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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過似乎至今未在西域發現早

期的實例（至少要早於漢代，方可

顯示出由西向東的傳播綫索）。

 《文選》卷二薛綜注：“茄，藕莖也。

以其莖倒殖於藻井，其華下向反

披。狎獵，重接貌。”

 《藝文類聚．居處部》引。又《初學

集．地部》引作“堂殿上作以象東

井。藻，水草所以厭火”。

 陳朝徐陵《梅花落》“燕拾還蓮井”。

 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東漢

畫象石墓》，頁 139，圖五，《考古》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曾昭燏等《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

告》，圖版二○，文化部文物管理處

一九五六年。

國家文物局《二○○七中國重要

考古發現》，頁 87，文物出版社

二○○八年。

因此歷來多用於宮室和殿堂。不過它最初可能只是以一種

結構屋頂的方式形成的疊澀天井 ，而使用的地區很廣，

且在各自的地域裏形成傳統 。

“藻井”，或曰“方井”，名稱均始見於漢賦。張衡《西

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薛綜注云：“藻

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干也。”所注頗得要領。

綜為漢末時人（卒於東吳赤烏三年），其說應可信據。“倒

茄”之茄便是藕莖亦即蓮莖，莖既倒殖於藻井，蓮花自然

向下反披；狎獵，即花葉參差之狀 。王延壽《魯靈光殿

賦》“圓淵方井，反植荷蕖”，也是同樣的意思。以蓮花

為飾，原有避火之意，《風俗通》：“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

菱，荷菱，所以厭火。” 《宋書》卷十八列舉歷代典事

曰：“殿屋之為圓淵方井兼植荷華　，以厭火祥也。”藻

井因又名作“蓮井” 。它通常為殿堂所用，而中央倒垂

的這一大朵蓮花，便成為藻井最引人注目的裝飾。不過早

期蓮花藻井的實例以地面建築無存的緣故，今所見　發現

於墓葬，如江蘇徐州青山泉漢墓 ，山東沂南畫像石墓

〔1·1〕，如甘肅高台地梗坡魏晉墓三號墓前室以生土做成

仿木結構的斗四式藻井 〔1·2〕，又敦煌佛爺廟灣墓群西

1·2:1  甘肅高台地埂坡魏晉墓三號墓前室頂 1·2:2  甘肅高台地梗坡魏晉墓三號墓室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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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很廣的圖案，先秦銅器即已常見。兩漢用於帷帳，

也用於衣飾。如發現於甘肅磨嘴子漢墓的一道刺繡花邊  

〔1·26〕，四川郫縣宋家林東漢磚室墓出土陶女俑便是用這樣

的花邊來裝飾衣領 〔1·27〕。新疆地區漢唐時期則多用此來

妝點上衣的下襬 。而這種裝飾方法尚可以追溯到犍陀羅藝

術 〔1·28〕。表現為帷帳裝飾的早期之例，見於蒙古諾彥烏

拉匈奴墓地發現的刺繡殘片，時代約當紀元前後 〔1·29〕， 

可見它的流行廣遠。至於名稱，則很可能以施於不同的部

件而有不同的命名，此外，也還有地域的分別。這裏稱之

為“垂額”，是依據敦煌文書，如“龍興寺點檢曆”中的

“佛帳額上金渡銅花並白鏹花，三面畫垂額” 。點檢曆的

時代為中唐，但名稱的使用大約已經很久。

垂額是帳的組成部分，既為美觀，又兼有“押”的用

途，即覆於帷幔之上，使得質地很輕的絲帛能夠柔順下垂

而不至於飄揚。因此它也常常如同腳端下綴簾押的蒜條，

而在尖腳下面垂繫玉石之類，如龍門石窟北魏賓陽中洞窟

頂圖案中的垂額 〔1·30〕，如紐約大　會博物館藏北齊四

面龕造像內龕龕頂 〔1·31〕，又莫高窟北周第二九七窟藻

井圖案中的垂額 〔1·32〕。

 甘肅省文物局《甘肅文物菁華》，圖

三三八，文物出版社二○○六年。

 四川博物院《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

集》，頁 135，文物出版社二○○九

年。

 萬芳等《新疆出土三角形及長方形

衣飾研究》，頁 97∼104，《西域研

究》二○一○年第三期。

 栗田功《ガンダ—ラ美術．Ⅱ．

佛陀の世界》，圖四一九，二玄社

一九九○年。

 今藏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本書照片

為參觀所攝。

 即《龍興寺卿趙石老腳下，依蕃藉

（籍）所附佛像供養具並經目錄等數

點檢曆》（伯．三四三二），其年代

為敦煌吐蕃時期。

 劉景龍《龍門石窟造像全集》第一

卷，圖一九八，文物出版社二○○

二年。

（註釋見頁 17）

1·24  龍門石窟蓮花洞南壁第二十五龕局部 1·25  北魏正光元年造像碑碑陽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