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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茅山三千年
□ 张春蕾 夏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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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勉斋道院烧不毁
茅山元符万宁宫三天门东

有一座古朴典雅的勉斋道院，
历经数百年沧桑，至今依然保
持原有的规模和风貌，是元符
宫内唯一一座古代留存建筑。
元符宫原有十三房道院，但历
经多次天灾人祸，其他十二房
道院及宫内殿堂皆遭毁损，不
复存在，唯有这座勉斋道院幸
存。其中的奥妙，据说，一是与
道院门楼朝向有关。按常规，
勉斋道院位于东侧，门楼应正
对着西方，但实际却偏向西南；
二是在门楼的门额上嵌着一块
青砖刻成的坎卦（坎即水）图
案；三是门前地面以青砖及小
瓦构筑而成宝瓶与杨柳枝的图
案，形状类似观音菩萨（即道教
中 的 慈 航 道 人）手 中 的 杨 柳
瓶。这几个因素都有避火功
效，使得勉斋道院躲过了一场
场天火或战火带来的劫难，得
以幸存至今。
（六）蜂拥而至马蜂窝

凡是到过茅山元符万宁宫
的游客都会看到，在 33 米高露
天老子神像的手掌心里有一个
巨大的马蜂窝，直径达 80 厘
米。这是在老子神像塑好不
久，神像即将开光之际出现的
神奇景象。蜂巢一般结在树干
或树枝上、坟洞里，或颓圮荒废
的房屋窗户下，基本上在容易
生根或人们不常光顾的地方，
而在光滑的老子铜像手心结个
80 厘米大的蜂窝，确实不可思
议。铜像后面就是积金峰，有
成片树林，铜像下道祖广场上
一排排建筑群，可做蜂窝的地
方很多。况且老子神像坐于山
巅，位高风大易淋雨，绝非平常
做蜂窝的最佳选择。万宁宫的
马蜂却偏偏在这里做蜂窝，不
能不让人浮想联翩。有人说，
这些纷飞的马蜂是太上老君派
到人间的使者，它们将会带给
人们好运；也有人说，这是太上
老君在暗示众人，神像开光后，
信徒和游客就会“蜂拥而至”；
也有人说，老子是古今中外的
伟大哲人，他所创作的《道德
经》震古烁今，蜂窝的出现，意
味着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
中。
（七）白鹄归来栖何处

西汉时，陕西咸阳茅盈、茅
固、茅衷三兄弟前来茅山修道，
得道成仙后被尊称为“三茅真
君”。相传他们位列仙班后，曾

化身白鹄（即白天鹅），
翔集于茅山大茅

峰、二茅峰和三
茅峰，护佑此

方 风 调 雨
顺，五谷

丰登。百姓

感念其功德，建“白鹄庙”以祀
之。元代《茅山志》记载着一首
民谣：“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
流 。 三 神 乘 白 鹄 ，各 治 一 山
头 。 召 雨 灌 旱 稻 ，陆 田 苗 亦
柔 。 妻 子 咸 保 室 ，使 我 无 百
忧。白鹄翔青天，何时复来游?”

据茅山潘一德道长叙述，
他在 2002年 5月 12日清晨 6时
45分，在万宁宫综合楼东四楼，
亲见三只全身纯白的白鹄在会
仙桥上空约 100 米高处翩翩飞
翔。三只白鹄先从会仙桥上空
向老虎岗方向由南向北飞翔，
随后又见其中一只白鹄逆着老
虎岗方向，向云雾缭绕的大茅
峰峰顶飞去。那天正是农历四
月初一，按照道教传统，初一、
十五是祭祀之日。这一天三只
白鹄结伴而来，在茅山诸峰上
盘旋飞翔，不由得令他联想到

《茅山志》中的记述，这三只白
鹄是否真的是三茅真君眷顾当
地百姓，再度回到当年的修行
之所，故地重游呢？
（八）鞭炮军号相应答

茅山脚下，有一座为纪念
苏南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而建的
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1997年
除夕之夜，茅山镇居民在纪念
碑下燃放鞭炮，突然听到一阵
清晰的“嘀嘀嗒、嘀嘀嗒”的军
号声。循声望去，碑前、碑后、
碑上、碑下均无人影和异物。
经反复试验，大家发现，鞭炮声
响，军号声即响，鞭炮声停，军
号声即停。从此，“碑前放鞭
炮，空中响军号”神异现象的消
息不胫而走。

于是声乐专家来了，地理
学者来了，中央电视台探索与
发现栏目组来了，他们都想探
究这一奇特现象的究竟。有人
说军号声是鞭炮声与纪念碑周
围的群山回响所致；有人说军
号声是鞭炮声与纪念碑前 317
级台阶共振，317级台阶暗含嘀
嘀嗒的音阶；有人说军号声是
鞭炮声与纪念碑前两条排水管
道产生的共鸣等等。当地人有
一个说法，传说抗日战争时期，
有一个新四军小军号手牺牲于
此，当他听到鞭炮声响，以为是
战斗打响了。于是，他那没有
消逝的英灵便奋力站起来，以
冲锋陷阵的姿态吹响了军号。
当然，这只是百姓们的缅怀之
情的体现，我们姑且称之为茅
山一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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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彦如 张剑

枕头可为人类提供适当的颈部
和脊柱支撑，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
步，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睡
眠工具。

法国莫斯特遗址一个距今约 4
万年至 10万年的洞穴内，曾发现一
具青年男子的尸骨，其头枕的燧石，
被视为迄今最早的枕物。在我国古
代，先秦时即有关于枕头的记载，考
古资料证明战国时就有了枕头的实
物。

从字形字义分析，最早的枕头
应该是木制的。随着枕物习俗的不
断发展和传播，人们对于枕具的重
视和喜好程度日益增加，工匠们便
开始尝试利用各种材料制作出不同
类型的枕具，以满足人们多样的需
求。依现有考古材料，我国的枕具
大致可分为硬质和软质两大类。硬
质枕主要包括石、木、漆、竹、玉、铜、
石灰、金银、陶瓷等不同材质，还发
现少量水晶枕和铁圈枕。软质枕常
见布、丝织品、皮、毛毡等材质，中空
部位一般还要填充其他物品，荞麦
（皮）、动物毛发、珍珠、草木灰等填
充物均有发现，多因时、因地、因人
而异。

隋朝至元朝，陶瓷枕以其外形
美观、制作精致的独特艺术趣味与
人文精神备受人们青睐，成为卧具
的主要种类之一。考古专家认为，
陶瓷枕的发明与我国陶瓷制作工艺
的不断发展息息相关，它的出现，是
我国悠久枕物习俗与深厚陶瓷文化
的结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陶瓷枕
历经唐五代的发展，至宋元达到繁
盛，明清几近衰微。而宋元时期是
陶瓷枕由弱到兴，再由盛至衰的重
要发展阶段，从考古发现分析，镇江
地区出土的宋代陶瓷枕，颇能反映
宋人的风华岁月。

1975 年，出土于镇江桃花山的
南宋吉州窑绿釉划花莲瓣纹镂空人
物枕，高 10-12 厘米，长 49.2 厘米，
宽 10.5-17.9 厘米。枕为长方八棱
形，前低后高，枕边八棱做成竹节
状。枕面刻有荷莲纹，前壁绘菱形
纹，两侧卷叶纹，后壁镂空窗花，中
空，塑一文侍，交领宽袖，下有围
栏。胎米黄色，疏松，全器施釉，底
部无釉。

吉州窑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安
镇，是我国宋元时期著名的民间窑

场，以朴素雅致、清新明朗的艺术风
格得到人们的喜爱。绿釉刻花瓷是
吉州窑的名品之一，其装饰手法以
刻划花、印花为多，风格简练率真。
绿釉瓷枕不但反映出胎釉、烧制等
工艺技法，而且体现了审美与实用
艺术统一。

1985 年，镇江市饲料公司出土
的南宋吉州窑白地褐彩凤穿牡丹纹
瓷枕，长 22.5 厘米、宽 8-10 厘米。
长方束腰形，两端正方。胎米黄色，
疏松，全器施釉。枕之四面，两面绘
凤纹，两面绘缠枝菊花，两端各绘一
朵菊花，画风极具生活气息，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小小的陶瓷枕激发了古人无限
的创意。宋、元两代是陶瓷枕发展
的黄金时期，其形状千变万化，圆梳
形、腰圆形、椭圆形、扇面形、多角
形，以及花瓣形等应有尽有。陶瓷
枕上的装饰题材则反映了其时的生
活面貌及文化习俗，如以“婴孩”及

“莲花”为饰喻义“开枝散叶、连生贵
子”，以“牡丹”“凤凰”纹样喻义富贵
吉祥等。

盛夏之日，古人如何纳凉消
夏？陶瓷枕无疑就是众多避暑降温
的寝具其一。陶瓷枕据说能清凉明
目、有助入眠，于古时主要在夏天使
用。北宋诗人张耒的《谢黄师是惠
碧瓷枕》诗中提及“巩人作枕坚且
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
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记录了陶
瓷枕作为纳凉工具的重要性，以及
宋代文人对陶瓷枕的钟情。

关于陶瓷枕功能的认识，由于
古文献中“尸枕”的记载，以及所见
陶瓷枕多出土于墓葬之中，故出土
的明代之后陶瓷器，多被视为明
器。而随着河北省巨鹿故城遗址大
量陶瓷枕的出土，尤其是这些陶瓷
枕多发现于居室内的床炕之上，发
掘出土的一家瓷器铺中也有陶瓷枕
的发现，人们开始意识到陶瓷枕或
应为日常生活用具。

宋元时期陶瓷枕的盛行与制瓷
手工业的全面繁荣密不可分，元末
明初，陶瓷枕销声匿迹，清代又重新
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度流行于
晚清至民国时期。自 20 世纪 40 年
代开始出现如今流行的软枕以来，
陶瓷枕也随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镇江宋代文化底蕴丰富，陶瓷
枕作为不可多得的实用类艺术品，
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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