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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香几——兼具形式感與藝術感的簡約傢具
古代中國的焚香文化源遠流長，早至漢

代已廣泛使用香爐禱祀許願或焚蘭塭麝，
在府邸廟宇的室內外皆可陳設。而香几，
顧名思義，即放置香爐的台几，其對達官
貴冑的象徵性更勝於實用性，外形修長對
稱，立於廳堂中央，除了陳設爐鼎，更有
置放奇石、盆栽或花瓶等，非富貴之家不
可見。
明朝文人高濂所著《遵生八箋》中記

載：「書室中香几之制有二：高者二尺八
寸，几面或大理石面，岐陽瑪瑙等石，或

以豆柏楠鑲心；或四八角，或方，或梅
花，或葵花，或慈菰，或圓為式，或漆，
或水磨諸木成造者，用以閣蒲石，或單玩
美食，或置香櫞盤，或置花尊以插多花，
或單置一爐焚香，此高几也。」這是極少
數古人詳實地闡明材質、形制、用途的家
具之一，可見古代文人對香几的重視程
度，將其本身亦視作藝術陳設的其中一個
重要元素。
由於香几的設計就是以裝飾性為出發

點，且多用於達官顯貴、文人雅士家中，

因此通常會採用紫檀木、黃花梨等上
等木材，並做工極為細緻，以匹配其
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明代的經典香几形制有方形、長方形、

八角形、圓形等，多數為高足具，常見三
足、四足、五足、六足者，傳世品相當稀
少。在《香港珍藏大展》中，亦有幾件造
型經典、有代表性的香几：「明末清初黃
花梨束腰長方香几」上几面呈方形，四足
沿束腰優雅而下，三彎腿造型，以卷草
紋為飾；「明末清初黃花梨鑲蛇紋石長方

形香几」則呈長方形，全身光素，四腿用
方材，足作內翻馬蹄樣式，面心攢框鑲一
整塊綠色蛇紋石，體現了明代人對奇石之
鍾愛並將其融入家具設計之中；另一件小
巧精緻的「明末清初紫檀嵌櫻木五足圓形
小香几」選用名貴的印度小葉紫檀，色澤
沉穆，布滿細細的牛毛紋，通體造型敦厚
穩重而不失靈動活潑，美觀大方。

◆明末清初紫檀嵌櫻木五足
圓形小香几

◆明末清初
黃花梨香几

◆明末清初黃
花梨束腰長方
香几

砣與秤，古稱權衡。《漢書．律歷志》記
述：「權者，銖、両、斤、鈞、石也，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走進山東省權衡
天下博物館，一個由秤和秤砣組成的世界迎面
而來。從秤的種類來看，有天平，戥子，桿秤
等；從秤砣的材質來看，有石頭、青銅、鐵、
鎏金、瓷的；從年代來看，這些藏品貫穿秦、
漢、唐、宋、元、明、清、民國等多個朝代；
從秤砣的形狀來看，有簡單的壺形、錐形、方
形、球形、梅花形，也有代表十二生肖的小動
物……這些秤和秤砣最小的僅有20克大小，
最大的重約30公斤，琳琅滿目，五花八門。
其中一面由360個瑞獸組成的秤砣矩陣，成為
許多參觀者的打卡背景牆。
「瑞獸秤砣以明清時代為主，彼時商業比較

發達，加之民間已獲准可以製秤，因此秤的產
量猛增。」談起這些藏品，張奎生滔滔不絕。
他表示，秤砣從產生開始，就是權威與誠信的
的象徵與標誌。「秤砣雖小壓千斤」、「百姓
心中有桿秤」、「權衡天下」、「權衡利弊」
等諺語、成語，從不同方面說明人們對它的認
知與評價。博物館內收藏的各式秤砣與秤，從
某一特殊領域、特定器物、特有文化內涵方
面，見證了中國度量權衡發展歷史，展現了中
華民族勤勞智慧和創造能力，其「權衡天下，
公平誠信」的理念，同經典文明與時代精神一
脈相通。

鎮館之寶元代銅權
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一枚元代早期的銅

權，上面只有巴斯巴文，這是一種早已消失的
蒙古文字。為了得到這枚銅權，張奎生幾次去
內蒙古拜訪收藏圈兒的朋友，或許是感動於他
的誠心，對方最終忍痛「割愛」把銅權轉讓給
他。
「歷代帝王都很重視度量衡制度，這也是一

種權利的象徵。在元代，每一代帝王都會重新
製作權衡，這一點可以從找到的多位帝王時期
的不同秤砣一窺究竟。」張奎生表示，元代的
秤砣一般有官帽、平肩、直腹、束腰，特徵明
顯。「很多秤砣上面會同時有巴斯巴文和漢
字，像這種只有巴斯巴文的並不多見。元代地
域廣闊，多種文字並存，元代銅權亦是民族融
合的象徵。」
在元代銅權的不遠處，則是宋權。尤其是宋

徽宗趙佶和宋高宗趙構兩代帝王期間的秤砣出
現在同一展櫃，彷彿是這對父子之間另一種形
式的「對話」。相比之下，近現代時期的秤砣
很是令人唏噓。解放區的秤砣簡約卻令人振
奮，偽滿洲國時期的秤砣精緻卻是一種屈
辱……

精密戥秤彰顯古人智慧
博物館內有一個專門的戥子秤展區頗為震

撼。宋景德年間，為提高稱量貴重物品與藥材
等的精確度，掌管內庫的官員劉承珪製
作了一両和一錢半両兩種戥秤，
深受歷代追捧，被稱為「戥
子」。因其用料講究、做工
精細、技藝獨特深受藏家喜
愛。
在收藏圈，張奎生從全國各

地淘來的幾百套戥子秤可謂獨樹一
幟，外包裝盒的材質有黃花梨、紫檀的；秤桿
有骨質、象牙、青銅、烏木的；用途則有單獨
戥子、文房四寶戥子、子母戥子與算盤戥
子……
張奎生向記者展示了近期收藏的清代戥子，

秤桿是象牙做的，外盒是紫檀木，秤盤是銅
的，很具代表性。而他收藏的最小戥子是前些
年在藏區淘到的，「當時花了八千塊錢，秤桿
用的犛牛骨，盒子是胡桃木的，也是清代
的……」

權衡文化融入生活
「權衡文化的精髓是公平誠信，這是當前社

會非常值得倡導的理念。自從開始收藏秤砣和
秤，我一直這麼要求自己，自認從未坑過人，
沒害過人。我希望能像秤砣一樣實實在在，像
秤一樣秤得起自己的良心。這是我這麼多年最
大的收穫。」張奎生表示。
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奎生到一位朋友家拜

訪，看到朋友家中擺放二三十個形態各異的
秤砣，張奎生非常喜歡，而朋友又正好打算轉
手，就把這些秤砣送給了他。這二三十個
秤砣成為張奎生收集的第一批藏品。此後
張奎生開始專門收藏秤和秤砣，在工作
之餘四處走訪尋找。每去一個新地方，他
第一件事就是去當地的古玩市場去「淘
寶」。多年來，他耗費巨資在世界各地搜
集了3千餘個秤和秤砣。秤和秤砣已成為
其生活的一部分。 2021年7月，張奎生
決定將博物館遷址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
校園內，與學校共同組建「商文化研學
中心」，將誠信文化、計量知識傳遞
給更多莘莘學子。
前來參觀的香港青年陳子龍感覺此

次不虛此行。他說，透過秤和秤砣這
些小小的物件，「令我反省的就是
我們做人在社會內如何保持自己的
純真、誠信，做事要公平……」
「博物館不僅傳播度量衡文

化，亦為師生們傳遞了很多商
業、民俗、制度等相關的知
識。」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楊秉
強副教授表示，以前該校在權衡文化
的研究方面幾乎是個空白，這些不同時期的秤
和秤砣為商業研究提供了很多實證。

山東省權衡天下博物館內有一個可以給人
稱重量的大型桿秤。這是源自「立夏稱人」
的傳說。相傳三國時期孟獲被諸葛亮收服歸
順蜀國之後，對諸葛亮言聽計從。諸葛亮臨
終囑託孟獲每年要來看望蜀主一次。諸葛亮
囑託之日，正好是這年立夏，孟獲當即去
拜阿斗。從此以後，每年夏日，孟獲都
依諾來蜀拜望。過了數年，晉武帝司馬
炎滅掉蜀國，擄走阿斗。而孟獲不忘
丞相囑託，每年立夏帶兵去洛陽看望
阿斗，每次去則都要稱阿斗的重量，
以驗證阿斗是否被晉武帝虧待。他
揚言如果虧待阿斗，就要起兵反
晉。晉武帝為了遷就孟獲，就在每
年立夏這天，用糯米加豌豆煮成中
飯給阿斗吃。阿斗見豌豆糯米飯又
糯又香，就加倍吃下。孟獲進城秤

人，每次都比上年重幾斤……至今在南
方仍有立夏吃罷中飯稱人的習俗。

古代度量衡中，一斤等於十六両。關於它的來歷，其中一
說和秦始皇有關。相傳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負責制定度量
衡標準的是丞相李斯。在其制定重量時，實在想不出到底要
把多少両定為一斤為好，於是向秦始皇請示。秦始皇寫下四
個字的批示：「天下公平」（秦時用的篆書）。李斯為了避
免以後在實行中出問題而遭到罪責，決定把「天下公平」這
四個字的筆畫數作為標準，於是定出了一斤等於十六両。不
過，很多人認為此傳說應出自近代人之手。
另外一種說法是源自春秋時期的陶朱公范蠡，他以北斗七

星、南斗六星和福壽祿三星共十六顆星為記，在秤桿上刻製
十六顆星花，故稱為十六両秤。其中福、祿、壽三星刻在秤
桿的末端，交易時如有缺斤少両，缺一両損福，缺二両損
祿，缺三兩損壽，警示後人要講誠信。
一斤十六両的標準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成語「半斤八

両」亦是由此而來。直到1959年6月25曰國務院發布《關
於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將一斤十六両改為一斤十両。

三千藏品三千藏品
見證中國衡器發展史見證中國衡器發展史

一砣一秤 權衡天下

山東省權衡天下博物館成立於2016年6月，是中國首家以秤砣和秤

為主要收藏品的專業博物館。博物館館長張奎生，用近30年時間收藏

了從秦漢至現代的各式秤砣和秤3,000餘件，這些佐證歷史、政治、

經濟、文化的珍貴文物，見證了中國衡器發展史，亦不難看出中國古

人的智慧。尤其一些特殊時期的文物，更是歷史留下的印記，輝煌與

沒落甚至屈辱，無不令人銘記。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胡臥龍 濟南報道

立夏稱人

「半斤八両」的來歷

◆權衡天下博物館收藏了3000餘件秤和
秤砣。

◆元代銅權。 資料圖片

◆算盤戥子秤。

◆◆香港青年陳子龍到博物館參觀香港青年陳子龍到博物館參觀。。

◆源自「立夏秤人」的秤。 資料圖片

◆清代裕和堂鐘形銅權。

◆唐代銅權。 資料圖片

掃碼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