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翔 新 发 现 的 瓦 当

景 宏 伟

凤翔为秦之雍城所在地
。

据古籍记载
,

古

雍城地域广阔
,

街巷纵横
,

建筑规模宏大
,

离

宫别观林立
,

考古发掘和出土 文物也充分证

明了这一点
。

1 9 9 2 年 3 月
,

在距雍城西南 2 0

公里 的 长青 乡孙家南头秦汉遗址出 土
“

来谷

宫当
’ ,
①等瓦当之后

,

1 9 9 4 年底又 于 当地采集

到几枚秦汉 瓦 当
。

现简介如下
:

1
.

朱雀纹瓦 当

残
,

为半圆形
,

当面直径约 16
、

厚 27
、

沿

宽约 1 厘米左右
。

瓦色青灰
,

当面为一 阳线单

勾朱雀纹
,

朱雀长嚎
,

勾首
,

引颈
,

圆 目突 出
,

长冠后飘
,

翅 羽上 振
,

尾部 向上翘起
,

尾后部

的空闲处
,

配置一朵小花
。

整体形态很有动

感
。

当背中心 下 凹
,

边沿旋切痕迹平滑
。

与筒

瓦相接的一半瓦 当残失 (图一 )
。

时疏忽
,

有可能造成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
。

第

二是有意将朱雀纹倒置
,

具有某种含意
。

古人

认为朱雀是一种吉祥鸟
,

神鸟
,

为四神之一的

南方之神
,

将朱雀倒置
,

取
“

朱雀到
”

之意
,

祈

求吉祥
。

这就如过春节时
,

我 国许多地区
,

特

别是广大农村常将
“

喜
”

字或
“

福
”
字倒着帖在

门上或屋内
。

这枚朱雀纹瓦当采集于秦汉宫

殿建筑遗址
,

说明它被使用 于建筑物上
,

错制

可能不大
。

再从整体风格和制作工艺看
,

这枚

朱雀纹瓦当比雍城遗址以往出土的典型的秦

瓦略大
,

当沿微宽
,

但与汉瓦当相比
,

当沿窄

且不规整
,

当背中心下 凹
,

当背边缘留有明显

的旋切痕迹
,

瓦色青灰
,

这些特点都与雍城遗

址 出土的秦瓦完全一致
,

而厚度与汉 瓦 当又

比较接近
,

应属秦晚期遗物
。

2
.

云纹瓦 当

圆形
,

当面 直径 14
.

5
、

当沿宽 1
.

2 厘米
。

当面中部圆形 区域内
,

由中心 向周围饰弧线

图一

这枚朱雀纹瓦 当的特点
,

值得我们注意
:

一是图像倒置
。

以往发现的动物瓦当与筒瓦

衔接后
,

动物图形都是正立摆布于 当面
,

而这

枚朱雀纹瓦 当与筒瓦衔接后朱雀图像倒置于

当面
。

这是什么原因呢 ? 似乎有两种可能
,

第

一 是错制
,

由于当时是手工制做
,

生产者的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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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

此外
,

前面提到的至相寺僧静渊
、

智正
,

其

墓塔也都建在至相寺旁
。

一寺之旁有如许之

多的高僧塔
、

完
,

而这些高僧又 出 自不 同寺

院
,

这在释史上实属罕见
,

而尤其意味深长的

是
,

这些僧人中
,

不少人对华严学有着很深的

造诣
,

如灵干是
“
志奉 《华严 》”

,

慧藏
“
以 《华

严 》为本宗
” ,

吉藏讲 《华严 》数十遍
,

静琳主学

《华严 》
,

道宗受业《十地 》等等
。

这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至相寺作为一个华严学道场
,

其在僧

众 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

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
,

在此建塔的愿望和行动
,

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一种倾向性
、

归宿感
,

以上高僧大多

卒于开皇中年至贞观中年
,

集中在六
、

七世纪

之交
,

这正是华严学风起云涌
,

宗派酿酿的时

代
,

因而更说明若多高僧在此建塔并非偶然

和孤立之事件
。

从 以上叙述中可 以看 出
,

无论是历史 渊

源
,

弘扬 《华严经 》的传统
,

与祖师之关 系
,

在

僧众心 目中的形象和释史 的地位
,

至相寺都

远优于华严寺
,

因此理所 当然地应 当取代后

者成为华严一宗之祖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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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部与筒瓦相接
,

筒瓦外饰绳纹
,

下半部周

边有高 1
.

2
、

宽 1
.

5 厘米的当背沿
,

瓦色浅灰

( 图二 )
。

3
.

变形云纹瓦当

圆形
,

当面直径 15
、

厚 1
.

8 厘米
,

当沿宽

窄不均
,

约 1 厘米左右
。

瓦色青灰
。

当面中心

为一圆形小乳突
,

周围六条卷云状变形云纹
,

两两相对分布于一突起的圆外
。

当背经过旋

切
,

痕迹明显
,

当缘及筒瓦外饰绳纹
,

筒瓦 内

饰麻点纹 ( 图三 )
。

拓
.` 户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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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 》 : “
两圭有邸

,

以祀地
,

旅 四望
。 ”
郑

玄注
: “
两圭者

,

以象地数二也
,

并而同邸
。 ”
故

而两圭有邸为璧上附著两圭
,

尖端分别朝 向

上下两方
,

主要 为祭祀神州地抵 和社樱之神

的礼器
。

《周礼 》 : “
圭璧

,

以祀 日月星辰
。 ”
郑玄

注
: “
圭

,

其邸为璧
。 ”
圭璧为上圭下璧的玉器

,

从现有实物图片观察
,

有两种形式
,

一是圭附

著放璧上
,

尖端朝外
,

底部连著璧 的外缘 ; 一

是璧的上
、

下两端各有一截 凸起
,

其中一截上

刻
,

另截平 头
。
L 主要 为供祭 祀 日月星辰 之

器
。

5 0

那志 良先生认为两圭有邸和圭璧的现有

实物
,

其器物的纹饰
,

多是七星
、

八卦
、

十二章

之文
,

可能是道家的法器
,

否则便是妄人的伪

作
。
④傅忠漠先 生则说

: “
目前所见汉璧

,

… …

还有作圭璧合雕的
`

二圭有邸
’
… …等特殊形

式
。 ’ ,。 其所称 的二 圭有邸

,

依插 图及 拓片所

示
,

附于璧上 的圭
,

其上端刻出
,

下端平首
,

兹

从那先生之说
,

归之于圭璧
,

但璧上纹饰为谷

纹
,

与那先生所见多为七星
、

八 卦
、

十二章之

文
,

大有不同
。

因此
,

历代曾有圭
、

璧合制礼器

的形制
,

似乎也可 以肯定
。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