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맘于一件!쏉古包"쟠花瓷的讨论
徐汝聪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收藏有一件所谓 !蒙古包形

器 "# 뻝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记

录$是施蒂格利茨学校 !"#! 年

从私人藏家处购买的 $!"$% 年

和其他藏品一起移交给艾尔米

塔什博物馆# 同时另有信息途

径指出其中的!蒙古包形器"可

能来自乌克兰$!应该也是属于

西运的重要物品"#无论此器流

传途径如何$其器形极为罕见$

쒿前全世界所知仅此一件 $뾰

称举世无双#

此件青花瓷!蒙古包"形器

完好无损$从造型看%上半部呈

半球形 & 下半部为圆柱体 $욽

底$ 下方开有装饰壸门的龛式

小门 '从装饰看 %表体施釉 &白

底青花为主$纹饰分五层$顶部

圆心绘 !뒩云飞鹅 "$之下依次

为 !缠枝菊花 "&!缠枝莲花 "&

!海水卷浪"和!焰珠杂宝"# 该

器整体高 !& 샥米 $ 底部直径

!&'( 샥米# 쒿前$ 对其时代判

断 &造型诠释 &用途分析 &纹饰

寓意都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艾

尔米塔什博物馆认为 !蒙古

包 " 形器可能烧制于 !)*( 至

!)(( 年 $ 胎 & 釉 & 青花料和

绘画品质都很高$ 推断是景德

镇为蒙元宫廷特别生产的 '而

彭涛先生则认为$从图案可见$

其缠枝莲纹的莲叶已全部是卷

草纹样式$是明初洪武的风格#

떫将此器的时代推定在 !* 世

纪后半叶的范围内是大致没有

争议的#

此器有多种命名$ 有依造

型直称 !半球形器 "的 $也有因

为整体造型类似于蒙古包 $而

称其为 !元青花 (蒙古包 )"$或

直接称为 !青花缠枝莲花杂宝

纹蒙古包 "&!青花缠枝花卉纹

蒙古包 "# 떫细究这件瓷器作

品$ 其与蒙古包的形制相去甚

远#移动式蒙古包不论大小$一

般都是由四部分组成$包括%哈

那 *围墙支架 +&쳗脑 *顶棚天

窗 +&乌尼 *뒪子 +和门 $即使是

固定式蒙古包也还是由墙体与

顶部构成的# 所以蒙古包的围

墙虽为圆柱体$떫顶呈圆锥形$

并不是半球形的$ 同时上下部

分的连接也不会呈现出无缝状

态#最为关键的是$一般情况下

哈那的高度就是门框的高度 $

不会超过门高度的两倍以上 #

랴观此件青花瓷器作品$ 顶部

为半球体$ 与下面圆柱体部分

为无缝自然连接的状态$ 小门

与整体的比例几乎达到 ! 比

*#짨想门为正常高度的话$!蒙

古包"就会是!极其高大的"#有

学者提出这可能是一种见于元

至治版画中 !仅容一人一榻或

一人一椅" 的 !类似圆包状帐

房 "$떫在这些版画中 $펪帐整

体与门的比例更小$ 不超过 !

比 !'(# 所以将此器定名为!蒙

古包 "或 !蒙古包形器 "是不准

确的#

此外$ 对于该器用途的分

析也众说纷纭# 有认为是掷骰

子用的$有认为是!为存放元

代高僧大德或社会上层人士骨

灰的舍利塔 *骨灰瓮 +"的元青

花明器$有认为是帽子托架#뇊

者认为$ 此件青花瓷器完全有

可能是一件与火葬& 存骨相关

的器皿#샺史上$火葬曾是佛教

徒和僧侣的特有形式$ 贮骨器

确实有类似蒙古包的造型 $且

上有绘纹或雕塑以表现和模仿

绳索拴缚的情形# 从此器的造

型可以看到$ 整个器物只在下

部有一个小门$ 置入的物体大

小很受限制$ 如果放置遗骨会

非常不方便$ 况且人体火化后

的全部遗骨并不会完全细碎到

如此之小#从出土资料可见$骨

灰瓮往往都有比较大的开口 $

而且开口多数向上# 而这样侧

开门结构&开口又这么小$应该

更适合存放!舍利子"# 舍利子

的保存容器比肉身舍利& 碎身

舍利要小得多$ 只需捡取部分

结晶体$装入锦囊$置于较小的

容器内贮存即可# 此件青花器

前开小门$ 应该只适合存放舍

利子#

这件元青花的舍利存放器

皿应该也不是一件明器$쫗先$

整件器物的胎质&釉色&纹饰精

美 $ퟶ工讲究 '其次 $쯼并不适

合存放单一个体的遗骨$ 与一

次性入葬的火葬罐有所区别 #

此件青花瓷器应该是一件存放

舍利子的舍利罐$ 更确切地说

是一件小型的!舍利塔"#

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塔 *窣

堵坡 +$是佛教埋骨建筑 $形制

为一种中央为半球形的独特墓

葬建筑物# 印度窣堵坡的基本

形制是用砖石垒筑台基$ 台基

或圆形或方形$ 并在周围建有

环绕的甬道与围栏$ 围栏和塔

门上装饰雕刻$ 在台基上建有

半 球 形 覆 钵 塔 身 * 文 称

+,-++$塔身外砌石$内实泥土$

埋藏石函等舍利容器# 最具标

志性的窣堵坡是桑奇窣堵坡

*又称桑奇大塔+#

쯦着佛教的传播$ 窣堵坡

的象征意义和造型在亚洲广泛

扩散和流变$ 被保留在僧人和

佛教徒的丧葬形式中# 特别是

在福建地区$ 留存了大量形制

来源于窣堵坡的墓塔$ 其中包

括僧塔&ퟦ师塔&海会塔等多种

称呼和种类# 此类墓塔吸收了

窣堵坡的建筑主体形式$ 떫对

建筑要素中台基 &覆钵 &宝匣 &

相轮这四大主要组成部分的侧

重有所改变$ 잿调台基和覆钵

部分$半球形覆钵演变为!顶部

半球形圆柱体"覆钵$而宝匣和

相轮则被简化甚至省略#

这类!柱体覆钵形塔"存在

的时代跨度很大$从 !# 世纪一

直延续到现代# 뻝福建省文物

资料$ 在福建地区现存大量佛

教遗迹中有各类大小古塔共

$)! 座$其中墓塔 (! 座$!柱体

覆钵形塔"햼了相当比例#墓塔

散布于各大寺庙$可分为两种%

用于合葬一般僧人和信徒骨灰

的称 !海会塔 "'大德高僧墓塔

称作!ퟦ师塔"或!舍利塔"#

所谓!海会塔"之!海"于佛

经指!众多"&!众生"'!海会"指

教徒众生最后在极乐彼岸的会

合如大众之海'!海会塔"为!海

众共会一塔 "之义 $所以 !海会

塔 "也称 !웕同塔 "$为 !웕天同

一"的纳骨塔#这样的意义与印

度佛教早期窣堵坡之意义可谓

!形通义同"#

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

物馆的这件 !* 世纪青花瓷器$

应该就是这种海会塔塔身的小

型版# 如前所述$ 쯼的开门太

小$ 不适合存放单一个体的遗

骨$ 然此器的空间相对舍利子

的大小而言$ 可以延续存放多

位高僧的舍利子$ 所以该器应

该是一个相关僧侣团体的合葬

舍利塔# 或以锦囊装入每位僧

侣的部分舍利子置入塔中 $而

且此器精美坚固&体积较小$也

适用于移动和保存# 同时从其

上的青花纹样看$ 特别是象征

佛教的火焰宝珠纹和杂宝纹饰

相间隔装饰的 !焰珠杂宝 "

纹$ 与佛教归葬有着密切的联

系# 可以想见$ 当年僧侣们在

景德镇定制了这件形制规范 &

精致独特的青花瓷舍利塔 $用

于存放高僧们的舍利子$ 作为

佛教四皈依之一的!僧皈依"볓

以供奉#

我们还注意到$ 福建墓塔

都有一个完整的塔基$以六角&

냋角形单层圭脚须弥座塔基为

多见$ 须弥座的束腰部分或装

饰花卉动物纹$ 或装饰简单的

海棠形开光$ 뻸大多数角柱均

为竹节形# 青花瓷海会塔塔身

必须配有塔座才完整#

这使我们联想到另一件元

青花瓷器,,,펢国剑桥大学菲

茨威廉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青

花缠枝花卉纹镂空器座 "$高

$&'" 샥米& 口径 $)'( 샥米 &底

径 $.'* 샥米$整体圆形$由上&

中&下三部分组成# !上部敞口$

中部束腰$下部外撇$整器上下

贯通$ 中空--上部外壁绘缠

枝莲纹' 腰部以凸起的半埋式

竹节状竖棱分割为六面$ 每根

竹节状竖棱都有七节$ 在每节

上都用青花绘线条$ 腰部的六

个面均有一镂空的菱花形开

光$ 开光周边空白处也均用青

花纹饰填满' 下部外壁绘缠枝

牡丹纹$ퟣ墙为一圈卷草纹# "

ퟐ细观察菲茨威廉博物馆

收藏的青花器座不难发现 $其

与福建墓塔的台基有许多相似

之处$包括束腰&开光以及竹节

装饰# 虽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藏 !青花缠枝花卉杂宝纹舍利

塔身" 与菲茨威廉博物馆收藏

的!青花缠枝花卉纹器座"并非

原配$ 떫应该会有一件类似的

青花瓷器座与之相配$ 组成一

件完整的 !青花缠枝花卉杂宝

纹舍利塔"#

*ퟷ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

究员+ !

뛭罗斯艾尔米塔什

博物馆藏青花瓷器顶部!

헽面及背面

福建罗源县"쯎治平乙巳#海会塔

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

馆藏青花缠枝花卉纹器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