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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副刊收藏

此次香港故宮展出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物中，有一件碩

大的青銅眼形器（圖一）。或許可以說這類眼形器是三星堆

最多的出土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土了71 件，前兩年又有所

出土，只是迄今還未公布數量。如此眾多，定有重大內

涵。是什麼？迄今未見到有個「所以然」。在此

「楊說」一番，乞望拋磚引玉。

◆文、圖：楊永年

「青妝泯火：上善堂藏耀州窯瓷器」展覽
正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出，是次展覽精
選超過90件上善堂耀州窯瓷器收藏，集中展
現耀州窯瓷器在不同朝代的工藝和審美變
遷。耀州窯位於陝西省西安以北約 80公里
處，是五代、兩宋時期華北地區具代表性的
大規模陶瓷生產地之一。此地出產的宋代青
瓷，以優美的橄欖綠釉色、流麗的刻花紋及
畫花紋，以及纖細緻密的印花紋等為特徵，
自古以來備受推崇。今次由上善堂展出的耀
州窯展品，經典器形與珍罕標本並存，基本
涵蓋耀州窯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耀州窯歷
史的獨特見證。
展覽分為三大單元，第一單元「青者為
上」按照時代發展順序展示耀瓷釉色之美，
優先選取素面藏品，重點呈現青釉發展脈
絡。第二單元「瓷技至善」以裝飾技法為主
題，重點展示耀州窯青瓷代表性的刻花、印
花、畫花等技法。最後一個單元「器蘊滿
堂」以文化內涵為題，把可以進行紋飾闡釋
的展品歸入其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樊慧杰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中大文物館
展出近百件耀州窯瓷器

日期：即日起至12月3日
時間：平日10:00-17:00（逢星期四休館）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13:00-17: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展廳二
費用：免費

清代對瓷器的燒製有嚴格的要求，尤其
在中前期國力昌盛階段，不但不惜人力物
力財力傾全國之力尋找最上乘的材料、最
優秀的工匠，御窯廠的官燒瓷器更是由皇
帝親自參與訂燒，在內府中成器，督造過
程謹遵禮儀規定，對瓷器的製作工藝、紋
飾內容、表現技巧、器形樣式都有統一的
標準。在此前提之下，誕生了一種各朝必
備的宮廷御瓷——「歲例供瓷」，其品種
與形制代代承襲，而「賞瓶」就是其中的
一款。
賞瓶為雍正一朝出現的新器形，乾隆之
後歷朝相襲。顧名思義，賞瓶為帝王用以
賞賜臣下的器物，督窯官唐英奉雍正之命
「參古今之式，動以新意，備儲巧妙」而
燒造，其中所參照的瓷器式樣便是備受喜
愛、極富美感的玉壺春瓶，採用了撇口、
細長頸、圓腹、圈足等特徵，而在肩部又
加上了古色古香的凸弦紋裝飾，外形俊秀
柔美、比例協調，修長的頸部亦便於觀賞
者用手握持欣賞。據傳賞瓶原名為「玉堂

春瓶」，只是在賞賜過程中被傳旨的宦官
從「賞玉堂春瓶一堆」省略為「賞瓶一
對」，因而漸被簡化為今天的名字。
在紋飾方面，從2021年曾在香港佳士得

拍得212.5萬港元的一支「清乾隆青花纏
枝蓮紋賞瓶」和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
支「清光緒青花纏枝蓮紋賞瓶」，可以看
出賞瓶有其固定的紋飾模板，頸部為青花
蕉葉紋，腹部則飾青花纏枝蓮紋，其中青
花的寓意為「清」，蓮紋則代表着
「廉」，作為賞賜之物，示意帝王對臣子
保持「清廉」的嘉獎、鼓勵及希冀。而承
蒙皇恩的臣子亦會將得賜的賞瓶置於家中
當眼的地方，作為當官者的精神勉勵。作
為紋飾主題，青花纏枝蓮瓶佔清朝賞瓶約
八成以上。
隨着賞瓶成為了清代陶瓷造型中最具代

表性的瓷器，其觀賞功能隨之增加，紋飾
不再局限於青花纏枝蓮瓶，而出現了粉彩
賞瓶。筆者亦收藏了一對「清光緒粉彩海
水龍紋賞瓶」，可作參考。

清瓷典型賞瓶——賞賜欣賞兩不誤
◆清乾隆青花纏枝蓮
紋賞瓶

圖片來源：佳士得

◆清光緒粉彩海水龍紋
賞瓶（一對）

◆清光緒青花纏枝蓮紋賞瓶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博物院

◆青釉刻花折枝牡丹紋六
曲花口盤

◆青釉貼花龜紋碗

◆青釉刻花纏枝牡丹
紋執壺

「楊說」三星堆之二

眼形器，蜀頭與蜀字

在中國遠古史中的大
汶口文化期，陶器上有一種

被稱為「日、火、山」的刻文（圖二），
當代著名考古學家王仁湘先生解讀為「飛翔着
的大眼睛」，指向民族遷徙中的「太陽與飛
鳥」。這個民族遷徙應該就是「楊說」之一提
到的炎帝後裔的向東遷徙，也可以說是「創造
三星堆的人」的最早的一支始祖部落。無獨有
偶，在現今發現的三星堆青銅器的刻文上也有
眼紋（圖三）。只不過不是「飛翔着的大眼
睛」，而是「行走着的大眼睛」，一樣指向民
族遷徙。記錄着如此重大歷史事件的「眼形
器」，在三星堆遺址中的大量出現是符合邏輯
的。
基於此，「楊說」又產生出延伸，出現在大
汶口文化晚期的「蜀山氏」，可能從早期陶器
的「太陽與飛鳥」刻紋中受到啟示，太陽是炎
帝文化傳承下來的崇拜對象，展翅飛越的鴞鳥
是他們的祖先指向。如果把（曾經出現過的陶
符）鳥翅（或雲氣）簇擁太陽的「物象」用於
（造字上的）「事物」，表現「蜀山氏」的祖
源符號——太陽與飛鳥。如此這般，不就生成
了「蜀頭」，成了「蜀」字的表意根本！那些
青銅眼形器也便是這層意思的物指！基於此，
可不可以說，三星堆出土的眾多青銅眼形器，
應該是當年三星堆祭祀活動中進行「國家意
識」教育的「教具」。如今所見的三星堆眼形
器在細節上是有差別的。筆者又想，那樣的差
別是否在體現古蜀的種姓中，與祖先血源體系
的親疏近遠呢？歷史上「共工」部落就有「九
州」之說。三星堆眼形器作出區分應是「傳承
有序」。
大汶口文化中「蜀山氏」的「蜀頭」與

「蜀」字，或許已經有了文字的記載，見圖四
中右起第一行第二字。1985 年，山東省文物
單位到鄒平縣做文物普查，在丁公村發現大量
龍山文化遺物。1986 年，山東大學考古專業

學生進駐這裏
繼續發掘與整理出土
物，發現一個灰陶盆底部殘片
上有5 行11 個刻畫符號。主持發掘者
先後邀請了三十多位內地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
界的權威鑑定，比較一致地認為確實是文字。
這樣的文字與後來的甲骨文、金文不屬於一個
系統，因為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金文，基本都是
斬釘截鐵般的直筆，絕無丁公陶文的這般盤繞
曲迴。
在後來的「共工」部落的大遷徙中，也發生
了「地名搬遷」。蜀概念和一些地名來到三星
堆方圓數百里的新蜀地。在這個過程中，山東
龍山文化的「蜀」被中原的甲骨文接納，被後
來的金文轉意。雖說其表意之根的「蜀頭」是
萬變不離其宗的，但對甲骨文的「蜀」和對金
文的「蜀」所生成的筆墨官司，打了一百多年
至今仍未「結案」。
當今，對商朝甲骨文上的「蜀」（圖五），
對周朝金文上的「蜀」（圖六），主流學界是
肯定的，但在解讀上仍舊「模糊」。兩千年前
的許慎，大概看到金文上的「蜀」，著《說文
解字》說：「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
頭形，中象其身蜎蜎」。一百多年前的孫詒
讓，看到甲骨文上的「蜀」字無蟲，不得其解
便說：「此省蟲，於字例得通」！大概孫詒讓
在註釋甲骨文「蜀」時也納悶過，甲骨文的
「蜀」字多數不見「从虫」呀！但是，許慎這
個老祖宗說的是「蜀」「从虫」！無奈之下作
出「於字例得通」的定論。孫詒讓的解讀，苦
了現今學者，在解讀周朝金文「蜀」字時他們
左右為難；本屬周朝「蜀」字的「从虫」特

徵，被商朝
的「蜀」字拿走了，
那該給貨真價實的周朝「从
虫」的「蜀」字安個什麼名分呢？
筆者多年來「獵奇」着三星堆文明，也努

力去收藏古蜀的玉（石）藝術品以證明我的猜
測。二十世紀的四川著名歷史學家林向先生一
句話，指明了我的觀察視點，他說：「蜀……
是商周王室及其卜人集團對這一大片『華陽之
地』的稱呼。」
這就可不可以去理解，「蜀」的「圖示」在
商與周是有所不同的。筆者以為，甲骨文的
「蜀」，「省蟲」，是「蜀」立國之前，即還
沒有「王瞿上」的蜀，是「蠶叢」王朝之前或
初期的「蜀」。西周金文的「蜀」，是「蠶
叢」立蜀國之後，強調祖源記憶，用懷抱蟬
（蟲）這類的藝術造型，來圖說古蜀人，即那
個有「蜀頭」之人，也就是創造三星堆文明的
先人，是有所「傳承」的。玉蟬在紅山文化中
已有大量出現，是用蟬（蠶、蛇）這類可脫皮
重生的動物的生理現象，去喻意「死而復生」
「轉世傳人」這樣的古代中國人的祖源意識、
血脈關係。古蜀國的第一王朝「蠶叢」或者就
有這樣的指向。圖七、圖八是筆者收藏的古蜀
玉器，上面的傳承表述和傳承指向應該是清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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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青銅眼形器。

◆圖二：陶器
上 被 稱 為
「 日 、 火 、
山」的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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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右起第一行第二字，表明「蜀頭」與
「蜀」字已有文字的記載。

◆圖五：商朝甲骨文上
的「蜀」。

◆圖六：周朝金文上
的「蜀」。

◆圖七、圖八：作者收藏的古蜀玉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