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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琡（shū），字昙珍，北朝时洛阳人。历北魏、东魏、
北齐三代，他善谋划，为官执法严厉。

薛琡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薛豹子为北魏徐州刺史。
薛琡最初为典客令，是负责接待宾客之官。每次待客，
他礼节态度都非常优雅恰当，不卑不亢，受到北魏宣武
帝高度赞赏。孝明帝正光年间，薛琡任洛阳令。都城之
地，素为难治。他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整顿风气，其
任职期间，洛阳社会秩序相对较好。他审案注重的是证
据，以理服人，极少对犯人动大刑。有一年洛阳大旱，按
惯例，要对京城的在押犯重新审理，朝廷这才发现整个
洛阳关押犯人仅有3个。孝明帝对其才能大加赞许，赐
物表彰。

他原与权臣领军元叉关系密切，元叉被废后，他忧惧

不安，以致“政教废弛”，故被免官。后来，他又投靠宠臣
李神轨，被重新起用为吏部郎中、吏部尚书。他认为，州
县官吏，直接理民，关系重大。因此，应加强选官制度。

薛琡有远见，足智多谋。尔朱荣当政时，薛琡为行
台尚书，随元天穆征讨邢杲起义。同时，南梁武帝派大
将陈庆之率兵数千护送投梁的北海王元颢北上，直指洛
阳。而天穆兵力仅能应对一方。薛琡认为邢杲聚众无
名，虽一时强大但不可畏；而元颢身为皇族，且号称“义
举”，所以，应先打元颢，然后再转而灭邢杲。但由于元
天穆优柔，又迫于众人意见，故未采纳薛琡的建议。结
果，待其讨平邢杲，元颢已攻占洛阳。

东魏静帝天平初，高欢以薛琡为丞相府长史，军国
大事多与他商议，薛琡也“推诚尽节，屡进忠谠”。有一

次高欢率军征西魏，欲从蒲津渡黄河。薛琡认为，西魏
连年歉收，东魏应固守要道，坚壁清野，敌人难以久持，
自会来归降；即便出兵，也应兵分两路，互为策应。高欢
皆不纳，遂有沙苑大败。

后来，薛琡曾率兵讨击范阳卢仲礼之叛，遂转任殿
州刺史。其间，他为政严酷，吏人苦之。后又为度支、殿
中二尚书。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薛琡卒
于尚书右仆射任上。

薛琡：礼宾不卑不亢 理刑注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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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宝砚为尊
——洛阳砚文化略谈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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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砚有
陶砚、泥砚、砖瓦砚、金属砚、漆砚、瓷砚、石砚等。砚产
生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由研磨器和调色器发展演化而
来，从原始到现代、从简单到复杂、从实用到观赏，最后
成为功能繁多的艺术珍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洛阳长期
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一直是砚文化的中心，是当之
无愧的砚文化圣地。

明代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载：“自有书契，即有研砚。盖始
于黄帝时也。”他认为砚起源于黄帝时代，即现代考古学上所说
的仰韶文化时期。这一点已为考古学所证明。

黄帝部族活动的河洛地区，有着悠久的绘画艺术史。仰韶
文化时期的日常用具如钵、缸、盆等彩陶器上的篮纹、绳纹、刻划
纹等组成的图案是河洛绘画的原始形式。

1954 年，洛阳孙旗屯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白衣为地绘黑
三角弧叶纹、窄条纹和竖条纹的彩陶钵可以作为原始绘画的
代表。这些彩绘陶器，上面所绘的图案，不是用一般竹木削
成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而是用蓄水多、柔软又有弹性的毛
扎起来才能描绘出的。因此，毛笔的雏形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的。由于墨和其他颜料需要研碎才能用毛笔书写，故必
须有砚。

最原始的砚在黄河流域多有发现。今日能见到的最古老的
实物是1980 年姜寨遗址中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砚，有砚
盖，砚心微凹，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研磨器，与汉代石砚极为相似。

《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
三代均以洛阳为都。文字的逐渐成熟及绘画艺术的成熟，都是与
笔、墨、砚的制作技术相辅相成的。并且青铜器铸造技术也十分
发达，以饕餮纹为代表的青铜纹饰有一种神圣和狞厉之美。春秋
时，孔子入周问礼乐，参观周王室明堂，见到壁间画有“尧舜之容，
桀纣之像”的壁画。青铜器上铸造铭文，龟甲、兽骨上刻的文字及
竹书简上书的文字，都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

壁画创作离不开笔、墨、砚；青铜铸器上的绘画和文字及龟
甲、兽骨上刻的文字往往需要着墨；竹书简上书写文字也离不开
笔、墨、砚。

周代的砚，在洛阳曾出土有两方，一为长方形，以粗砂石磨
光而成；另一为牛形，玉质。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说明这
些石砚，当时仍兼为调色器。这时的砚，已出现砚铭。砚铭是指
刻在砚上的文字及图案，据《大戴礼记》载，西周初就有砚铭:“石
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白。”

汉代是中国砚和雕刻发展的重要时期，砚
形发生变化，样式逐渐复杂，并有文饰雕刻，砚有
足有盖，精致的砚经常镂刻蟠螭纹和各种动物
形象，尤其是纸的发明，促进砚的生产和使用。

在这些砚中，陶砚占主导地位，称为极品
的是民国时期洛阳出土、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
方汉代“十二峰陶砚”，高足，砚面呈箕形，砚的
左、右、后三面塑有十二座山峰，水可由山峰下
龙口滴入砚面，两边山峰上各有一负山人像。

东汉末年，都城洛阳被焚毁，曹操率军将
汉献帝和文武百官都迎到许昌，送给汉献帝
很多生活用品。曹操上了一道奏折，叫做《上
杂物疏》，说：“陛下，现在臣献上来的都是当
年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御用器物。这些

器物，被臣的祖父和父亲供奉在家里，从来没
敢用，臣觉得现在应该还给皇上。”这些器物
最贵重的是三枚砚台，即“纯银参带台砚一
枚，钝银参带员砚大小各一枚”。这些银砚台
显然是东汉皇室作坊生产的御用品。

在魏晋皇室的御砚中，不仅有银砚，还有
铁砚、漆石砚。文献记载，魏晋还有一种取河
蚌为砚材的“蚌砚”。魏晋玄学家傅玄《砚赋》
中说：“木贵其能软。”这说明还有木料制成的

“木砚”，但到底怎样用木材制砚，现在没有实
物可以参考。

但是，陶砚在魏晋北魏时期仍是主要砚
品，不但民间用，而且皇室用，如在邙山北魏
宣武帝景陵出土的砚台即为陶砚。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制
砚工艺也有很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洛阳
出土的唐砚众多，除少量是青石砚外，其他全
部是陶砚或瓷砚。在这些砚中，以澄泥砚和
辟雍砚最著名。

澄泥砚即是以细泥为原料制成的砚，属
陶砚一类。澄泥砚兴起于唐而盛于宋。
1983 年在洛阳老城东关外（隋唐东都城遗
址）出土一初唐龟形澄泥砚，砚仅存前部，龟
腹为砚池，前侧为一弯月形墨池，砚底有足，
色灰，质地细腻。

辟雍砚，最早出现在汉代，在唐朝之前
多为陶砚，唐朝多为瓷砚。辟雍，乃当时国
立大学，其建筑形状为圆璧形，四面环水。
辟雍砚是仿辟雍之形设计，砚台四周留有深
槽储水，砚台中心高高隆起，下部用为数众

多的珠足承托，匠心独具，形制奇特，可谓砚
中一绝。

唐代辟雍瓷砚品种包括青釉、黄釉、白釉
等，陶砚品种包括素陶、唐三彩、白釉绿彩等，
从尺寸看有实用和陪葬明器两类用途。隋唐
陶瓷辟雍砚在民间有所收藏，在考古发掘中
也多次面世。其中最名贵的是20世纪90年
代在唐洛阳履道里（今安乐镇狮子桥村一带）
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了一枚辟雍瓷砚。该砚
呈圆形，直径19厘米，砚面侈口，砚堂平坦凸
起，周边有贮水凹槽。槽外一侧附有两个笔
插，砚台底部有21个兽蹄状足。此砚器形规
整，端庄大气，立意生动，用赏兼得，比起方形
砚犹胜一筹。白居易在晚年仍留有不少诗
文，这件朴素的唐代辟雍砚很可能就是诗人
的文房用具。

北宋以洛阳为西京，这里是文人相聚的
文化之乡，会圣宫石砚、虢州石砚、澄泥砚为
三大名砚。

北宋米芾《砚史》介绍洛阳会圣宫砚时，称
“会圣宫石，在溪涧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发
墨不乏，扣之无声”。会圣宫是北宋皇陵的祭
陵奉先之所，也是陵区的管理中心，位于偃师
市山化镇的凤凰山上。目前，会圣宫已不复存
在，但会圣宫碑仍存。会圣宫石砚就是取凤凰
山及周边之山的山涧之石而制成的。

虢州石砚是取洛河中上游的一种独特石
料制成的砚，《砚史》说，该石“理细如泥，色紫
可爱，发墨不渗，久之石渐损回硬，墨磨之则
有泥香”。虢州，即汉魏弘农郡，辖今宜阳、洛
宁、新安、卢氏、陕县等县，属隋唐东都、北宋

西京洛阳的王畿。
澄泥砚，主要产于河南府（洛阳）沿黄河

地区，即今新安、渑池、陕县区域。明代《河南
郡志》、清康熙《河南府志》均载：“河南府澄泥
砚，唐宋皆贡品，泽如美玉，击若钟声，坚而不
燥，抚之如童肤，贮墨不耗，积墨不腐。”

澄泥砚的制作过程相对比较独特，制砚
工匠从黄河水中筛得极细的泥土，制成结实
的坯块，风干后雕琢成砚形，放在火中烧炼而
成。北宋以后，澄泥砚与端砚、歙砚和洮砚并
列为中国四大名砚。

目前，洛阳除澄泥砚外，诸多历史名砚的
制作技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小小的砚
台，实际传承了河洛文化的根脉，孕育着文化
产业创新的生机。

三代之际已有砚

汉魏华砚竞风雅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馆藏唐砚多珍品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三大名砚耀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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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唐三彩灯
文物年代：唐代
出土时间：1987年
出土地点：吉利区唐墓

器型罕见 釉彩斑斓

在洛阳博物馆宽敞的展厅内，陈列的三彩俑精
品不胜枚举，其中的三彩莲花灯，被评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

“唐代流传下来的唐三彩器物比较多，但三彩灯
较罕见。”洛阳博物馆副馆长高西省说，目前国内发
现的三彩灯，其顶部多是烛台，是用来放蜡烛的，而
这盏唐三彩灯顶部有一个盏，倒入油，加上灯芯，就
可以使用了。它是国内目前发现少有的顶部为灯盏
的唐三彩灯。

莲花灯器型端正，釉色斑斓，由灯盏、灯柱和灯
座三个部分组成。最上面是灯盏，它由盏碗、莲花瓣
盏托和托盘组成，内外均匀施有棕、绿、白三种釉色，
像一朵盛开的莲花，造型十分优美。托盘下面是竹
节状的灯柄，中部饰仰覆两朵荷花，两侧点缀多周连
续小圆圈纹，被放置在一个倒扣的碗状底座上，底座
上还有宝相花和力士的纹饰。

多元文化 盛唐华彩

在唐代以前，陶瓷器多为单色釉。唐代时期，多
彩的釉色和纹饰在陶瓷器物上同时得到运用，这是
经济发达、文化融合、中外交流的折射。

该灯盏上的莲花造型、灯座上的宝相花和力士
纹饰，均源自佛教。莲花，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宝相
花被视为佛像庄严之相，有“宝”“仙”之意，以某种花
卉（如牡丹、莲花）为主体，加入其他花卉的形状结合
而成；力士，是佛教中守护者的形象。这些造型、纹
饰，都是流行于盛唐的装饰纹样。

高西省介绍，这件唐三彩灯虽然“个头”不大，通
高44.5厘米，座径仅22.6厘米，但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盛唐时期开放、自信、包容的风貌。

唐三彩灯：
器型较罕见
华彩映盛世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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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唐三
彩更能诠释那个时
代的富庶与繁盛。
珍藏在洛阳博物馆
的唐三彩灯，通体
施绿、棕、白三色
釉，华彩绚丽，技法
超群，工艺考究，不
仅是唐三彩中极为
罕见的艺术瑰宝，
还是大唐盛世的真
实写照。

唐三彩灯

中国古代的灯具种类繁多，其中陶瓷灯是
使用时间最长、普及范围最广的灯具，主要分为
油灯和烛台两种。不过在唐三彩器物中，三彩
莲花灯的造型并不多见，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在电灯问世以前，人们普遍使用的照明工
具是煤油灯或煤气灯。19世纪初，英国一位化
学家用2000节电池和两根炭棒，制成世界上第
一盏弧光灯。由于光线太强，只能安装在街道
或广场上，普通家庭无法使用。无数科学家为
此绞尽脑汁，想制造一种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
家用电灯。

1879年10月21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通过
长期的反复试验，终于点亮了世界上第一盏有
实用价值的电灯。 （云飞）

速读“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