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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火焰珠纹饰研究

朱 一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

内容提要 瓷器火焰珠纹作为瓷器装饰的辅助纹样主要有火焰龙珠纹和摩尼珠纹两种类型，它

继承了传统火焰珠纹的样式特征和文化内涵，并最终发展为一种体现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文化符

号。

关键词 火焰珠纹 瓷器 龙戏火焰珠 摩尼珠

中图分类法 )%’#* ( 文献标识码 +

图一 , , 瓷器火焰龙珠纹

&* 龙泉窑贴花独龙戏珠折沿盘 !* 景德镇卯白釉印花龙纹花

口盘 (* 景德镇青花龙纹盘 -* 景德镇青花龙纹高足碗 .*

景德镇青花龙纹盘 #* 宣德釉里红龙纹高足碗 ’* 嘉靖青花

红彩小龙纹碗 %* 万历五彩双龙纹盘 /* 弘治白釉红彩龙纹

盘 &"* 崇祯素三彩龙凤牡丹纹碗 &&* 康熙青花云龙纹碗

&!* 康熙斗彩龙凤纹碗 &(* 雍正青花云龙纹瓶 &-* 雍正青

花龙纹香炉 &.* 嘉庆黄地粉彩云龙纹帽筒

火焰珠纹是我国的传统纹饰 0 & 1，在壁画、金属

器物、石刻、服装织物等载体上均出现有它的大量

形象。火焰珠纹最晚自元代始即被延伸运用于瓷

器之上，并沿用至明清两代。典型的瓷器火焰珠纹

均由“圆珠”和“火焰”两部分结构组成，一般作为

辅助纹与其它纹饰配合使用。瓷器火焰珠纹的出

现不仅仅是为了从美感出发起到润饰、点缀的作

用，更是要传达一些不可或缺的文化特质，以满足

其时其势下人们内心的某种精神需求。在众多因

素的影响下，瓷器火焰珠纹的形象产生了一系列

变化。通过比较分析这些变化，我们不但可以对瓷

器火焰珠纹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更期

望尝试通过对蕴藏其中的文化因素的挖掘，探究

瓷器火焰珠纹形象产生和演化的内在原因。

一 瓷器火焰珠纹的类型

在瓷器上，火焰珠纹的形态主要分为两类。

&2 火焰龙珠纹（图一）

瓷器上多有独龙戏珠、二龙戏珠和群龙戏珠

的图案表现。而龙戏之珠即“龙珠”，通常是以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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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的形式进行表现。如在“元·龙泉窑贴花独龙戏

珠折沿盘”! " # 上，就印有生动的火焰龙珠形象，它

造型简洁，是由一颗浑圆的“龙珠”和一束颇为逼

真的“火焰”所构成。又如在“元·景德镇青花龙纹

高足碗”! $ # 的碗心中，同样也绘有独龙戏珠的图

案，有所区别的是，此处的“火焰”形状较之前一件

器物上的形象发生了较大变化，这里的“火焰”被

进行了更为艺术化地加工，焰形显得完整独立、纤

长飘逸，这与游龙飞腾、灵动而不失力度的形象完

美地契合在了一起。此外，“龙珠”与“火焰”的体量

关系较之前者也有所变化，龙珠较小而着重突出

腾腾的火焰。此类火焰龙珠形象为绝大多数瓷器

上的龙戏珠题材所采用，它们往往与龙的动态相

配合，通过灵活改变焰形来组成一个完美的龙戏

火焰珠适合纹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类纹样

中，“龙珠”的形象也会产生一定变化，如在“明崇

祯·素三彩龙凤牡丹纹碗”! % #和“清雍正·青花龙

纹香炉”! & #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龙珠”变得异

常硕大，对它的表现较前两种火焰龙珠纹都更为

细致和精美。龙戏火焰珠纹与云龙纹、海涛龙纹等

图案一样均是元、明、清时期瓷器龙题材表现的重

点，它历经 ’(( 余年沧海桑田的时间验证，充分说

明了龙戏火焰珠纹作为一种成熟而经典的形象而

备受人们的重视和挚爱。

") 摩尼珠纹（图二）

在著名的“元·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上，位

于该瓷器肩部的变体莲花瓣纹中绘填有 *( 个图

案，它们分别是双角、双钱、海螺、火焰珠等纹样

（图三）。其中的火焰珠纹共计有 & 个，与其它纹饰

相互间隔出现，其形象基本一致，均为包裹着升腾

形火焰的眼瞳状圆珠形象。这样一组图案纹样被

考订为瓷器“琛宝”! ’ #纹。“琛宝”纹一般包括双角、

银锭、珊瑚、灵芝、双钱、书卷、海螺和火焰珠纹、火

轮纹等。中国古代释“琛宝”为珍宝，《说文解字》释

曰：“琛，宝也”! + #，在《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

第四十三》中对“琛宝可怀，贞期难对”的注释里，

将“琛宝”比拟为道德，即“琛宝喻道德也”! , #。比较

这些“琛宝”，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一些普遍被

认同的美好之物，每一种都有着吉祥的象征性含

义，因此琛宝即可以广泛地象征那些具有美好、崇

高品质的珍贵事物。以一组琛宝系列纹样装饰青

花瓷器是元代盛行的方式，琛宝往往与变体莲纹

相结合常见于盘、罐、瓶等器型之上。如见于“元·

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罐”肩部 ! - #、“元·景德镇窑

青花莲瓣形盘”盘心 ! *( #、“元·景德镇窑青花云龙

纹象耳瓶”底足部 ! ** # 等。“琛宝”中的不少图案是

典型的佛教吉祥物，如海螺，多为藏传佛教所使

用，被称为“法螺”，据说能吹出妙音吉祥 ! *" #。而这

其 中 的 火 焰 珠 则 应 为 佛 教 宝 物 摩 尼 珠 （./01
2345657）。摩尼珠在与其它琛宝纹样组合出现的同

时，也常以二方连续纹的形式装饰器物。如收藏于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元·青花八棱葫芦瓶”（图四）

的口沿部和腰部上就有这种摩尼珠纹装饰带。

综上所述，瓷器上的火焰龙珠纹与摩尼珠纹

有着一定差别，虽然它们在各自独特的使用环境

中有时也互为借鉴，但总体来看窑工还是遵循着

一定的使用模式，对龙戏龙珠和摩尼珠的表现加

以区别。这一差别主要根源于影响传统火焰珠纹

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瓷器上的火焰珠纹继承了

传统火焰珠的形象，因此对传统火焰珠的探究，有

助于我们对瓷器火焰珠纹有更清晰、更深刻的认

图二 8 8 瓷器摩尼珠纹

*) 至正景德镇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 延祐景德镇青花云龙纹

罐 $) 景德镇青花莲瓣形盘 %) 景德镇青花梅月纹高足杯

&) 青花八楞葫芦瓶 ’)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图三 8 8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琛宝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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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二 火焰珠纹的出现与

演变

传统的火焰珠形象有着

悠久的历史，是一系列图像元

素漫长融合的结果，是不同文

化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 古史传说中的龙珠

今天最常见的火焰珠表

现形式——— “龙珠”很早就出

现在各类古籍之中，如《庄子

·列御寇》载有：“取石来锻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

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 % 在此后的

文献里又有大量关于它的描

述和记载，如任昉（梁）《述异

记》载：“凡珠有龙珠，龙所吐

者。”陆佃（宋）《埤雅》曰：“龙

珠在颌”等。不过和它文字性

的概念描述相比，“龙珠”的图

像却出现地相对较晚。

最早和龙形象紧密结合

的珠状图案是火纹。火纹早在

二里头文化中即已出现，商周

时期作为青铜器的装饰非常

盛行。此时火纹（图五）的基本

特征是中心为圆形，四周回旋

有 & 道、’ 道、( 道或 ) 道弧

线 # !& %。因其形似商周时期的

文字“冏”，因而又称冏纹、圆

涡纹。其形象征着放射出光与

热的太阳，它和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圆形图案 # !’ %

及出土于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太阳轮”等

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有象征太阳的内圈、象

征光圈的外圈和放射状辐条，这种图形应是我国

古代先民太阳崇拜传统的一种反映。刻铸在青铜

器上的火纹，其应用自商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

时期，贯穿了整个青铜时代。青铜器上的火纹，没

有具象火的形态，而是以抽象的几何形态进行表

现。它常与龙纹相结合，早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

就非常盛行。在青铜器上，火纹与龙纹的组合主要

有 $ 种形式：!" 火纹与龙纹一一相间排列，多作

带状；*" 火纹与双体龙纹配合，龙头居中，体躯向

两侧波曲形展开，在体躯的上

下饰以火纹，这两种火纹属于

商末周初；$" 以火纹为中心，

两旁配置龙纹，这样的组合自

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都有 #!( %。

龙纹与象征着太阳的火

纹组合不是一种偶然，属于东

方神物的“苍龙”和周而复始

从东方升起的太阳，应是古代

先民龙图腾崇拜和太阳崇拜

在经历了长期发展延续过程

中相互交融的产物，是身为龙

的传人的炎黄子孙、华夏先民

对缔造万物的太阳崇拜，寄托

着 原始 人 们 强 烈的 感 情 、思

想、信仰和期望。所以《易·乾

·彖辞》载曰：“大明终始，六

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

古人以太阳是由 ( 条飞龙托

起的解释说明它们之间的紧

密联系。在汉代的瓦当中即有

飞龙 托日的 图案 # !) %，又如出

土于陕西咸阳的“西汉龙纹空

心砖”# !, % 上印有 * 条回首相

望的腾龙，它们中有一圆，其

形象与原始火纹非常接近，同

样有内圈和外圈，只是辐条从

线变成了点，应为太阳，它仍

没有脱离传统青铜冏纹的衣

钵 ，是 对 青铜 纹 样 的 一种 继

承。虽然龙托太阳与龙戏龙珠

的形象并不能完全等同，但在

图案发展过程中，龙珠因为与

太阳同样拥有浑圆、明亮、绚烂的特点，因而也必

然会受到传统托太阳纹的影响。

*" 皇权和佛教思想影响下的火焰珠纹

到了唐代，真正意义的“火焰龙珠”形象开始

出现。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鎏金

四天王盝顶银函”（图六）函顶上錾刻有衬以云纹

的双龙戏珠纹，函顶四斜面也錾刻有双龙戏珠。这

里的“龙珠”纹以圆珠表现珠体，并与形象的火焰

形相结合演变成太阳般光明照耀的形象。在辽代

墓葬中也出土了不少带有龙戏火焰珠的器物，如

辽穆宗应历九年，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鎏金银饰马

鞍鞍桥处所雕刻的二龙戏火焰珠纹；再如建平张

图四 - - 托普卡比宫藏青花八棱葫芦瓶

图五 - - 青铜器火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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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营子出土的鎏金银冠上所饰的热焰升腾的火焰

珠纹（图七）等均有着与“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的

火焰珠纹相同的特征。鉴于这些器物与统治阶层

的密切关系，因此火焰龙珠形象的出现可以理解

为：统治者为体现封建统治基础——— 君权神授的

合法性，建立封建帝王的神性，以龙的形象象征天

子，而“龙珠”则在传统龙托太阳纹形象和龙珠概

念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下，为迎合“龙赶珠”所需

渲染出的盛势冲天、蓬勃盛威的气势而摆脱了传

统火纹那单纯圆珠的形式，并与腾腾向上的火焰

固化在了一起。这是古人艺术处理手法日臻完美

的结果，也是展现不断得到加强的皇权的需要。同

时，我们也注意到，以上所提及的一类器物及同时

期其它类型的器物大多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皇家用于供奉佛骨舍利八重宝函中的第七重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与鎏金银饰马鞍、鎏金银

冠上的龙戏火焰珠纹一样，都是笃信佛教的皇族

们护佑佛法的一种体现，这里的龙形象拥有双重

身份，它既代表天子同时也象征着佛教中护法的

“转轮王”，而火焰珠则应是佛教中的摩尼宝珠，象

征佛法 ! "# $。具体来说，火焰龙珠纹受到佛教文化

的显著影响主要源自于佛龙 ! "% $和摩尼珠形象。

除了传统汉龙 ! "" $的形象外，在佛教典籍里也

常见龙的身影。佛教中的龙（那伽 &’(’）是佛法的

护卫者，在“天龙八部”! ") $中，龙因护法有功，仅次

于天位列第二 ! "* $。佛龙形象在印度神话中为人首

蛇身，佛教传入我国后，它也常以类似形象出现，

如在敦煌莫高窟第 )+ 窟（五代）中的龙王礼佛图

里，佛龙就以人形出现。不过，在佛教汉化的过程

中，佛龙形象与汉龙形象相互融合，最终多是以汉

龙的形式进行表现。此外，佛教还特别注意用广为

人知的汉龙文化来传播经义。如在成书于南唐时

期，现存最早的一部禅宗史《祖堂集》卷四中载有

丹霞禅师诗言：“骊龙珠，骊龙珠，光明灿烂与人

殊，十方世界无求处，纵然求得亦非珠⋯⋯拈得玩

弄无穷尽，始觉骊龙本不贫。若能晓了骊珠后，只

这骊珠在我身。”此处丹霞禅师借用人们所熟悉的

骊龙及骊龙珠的形象故事来传达他对禅道的理

解，用骊珠比喻自家有无价重宝，光明灿烂，在迷

而不减，是对本心珍贵光明的象征，只要拾取这颗

人人本具的宝珠，就会做自己的主宰，获得精神上

的富足。佛龙结合华夏文化中广为传播的汉龙形

象，应更能引起信众们的共鸣；同时这一过程也丰

富了汉龙的内涵，使其与佛教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龙珠受到摩尼珠影响演化成火焰珠形象就是这一

影响的例证。

在佛教经义中经常出现摩尼珠的形象，它常

被装饰在莲花之上发出璀璨的光芒，有除污涤性

引导光明的作用 ! ",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载曰 -
“令其莲华，一一叶上，作百宝色；有八万四千脉，

犹如天昼；脉如八万四千光，了了分明，皆令得见。

华叶小者，纵广二百五十由旬，如是莲华，具有八

万四千叶，一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以为映饰；

一一摩尼珠，於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偏覆

地上。释迦毗楞伽宝，以为其台；此莲华台，八万金

刚甄叔迦宝，梵摩尼宝，妙珍珠网，以为校饰。”瓷

器上变体莲纹中有大量摩尼珠纹的原因大概就是

图七 . . 建平张家营子鎏金银冠

图六 . .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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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以上的经义典故。

摩尼珠的形象具体为火焰珠，《华严经》卷一

曰：“诸摩尼中菩萨云，普诸十方光炽燃，光焰成轮

妙华饰，法界周流靡不遍。”! "# $在敦煌莫高窟的大

量佛教壁画中，存有大量火焰摩尼珠的形象（图

八）。通常在佛光相、手中、头冠、华盖、供案、建筑、

香炉等上出现 ! "% $。敦煌壁画中较早出现摩尼珠形

象是在莫高窟第 "&’ 窟（西魏）东披窟顶壁画中，

二力士弓步相向共举莲枝上的摩尼珠。这是早期

摩尼珠的典型形象，该形象中心为烛焰形摩尼珠，

下方为莲蓬托，摩尼珠外为叶状装饰。雕凿于北周

时期的第 "(% 窟，在其西壁有佛头顶珠，此珠为摩

尼珠。其形象较之第 "&’ 窟更为概括洗练，摩尼珠

的烛焰形特征更为生动形象，它的外部装饰被取

消，下部的莲托亦由前者的 )* 瓣抽象提炼为 ’ 瓣

莲叶。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在西壁，还有双龙戏珠的

图案，这里的龙是汉龙的形象，而龙珠则为是摩尼

珠形象，其形象不但与佛头摩尼珠近似，甚至还更

为接近第 "&’ 窟。第 "(% 窟的摩尼珠具有重要的

意义，首先它演变成为一个简约的形象，更容易作

为一种符号而更易传播；其次，用摩尼珠表现龙

珠，这无疑丰富和拓宽了中国龙文化的内涵，更使

此处的龙戏珠纹生成为文化融合的焦点，是龙戏

火焰珠纹运用的一种铺垫。在此之后，摩尼珠的形

象有了新的发展，并开始与火焰纹相结合。如第

*+, 窟（隋）西壁上的摩尼珠就有更进一步地改

变，原先的烛焰形珠体演变为圆珠状，其外侧散发

出蒸腾的火焰。又如第 ,"+ 窟（隋）西壁南侧上的

火焰珠焰形则更为传神形象，至此摩尼珠的形象

基本确立为此类火焰珠的样式。第 ,’ 窟（盛唐）西

壁的龛额上的摩尼珠，第 )+& 窟（五代）位于通道

北壁上女供养人旁边幔帷上的摩尼珠，始建于五

代在元代重修的第 #) 窟，背屏南侧面飞天幔帷上

的摩尼珠，安岳石刻（宋）毗卢洞 & 号，柳本尊右侧

的佛头中的摩尼珠顶严以及元代瓷器上的摩尼珠

纹等都基本保持并延续了这一形象。

综上所述，火焰珠纹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

装 饰 图 案 ，他

们是佛教文化

与传统文化共

同 作 用 的 结

晶 。在 元 代 之

前它们广泛地

存 在 于 壁 画 、

金 属 器 物 、服

装、石刻等，而在元代之后，火焰珠的应用被拓展

到瓷器之上，它除了保留了摩尼珠式的火焰珠形

象外还结合了瓷器绘画的表现手段产生了新的变

化，从而形成了更加完整、更富表现力的形象。瓷

器上的火焰珠不单传承了传统形象的特点，更延

续并丰富了传统观念的价值，生成为一些满载着

存在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的存在不仅是出于装饰

的需要，更因为它们所具备的文化旨向。

三 瓷器火焰珠纹的演变过程

)- 两种火焰珠纹的出现

通过前文对瓷器上火焰珠纹类型的归纳，我

们可以看到，元代是瓷器火焰珠纹发展的关键时

期，两种典型的火焰珠纹——— 摩尼珠和龙珠在瓷

器上交相辉映。

摩尼珠形象在瓷器上大量出现是元代瓷器装

饰的重要特征。在青花瓷上这一特征展现更为显

著。究其原因，这与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顶礼膜拜

和藏传佛教在内地广泛传播 !"& $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元代统治者也允许道教、回教、基督教等宗教

的存在 !"( $，但是出于为最高统治政策服务的目的，

在 瓷 器 上 展 示

摩 尼 珠 类 的 藏

传 佛 教 纹 饰 成

为 统 治 者 意 识

形 态 要 求 的 重

要体现；也正是

因 为 元 代 统 治

者 对 藏 传 佛 教图九 . . 秋庭戏婴图玩具图案

图八 . . 敦煌壁画中的摩尼珠纹

)/ 第 "&’ 窟（西魏）东披窟顶 "/ 第 "(% 窟（北周）西壁 */ 第

"(% 窟（北周）西壁 ,/ 第 *+, 窟（隋）西壁 ’/ 第 ,"+ 窟（隋）

西壁南侧 #/ 第 ,+% 窟（隋）西壁龛内南侧 %/ 第 ,+" 窟（隋）

西壁龛内北侧 &/ 第 ,+) 窟（隋）北壁龛顶 (/ 第 #) 窟（元）背

屏南侧 )+/ 第 )+& 窟（五代）通道北壁

瓷器火焰珠纹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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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衷乃至佞佛 !"# $，使得寺院具备有丰裕的财力

按佛事要求去专门订制做工精美的青花瓷器 ! "% $。

因此大多数元青花上都出现有藏传佛教类的纹饰

如西蕃莲纹、八吉祥纹 ! "& $、摩尼珠等也就不足为

奇了。所以说，摩尼珠形象在元代瓷器上出现首先

应是统治者宗教意识的一种体现。

元代瓷器上摩尼珠除了以连续的二方连续纹

的形式装饰在器物口沿部、腰部外，主要还是与琛

宝纹结合出现在碗、盘类的内底心及瓶、罐类的

颈、肩、胫等部位 ! "" $。在与摩尼珠组合的图案里也

有不少是汉族的传统吉祥纹饰，如珊瑚、犀角、双

钱、如意、方胜等，它们至少从宋代开始就因深受

汉族人民的喜爱而广为流行，如在宋代画家苏汉

臣的著名作品“秋庭戏婴图”中我们就能从孩童的

玩具上发现这一组图案（图九），又如在福建福州

茶园山南宋墓出土的花罗裙裤上也有此类图案。

通过摩尼珠和这些纹饰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藏传

佛教在元代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促成这种融合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特别重视工匠，

往往在战争的屠戮中惟工匠幸免，工匠一旦被俘

获，即沦为工奴被集中在官营的手工作坊进行生

产 ! "’ $。这客观上使原来囿于不同地域、拥有不同

文化背景的工匠相互学习交流成为必然。此外因

战乱而大量发生的人口迁移，亦为这种交流提供

了动力。以景德镇青花瓷器生产为例，它的兴起有

极大的可能是与“靖康之变”后，磁州窑窑工南迁

江西和元初吉州窑窑工的迁入有关 ! "( $。另一方

面，窑工们的自我创造力对融合过程的影响也不

容忽视。窑工们将众多经典的传统纹饰，如：松、

竹、梅、鱼、藻、缠枝花叶等与佛教纹饰结合使用，

不但满足了统治者的要求，同时也传承了汉族的

文化心理和生活习俗，元青花上带摩尼珠的琛宝

系列纹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以这种高超的艺术处

理技巧自如地把多种文化体现在一件器物上，这

不能不说是窑工们创作智慧的结晶。

火焰龙珠纹是最常见的瓷器火焰珠纹，在元

代瓷器上的火焰龙珠纹多被用于反映护佑佛法的

佛龙类纹饰题材之中，这类佛龙在元代统治者规

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 ! ") $的情况下，多为三爪和四

爪龙。正如上文所述，在瓷器上大量使用龙戏火焰

龙珠，反映了佛教思想在元代社会中的广泛影响，

同时也是佛教在融入汉地文化时进行自我改造的

例证。虽然火焰龙珠纹在其发展的早期受到了摩

尼珠样式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有共同

的符号表征对象，但是在与不同组合对象搭配的

过程中，他们形象的差别逐渐扩大，以至于在元代

瓷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样式的火焰珠纹。

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不同的样式需要不同的

组合环境。早期的摩尼珠因多出现在佛光相、头

冠、华盖等造型中，因而不需要有复杂的变化。而

瓷器上的摩尼珠则需与其它图案组成带状纹样装

饰器物边、口、足处，同样也不能过于复杂，因此一

个简约、形象、精练的摩尼珠符号恰当地满足了它

所处环境装饰的需要。而火焰龙珠纹则为了配合

历来都作为各类装饰的主体并愈加精美的腾龙形

象，需要有更生动、更完整、更细腻的造型。尤其在

使用绘制的手段表现龙那强烈的动态时，具有深

厚思想和技法积淀的中国传统绘画必然会发挥巨

大作用和影响，依靠挥洒自如、形神兼备的特性，

挣脱工艺上的束缚将更多创作灵感付诸实现，创

造出与升腾穿梭的神龙形象相适合的火焰龙珠

纹。我们从“辽·张世卿墓后室南壁壁画”! "* $中就

能看到火焰龙珠纹的这种变化趋势，在元代瓷器

上，特别是在用釉下钴蓝瓷绘的方式进行装饰表

现的青花瓷中则有更为精美传神的形象出现。

&+ 摩尼珠纹的消失和火焰龙珠纹的传承

从明代开始，瓷器上摩尼珠的形象渐不复见。

这应与统治者调整宗教政策有关。鉴于元代的极端

的佞佛行为所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 $

从而加速元朝覆灭这一教训，明代统治者从朱元

璋开始就重视并积极调整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

的管理，如设立僧录司、道录司等机构和制度以检

束教众严守戒规 ! "- $，针对元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

的流弊，大力扶持汉地传统佛教 ! ’# $。虽然清代帝

室也崇拜藏传佛教，但总体方针仍是要对佛道加

以抑制 ! ’% $。在这种形势下，带有浓厚藏传佛教气

息的图案自然不会像在元代那样受到广泛的欢

迎。伴随着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在民间的广泛使

用，瓷器上的装饰图案也越来越趋向民俗化、生活

化。因此摩尼珠纹也就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氛

围并为历史所淘汰。

相对于摩尼珠纹的消失，火焰龙珠纹依然保

持了强大的生命力，被广为运用在明清时期的瓷

器上。它之所以拥有如此魅力，是因为火焰龙珠纹

已不是某种单一文化的象征，而是兼具了已经深

植于中华文明中的儒、佛、道三教思想，成为能够

为社会广大阶层均能接受的一种文化符号。如果

说“龙赶火焰珠”的形象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封建皇

权，是儒学宗法纲常思想的体现，“飞龙拥珠”则是

对佛教护法思想的表现，那么瓷器上的“双龙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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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亦可成为修道炼丹以求成仙思想的象征。例

如，我们在“清雍正·青花龙纹香炉”这么一件典

型的道教供器 ! "# $上所看到的硕大火焰龙珠形象，

应是窑工们为了着重表现道教文化中必不可少的

金丹形象而特意进行适当艺术夸张的结果。

明清两代，儒、佛、道在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

的前提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整合成为一

个整体——— 中国传统文化，火焰龙珠纹则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最形象的符号。瓷器上的火焰珠纹曾

经分别作为某几种文化的特定符号而具有特定的

指向性，一段时期里它成了某些意志的具体表征

物，但是在中华文明浩瀚的海洋里，在华夏文化深

厚的包融力下，瓷器火焰珠纹最终作为佛修心、道

养身、儒治世三教合一思想的体现，以不断地世俗

化、社会化的方式转化为具有广泛美好意象的符

号图案而深深地印记在人们心中。

! % $本文中，传统火焰珠与瓷器火焰珠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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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炉上铭文为：信士弟子张文锦许 奉敬太白老爷座前香

炉供奉 雍正八年日吉祈保生意大顺 其中“太白老

爷”应为太白金星，为道教崇奉的七位星神之一。七位星

神指日、月、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太白星（金星）、

辰星（水星）、镇星（土星）。五星又称五曜，和日、月合称

七曜，尊之为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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