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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藏在瓷枕中的虎年憧憬
张经纬

今年是虎年，时下全国各地多家

博物馆围绕老虎文物举办的一连串展

览中，虎枕这样一类瓷枕展品成为了

“标配”。

古人对美好梦境的追求，都浓缩在

有趣的瓷枕之中。感受这些留有余温的

文物，既能帮助我们进入古人的精神世

界，也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经受住猛

虎的考验，变得更加坚韧，继续保持对梦

想的渴望。

【 虎枕中的秘密 】
上海博物馆虎年特展“虎笑寅年——

中日虎年迎春展”中，就展出了一件“金

代黄地黑彩雁衔芦苇纹虎枕”。按照展

厅中的文物说明，这件瓷枕“作卧虎形，

背作枕面，前低后高。模制成型，为左右

两半粘合而成。虎身先施白色化妆土，

再罩黄彩，黄彩之上又以黑彩描绘虎皮，

笔法生动活泼。枕面未施黄彩，在白地

上以黑彩绘雁衔芦苇纹。”等彩绘全部画

完后，再施一层清釉，在窑内高温下一次

烧成。这种工艺也被总称为釉下彩。虎

枕主要在宋、金时期流行于中原一带，它

的造型颇有特色，相信能给我们的虎年

带来好运。

虎枕虽好，但还是硬邦邦一个，枕在

头下硌得慌。这使人不免怀疑，这究竟

是古人头铁，还是枕中另有其他妙处，使

人爱之难舍。其实在古代，瓷枕的用途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明器随葬使

用，希望逝者安享永眠（这时软硬已经无

碍），另一部分则是专供消暑纳凉（此处

通常需在枕面裹上软布）。根据文献记

载，不论虎枕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瓷枕，在

当时确有实际使用。比如，“苏门四学

士”中的张耒，就曾作《谢黄师是惠碧瓷

枕》诗一首，其中“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

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

泥丸惊”一句证明，硬邦邦的瓷枕，因有

“消炎蒸”的作用，而成为古人夏季必备

的床上用品。

不过，除了给头脑解暑的功能之外，

枕头之中还藏着什么奥秘呢？另一位北

宋学者刘挚还有一首专门以《虎枕》为题

目的五言律诗写道：“耒阳得奇枕，状比

猛兽姿。呀吻目睛转，中有机纽施。持

须世所戒，羊质还可嗤。莫作邯郸想，曲

肱吾所师。”这首诗的前四句交代了虎枕

的来历和威猛身姿，五、六句化用成语

“羊质虎皮”，取笑了虎枕藏在凶猛之下

的呆萌。来到最后两句，又用“邯郸想”

和“曲肱枕”这对典故，表达了自己不愿

攀附权贵、洁身自好的政治理想，诉说了

自己远离纷争、返璞归真的人生梦想。

由此来

看，虎枕真

不简单，不仅

能消除炎热

暑 蒸 ，还 能

让诗人抒发

感情，展现人

格情操，不愧

是一件值得称

道 的 古 代 瑰

宝。我们见惯

以景抒情，但

以枕咏怀，可是

头一次，此间的

妙处，且让我们细细体会。

【 瓷枕中的邯郸梦 】

说到瓷枕，自然是睡觉用的，安然入

睡之后，不管今人、古人都会经历一个

生理现象，就是做梦。所以，“邯郸想”

和“曲肱枕”这两个典故，无疑都与做梦

有关。

“邯郸想”源自唐代小说家沈既济的

《枕中记》一文。故事讲述了唐玄宗开元

年间，一个卢姓的青年在邯郸城外旅店

中，偶遇道士吕翁的故事。卢某感叹人

生憋屈，功名不顺，道士就给了他一个青

瓷枕头，“其枕青甆，而窍其两端”，大概

是一枚朴实无华的瓷枕。拿到枕头，卢

某也不讲究，倒头便睡，更不顾外面店主

在蒸黍米饭，一会儿就要开饭。

这个枕头果然玄妙，卢某转眼发现

自己不在旅店，已经到了家里。先有高

门望族清河崔氏招他为婿，妻子美丽动

人；后又中了进士，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提

拔，不断升迁，屡建奇功。他的一生跌宕

起伏，两次遭遇贬谪，又奇迹启复。八十

多岁时，儿孙满堂，功成名就，因病去

世。等他感叹人生无常时，猛然睁眼，发

现自己仍在旅店之中，而店主的黍米饭

还未蒸熟。吕翁在旁边问他可作了一个

好梦。卢生怅然若失，不知是梦是醒。

邯郸吕翁的青瓷枕头没有留下来，

但留下了“黄粱一梦”这个成语。不仅如

此，这个故事后经过历代剧作家马致远、

汤显祖的改编，以《黄粱梦》《邯郸记》等

名字享誉中国文学史，而故事里的“吕

翁”也被具体到全真教祖师吕洞宾的身

上，成了一个点化、开悟的传说。这些都

使得“邯郸一梦”，成为中国有关梦境小

说的经典之作。

对于亲身经历北宋“新旧党争”，充

分体验宦海沉浮的的儒家学者刘挚来

说，或许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他想到

了孔子曾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诗中的“曲肱枕”一词就出自

《论语 ·述而》，曲肱就是胳膊。看来，在

刘挚心中，与其枕着让人进入美梦的青

瓷枕头，不如饭蔬饮

水，枕着自己的

胳膊，做一个朴

实无华、无关富

贵功名的清梦，

更能助人安然

入睡。

难 怪 ，他

会发出“莫作邯

郸想，曲肱吾所

师”这样的人生

感叹。

【 梦想成真，不如一枕 】

从“邯郸梦”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古人的心里，枕头与梦境有着天然的

联系。有什么样的枕头，就能做到怎样

的梦。针对这一想法，宋、元时期的古人

就开发了大量与梦境存在直接映射关系

的瓷枕，方便各位求梦者各取所需。

在瓷枕流行的宋代，在最为常见的

长方形枕之外，多有如意形、元宝形枕传

世或出土。在一定程度上，这体现了古

人对梦境内容的主观意愿。不过，比起

这些造型朴实的瓷枕，当时涌现的人物

形枕，则以别具一格的造型和内涵，以物

质的方式展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变迁，

以及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这些人物

形枕中，首推以肖像童子造型而得名的

孩儿枕。

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一

件北宋定窑孩儿枕。这件瓷枕极为生动

地塑造了一个活泼、天真可爱的男孩伏

卧于榻上的形象。瓷枕通体施牙白色

釉，底素胎无釉，以孩儿背作枕面，两臂

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

上翘，身穿长衣坎肩，印团花纹。卧榻为

长圆形，榻边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

一面凸起螭龙，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

面凸起如意头纹。孩童眉清目秀，炯炯

有神，神态自然，刻画极为传神，不仅

让我们看到工匠的用心与技巧，也分

明看到了宋、元民俗中祈子、宜男的文

化内涵。

除了这类，孩童呈俯卧状、以背部作

枕面的造型外，当时还有一类将孩童塑

成侧卧状、上托荷叶形枕面的孩儿枕，也

很流行。有学者研究，这类具有荷叶枕

面的类型，很可能与宋代七夕风俗中小

儿执莲叶效颦磨喝乐（佛教中称摩睺罗，

即化生童子）的习俗有关。总体上讲，这

两种造型的孩儿枕其实可以归为一类，

本质上都反映了宋人思维中生育子嗣、

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古人正是希

望通过“瓷枕—梦境”这一实践方式，来

获得“梦想成真”的交互效果。

类似这种孩儿枕造型的，宋代还流

行过一种侍女枕（或称卧女枕），这类瓷

枕有时为一体态丰盈的贵妇，有时又为

一女童侧卧于椭圆床榻之上，双腿弯

曲。一般左臂弯曲枕于头下，右手叠左

臂下方，有的造型也可能类似孩儿枕一

样，手持莲叶枕面。至少由此来看，在古

人的梦境中，（除开佳人入梦这一俗民主

题外），至少对男孩、女孩都有期待；祈求

儿女双全的愿望，古今一理。

【 枕中还有仙境 】

如果说多子多福、儿

孙满堂只是古人“梦想”

中的普遍需求，那么在满足这一

常规操作后，就要进入更高一

层次的精神需要。正如“邯郸

梦”中的卢生，在经历宦海沉

浮、八十而终的圆满之后，依旧

表现出的怅然若失那样，若能

在人生“之后”继续永享天福，

就成为古人进一步的追

求 。 而 这 样 的 精 神 诉

求，同样也体现在瓷枕

之中。

宋、元之间的瓷枕除之

前谈到的几类以外，还有一种极为精

美，造型非常独特，并引人入胜的类别。

此类瓷枕便是人物楼台式瓷枕，其中最

经典的或许是1981年安徽岳西县出土

的一件，元代青白釉建筑人物瓷枕，曾入

选《中国文物精华》（1984）。

这枚瓷枕胎质洁白，通体呈椭圆形，

施青白釉，莹润光亮，清雅秀丽。枕面似

一片翻卷的荷叶，两头上翘，中间微凹，

饰棱形“卐”字纹，周边装饰卷云形连

弧纹。枕身为楼台之状，制作者

以塑雕和镂雕的手法，营

造祥云环绕楼台亭阁、

玉宇琼楼景致，正合

“仙人好楼居”的

古意。瓷枕内部

塑有人像共计十

八尊。

正殿神台之

上端坐为一男性，

高冠长袍，左右各有

一个侍从拱手而立。

阶下分立男女二人，手捧

仙桃进贡。屋檐枋头都装饰均

以如意云纹，宫门上珠帘垂挂，

正殿两侧透雕铜钱纹隔扇。殿

外有勾栏环绕两侧回廊，中有菱形

镂孔，若祥云之状。背面亦有神台，宫殿

布局与正面相似，装饰上略有差异。神

台上端坐一女性，凤冠霞帔，左右各有侍

从，台下为一硕大供炉，摆满供品，两边

使者似为胡人、仙人装束。

除了前后神台主座二人，侍者四人、

贡使四人，一共十人外，还有八人。他们

或各持宝物、或两两相对私语，都神情各

异，裙带飘忽、惟妙惟肖。难怪有学者认

为，瓷枕所表现的可能是八仙为玉帝、王

母祝寿的情景。

这类人物楼台式瓷枕显然为人们的

梦境打开了另一个窗口，进入玉帝、王母

的世界，分享仙桃、仙丹，与众仙人共享

齐福。好比张耒在《谢黄师是惠碧瓷枕》

的后半阕又写到的那样：“梦入瑶都碧玉

城，仙翁支颐饭未成……不如华堂伴玉

屏，宝钿敧斜云髻倾。”对古人来说，这一

梦想甚至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所建首山

宫、章安宫、光明宫，作千门万户，以邀西

王母降临的盛景。

与之相仿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所藏

“五代白釉镂雕宫殿人物枕”。它虽然没

有后出的岳西瓷枕那么精致，但同样别

致，独有韵味。这件瓷枕通体施白釉，

枕面作如意头形，刻满缠枝花卉纹，两

侧微微上翘。枕面下方是仿木结构建筑

的宫殿形平座，门窗门拱、基址台阶都塑

造得形象逼真。宫殿建筑前门紧闭，后

门半开，一个夫人侧立于门前。这件瓷

枕早于岳西出土瓷枕，但意蕴相通，且

更加简明：在此梦里宫殿中，自有无尽妙

处。这类被统称为“启门图”的通幽形

象，不但见于瓷枕，还屡屡见于石窟、佛

塔、经幢、舍利函、铜镜、玉器、卷轴画，

甚至墓葬、石棺之上，足以引起人们无限

遐想。

在金元以后，或许是瓷枕工匠在技

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或者是使用者对梦

境情节有了具体要求，这类以“仙人半启

门”造型风靡一时的枕头，又出现了新的

变化。在所有那些继承者当中，最具特

色的应该就是磁州窑“戏曲故事”瓷枕。

这一更加简约的版本，用丰富的人物造

型和朴素的装饰风格，留下更多有关古

人梦想的真材实例。那些枕面开光上所

描绘的动人情节，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

历史故事，不如说，更像是人们私人定制

的独家美梦。

【 每个美梦中都有一个梦境守护者 】

说了北宋定窑的孩儿枕，说了元代

青白釉建筑人物瓷枕，也从黄粱一梦，说

到“仙人半启门”，这些瓷枕都以其有趣

的造型，精美的工艺，形象的构思，向我

们诉说了古人的梦境与梦想。如果说这

些瓷枕凭着自己本身具体的模样，就足

以让我们了解它们的主人想要从中获得

什么美梦，那么回到本文开头的虎枕。

枕着这些“羊质虎皮”猛兽姿的古人，是

要做个与虎共舞的好梦吗？

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古人的逻辑

还是讲究基本法的。按照东晋葛洪的民

间偏方大全《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卒

魇寐不寤方第五”所言，有关针对‘做噩

梦’的治疗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方以虎

头枕尤佳”。为什么虎头枕能治噩梦？

葛洪还又写了一本《梦林玄解》，其中提

到：“霍幢真人秘授‘虎枕法’，能令神魂

宁守，妖梦不见，延年养滎，升仙诞道之

要也。”

葛洪为什么对“虎枕”这么有研究

呢，因为他不但是《肘后备急方》《梦林玄

解》的作者，还写了一篇“枕学”名著，《枕

中书》。文中讲述了古代仙人的来龙去

脉，所住名山仙洞，福地洞天。对于想要

入山的初学道者来说，作为林泉守护的

老虎往往是对他们的第一道考验。反过

来，只有接受了老虎使者的检验，坚定了

修道的意愿，才能找到进山“升仙诞道”

的入口。

回到古人的梦境世界，既然美梦也

被认为是进入仙境的渠道，那么化身为

虎头的瓷枕，也就有了守护梦境、阻遏

噩梦的实际功能。正因为这些猛兽的值

班镇守，才保护了古代造梦者，安心遨游

于美梦之境。当然，梦境守护者也不止于

老虎，西域来的狮子有时也分担一些老

虎的重责，以狮形枕的模样，一同为人

站岗。

从虎枕、狮枕到“戏曲故事”瓷枕，从

黄粱一梦到南柯太守，在历史长河中，中

国古人写作了太多与美梦有关的故事，

也创造了太多与之相关的文物。唯一不

变的，是对美好梦境的追求，都浓缩在这

枚有趣的瓷枕之中。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青瓷枕

▲ 南京博物院藏宋白地

赭色菱形花瓷长枕

 大英博物馆藏北宋磁

州窑白地剔黑熊纹枕

▼ 人物楼台式瓷枕为人

们的梦境打开了另一个窗口，

进入玉帝、王母的世界。图为

元代青白釉建筑人物瓷枕

▲ 故宫博物院藏褐釉彩绘虎形枕

 孩儿

枕本质上反

映了宋人思

维中生育子

嗣、多子多福

的传统生育

观念。图为

故宫博物院

藏北宋定窑

白釉孩儿枕

▼ 唐代

彩色釉陶虎

形枕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

 北宋景德

镇青白釉狮形枕，

Francisco Capelo

旧藏

▼ 磁州窑戏

曲故事瓷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