神道设教，尊崇北方之神，抬出真武大帝，对外宣称自己的军
队曾得到他的护佑。靖难成功之后，朱棣借北方之神真武大帝
的光芒，来为自己称帝合理化。为此，他在中轴线上辟地建钦
安殿，专供真武大帝；还在湖北武当山为真武大帝修建专门的
道场，提高其地位。清军入关后，对北方之神真武大帝也礼敬
有加，完全保留了明代钦安殿的规制。如今钦安殿内依然保持
着乾隆时期的模样，堪称我国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好的道教
殿宇陈设。钦安殿内高大的屋檐之上，悬挂着十二方清代的御
题匾额，也值得一说。

钦安殿内的匾额

钦安殿内的匾额，都是横匾。横匾是内檐装修的重要组成
部分，举凡室内外檐下，或者墙壁、槅扇、门楣等处，只要有空
闲，就可悬挂。一座建筑，可同时悬挂多方横匾，也可随时添加
或撤换。

匾额能很好地表达题写者的襟怀抱负与审美情趣。钦安
殿内现存最早的匾额，是清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御题的

“统握元枢”（图2）。意思是说真武大帝手握枢纽，掌管北方之

事，本来应作“玄枢”，为避讳康熙皇帝，改为“元枢”。乾隆皇帝
之后，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几乎每位皇帝都会在钦安
殿内御题一方匾额。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皇帝们把钦安殿当成

“打卡地”，题写匾额刷存在感；二是通过题写匾额的方式，向
紫禁城的护法神，即北方尊神真武大帝告知：自己已经位正大
统，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他的庇佑。联想到钦安殿的最初兴
建，就是朱棣为论证自己继位合理合法、尊崇真武大帝的产
物，清帝在钦安殿内继续用御题匾额来证明帝位的合法性，也
就可以理解了。

清帝的御题匾额，今天依然按原状悬挂于钦安殿内的屋
檐上。乾隆皇帝的“统握元枢”匾额之外，还有嘉庆皇帝的“道
崇辑武”匾（图3），道光皇帝的“功宏齐政”匾，咸丰皇帝的“诚
祈应感”“天一镇佑”（图4）两方匾额，同治皇帝的“金界垂福”
匾。除此之外，钦安殿内尚有慈禧太后御题匾额六方，分别是：

“福应天锡”“福应天人”（图5）“钦崇天道”（图6）“崇朝泽洽”
“辅时生养”“拱辰泽洽”。钦安殿属于内廷，是皇帝的私人空
间，不像前朝那样，受到诸多国家礼法的制约，这里的匾额更
率性，也更能表现皇帝的真性情。因属后宫范围，后宫内皇太
后辈分最高，是大家长，所以才在五位皇帝之后，破天荒地有
了慈禧太后的御题匾额。在礼制森严的前朝，这种情况是绝不
会出现的。若乾隆等五位皇帝在钦安殿内御题匾额，是向真武
大帝通报自己即位的讯息，那么慈禧太后御题匾额，也有向紫
禁城护法神宣示大家长地位的倾向。

匾额与政治统绪

清帝御题匾额，或宣扬教化，或表彰有德，或自勉自励，内
涵极其丰富。更有甚者，御题匾额与帝位传承的政治统绪产生
了微妙的联系，在不经意间，形成三处有趣的匾额统绪传承链。

第一处是孔庙（文庙）匾额。为彰显统治汉地的合法性，清
代十分推崇儒学，把尊儒当成基本国策，作为政权合法性建设
的重要举措，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极尽褒扬。从康熙皇帝开
始，到宣统皇帝为止，每位皇帝登基后，都要御题一块尊孔崇

儒的匾额，颁布全国，供各地孔庙悬挂。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十一月十八日，第一次南巡的康熙皇帝路过孔子故里
曲阜，为曲阜孔庙大成殿题写了“万世师表”匾额，随后他下令
将此匾摹拓复制，颁发天下学宫（孔庙）。这样，在各州城府县
的孔庙中，均有了“万世师表”御匾，朝廷崇尚儒学的治国理
念，清朝是汉地合法正统的统治者这一事实，也得以向全天下
宣传。康熙皇帝为孔庙题匾，有缓和满汉关系，化弭矛盾的考
虑。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在清雍正三年（1725）八月二十一日御
书“生民未有”匾额，颁布天下。经过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
的苦心经营，普通大众已接受并认可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到
雍正皇帝即位时，清政权的合法性与继承明朝正统一事已无
人怀疑。雍正皇帝为孔庙题匾，更多地是希望从皇位继承流言
的大环境中走出来，借用孔子的大旗，说明自己继位的正当性
不容妄议。此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潜在的规范，新皇帝登基
后，无论如何，都须为孔庙御题一方匾额。不如此做，就是不合
礼法，好像帝位来路不正，自己不是真命天子一样。就连幼年
继位的同治、光绪、宣统三帝，宁肯让人代笔，也必须为孔庙题
写匾额。如乾隆皇帝的“与天地参”，嘉庆皇帝的“圣集大成”，
道光皇帝的“圣协时中”，咸丰皇帝的“德齐帱载”，同治皇帝的

“圣神天纵”，光绪皇帝的“斯文在兹”，宣统皇帝的“中和位
育”。这种潜在的规范，没有形成文字层面的硬性规定，却在政
治需求的刺激下，形成了完整的政治统绪传承链条。

第二处是勤政殿匾额，它代表了清帝“勤政”的传统，新皇
帝即位之后，通过题写匾额，来激励自己勤政，向天下宣扬自
己是合格的继任者。清代皇帝喜欢在紫禁城外办公，他们在园

林离宫中处理政务的便殿，一般会用“勤政殿”来命名，勤政殿
的匾额，多为皇帝御题。最早的御题勤政殿匾，出现在西苑南
海的瀛台，由康熙皇帝所书。雍正皇帝御题的勤政殿匾，在圆
明园。乾隆皇帝御题的勤政殿匾额有三方，分别在万寿山清漪
园（今颐和园）、香山静宜园与承德避暑山庄。嘉庆皇帝也御题
了绮春园的勤政殿匾。从历史上来看，唐、辽、金三代的离宫中
都建有勤政殿；从域外来看，朝鲜李朝的景福宫正殿亦名勤政
殿。康熙皇帝借用勤政殿匾提醒自己，园居享乐之余，也要勤
于政务，不忘国计民生。雍正皇帝题写此匾，是为了向康熙皇
帝看齐，以示自己宵衣旰食，是康熙皇帝指定的合格继承人，
为此，他还在养心殿西暖阁题写了“勤政亲贤”匾，用以自勉。
乾隆皇帝题写三处勤政殿匾额，更多的是向父祖致敬，以示自
己不忘祖训与家法，也从侧面说明乾隆朝皇家园林修建之盛。
嘉庆皇帝的勤政殿匾，题在改建的绮春园内，是在效仿乾隆皇
帝。清代皇家园林，在乾隆朝达到鼎盛之后不仅没有扩建，随
着国势不振，反而衰微废弃。没有新园林，后来的皇帝就再无
地方题写勤政殿匾。不止没有新增，就连旧有的勤政殿，也有
被改名的，如绮春园的勤政殿，在道光朝就改为专供太后起居
的迎晖殿了。嘉庆朝以后，清帝勤政的传统还在，但御题勤政
殿匾额的传统没有了。

第三处就是钦安殿内的匾额。孔庙与各园林中的勤政殿，
都是处理国事的公共活动场所，属国家礼仪范畴。钦安殿在御
花园内，属皇帝私人空间，礼制约束不严，所以钦安殿匾额的
统绪传承不像孔庙那样，一帝一匾，很有规制，而是缺了光绪、
宣统两位皇帝，多出了一位慈禧太后。

同在中轴线上，比起前朝三大殿与内廷后三宫，钦安殿的
知名度不高，但其地位独特。反映在匾额上，钦安殿是养心殿
之外，故宫内第二座同时汇聚了5位皇帝1位太后御题匾额的
宫殿。自雍正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政寝合一的场所，既是皇
帝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也是其寝宫，有多位皇帝的在此题
匾，也在情理之中。养心殿御题匾额虽多，但每位皇帝所题数
量并不一致，匾额类型与材质也多种多样，并不统一，明显是
缺乏规划的率意行为，不像钦安殿匾额这样整齐划一，这样有
节奏。像钦安殿这种对御题匾额的整齐规划，故宫中只此一
处，中轴线上也只此一处。

总之，从乾隆皇帝开始，借鉴了孔庙匾额与勤政殿匾额的
传承统绪，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皇帝及慈禧太后的接
续，在为统治者个人地位合法性认证的目标下，在钦安殿留下
了十二块御题匾额。这些匾额承载着清帝的传承统绪与政治
抱负，也成为今日中轴线上一道别致的风景。

造型与铭文

堆塑瓶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呈帽形，顶部立鸟，两
只小鸟一高一低，似在对话。瓶身造型均为盂形口、细长
颈、鼓腹、圈足。颈部饰螺旋状凸弦纹，在堆塑人物与腹部
相接处有花边形的附加堆纹一周。以附加堆纹为界，上部
满施青白釉，堆塑的动物及人物釉色尤其莹润；下腹部略
施薄釉，近底部无釉露出土胎，圈足略外撇。两瓶对称贴
塑有石鼓形耳，象征日月，并伴有祥云装饰。

如果将整器自上而下分为三段，最为精彩的堆塑部
分恰好位于中间的三分之一。左侧龙瓶有一长龙在颈部
缠绕，龙身鳞片明显，龙爪遒劲有力，龙尾下部有一仙鹤
仰视，腹部一周堆塑 12个带风帽人像，人脸模糊不清，手
中似持笏板。右侧虎瓶虎头上清晰可见“王”字，除12个风
帽人物外，还塑有龟、犬。两瓶口径均为7厘米，足径均为9
厘米，左侧龙瓶通高 47厘米，右侧虎瓶通高 46厘米。盖径
一为8.2厘米，一为9厘米。

此类堆塑瓶常见于江西及福建宋元时期墓葬，学者
们一般根据盖部、颈部、腹部特征进行类型学研究。器物
总体变化规律是早期无盖，后期有盖；颈部原先有长条四
系，后来消失，整体被拉长方便堆塑，堆塑内容也经历了
简—繁—简的变化，腹部由高变矮，整个器形的重心不断
下移。此次介绍的堆塑瓶因有明确纪年，可以补充考古研
究资料，完善以往的类型学序列。

此对瓶特色之处在于虎瓶腹部有铭文，而龙瓶腹部光
素无文。虎瓶的铭文内容为：“皇宋绍兴二十八年岁次戊寅
二月初一日谨题，其年米每斗八十文。”在目前所见的此类
堆塑瓶中带铭文的并不多见，如1985年在南昌县博物馆发
现的一只堆塑瓶颈部一侧竖刻“东仓”，一侧刻有“西库”。
（陈定荣《堆塑瓶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关于
记录米价铭文的宋代器物，经查上虞博物馆馆藏的北宋绍
圣五年（1098年）青瓷砚的尾端刻有“其年米佰价宜”，系上
虞区上浦镇甲仗村窑寺前窑址采集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编《浙江纪年墓与纪年瓷·绍兴卷》，文物出版社，2019
年）可见在器物上刻有当年米价，是当时民窑的一种做法。

大米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米价的高低可
以直接反映当时的物价水平。绍兴二十八年为公元 1158
年，根据汪圣铎的《南宋粮价细表》，1160年江西、湖南地
区“米斗数十钱”，大约与此瓶记载的米价相符。而江西地
区的确发现了不少此类造型的堆塑瓶。

至于两瓶一件刻铭，一件无铭，笔者认为有两种可
能：一是两瓶在流传过程中因相似度较大凑成一对，并非
原配。因为在目前考古发掘的夫妻合葬墓中出土此瓶，往
往是一人一对。如果出自夫妻合葬墓，那么就有可能是四
瓶同出，这是其中两只。即便是出自不同墓穴，但生产地
是同一窑口，才造就了神似一对的效果。第二种可能是确
属一对，因为当年是戊寅年，所以在虎瓶上记下当年米
价，有纪年意义。

思想内涵

有学者认为一龙一虎的堆塑造型与龙虎山天师道密
切相关，（陈思雨、曹春生《宋代青白瓷皈依瓶的道教纹饰
文化》，《陶瓷》，2020年9月）此类瓶的流行受道教影响颇
深。至于十二个贴塑人像，一般认为是受十二生肖观念影
响，据《宋史》卷一百二十四中记载：“三品以上加石人二
人。入坟有当圹、当野、祖名、祖思、地轴、十二时神。”为简
便起见，墓葬中出现了用十二个贴塑人像代替十二生肖
俑的现象，这样既节省了墓内空间，同时形成十二时神集
聚效应，可以更好地引导墓主灵魂飞升。同时，盖顶的飞
鸟也发挥了灵魂向导的功能。

当然，宋墓中仍然存在十二生肖俑与堆塑瓶共出现
象。例如，江西分宜彭氏墓出土有文吏俑、动物俑并皈依
瓶一对。皈依瓶在原文中未公布图片，根据描述可知：

“釉色酱褐，短颈，上有几道附加堆纹，肩部突起一周，上
有四钮。”（彭适凡、刘玲《江西分宜和永丰出土的宋俑》，

《考古》，1964年第2期）与本文介绍的细长颈堆塑瓶完全
不同。又如江西德兴县香屯宋墓，出土有人物俑、四灵
俑、十二生肖俑等，另有堆塑蟠龙瓶1件，惜只留残片和盖
碟，高度推测约21厘米，明显不可能是本文所述的细长堆
塑瓶。

产地及来源推测

根据杨后礼的研究，这类堆塑瓶为江西各地窑场所
生产。景德镇的湖田窑、南丰县的白舍窑、贵溪县的坝上
窑等均有相关瓷片出土。其中，参考陈定荣、余家栋《贵
溪坝上窑的调查》一文，笔者发现新入藏的青白釉堆塑
瓶与该文中介绍的照 6 皈依瓶残件有相似之处。陈艳玲
的研究中又进一步说明，（陈艳玲《江西宋墓出土堆塑长
颈瓶探析》，《文物天地》，2021年01期）湖田窑、白舍窑为
生产此类堆塑瓶的主力窑口，其产品不仅为当地所用，
还销售至周边的浙江、福建、湖南等地。而江西的一些地
方窑口除了上述的坝上窑外，又补充了临川白浒窑和南
城云市窑。

此外，活跃于浙江西南部金衢盆地的婺州窑也生产
堆塑瓶，但釉色并非青白色，常见青釉和褐釉。比如浙江
衢州婺州窑系堆塑瓶，（柴福有《浙江衢州婺州窑系堆塑
魂瓶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05期）青釉颜色深
绿，褐釉发黄，常见脱釉现象。多层堆塑以及鼓腹造型皆
与本文介绍这对堆塑瓶不同。但这些堆塑瓶中有“陈送”

“千秋万岁”和“永别千秋”等铭文出现，对于当时的葬俗
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此类堆塑瓶的墓主身份，学界一般认为系中下层官
员和富裕庶民。在道教盛行地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
往往会选择成对堆塑瓶随葬。这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
是与当地民风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新葬俗。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来扫千山
雪，归留万国花。”欣赏国画，喜欢它那带有
东方韵味的美好意境。国画山水里的色彩历
经百年千年，它的绚烂依然还在流淌……

淡妆浓抹总相宜

青绿设色是国画山水用色的一种技法，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中原绘画受到敦煌佛画
的影响。青绿山水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
画科目，它以佛画用色，用天然矿物质材料
研磨成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山水画，使
国画“丹青”一词有了新的色彩领域。

青绿山水图卷（图1），清，苏孙瞻，常熟
博物馆藏，在吴文化博物馆“山水舟行远
——江南的景观”特展中展出，图卷描绘了
暮春时节，白云缕缕出青山的景象。此处青
山就采用青绿设色，白云间处处淡晕，湖泊
处大片留白。雾气氤氲，青山跃立，水景和
山景虚实相对，一派江南秀丽风光。

在整幅长卷中，高峰山头使用的石青
色非常厚重，一些地方露出石绿色，两色相
互交融，呈现出穿插自然的状态。画卷前景
大块岩石都是以色彩鲜明的石青填之，突
出了山石的坚硬感，这与远景中山峦的浅
淡渲染相呼应。画者在青绿用色的处理上，
不仅增添了画卷的清丽雅致，也回应了山
水林泉的远近关系。

近距离观察这幅山水长卷，近处各种
树木采用头绿、二绿、三绿，深浅渲染，互相
交织，穿插其中，产生出绿荫掩映的春日风
光。远处的树林被烟雨蒙蒙所笼罩，若隐若
现。春日山间雾气缭绕，远近交错，层层递
进，一派诗意春景，游目骋怀。

仿古青绿山水图册（图2），清，王鉴，常
熟博物馆藏。中国青绿山水画有大青绿、小青
绿两种。大青绿山水技法多钩廓，少皴笔，有
着浓重青绿色调，作品装饰性非常强；小青
绿山水在水墨淡彩山水画的上罩薄薄的青
绿色。清代的画家王石谷这样讲“凡设青绿，
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晕。”（王翚

《清晖画跋》）。这幅青绿设色山水图册展现
了游春情景。近景有长松桃竹掩映，山石林
木精描细写, 画树交叉取势, 变化多姿；山外
水天空阔，烟水浩渺，意境深远。山头用青绿
湿笔晕染，既有青绿山水的明丽，也有江南文人画独有的“气韵”。
满目郁郁葱葱的丛林树木，烟云贯穿其中，溪水叮咚叮咚缠绵入
心，处处弥漫着的生命律动，总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

水墨是文人山水画独特的色彩。唐代
诗人王维被明末董其昌誉为“南宗之祖”，
王维画山水一改前人的青绿设色山水，仅
用水墨淡渲，传递出的是别样的山水之美。

山水图轴（图3），清，蒋宝龄，常熟博物
馆藏。该图轴只使用了水墨黑白二色，就写
尽了山水林泉的无尽姿态。古人调节墨色
的浓淡干湿，取得了描绘形象的生动效果。
所谓“墨分五色”，即焦、浓、重、淡、清。文人
把水墨运用当作成一种游戏，足以见得画
者对水墨用法十分个性化。

远景处，几座高峰深壑使用水墨混合淡
淡晕染，加以披麻皴笔墨技法，表现出山势
披拂的形态，用疏疏密密墨点作山峰上的树
木杂草，挺立在峭崖上，藏掩于山林间。

最巧妙的是，墨色的浓淡深浅让观者有
一种忽远忽近的视觉感受。细观画卷的中景
处，山石的皴法精细化、墨色的浓度渐加深，
山崖间的岩石显示出阴阳向背的光影感。山
间树木使用简淡秀雅的墨色，用笔简率，逸
笔草草，却见得佳木葱茏，丰草争茂。

近处的景物在笔法和墨色两个方面，
都有了更精致化的处理。画者仅仅使用墨
之五色就可以描绘出多种植物的形态面
貌，坚挺苍劲的松树、枝繁叶茂的柏树、隐
映在小屋后面的竹林、竹叶片片分明。

南屏话旧图扇页（图4），清，雪舟，常熟
博物馆藏。在这幅画中，画者充分发挥了水
墨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蒙的
神韵之趣。这是一幅典型的“三段式”平远布
局构图，墨色的用法不那样丰富，却与纸本
的留白配合地相得益彰。正是水墨这种既包
含墨色的凝重，又包含着水的清透，才能巧
妙地融合于纸本的空白中，让人不觉得在看
画，却在看景。扇页上墨色并不浓重，巧在用
水的精妙，水分饱满，轻轻渲染，使得远处的
山峦仿佛笼罩雾雨蒙蒙中。整个扇面，白云
戏墨，烟雨吐雾，小舟泛于湖面，风平浪静，
杨柳依依，动人春色，全在墨韵。

中国山水摆脱了色彩斑斓的世界，或
以青绿着色写尽山河，或以一线墨痕立意
定象。青绿山水流淌着一番番绿意，给观
者带来清心宁静的感受；水墨所启示的，

是精神的意义、生命的境界和心灵的幽韵。从水墨春色中，我
们明白大自然的美不逊于人工装饰，反而永远是书画家创作
的启发。

从钦安殿内的匾额说起
李文君

绍兴博物馆藏
宋青白釉堆塑瓶研究

张幸幸

行走在青绿和水墨之间
林邦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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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绍兴博物馆新征购了一对宋青白釉堆塑瓶，

这类堆塑瓶为江西宋代瓷器，并非绍兴地区常见瓷器类

型。这类瓶的命名说法众多：有人认为从东汉五联罐发展

而来，称其为谷仓罐；有从陪葬功能考虑，称其为魂瓶、皈

依瓶等；从造型角度，因两瓶颈部各自缠绕龙虎，可称作

龙虎瓶，因瓶盖顶部立鸟，也称立鸟瓶；这里暂且根据装

饰工艺称其为堆塑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