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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匝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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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代的 匡往往被认为是 当作水器使 用的
,

但元代的墓葬壁画资料以及墓

葬和窖藏 出土的实物资料显示
,

匡在元代往往与玉 壶春式瓶及盘盏一类酒具 配合使 用
。

因此
,

本文认为
,

在元代 匹也应属于酒器之列
。

19 9 8 年 3 月在陕西省 蒲城县东 阳乡洞

耳村发现一座元代纪年 (公元 12 69 年 ) 壁

画墓
。

据介绍
,

这是一座八角形弯隆顶砖室

墓
,

墓中壁画保存完好
。

墓室正 中北壁为墓

主人夫妇
“

对 坐图
” : 男 主人在西

,

女主人

在东
。

其东西两侧 的墓室东北壁 和西北 壁

分别为
“

女侍
”

图和
“

男侍
”

图
。

两图中均

绘有木制条桌
,

桌上放置花瓶及 当时生活起

居所用之 物
。

另外
,

东西 两壁正 中还绘 有
“

宴归图
”

和
“

出行 图
”

等
① 。

值得注 意的

是
,

在墓室西北壁的
“

男侍
”

图中
,

男侍背

后 的长方桌上摆放的生活用器除了一件玉壶

春瓶和一副盘盏 (盘呈海棠形
,

上置两盏 )

以外
,

还有一 件匝
。

从画 中描绘 的大小 来

看
,

其 口 径 大致和 玉壶春瓶的最大腹 径相

当
,

流较长
,

且流下有环状系
。

(见 图 )

据笔者所知
,

尽管厦在元代墓葬
、

窖藏

中多有出土
,

但在元墓壁画中很少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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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8 年发现的赤峰沙子 山元墓壁画 中曾出

现了侍者双手捧 医的形象②
。

但关于匝的用

途
,

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
。

蒲城元墓壁画中

虽又发现 了区
,

有关介绍 中也只提到
“

瓷匝

是元代典型风格
” ,

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

笔者认为
,

区在元代墓葬壁画中的出现为它

的使用提供了可靠的图象资料
,

尤其是与玉

壶春瓶和盘盏等酒器的共存表明
,

鹰在元代

也应该是作 为酒器使用 的
。

试 简述理 由如

下
,

敬希方家指正
。

首先
,

已 知元 墓壁 画所 见各 式
“

备酒

图
’

心 中的器物组合 多寡虽有一 些 出人
,

但

基本 上 都有 玉 壶 春 式 瓶和 盘盏 这 两类 器

物
④ 。

而且从 已发现 的内蒙古赤峰市两座元

壁画墓⑤ 和 山西大 同元 壁画墓⑥
、

文水北 峪

口元画像石墓
⑦
来看

,

元墓壁画还沿袭 了辽

金时期即 已出现的
“

备酒 图
”

与
“

备茶 图
”

呈对称分布的格局
⑧ 。

上举前三座元墓 的平

面均大致呈方形
,

备酒图和备茶图均对称分

布于墓室两侧壁的前端
。

其中大 同齿轮厂元

壁画墓和赤峰沙子山 19 89 年发 现的元壁画

墓 中
,

墓室正壁 (面对墓道 ) 没有墓主人夫

妇对坐图
,

而描绘的是
“

隐逸图
”

或
“

生活

图
”

之类
,

并且和墓室两侧壁的后半部分壁

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使壁画中的备酒 图

和备茶 图表现 出明显 的户外特色
,

备酒 图

(原报告称
“

侍酒图
”

) 中所使用 的酒器包括

玉壶春瓶和盘盏
,

外加蹲勺等
⑨ 。

后者 以屏

风画的方式展现户外的生活情景
。

在南壁东

段的备酒图 (原报告称
“

布宴图
”

) 中
,

长

桌上陈置 的酒具较丰富
,

值得注意的是桌后

站立的三位侍者手持的器物 恰是玉壶春瓶
、

一盘两盏和匝
,

组合与蒲城洞耳村元墓备酒

图 (原报告称
“

男侍
” ,

见图一 ) 中桌上 的

器物完全一致 。
。

与后者相距仅 5 米的另一

元壁 画墓 ( 19 82 年发现 ) 在墓 室北壁 出现

了墓主人夫妇
“

对坐 图
” ,

男主人在西
,

女

主人在东 的格局 和蒲城 洞耳村元墓 非常接

近
,

而且备酒 图和备茶图 (原报告均称之为

“

生活图
”

) 的分布与男女主人 的位置对应关

系也和蒲城洞耳村元墓一致
,

备酒 图位于男

主人一侧的西壁
,

备茶 图位于女主人一侧的

东壁
。

可见备茶与备酒在元墓壁画中彼此分

开是很清楚的
。

在西壁南端的备酒 图中
,

壁

画虽 已部分剥落
,

但高桌上放置的器物除了
“

黑花瓷壶
”

和
“

盖罐
”

以外
,

也可看 出有

一件
“

玉壶春瓶
” 。

从桌旁站立 的仆人
“

双

手托 盘
,

盘 内置 两碗
,

作 供奉状
’ , 。
来 看

,

实际也是一盘两盏外加玉壶春瓶的基本酒具

组合
。

由于壁画脱落的面积较大
,

桌上是否

有匝
,

惜无法确知
。

就墓葬形制而言
,

文水北峪口元代画像

石墓和蒲城元壁画墓较为接近
,

墓室平面都

是八角形
。

但该墓中备酒图和备茶图
·

(原报

告均称
“

备餐 图
”

) 却分别 位于墓室东北壁

和西北壁
,

与蒲城元墓壁画中茶在东
、

酒在

西 的分布位置恰恰相反
。

联系到墓室北壁墓

主人夫妇
“

对坐图
”

中男女主人相对位置的

变化 (该墓 中男在东
、

女在 西 )
,

的确是耐

人寻味的
。

这进一步表明在元代墓葬壁画中

备茶与备酒呈对称分布时与男女墓主人的位

置 (指墓主人夫妇
“

对坐图
”

) 之 间的密切

关系
。

备茶 图在女主人一侧
,

备酒图在男主

人一侧 的布局似 已成惯例
。

蒲城元墓 壁画
“

男侍
”

图既位于男主人一侧
,

图中的玉壶

春式瓶和盘盏 自然和其他元墓壁画备酒图中

的同类器物一样也都属于酒器
。

在该墓壁画

的
“

出行图
”

和
“

宴归 图
”

中还可看到这两

类酒器实用 的例子
。

匝既 位于
“

男侍
”

图

中
,

又和玉壶春式瓶和盘盏同置桌上
,

其使

用也势必与酒有关
。

其次
,

结合元代墓葬及窖藏中区的出土

情况来考察
,

区也经常是和玉壶春式瓶
、

舟

盏之类的酒器共存
。

已知出土元代 匝的数量

在 20 件 以上
,

出土地 点包括 北京
、

河北
、

安徽
、

江苏
、

江西
、

福建
、

山西
、

陕西
、

甘

肃等。
,

几乎遍布大江南北
,

黄河上下
。

此

外
,

在朝鲜新安海底沉船 中也有发现。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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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而言包括瓷
、

银
、

陶等数种
,

主要 以瓷

器为主
,

且釉色品种多样
,

有影青
、

青花
、

青 白
、

黄褐
、

釉 里 红
、

宝 石蓝 及龙 泉青 瓷

等
。

其 尺 寸 大 小 也 非 常 接 近
,

一 般 口 径

13 一 17 厘米
,

底 径 8一 9 厘米
,

高 3
.

7一 6
.

4

厘米
,

流长 2
.

8一 4 厘米
。

仅少数银器 形略

大一些
。

而且不论瓷匝还是银匝
,

大多数流

的下方都有环状系钮 (如图一
,

有关元代区

的资料可参看附表 )
,

和蒲城元墓壁画 中所

绘的区器形一致
。

除个别陶质的可能是作为

仿古礼器 以外
,

其余绝大多数瓷质和银质的

区
,

就共存器物而言
,

大都可以 断定是作为

生活实用 器使用 的
,

而且也 多与酒 密切相

关
。

墓 葬如 19 60 年江 苏 无 锡 发 现 的钱 裕

(卒于公元 13 20 年 ) 墓
,

与银匝共出的就有

银玉壶春瓶
。 。

窖藏较典型的如 19 64 年 5 月

在保定发现 的元代瓷器窖藏中
,

与宝石蓝釉

金彩区共出的酒器包括两副盘盏 (分别 由宝

石蓝釉金彩酒杯和宝石蓝釉金彩盘
、

白釉莲

瓣式酒杯和白釉龙纹盘组成 ) 以及成套的青

花酒具 (由八棱玉壶春瓶
、

执壶和一对梅瓶

组成 ) 。
。

又如 19 5 5 年 10 月在安徽合肥发现

的元代金银器窖藏
,

出土银鹰 6 件
,

分大小

两种
,

均有流
,

且流下焊有云形纹系
。

同出

的还有金杯 4 件
、

金碟 6 件
、

银杯 6 件
、

银

碟 9 件
、

银玉壶春瓶 9 件以及银果盒
、

碗
、

筷
、

勺和铜 盘等
。

其 中金银 杯碟 (似应 为

盘 ) 的数量尽管不一致
,

但从器形特征和尺

寸大小来 看
,

原来 也应属 于盘盏之 类的组

合
。 。

根据一件玉壶春瓶底部所刻
“

至顺癸

酉
”

的纪年
,

这批酒器的埋藏似不早于公元

13 3 3年
。

其上距 蒲城元墓的年代至少有 64

年
,

但就酒器 的组合特征而言仍基本一致
。

由此表明
,

匝与盘盏及玉壶春瓶之类的酒器

配合使用在元代是相当流行的
。

总之
,

无论是从元墓壁画的分布和备酒

图中的器物组合
,

还是从墓葬及窖藏出土的

匝的共存关系来看
,

匝都应属于酒 具之列
。

推测匝的用途也应与玉壶春瓶类小 口酒器有

着密切的关系
,

很有可能就是往小 口盛储类

酒器中注酒用的
。

过去有人撰文介绍河北保

定出土的元代蓝釉描金匝时
,

把它看成是清

晨人们起床后漱洗用的一种盟洗用具
,

所依

据是先秦时期
“

奉匝沃盟
”

的故事
。 。

蒲城

元墓壁画的发现则说明元代的区与先秦时期

的匝在功能上应该是有区别的
。

附表 元匝 出土资料简表 (器物尺寸单位为厘米
,

残损或尺寸不明者未列入 )

器器物名称称 件数数 口径径 底径径 高高 流长长 流下下 出土土 资料出处处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系系 类型型型

宝宝石蓝釉金彩瓷匝匝 lll 1 3
.

99999 4
.

88888 丫丫 窖藏藏 《文物 ) 19 6 5年 2 期期

影影青瓷区区 lll 1 3
.

333 888 4
.

666 3
.

555 了了 墓葬葬 《文物》 19 80 年 1期期

青青花束莲纹瓷区区 111 1444 8
.

555 3
.

777 3
.

777 了了 ??? 《文物》 19 50 年 5 期期

黄黄褐釉冰裂纹瓷匝匝 lll 144444 6
.

1111111 墓葬葬 《文物》 19 82 年 2 期期

釉釉里红芦雁纹瓷匝匝 lll 1 4
.

333 8
.

777 5
.

555 3
.

666 丫丫 窖藏藏 《文物》 19 82 年 4 期期

青青白釉瓷 区区 222 14
.

444 999 4
.

555 3
.

444 丫丫 窖藏藏 《文物》 19 8 8年 5 期期

龙龙泉青瓷匝匝 lll 16
.

55555 5
.

7777777 墓葬葬 《文物》 19 % 年 9 期期

青青花瓷 厄厄 lll 13
.

111 888 4
.

666 2
.

888 丫
、、

窖藏藏 《文物》 1 9 5 6 年 6期期

影影青瓷区区 lll 约 14444444 约 44444 墓葬葬 《考古学报》 1 986 年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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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物名称称 件数数 口径径 底径径 高高 流长长 流下下 出土土
、

资料出处处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系系 类型型型

银银区区 222 加
,

55555 6
.

444 9
.

555 丫丫 窖藏藏 《文物参考资料》 19 57 年年

2222222222222222222 期期

银银区区 444 1888888888 丫丫 窖藏藏 《文物参考资料》 19 57 年年
2222222222222222222 期期

银银区区 222 14
.

222 999 4
.

55555 创创 墓葬葬 《文物》 19 64 年 12 期期

陶陶鹰鹰 lll 13
.

22222 约 4444444 墓葬葬 《文物参考资料》 1 9 5 8 年年

6666666666666666666 期期

①呼林贵等
:

《蒲城发现 的元墓壁 画及其对文物鉴

定的意义》
,

《文博》 19 98 年第 5 期
。

②L刘冰 :

《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 》
,

《文

物》 19 9 2 年第 2 期
。

③关于辽金元时期墓葬壁 画 中出现的描绘成套酒

具
、

成套茶具
,

或由侍者准备茶酒的画面
,

有关

报告或论著中或冠 以
“

酒具图
”

和
“

茶具图
” 、

“

进酒图
”

和
“

进茶 图
” 、 “

侍酒 图
”

和
“

侍茶

图
” 、 “

奉酒图
”

和
“

奉茶图
” 、 “

备酒图
”

和
“

备

茶图
” 、 “

男侍
”

图和
“

女侍
”

图之类名称 ; 或通

称为
“

生活图
” 、 “

布宴图
” 、 “

饮食图
” 、 “

备餐

图
”

等 ; 或仅以有关画面在墓中的位置而言
。

为

了行文方便
,

本文一律使用
“

备酒图
”

和
“

备茶

图
”

来代指相应的画面
。

④有关这一时期茶具与酒具的论述
,

可参见孙机
:

《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 》
,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

刊》 19 8 2 年第 2 期
。

⑤⑧ 19 8 2 年发现的一座
,

见项春松
:

《内蒙古赤峰

市元宝山元代壁 画墓》
,

《文物》 19 84 年第 4 期 ;

19 89 年发现的另一座参见注②
。

⑥⑨大同市博物馆
:

《大同元代壁 画墓 》
,

《文物季

刊》 1 9 9 3 年第 2 期
。

⑦山西省文管会
、

山西省考古所
:

《山西文水北峪

口 的一座古墓 》
,

《考古》 19 61 年第 3期
。

⑧有关辽金墓葬壁画 中茶与酒呈对称分布的例子可

参看河北宣化第 5 号辽墓 (张家 口市宣化 区文物

保管所
: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
,

《文物》 1995

年第 2 期 )
、

山西长治李村沟金墓 (王 秀生
:

《山

西长治李村沟壁 画墓清理》
,

<考古》 19 65 年第 7

期 )
、

大同南郊金墓 (大同市博物馆
:

《大同市南

郊金代壁画墓》
、

《考古学报》 1992 年第 4 期 )
。

L国内发现的元代 的资料已 发表的 主要有
: a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元铁可父子和张弘纲墓》
,

《考古学报》 1 9 86 年第 1期 ; b
.

马希桂
:

《北京昌

平县出土元代影青瓷》
,

《文物》 1950 年第 1 期 ;

c
.

河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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