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秦 风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版4
2024年7月9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文
物
中
的
纹
饰
美
学

文
物
中
的
纹
饰
美
学

莲花，以其独特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令古人痴
迷，他们将莲花提炼凝聚在纤细且曲折迂回的纹路里，并配
以美好吉祥的寓意，赋予珍爱之物上欣赏、传世。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灿烂的一页，文化的繁荣发展在世
界文化之林中独具魅力，开放包容的文化气魄呈现出多元、
交融、创新。今天，笔者从西安临潼华清宫与庆山寺出土文
物上的莲花纹饰管中窥豹，探寻千年的东方浪漫文化。

唐代建筑中的莲花纹饰

庆山寺博物馆，第一个展柜内展示的文物便是七蕊十
二瓣莲花方砖、九蕊十二瓣莲花方砖，方砖在古代宫殿、寺
庙和贵族宅邸等建筑中用于铺设地面或装饰墙壁，唐华清
宫遗址同样出土了大量刻有纹饰的方砖以及柱础、瓦当等
建筑材料，其中莲花纹饰材料居多，莲花纹在唐代建筑中备
受青睐，或因莲花生于水中赋有“辟火”的寓意。

正因如此，于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古人观念中，具有水
相特性的莲花，就是能够制服火妖、避免火灾的神奇法宝。

不仅如此，莲花纹能在皇家以及达官贵人阶层的建筑
中盛行，也与建筑构造、纹饰和阶层等级地位的象征有关，
《大唐六典·将作都水监》记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
庶，各有等差，天子宫殿，皆施重拱藻井……而庶人所造堂
舍……仍不得擅自施予装饰。”从唐昭应县城和华清宫出土
文物中便能得到相应作证，唐昭应县城出土建筑材料大都
为条砖、板瓦、筒瓦，表面素面或绳纹。而华清宫内帝王御
用的汤池遗址内，砖、瓦、柱础多有莲花纹装饰，且纹饰造型
多样、雕刻细腻、生动传神。

此外，即便是同处唐代的同一器物，在不同时期，莲花
纹饰又都各有特色，以莲花瓦当为例。武周时期，莲花纹
样以单瓣为主、双瓣次之，花瓣大而长，花蕊为单蕊或无
蕊，花瓣外圈边宽较窄，大多无弦线，花多留空地，纹样简
洁大方。

至玄宗时，单瓣莲花纹的花瓣鼓凸，花瓣外圈外饰细
线，双瓣莲花纹的花瓣拥挤、狭长，花瓣大多外环细线，个别
一侧饰乳钉或粗线隔棱，间饰乳钉、禾苗、三角形隔棱，花蕊
为单数花蕊，呈梅花状分布，团案层次丰富，富有宝相气。

武周时期宗教兴盛

武则天出于兴周代唐的政治需要，整个社会信佛之风
日炽，和佛教紧密联系的莲花自然成了新宠，尤其在佛教
用品上应用较多，庆山寺地宫内石门，守护释迦如来佛骨
舍利的第一道屏障，在青石质地的楣门上线刻团花，正中
线刻仰覆莲花座，传说佛陀即诞生在莲花之上，门楣正中
的男童脚踩莲花，便是释迦降生后七步莲花的形象。

《传灯录》：王于刚一降生，就会说话，无人搀扶便能
行走，身光，目视方，是行走七步、步步生莲花。又说：“释
迎佛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止天下，唯
吾独尊。”

莲花圣洁、被视为佛教圣花，代表着净土，佛灭度后，
需香花供养，《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记载：“有献莲华（花）
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缶）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观无量

寿经》：“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诸眷持金莲花，化作五
百化佛来迎此人。”

庆山寺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座前两角插两件铜茎金莲
花，其以金箔做成，花径9厘米，蕊芯钿绿宝石，蕊周钿珍珠，
花蕾含苞待放，制作精巧惟妙惟肖。

佛教在武周时期兴盛，而女权也在此期间得到了崛
起。石门门框线刻的凤在上、龙居下，便是这一时期的政治
缩影，这种时代特征也在其他出土文物上有所体现，如地宫
内出土的凤首人面铜壶，富含波斯元素，学界认为是中亚文
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融合交流的见证。但对于壶腹六
个高浮雕人头面却争议较大，若从当时的时代特性分析，或
许北京大学林梅村老师的推断更有说服力，铜壶腹部六头
神像为印度教战神塞犍陀，而塞犍陀是雪山女神帕尔瓦蒂
和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子，塞犍陀诞生后由六位乳母养育，所
以长有六个头，也称“六面天”。女性力量的含义再配上凤
首龙柄、壶口莲花状的形制，这也许能证实为何一尊有使用
痕迹的铜壶能进入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中了。

天宝崇道皇家御用

随着唐玄宗继位，为了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消除武周
时期政治影响，玄宗于开元十三年亲率文武百官、外国使
节，封禅泰山，向天下表明他的中兴之政，唐朝由此迈入文
化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时代。

唐玄宗对莲花也是情有独钟，据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
宝遗事·解语花》记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
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开元十一年玄宗在温泉宫修建
莲花汤，建筑中多用莲花纹饰的莲花柱础、莲花瓦当以及带
有龙饰的三彩龙头套兽，而龙是天子的象征，汤池在当时名
为“御汤九龙殿”，为皇帝御用，《长安志图·唐骊山宫图》引
游师雄题跋曰：“天宝六载……因改宫为华清宫，明皇岁幸
焉。殿曰‘九龙’，以待上浴；曰‘飞霜’，以奉御寝。”莲花汤
分上下两层台式。上层呈莲花形，因莲花既能养育成龙，又
可使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史记》曰：“龟千岁游
于莲叶之上焉。”《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采莲实九
分，阴乾下簇，服方寸匕，令人不老。”工匠用六组拱券石砌
筑四壁，轮廓为近于横长的椭圆形，边缘呈四瓣莲花状，下
层呈八边形，形式源于道教文化中的八极。

在动则依礼，事必有法的唐代，御用之物的建造一定
是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正因唐玄宗笃信道教，所以莲花汤
建造时融入了道教元素，毕竟连贡举考试玄宗都要求必
须增加《老子》考题，自然会将御用物上的莲花纹饰赋予
道教的属性。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山西常阳天尊石造像，头戴莲花
冠，宝座四周线刻莲花、忍冬和仙鹤等，底座侧面线刻弟子
道士像七幅，七人均站在莲花宝座上，其中有三幅人物头上
戴莲花形冠，一人手持莲花。

唐华清宫老君殿供奉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年）雕刻
的道教始祖汉白玉老君像，宝座就是变形覆瓣莲花纹。作
为道教圣地的老君殿，也是我国目前发掘出土唯一的最为
完整、等级最高的唐代皇家内道场。其山门由前后莲花斜
坡踏道、门庭、台基组成，主殿有5个用莲花纹方砖砌成的斜
坡踏道，东、西、北三面各一，南面有二，供祭奠者上下出入，
同时出土的建筑材料上也带有大量的莲花纹饰。

莲花纹应用的广泛化

尽管唐代对莲花纹钟爱有加，但莲花纹并非起源于唐
代。依据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莲花纹出现在西周晚期的
青铜器“梁其壶”上，壶盖四周的莲瓣纹饰简单抽象。

自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
传统莲花纹不断变化发展，吸收印度佛教莲纹特点后产生
新的纹样，形成繁杂饱满的风格，大量应用于佛教艺术。

到唐代，由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领域
表现得更加多元化，莲花纹也在唐代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
期，造型上开始摒弃对自然纹样的再现，展现出高度概括
化、图案化、装饰化的倾向，表现的大气雍容，花瓣舒展，颜
色明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动感。

在应用上也更加广泛，通过绘、刻、印、堆贴、镶嵌等各
种技法，使用在丝帛、陶瓷、金银器、石刻、壁画等众多生活
器物之上，也逐渐从寓意宗教、皇权，向民间世俗化发展，
这从后续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像临潼博物馆馆藏的三彩
三足盘（唐）、彩绘陶瓶（唐）、豆青釉刻花小瓷碗（宋）、青花
鸳鸯戏莲玉壶春瓶（青），还有华清宫遗址出土的舞姬须弥
座（唐）、豹斑玉盒（唐）、青釉水波游鱼莲花纹瓷碗（金）。
随着莲花纹样与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莲花纹样
融合了更深层次的民族品格的集体意识与东方美学的视
觉感受，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情怀。

历史浩渺，从微小的莲花纹出发，窥探宏观的历史原
貌。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华清宫、庆山寺还有更多
有趣的细节有待人们继续挖掘，历史的滚滚红尘让原本
多彩的面容斑驳风化，但铅华洗净，它们兀自静谧平和，
向我们娓娓诉说千百年前的故事。 □谢湘

秦 味

我认为，所谓美食可以是山珍海味，也可以是
街边小吃，只要是自己喜欢、不分贵贱，都能称之为
美食。极具地方特色的安康恒口小吃就是这样一
种抵挡不住的美食诱惑，它会让你眼睛发亮、嘴巴
发馋、心里发慌，情不自禁地要去品尝。

久负盛名的恒口凉面最为叫绝，人人爱吃，家家
会做，春夏秋冬的古镇面摊、面店皆有供应。恒口
凉面颜色微黄，宽窄一致，薄厚适中，通体透亮，纤
维筋丝好，入口有嚼头。凡是吃过的人定会连来三
盘才觉过瘾，且不用主人宣传，自己便会连连点头
称道：“好！绝！正宗！地道！”许多人吃过后口留
余香，几天不吃就会想念，便托熟人从恒口捎带几
份进城享用。

恒口芝麻鼓气馍也很有名，正宗的鼓气馍呈上
中下三层，口感亦有三味：顶层麻饼味，内瓤花卷
味，底层炕馍味，味味诱人。恒口的烧饼师傅有句
谚语说得好：“鼓气馍没得巧，劳力必须好，两脚分
开站，双手面调面。”意思是做鼓气馍的窍门，贵在
有一把力气和面，关键在掌握老面和子面调配的
稀稠软硬度是否合适。鼓气馍必须放入吊鏊制
成，鏊子是做馍的专用器具，平面圆形，中心稍凸，
分为上下两片。上片堆烧木炭火，下片鏊壁直立
中间放置馍，底部亦有炭火。正是由于吊鏊受上
下火力的作用，所以制成的馍口感与其他食品不
同。客居恒口或过境恒口的人，如若不能亲口品尝
芝麻鼓气馍，将是一件憾事。

恒口黄酒芳香可口，别具风味，如同恒口古镇
一样有着千年历史，凝聚着恒口人无限的人文情
怀。每当秋冬之际，恒口当地人便会选择月河川道
清凉的地下水，淘洗浸泡自产大米，在阴处沥干。
然后上锅蒸煮，至九成熟离火，饭放至快凉时出锅，

出锅后打散入缸。把准备好的水、培养曲和酒药倒
入缸内与蒸好的米饭搅拌均匀，盖盖发酵，经三天
左右，米饭变软变甜，用筷子搅动，可见到有酒渗
出，即可停止前期发酵。将经过前期发酵的物料
装入干净的布袋中，上面压上木板、重物，榨出酒
液。把压榨出的酒液放入锅内蒸，当锅内温度升
到 85度，停止加热。用豆包布做一个布袋，把蒸过
的酒液倒入袋中过滤，将滤液收存起来。把滤液
装进一个干净的坛子里，用干净的牛皮纸把坛口
包好，再用稻草或稻壳和着稀泥把坛口封严，然后
把坛子放到适宜地方，两个多月后即可开坛饮
用。恒口黄酒既不同于老白干，也不是米酒，它总
是温文尔雅，如同恒口人的性格，令人百般喜爱。

恒口越岭关回民村的牛羊肉泡馍最为地道。
选用当地自然散养的牛羊肉做食材，经回民师傅精
细烹制，肉烂汤浓，肥而不腻，营养丰富，香气四溢，
诱人食欲，食后回味无穷。吃后异香满口，顿觉神
清气爽，精神倍增。

在恒口古镇还可以品味到热汤炖煮，味浓爽口，
独具特色；砂罐豆腐脑，柔滑清
亮，提神醒脑；地耳包子绵软细
嫩，味厚留香…… □柯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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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五千年
中华文明。在古代，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
礼是重要的成人礼。这从汉字“冠”和“笄”
中，就可以看出，其中蕴藏的礼仪和智慧，
以及中国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

古时，男子成年必行冠礼，女子成年要
行笄礼，合称为“冠笄”。郑玄注：“男二十而
冠，女许嫁而笄，成人之礼。”《礼记·冠义》
载：“冠者，礼之始也。”《仪礼》将其列为开篇
第一礼，可见先祖们对于成人礼的重视。

先看冠字。“冠”是会意字，始见于战国
文字。冠字上部冖，下部元和寸。冖，就是
帽子，旁边下垂的两笔，表示帽边下垂的
绑带。元，表示人的头，即戴帽子的部位；
寸，是人手的象形，用手将帽子戴在头
上。《说文·冖部》：“冠，絭也。所以絭发，弁冕之
总名也。从冂从元，元亦声。冠有法制，从寸。”
这段话是说，冠，卷整，是用来卷束头发的东西，
是帽子的统名。古代的冠是一种装饰，用来束
发；戴冠既表示礼貌，冠由帽子又引申为形状，即
像帽子或在头顶的东西。戴帽子有尊卑法制，所
以从寸。冠的本义为帽子，用作名词读 ɡuān，如
成语“弹冠相庆”，这里的“弹冠”是指弹去帽子上
的灰尘，引申指像帽子的东西。如，“树冠”“鸡
冠”。冠作动词读 ɡuàn，引申为戴、戴帽子。男子

“二十而冠”，刚成年所以叫“弱冠之年”，因赐字
故称“冠字”，并引申为超出众人，超过，位居第
一。比如，“勇冠三军”“艳冠群芳”。

再说“笄”（jī）字。《说文解字》对笄解释：“等也，
从竹开声。古兮切。形声字。”《说文》载：“簪，笄

也。”这说明“笄”字最初为象形字，即“幵”
字，像两簪斜插于女子发间。开始时，字形
中两簪的相对位置尚不固定，后通行左右
并列的字形，并演变为“幵”。秦汉后改

“笄”称“簪”，都是指用来束发的首饰，即插
住挽起的头发或帽子。其形制多为细长的
棒状，一端逐渐变细，可插入发中以便将头
发束起；一端较粗，可雕刻形状作装饰。笄
在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最早多用石头、动物
骨骼、木质及玉石所做。河北磁山遗址发
现骨笄，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大量石笄，龙
山文化遗址发现玉笄，这些都是明证。玉
笄装饰性更强，还雕刻有简单花纹。古代
特指女子十五岁是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
因此被称为“及笄”。

在古代，男女都是蓄长发的。因此，在男子、女
子未成年时，头发或披着或束于耳侧。男子二十岁
行成人礼而戴冠，手持帽子戴在头上，行冠礼之后
表示已成年，从无家庭责任的“孺子”，成长为践行
孝、俤、忠、信、礼、义、廉、耻的成年人。女子十五岁
行成人礼而束笄。笄礼时，要解开头上的童式发
辫，梳洗后挽于头顶，束髻插簪，表示已经成年，可
以嫁人，承担主妇责任。给女子做加笄仪式的一般
都是有德行的女性长者。

由此可见，冠笄礼是我国汉民族的一种传统
成人礼。而我们所说的成年，不仅指年龄的增长
和生理的成熟，更是通过这种重要的人生阶段和
具有重要意义的仪式感，让孩子们懂得责任感。
当然，成人礼也蕴含着长辈对年轻男女的美好祝福
和深远期望。 □肖星

人 物

伊尹

名相伊尹一生忧国忧民，《孟子·万章上》曰：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他将“以
鼎调羹”“调和五味”等理论用于治理天下的实
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伊尹曾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
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
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这种先知天下之
道的自信与传道斯民的担当，也是世所罕有而后
人仰慕不已的精神。

伊尹，姓伊，名挚，生于夏末，是商朝初年著
名丞相。伊尹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文化、教
育等多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历史上
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华夏第一贤能国相。伊尹的
传奇一生，开创了历经五百余年的商王朝，德才
兼备，是帝王之师、中华厨祖，被史学界称为“中
国倡廉第一人”。

伊尹自幼勤学上进，虽耕于有莘国之野，却乐
尧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懂治国之道；
既作奴隶主贵族的厨师，又作贵族子弟的“师
仆”。由于他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
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以至于使求贤若渴的成
汤（即商汤，商朝开国君主）三番五次以玉、帛、
马、皮为礼，前往有莘国去聘请他，都遭到伊尹拒
绝。伊尹说：“我要这些车马、钱财、禄位干什么
呢？哪里胜过我在乡间讨论尧舜之道。”但成汤
三次亲自到伊尹住处，与他讲夏桀残暴害民的事
情，终于感动了伊尹。伊尹转念想，我个人在田
间地头谈论尧舜治国之道，难道不能帮助成汤成

为尧舜之君吗？不是也可以让天下民众都享受
尧舜之道吗？我自己岂不就是参与者与实践者
吗？再说，我不帮民众享乐尧舜之恩泽，不是等
于把他们推到沟内之中吗？于是答应辅佐成
汤。之后，成汤便任命他为宰相，管理朝政。所
以，孟子称赞伊尹是“以天下为己任”。伊尹果
然不负众望，他辅助成汤推翻了夏朝统治，建立
了商王朝。他任丞相期间，整顿吏治，洞察民
情，使商朝初年经济繁荣、政治清明。

成汤死后，伊尹辅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
后，由成汤之嫡长孙太甲继位。传说，太甲继位之
初，仍由伊尹辅政，伊尹连写《肆命》《祖后》等几篇
文章，教导太甲努力做一位明君。《肆命》专门讲如
何分清是非的道理，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
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都说得清清楚楚。还有一
篇文章的题目叫《祖后》，讲的是商汤时候的法律
制度，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定的规矩行事，不
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

在伊尹的督促下，太甲在继位后前两年还能
做到勤政廉政，但从第三年起就开始任意发号施
令，一味享乐，暴虐百姓，朝政昏乱，又破坏成汤
制定的法规。伊尹百般规劝，无用，最后只好将
他放逐到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今河南商丘虞城县
北）。太甲反复习读伊尹的训词，追思成汤创下
的千秋伟业，深刻反省，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过
错，悔过返善。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当伊尹看到
太甲有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便亲自到桐宫恭迎他
回宫，并还政于他，自己仍继续做太甲的辅佐。
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
继承成汤之政，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局面，
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
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
宗”。伊尹的勤勉履职、以臣放君的气节值得我
们敬仰和学习。

伊尹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百姓利益出发，不畏
人言，不怕被世人诟骂猜忌，果断放逐太甲，教导
太甲，令其悔过，在其悔过后又迎还太甲，还政
于太甲，其胆识谋略、政治威望、人格魅力可见
一斑。正是因为伊尹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良好
的道德操守、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毫无私心私
念，他的所作所为才能够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
验。而这一系列富有伟大政治家胆略与崇高精
神境界的举动，更加增添了
他的精神魅力。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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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贤相——伊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