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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當，俗稱瓦頭、筒瓦頭，是古
代建築檐頭筒瓦前端的遮擋，也是中
國建築體系特有的構件，起着保護檐
椽不受風雨侵襲和美化建築外觀的功
能，被譽為中國古代 「屋檐上的藝
術」 。考古發掘表明，瓦當不晚於西
周中晚期出現，迄今為止可以確知中
國最早的瓦當發現於陝西扶風岐山周
原遺址。

位於廣州北京路附近的廣州南越
國宮署遺址，自一九九五年以來，這
裏清理出不同時期的大型建築基址，
出土了大量秦漢至明清時期的瓦當。
在廣東、廣西、福建等地發現的秦漢
建築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包括瓦當在內
的建築材料，這些瓦當的造型、製作
方法、紋飾等與中原地區的瓦當幾乎
一樣。南越王博物院考古部博士劉業
灃告訴記者， 「公元前二一四年，秦
統一嶺南，置三郡。從此嶺南地區正
式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秦漢時期，
北方中原地區以瓦為頂的土木台基式
建築，傳入嶺南，本地才開始出現陶
製瓦類構件營造的屋頂。」

由南越王博物院主辦的 「小瓦
當 大世界──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
瓦當專題展」 正在該院王宮展區展
出，共精選出一百餘件在遺址出土，
從秦漢至明清時期的瓦當，展品涵蓋
了雲紋瓦當、文字瓦當、獸面紋瓦
當、蓮花紋瓦當等種類，通過 「椽檐
之美」 「萬里同風」 「巍巍王居」
「蓮花滿開」 「安居樂業」 五個單
元，帶領觀眾走進古代廣州的瓦當世
界，領略各個歷史時期嶺南古代屋檐
的風貌。

「萬歲」紅 皇家用
瓦當最初的裝飾圖案主要有植物

紋、動物紋和雲紋三種。南越國宮署
遺址出土最早的瓦當，年代為秦代，
應當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統一嶺南隨軍
工匠南下製作。以雲紋為主，明顯受
秦和齊及三晉風格影響，且雲紋隨時
間演化，曾有捲雲紋、羊角形雲紋、
反雲紋、蘑菇形雲紋等造型。

文字瓦當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
才逐漸出現，自漢初在中原出現並流
行，文字內容複雜多變，除常見的頌
讚詞語外，還有地名、紀年、記事。
漢代文字瓦當在中國古代瓦當藝術史
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瓦當藝
術走向全盛的標誌。南越國宮署遺址
目前發現的文字瓦當僅 「萬歲」 一
種，最早現於南越國，陽文，經西漢

東漢發展，三國時期基本消失。
雖然文字單一，但南越國宮署遺

址的 「萬歲」 瓦當文字樣式卻豐富多
變。只見直徑約十五厘米的當面上，
小篆的 「萬歲」 有正體、變體、反文
等數十種形式，有的甚至具有鳥蟲書
的筆韻，體現出鮮明的地方特色。它
們被使用在南越王宮內大小不等的宮
殿、廊道、門闕，在建築的外檐有統
一的外表裝飾，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
和美感活力。

彼時， 「萬歲」 還未被打上皇帝
專用的標記，而是作為吉祥語，表達
古人對長壽永生、福祉延綿的祈願。
不過，記者在現場看這些出土的 「萬
歲」 瓦當，一些在筆畫上仍保留有依
稀可見的暗紅色顏料，劉業灃告訴記
者，這種瓦當當年也許整個 「當面」
都被朱砂塗紅，應只供皇家宮殿使
用，因氧化和時間流逝，目前表面的
鮮紅朱砂大多已脫落。事實上，秦漢
時期嶺南地區的瓦當只用於宮署等高
等級建築，民間仍居於茅草房，直至
唐睿宗年間，為避免當時城中因大量
使用竹木製屋而屢屢發生的火災，名
相宋璟教廣州的普通百姓造磚瓦、建
房子，瓦當才正式走進尋常百姓家。

琉璃青 皇權顯
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復在《建築中

國：半片磚瓦到十里樓台》一書中分
別從建築門類和構件角度，全面觀照
中國建築，其中琉璃獨佔一節。琉璃
發明於西周，北魏時開始成為一種建
築用材。據《北史．西域傳》記載，
當時琉璃瓦技藝由大月氏國輸入中原
地區，並施用琉璃瓦來裝飾殿堂類建
築。建築琉璃在我國古代被廣泛用於
宮殿、陵墓和皇家寺廟等建築之上，
是皇權的象徵。

唐末五代，原清海軍節度使劉岩
據有嶺南建南漢國，升都城廣州為興
王府，用琉璃瓦來體現皇家身份。不
過，受技術限制，南漢早期只有青色
和綠色琉璃，黃釉因為燒造困難，直
至南漢後期才掌握了這種技術，使宮
殿更顯尊貴。

色彩不夠，紋飾增補。用獸面紋
裝飾器物由來已久，如商周青銅器上
的饕餮紋，而南漢國出土的獸面紋瓦
當，則橫眉怒目造型兇猛，既是彰顯
威嚴，也為辟邪消災。記者現場看到
一片南漢國的青釉獸面紋瓦當，當面
模印半浮雕式獸面，瞪眼豎目，長眉
接耳，雙角峙立，仰鼻凸顴，闊嘴獠

牙，吐舌銜環，外繞兩周弦紋和聯珠
紋，給人一種神秘而又霸氣的感覺。
遙想當年它在檐頭筒瓦前端，與人們
相對凝望，王權的威嚴盡顯無遺。鳳
鳥也是古代器物上常見的裝飾題材。
南漢國使用了不少雙鳳紋瓦當，青釉
雙鳳紋瓦當更是南漢皇室專用。

另一種有象徵意義的紋飾是鴛
鴦，祈求皇室子嗣繁榮千秋萬代，宮
署遺址裏就曾出土荷塘鴛鴦紋瓦當。
荷塘鴛鴦紋，又稱 「鴛鴦戲蓮紋」 、
「鴛鴦卧蓮紋」 ，是中國傳統工藝品
中的常見紋飾，屬花鳥題材，在瓷
器、絲織品、金銀器中常見。蓮池紋
和鴛鴦紋是構成蓮池鴛鴦紋的兩個基
本元素。過去一般認為這種紋飾是在
元代開始出現，南漢王宮相關瓦當的
發現，把該紋飾的出現時間提前了幾
百年。

蓮花紋 佛教興
同樣是紋飾，有一些紋飾不僅僅

反映當時人們祈求幸福、康寧的美好
願望，至還是城市發展的歷史見證。
記者在現場看到了多種蓮花紋瓦當，
有的蓮花瓣線條簡約抽象，有的採用
了淺浮雕手法突出立體效果，俯視時
如見蓮開。

蓮花紋的興盛，與佛教在中國的
傳播息息相關。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
中國，至東晉逐漸興起，至隋唐時期
達到鼎盛。東晉以後作為佛教聖物的
蓮花逐漸取代雲紋成為瓦當的
主流紋飾。劉業灃說，
嶺南地區是佛教興
盛之地，南越國
宮署遺址出土
大量東晉以
來的蓮花紋
瓦當、蓮花
紋磚、蓮
花紋青瓷
器 等 文
物，是古
代廣州佛教
信仰昌盛的
重要實證。

也許從大眾
所熟知的文物角度
來說，瓦當不過是很
小的一件東西，但它同樣
蘊藏着非常豐富的藝術、歷史價
值，是中國古代信仰、等級等許多重
要方面的物化表現，可以說是中國古
代城市的重要歷史文化載體。

廣州有花城之美譽，一年四季繁花似
錦，在 「小瓦當 大世界──南越國宮署遺
址出土瓦當專題展」 中，各種花卉圖案的瓦
當也佔據了相當比例。原來，宋代社會安
定，經濟發達，社會文化成都較高，審美意
識由偏重政治、宗教轉而追求人文精神，形
成了總體生機勃勃、吉祥浪漫、雅俗共賞的
裝飾紋樣面貌。此時，瓦當開始與時代同
雅，形式上出現更加世俗化、生活化的轉
變，花卉紋也成為瓦當紋飾的主要題材。

於是，冰清玉潤的荷花，秀麗淡雅的菊
花，雍容華貴的牡丹，還有一些群芳簇擁的
團花，或者是更為直接的吉祥心願等，紛紛
出現在堅硬的瓦當上，為沉悶的建築帶來一股活潑的生活氣息。不管是花團
錦簇，還是一枝獨秀，這些瓦當共同呈現出宋代以來廣州蓬勃向上、生機盎
然的生活風貌，都是百姓安居樂業的寫照。

另一種花紋的出現，則見證了廣州與海外的交往，那就是西番蓮。今天
的年輕人喜歡用百香果製成各種冷飲，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所

熟知的百香果的花就是西番蓮。宮署遺址出土過一片明代的折
枝西番蓮紋瓦當，當面裝飾着一朵側視折枝西番蓮，四周

穿插有蜷曲的藤蔓枝葉，外繞兩周弦紋和一周連續萬
字形回紋，呈現明顯的中西合璧風格。

關於西番蓮紋飾的來源，一種說法是它在元
明時期通過貿易傳入中國，一種說法則是它在明
清時期隨中西文化交流傳入。無論是哪種結
論，都是古代廣州海上貿易繁榮，多與海外接
觸交往的結果，同樣體現了廣州對外來文化的
包容。

花紋印證海上貿易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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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瓦當 大世界
──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瓦當專題展

日期：即日起至10月12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提前30分鐘停止入館，周一休館（節假日
除外）

展館：南越王博物院王宮展區

地址：廣州市越秀區中山四路316號

費用：免費參觀（需預約）

網址：www.gznywmuseum.org

參觀
資訊

▶明折枝西番
蓮紋瓦當。

▲北宋菊花紋瓦當。

▲南漢國青釉蓮花紋瓦當。

▲南漢國雙鳳紋瓦當。

▲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南越國 「萬
歲」 文字瓦當。

▼南漢國青釉荷塘鴛鴦紋瓦
當。過去一般認為此紋飾元
代開始出現，南漢王宮相關
瓦當的發現，把該紋飾的出
現時間提前了幾百年。

▲宋「大吉」文字
瓦當。

▼南朝蓮花紋瓦當。

▲南漢國青釉
獸面紋瓦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