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摇虹彩张华堂 ，月散瑶光满禁

城。 ”中国宫灯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商周

时期已有其相关记述，现出土的宫灯实

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乃至更早。 漫漫

数千年里，宫灯伴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

断发展，至清代时达到历史高峰 ，其选

材丰富 、制作精巧 、造型多变 、富丽雍

容，凝结着智慧巧思与精绝技艺。

正在北京光科技馆展出的“张灯结

彩———故宫博物院藏宫廷灯具珍品展”

上， 九盏精心修复的宫灯首度亮相，以

作为中华民俗重要内容的年 、寿 、婚三

大节事为切入口，带领人们重温宫灯承

载的中华文明记忆。 观历史中的宫灯，

不仅是在品味中国工艺精粹的华彩，亦

可知其寄托着人们对光明幸福的希冀，

表达着对欢庆盛事的祝颂，传递着对国

运昌隆、物阜民安的祈愿。 这是一份沉

甸甸的物质文化遗产。

■ 通高十米余的万
寿灯是明清宫廷新年
时安设的，以红漆髹饰
的庆成灯则是清宫元
宵节期间专用于祭祀
祖先的

辞旧迎新之际， 自然少不了宫灯，

部分宫灯也成为年节仪物，被赋予不同

的吉祥寓意。 仪灯迎春，为天家过年屡

增高潮。

万寿灯即为明清宫廷新年时安设

的一种大型仪灯，也是皇宫里所独见的

风景，每年腊月二十四至正月末期间使

用。 清宫万寿灯体量高大，通高 10 米余

（三丈三尺），其由石座 、灯柱 、灯联 、灯

串四部分组成。 石座高 1 米余（三尺五

寸），由青白石制作。 灯柱由巨型大木等

制作，柱上漆金彩绘云龙纹 ，顶端安重

檐亭、仙人风扇、云龙挑头等。 每座万寿

灯配灯联八幅， 灯联长约 5 米， 刺绣制

作，上为万寿灯词。每座万寿灯又配灯串

八挂，每挂上八盏灯笼，上下首尾相连。

安设万寿灯是清代天家过年重要

的节庆仪式。 上万寿灯时，先得在乾清

宫与宁寿宫前的丹陛石座上树立灯柱，

仅此步骤动辄需数十人完成。 灯柱树立

完毕， 先于柱顶龙头之下悬挂灯联，灯

联分八个方向悬挂，内容各不相同。 至

除夕、元旦、正月十一日 、十四日 、十五

日 、十六日 ，再行将灯联换下 ，改挂灯

串。 灯串同分八个方向悬挂，每挂八盏

灯笼，由大小不同的六盏万寿灯 、一盏

葫芦灯、 一盏鱼瓶灯上下串联而成，灯

笼均由羊角制作，五彩装饰。

从此次展出的一件万寿灯及灯联

小样中，人们即可窥见此类宫灯的神采。

清代万寿灯制作时， 需先制作小样送皇

帝呈览 ，皇帝御览提出意见后 ，方可进

行制作与修改。 灯联小样其形式与内容

与万寿灯灯联无异，仅尺寸等比例缩小。

庆成灯则是清代宫廷中专门于元

宵节期间用于祭祀本朝祖先的一类宫

灯，仅在太庙 、奉先殿及寿皇殿等三处

供奉与祭祀清朝祖先帝后的庙堂进行

张挂。 庆成灯寓意功德庆成、福禄终成，

以庆成尊先祖功绩之崇伟，以挂灯奉历

代功业之建成。 这类灯以喜庆热烈的红

漆髹饰，上以描金进行装饰 ，灯身整体

为吉利式 （蒺藜 ），上嵌角片 ，角片内彩

绘描金龙纹。 以庆成灯作为祭祖用灯，

并于阖家团圆的元宵节前后行仪张挂，

表达出清代皇族谨记先辈创业艰难、继

承祖辈丰功伟绩、 法祖敬天的精神，及

慎终追远、敬谨诚孝、垂范天下的态度。

清廷十分重视庆成灯祭祀，关于庆成灯

上灯数量、 具体位置等均作明确规定，

并以 《会典 》等形式记录 ，成为国家典

制；不少君主还会再在即位后对庆成灯

祭祀细则作出重申或修改，以形成本朝

的庆成灯祭祀方式。

■ 万寿盛典期间，以
花篮灯献瑞，以葫芦灯
寓意福禄康宁，既传递
对君主万寿的喜悦庆
祝，又寄托对国运昌隆
的美好祈愿

清代皇帝寿辰称万寿节 ， 它与元

旦、冬至并列为一年中宫廷最为重要的

三大节日。 万寿盛典期间，举国欢腾、普

天同庆， 京城各大街衢巷尾华灯密布、

浩浩荡荡，呈现出一派恢弘华美的壮丽

景色。 隆办万寿，既表示功德庆成、继往

开来，又实现与民同欢、激聚民志，亦能

够彰显国力、敦睦世风。 宝灯纷然，既传

递对君主万寿的喜悦庆祝，又寄托对国

运昌隆的美好祈愿。

花献瑞是万寿节常用祝寿题材，在

描绘记录清帝万寿的《康熙万寿图》《乾

隆万寿图》 等中均有不少花篮灯出现。

故宫现藏的一件花篮灯即采用插花花

篮作为灯体造型 ，该灯分花篮灯身 （内

部设蜡扦）、花卉及灯穗三部分。 花篮灯

身为紫檀镂雕制作 ，分六面 ，每面各镶

嵌一块青白玉牌 ，上雕蝙蝠 、葫芦与盘

肠，寓意福禄绵长 ，玉牌周围镶嵌染色

象牙瓜瓞绵绵纹，寓意子孙昌盛。 花篮

灯身的外侧口沿处，上部装饰一圈楠木

雕卷草龙纹，下部装饰一圈象牙染（绿）

色雕如意云头纹 ，十分精巧 ，花篮内侧

口沿处嵌有铜鎏金花口，花枝插在此铜

鎏金花口内。 花篮内有以碧玺、 珊瑚、

玉、 水晶等制作而成的梅花、 茶花、芙

蓉、菊花等。 众花之中，一朵青金石制作

的蓝菊颇为引人注意。 蓝色菊花少见，

选用蓝菊作饰应并非匠师臆造，乾隆皇

帝曾作诗：“蕚承露叶受风斜，那识东篱

处士家。 虽是此花名冒菊，可知还有出

蓝花。 ”言及在避暑山庄中发现有蓝色

菊花，表示十分惊奇。

在皇帝万寿庆典之中，葫芦灯也是

常用灯具之一，其灯作葫芦式造型。 葫

芦，谐音“福”“禄”，具有“大吉福禄”“福

禄康宁”等吉祥寓意。 此次展出的一件

是铜胎画珐琅嵌玻璃大吉葫芦式挂灯，

其宝盖、灯身框架以及灯穗吊挂牌均以

铜胎画珐琅工艺制作。 在康熙皇帝的主

导之下，原本在欧洲地区仅施加于金属

胎上的画珐琅 ，在中国与陶瓷胎 、紫砂

胎相结合 ，发展出珐琅彩瓷器 、紫砂胎

画珐琅等，形成独具中国风格的画珐琅

艺术新发展。

鱼，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鱼跃

龙门等，也被广泛使用于万寿节庆活动

与日常陈设中。 此次展出的一件角质红

双鱼挂灯，分宝盖、灯身与灯穗三部分，

宝盖为楼门式 ，木胎髹金漆 ，檐角垂料

珠穗子。 灯身为红双鱼式，外部以花丝

镶嵌作框 ，内部安角质灯罩 ，角质灯罩

内描金彩绘鱼鳞、鱼鳍纹。 角灯制作工

艺是中国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角质灯

罩透如薄纱 、防风轻便 ，相较于玻璃等

材质，其质性更为稳定、不易炸裂，相较

于纱、木等材质，其透明性更好，且不易

燃烧。 角灯制作工艺使用牛羊犄角为原

料，先将其进行分割 、刨刮 ，再制薄 、热

融、拼接、粘合、塑性并上色。 此灯红双

鱼灯身下为紫檀雕海水波浪纹，底座下

垂丝绦围子一圈， 围子下垂料珠穗子，

设计巧妙，暗含鱼跃龙门之意。

■ 在清帝大婚的重
要场合，宫灯既被用作
装饰陈设，又出现于皇
后妆奁中，同时也是典
礼中的仪仗与照明

宫灯是清帝大婚典礼器用中不可

缺少的内容。 清帝大婚，不仅意味着个

人修、齐、治、平的成长 ，而且往往伴随

着国家政权中心的转移，亦攸关着王朝

统治的传续等，因此是清代最为隆重的

国家典礼之一。 在这一重要场合，宫灯

既被用作装饰陈设，又出现于皇后妆奁

中，同时也是典礼中的仪仗与照明。

现身此次展览的一件双喜字羊角

手把灯，即为同治帝大婚时婚成礼册立

礼与奉迎礼中使用。 此灯由灯罩与灯座

两部分组成，灯罩羊角制作。 册立礼为

迎皇后入宫之前，皇帝先至太和殿阅看

册封皇后的金册、金宝并接受百官叩拜

等仪礼。 同治大婚典礼此过程中，太和

殿周围后左门 、后右门等七门处 ，均设

这种羊角手把灯 ，每门一对 ，由专人执

拿。 奉迎礼即迎皇后凤舆入宫等仪礼。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凤舆入宫经北京中

轴线的大清门 、端门等各门 ，均由执灯

官持拿这种羊角手把灯于道路两侧及

城门内部侍奉皇后驾到。 大婚典礼结束

之后，此种羊角手把灯还可作为日常用

品 ， 陈设于后宫各殿中用于照明与装

饰，据记载，它曾被陈设于翊坤宫、体和

殿、储秀宫、庆云斋、道德堂、平康室、丽

景轩等多处。

展览中的一件紫檀嵌玻璃龙凤同

合纹桌灯 ， 为同治大婚时皇后阿鲁特

氏的妆奁内容 。 皇后妆奁即皇后大婚

时的嫁妆 。 民间新娘嫁妆一般由女家

筹备，而皇室则不同 ，清代皇后的嫁妆

全权由皇家 （男家 ）筹办 ，方得集天下

之精工物料。 皇后妆奁准备好后，事先

送至皇后府邸 ， 大婚时再从皇后母家

抬入皇宫 ，走一个嫁妆入宫的过场儿 。

因当时负责备办的粤海关未能如期将

桌灯等备好 、运送至京城 ，内务府造办

处灯裁作赶制出了紫檀玻璃心画五彩

桌灯四对，并为其并配杉木灯箱。 此件

展品即为四对桌灯中的一件 。 直至光

绪年间 ， 这四对桌灯仍被陈设于坤宁

宫东暖阁 （即大婚婚房 ）之中 。 后至溥

仪时期 ， 从当时所摄照片中可见坤宁

宫东暖阁炕桌上仍然陈放着此灯 。 由

上说明 ， 桌灯很有可能经历了两位皇

帝、一位逊帝的大婚典礼 。 直到今天 ，

故宫坤宁宫宫廷原状日常陈设展览

中，此种灯依然如旧陈设。

同治款金大元宝喜字灯也是同治

皇后妆奁内容。 此次展出的一件为蜡扦

式，通体鎏金 ，由元宝与双喜字上下组

合而成，表面錾刻有团寿纹、流云纹、双

喜字等 。 由 《光绪大婚典礼红档 》以及

《光绪大婚图》中可见，光绪皇帝大婚时

皇后叶赫那拉氏的妆奁中同样有此类

烛台，应为仿照同治大婚皇后妆奁内容

所制。 大元宝喜字灯外，光绪大婚皇后

妆奁中还见有“金小元宝喜字灯成对”，

其形制基本一致， 唯体量略微增大，可

见清廷对此造型灯具颇为推崇。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

《文会图 》是一幅重要的宋画传世
之作，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 有
关此图的话题，已逐步成为热点，下面我
们单从茶道方面，再作一些有趣的补充。

此图描绘一群文士正在园中欢会。

八个文士围坐于一张巨大的黑漆方桌
旁，其中一人正打着瞌睡 ，联系到图右
上宋徽宗所题 “儒林华国古今同 ，吟咏
挥毫醉醒中”，可知其人正在醉中。 大方
桌上，馔具食物，琳琅有序，四边还摆有
十套个人用餐具。 坐上席的文士背后，

还有一个大石桌 ，上有琴一张 ，锦纹琴
套一、书本三 ，古鼎一 。 大方桌斜下位
置，紫薇与翠竹之间，还有一道士、一文
士在交谈，显然他俩是暂离坐席。

围绕大方桌及文士 ， 还有五位侍
者，其中那位须髯、绿袍的男子，当是一
位乐工。 他手执拍板，似正观望宴席的
情势。 笔者目前所见有关此图的解读，

都是将此人作为文士，当是误读。

图前景位置，还有五位侍者半环绕
着两张小方桌， 桌旁桌上还有炭炉、烧
水壶、鼎盂、具列、木桶、梅瓶 、笆篓 、执
壺、碗盞等什物，与中景文士、侍者及什
物密切呼应。

因为图中有一文士正处于酣醉之

中，且大方桌上簇饤的都是鲜桃 、莲蓬
之类 ， 显然此文会已处于酒后的阶段
了，主宾所用的饮品自是以能解酒为宜。

大方桌上主宾面前的饮品，用的是浅色
盏托 ， 前景中的侍者们正在备办的饮
品，用的是黑色盏托 ，显然两者是不同
的饮品。 但这两者到底是什么饮品呢？

前景左数第二位侍者，可以帮助我
们。 只见他一手持匕，向碗盏中击拂，一
手托盏， 这正是最具特征的点茶动作。

如北宋蔡襄 《茶录·点茶》：“茶少汤多，

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 建人谓
之云脚粥面。 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
极匀，又添注之，环回击拂。 ”1999 年 8

月 ， 河南登封黑山沟出土的宋代壁画
《备宴图》，亦可资参观。 所以，可以认为
侍者们正在备办的是茶。

而茶自古以来就是消渴、 祛热、解
酒的良物，如《唐本草》所记：“茗 ：味甘
苦，微寒，无毒。 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
渴，令人少睡，春采之。 ”又如唐陆羽《茶
经·一之源》所记：“茶之为用 ，味至寒 ，

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

脑疼、目涩、四支烦 、百节不舒 ，聊四五
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宋人的诗词
则更多记载了茶解酒的功效，如北宋人

宋庠 《观文丁右丞求赐茶因奉短诗二
章》其一：“慧露真腴内消热 ，可烦霞脚
一瓶春。 ”黄庭坚《品令·茶词》：“汤响松
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孔平仲《建茶一
首》：“建茶一杯午睡起， 除渴蠲烦无此
比。 ”都与此图的情形相映照。

既然已知侍者们正备办的是茶，那
么主宾正在用的饮品，如果了解宋人的
宴饮习惯 ，也可以推知了 ：当是同样可
以醒酒的某种汤。 如黄庭坚《鹧鸪天》：

“汤泛冰甆一坐春。长松林下得灵根。吉
祥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人。 灯焰
焰。 酒醺醺。 壑源曾未醒酲魂。 与君更
把长生碗，聊为清歌驻白云。 ”写的就是
长松汤解酒胜过名贵的壑源茶。 南宋人
程珌《鹧鸪天·汤词》写的则是扶桑椹汤
神奇的解酒之功：“饮罢天厨碧玉觞。 仙
韵九奏少停章。 何人采得扶桑椹，捣就
蓝桥碧绀霜。凡骨变，骤清凉。何须仙露
与琼浆。 ”

与那位点茶者动作最能对应的，是
他右手边的侍者。 此侍者立于炭炉前，

炉上有两个白色的烧水壶 ，显然 ，他的
职责是候汤。何谓候汤？北宋人蔡襄《茶
录·候汤》曰：“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 ，

过熟则茶沉。 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

汤也。 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
难。 ”那两个白色的烧水壶，当为银质，

也合于陆羽《茶经·四之器 》论鍑之言 ：

“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
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 用银为
之，至洁，但涉于侈丽。 雅则雅矣，洁亦
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银也。 ”（《说
文》：“鍑，釜大口者。 ”）

图中最不能让人明了的，就是点茶
者左手边，持青花大盆的侍者。 他在做
什么呢？ 笔者认为他的职司是熁盏，联
系他左右两个侍者的动态 ： 一个在点
茶，一个在擦桌子，即可推知。 熁盏，现
在一般称为温盏或温杯，即预先用热水

将茶盏等烫热。 蔡襄 《茶录·候汤 》曰 ：

“凡欲点茶， 先须熁盏令热， 冷则茶不
浮。 ”南北宋之际的王千秋 《风流子 》：

“卷茵停舞，侧火分茶。 笑盈盈，溅汤温
翠盌，折印启缃纱。 ”也是说在点茶前，

须先温盏。 此刻，这位侍者应是刚刚才
把熁盏的工作完成，他手持的那个青花
大盆，就是用来熁盏的盛具 ，相当于现
如今功夫茶用的茶洗。

如此 ，宋人茶道的氛围 、程式及具
体的候汤、熁盏、点茶环节，真是活灵活
现，而这场华美园林中的茶会 ，不仅有
檀板七弦的助兴 ， 还有文人的诗书风
雅，委实也是太令人神往了。

故宫博物院藏 《春宴图 》及台北故
宫博物院所藏二种 《唐十八学士图》中
的某些场景，与此 《文会图 》十分近似 。

而这些图的情形亦与明张丑 《真迹日
录》、清卞永誉 《式古堂书画汇考 》等著
录一致。 惟张、卞所评骘之“神品”，现在
看来，只有《文会图》不可名状的精微明
净能当之，其所表现的茶道情节亦最为
精准生动，不仅能与传世相关文献相印
证，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补充，堪称宋人
茶道珍贵的图像记录，殊为难得。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副教授）

《文会图》所展现的宋人茶道
黄杰

▲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

中国宫灯，映出传统工艺精粹的华彩
赵赢赢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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