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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裝在中國文化是敏示

蘇文躍
香港中文大學中盟文化研究所

f敵示j一鼠，是從〈擊報〉上借用過來的。做示些甚麼?我們先從{易﹒繫〉一句話

: r形j1fi上者謂之道，形而 F者謂之器。」這句語雖不會有價儂說判。是說盈宇宙

之間，都充滿著物質與物體，其中有彤的，鍵是形 F之路。有器便有理，則是形上的

逗。〈詩經﹒票認〉說: í天生搞民，有物有員1] 0 民之樂鼻，好是聽攏。 J(孟子〉解釋

說: r有是物必有是則。 J等於說有那一種「器J '自然有伴著器用來的13蠶J 0 當然，所

講物則、物理、學巷道，可以能科學技術士。罷去傑束。不過，科學技僻的然是屬於形下

的功夫，唯有路議結合，總顯出相輔相成的作用。

在說有指出梅器上形上的活之前，我們不妨先追溯初民怎樣能勢動生活實踐中會IJ

製這種東西。〈禮經﹒禮運〉說: r督者先三五未有火化......後聖有作，然後稿火之利，

范鑫合士，以炮以增， .l:)'~室以矢。 J這幾句話概括前者力地指由陶器之產生，乃先民

寫著生存謂生活，首先使用於飲食工具方題。陶礎史從聞方考古上去器在七、八千年

煎新石器持代已經出現，人頓改造晶然，懦始時出了一大步。石器無論怎諱加工離

蹺，仍是利用自恕，而偏器則是將自然物進行人工配製，正如{易﹒繫〉所說: r作成

器以為天下冊，真大乎聖人 o J聖人就好Jt我們環在的科差異蒙、發明家。依史蓄所

:神農作瓦器((逸閑書}) ，文作聲、瓶(紀兌再有 2700 年) 。至IJ薇，帝時有「悔正J一首

奪理其事( (覺記﹒三三五本耙}) ，至IJ 把元吾有 2300 年的帝堯，稱為悔唐氏。他給唐悔

丘，後輯唐候。陶丘，郎今山東省定陶縣。依〈說艾〉解釋f梅J是「再說丘J 0 r釋成J的

意思顯然在山坡上權成的梅詣，關〈詩經﹒窮是〉描述三台公璽艾的?陶徵J 0 依文字體的發

展，先有f組J而後會「繭J 0 (說文) : í$ ，作瓦器啦。從笛，但省聲。 J是個形聲兼會

。然後加上一個「學j旁，標識著這個丘酸是章是韌的。堯的繼承人管舜，以農業起

，兼構陶宮前， (史詩。、〈新序〉等書都說「舜陶於;可潰，河讀器皆不苦聽〔器，竊取，

誤也J J 0 誰干會舜懿過一千年，夏、聶士三代直至開武玉時(紀完前 1120 年) ，虞縛的建

孫主黨閑文為閣陶正， 1軍(左轉)說: í武三五賴其利器婚也，與其神明之後也。愛以元女

太觀配胡余而封之i嚎叫靚全是曦鵲艾的兇子，因為掏樂世代專家，獲得關篤爺的光

。自間王朝，就那樣敢接著堯、韓、車、厲以來接期的階業生產。聽軒設官，便有

陶人和瓶人(音甫或者放) 0 (考工記}說: í博堪之工輛瘋。 J悔人掌一般，坎器，竄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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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祭器， i事神治民J漸已分工，這真不暇詳說。但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考工記〉

說: i凡陶瓶之事，醬、墾、薛、暴，不λ於市。 Ji醫j是「刮j的音轉。「墾j是「撼」的

音墳，即是碰傷。「直到是「裂j的音假。「暴j是債起不圓掙之意。這四種器病，正是上

文「苦極」的解釋，而陶器製成，此為病態，相信至今不改。從「不入於市J一句看，似

乎已經額似後世工商品出廠檢驗的制度了。

陶器發展史是說不盡的。上文那麼粗略，旨在說明中華民族從有紀錄開始，就是

陶器民族。他們生活於黃河流域農業生產的社會，自神農、黃帝、唐慶、夏、商、

間，悠悠四千多年，都可說以陶器為生產指標。其生產的量和質，必然有驚人的發

展。近百年，單從黃河上、中、下游出土古陶來看，自仰韶文化(紀元前 4515 年卜

龍山文化(紀元前 2310 年至紀元前 1810 年)以至大汶口、馬家宮、半坡、齊家......等

分佈於上游。甘肅至下游山東，每一朝代，都留下不少出土的東西。十年前，北京文

物出版社花了七、八年的時間，集中了陶瓷考古專家，出版了一本〈中國陶瓷史} ，煌

煌巨製'相信是研究陶器必備的書。本人倒萌生兩個看法:第一、中國四大發明，小

學生都懂得，我以為可以加入陶瓷成為五大發明。指南針、製紙和火藥、活字印刷都

先後經由中亞而入歐洲|。陶瓷同樣走絲網之路，在東漢一世紀時，已向西方職出了!

陶瓷史公認中國瓷器製作，比西方早了一千五百年。其次， i支那j代表中國，傳說是

瓷器的意思;但據考據家說: i支那」一語，起於印度人稱呼中國，意即文物之國。蘇

壘殊曾經考據過。我以為與其瓷器代中國，不如用陶器更有歷史文化意義。明乎此，

陶器藝術不單是供人實用、欣賞，應該有更高的文化層面。這應該從陰陽五行說起，

我常覺得，如果不信受陰陽五行學說，就無法了解中國幾千年文化的根源。不少淺學

人士，人云亦云，閥、以為陰陽五行不科學，甚至是迷信的。須知陰陽五行有形而上之

道，從而。在生了那氣體、液體、固體之器。科技興哲思，最高都結合起來。太極生兩

儀，兩儀可以說成陰陽兩種氣體。由此vîfc生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

土。傳世之〈河圖洛書} ，朱熹把它放在〈易經集傳〉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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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加攬乘險的原始，問時是五行的生成騙配。你說哲學也好，玄學也好，

科學位好，總之沒有進冀東西，中華民族海化史就無從寫起。這話說來太長，琨在只

能配合到陶器上來理解。八世紀唐代韓愈的友之一獻陽會在〈陶器銘〉中寫下一句:

[屬醫二儀之理，利用五行之本刊聽是一語中的。二議不通是一個語文符號，從天地

悶氣體上疆是除蹺，從臨體上說是關棠，所以{繫辭〉說l'i主天之露，日路與蹺，立總

之道，自'*與周肘。在物質原素，便為水火的相對，金木之相對，孺皆依土而存。坤

為站，為土，正是陶器首要的累料。孔子在〈坤卦﹒文古〉中說: I坤室裝茄動也陶IJ • 

, ....含萬物甜化走，均遭其11聽乎。 j還囊，我們注意有三點;第一、製作陶器的士，

在〈禹黨〉辨7J1j丸子Ii的泥質吽做[壤J • I壤J的制站就是[業土J 0 菁州、寬情有黑壞、再

壤，徐外!有念，不一友告指空間位置來說，總含有正中、均衡、調和、對娟、種定等等

意思。儒家中庸學誰說謹樣建立起來。〈易盤〉乾坤二卦的〈艾言) .都分別提到。

〈乾﹒文雷}說: r觀態龍正中者iÍ1 0 J 文說: í剛聽中正，純粹精也 o J{t串﹒文言〉說:

「君子黨通中理，正位居體 o J叉說: í養在其中，賄暢於四妾，發於事業。 J河兒於形

象為天瓏，於卦象為乾坤，於二氧為躊陽，於特質為五行，全都可以結合成一體中和

性，用以{中庸〉說: í致中租，天地位驚，萬物會驚。」把他j專用多IJ 人性增憊，正如

〈舜典〉所說: I人，心惟危，議'Û椎擻，惟精惟一，先執默中 o J運用於政治上. {中庸〉

說: í鑄其大智t屁事故?執其間端，用其中於氏。 J~軍用在教宵經驗上， (論語〉說: í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在狂狷乎 o J用以孔子讚歎r4t庸之為德，其至矣乎J 0 輯:康成解中

'說是「中之講用J ·顯然比架攝中種分作南韓東得合于譜療。在陶器製作，質是貫

徹了「中立為期J 0 (禮記〉丹令分佛，買主木為響，萬火為贅，西金為祉，北水為冬，福

「中真土j有寄至四時立誼。意碌著土位於中央，調和個行與四峙，而偏器正是以士為

，而水份、火(晨、金屬、木材之還舟，哪一樣不要中和調篩呢?無論鸝形方形，都

要定下一f盟中心點。在攝傳下來的古障寄來稽，不論是做食用具和無器，不論大小高

蟻，基本上不出方關二體。先民認聽天輯地方，又是大酷熱、規律。不遍，我們要知道

夫闢地方，是從形土之「道」投入形下之「器J 0 謊話怎說?(管子﹒地聽〉說: r天還日

，主車道臼方 o J又說: í若天鸝闊地方，是由角乏不掩色。 J還是說太空性能[國轉無

萬美J 0 需土地佳能f方草不選J ·乃是描象性的認方，前不是其象上的方圈，這兩種佳

能正是臨器製作上是形的依棟。再把它結合苦IJ 人文思想，更是一大套學飽了<， (坤

掛﹒六二支〉說: r誼、方、大，不習無弓之利。 J(女當〉解釋道: r霞，其正也;方，其

義也。君子敬以直內，議以方外。」後來〈攏富于〉提出「智欲鸝而行欲方J 0 í行方j是

厚重不移的坤憊，認f智麗J予人以一種調研事理、臨機應變的園活性。自益，錯家教人

方齒謹用， {禮記﹒嚮行〉說: I罷者毀方而瓦台。 J正用陶器來比喻，完朝陳j絡(禮記

襲解〉解釋說: I梅花之事，其函聞聞，剖而為由，其形財方。毀圖以為方，台方而護

圈，蓋於描容之中，仍存分辨之意。 J!lt一段話，可以從〈論語〉中得到許多印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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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觀賞一件陶器，暫時撇開藝術角度，單從方圓形製上的變化，就會思考出不少人

生意義。

現在談談由「虛中JflJI容物J 0 初民製作陶器，起於養生送死。養生方面;莫如飲

食用具和食品的儲存;送死方面;莫如赤壤。做西一帶，厥士惟黃壤。這顯然是構成

古陶器中黑陶、白陶、赤陶、黃陶種種原料。屬於至柔之士性，但經過水火金木強烈

動感，變成硬挺的陶器，這不是至柔而動也剛嗎?其次， I坤道其順乎J '在倫理學

上，自然理解為婦女德性，以柔順為主。但從製陶的物理上看，泥土具有淘汰功能，

有延展性、壓縮性，歸於可塑性，最終是陶泥的適應性極強。第三、「含萬物而化

光J '這六個字要請製陶專家從化學原料運用上來說明了，例如:石英、鉛粉、抽

鈣，後來柚上五彩之韻。所以任何出土之古陶，都有其所舍之物，都各有其化學作用

所呈現的光或彩。漢代以後瓷器更不用說。所以近代陶瓷吏，一致承認古代陶器是人

類進入認識化學的第一步。如果再從「利用五行之本j一旬來看，相信古代製作過程，

五行兼備的，也推陶器。用士、用水、用火，不在話下。〈周禮〉陶人用「陶鈞J 0 I鉤」

就是圓形旋轉的軸。又說瓶人用「模型J '這是木製的方形陶旺。「告別字從金， I模」字

從木，都說明了金木的運用。何況最原始的，並不是在士穴中，根本是用木柴地面架

構，據說現在雲南省侏族還存在這種遺跡。

二儀五行，經已說明，我們可以再推到人文思想上兩個要點:一、是由定中到方

圓。二、是由虛中到容物。

製陶技術之「定中」。一直口建築技術上的「定平」。中華民族自古即以「中國」自稱，

我們不必以世界地圖或中國地圍來執著這個中字。自古以來，對中的概棺榔與明器，

無論哪一種器具，其中愈虛，其容愈大。上文提過， I伺」字從包省，從話。包固然有

容納之義: I告J '原是汲水器，大小不一，發展而為有虞氏的「泰尊J '顧名思義，是

大瓦縛了。再發展而為〈考工記〉里面的「輒J 0 是容納五斗的大尊， <禮記} : I有虞氏

瓦惜，夏后氏型棺。」居然把一個人容納起來了!這道理本來十分平常，然而落到一

個哲人的心眼中，又有一番敵示: I虛無」是道家最高的哲理。〈老于〉說: I虛其心，

實其腹。」又說: I致虛極，守靜篤。」虛之極，便是「無J '能虛能無，便能容物。〈老

子〉第十一章說: I挺植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從陶器的虛中容物，悟出「無為為用」的哲理。〈莊子﹒人問世〉記顏淵問孔于「心

齋坐忘」之法，孔子告以「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之為用，有二律背反之理，在

自身說來，六祖所說: I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在自他說來，惟內心虛無，可以

容納很多東西，東坡論詩說: I欲令詩語妙，無厭虛與靜。靜故了重動，虛故納萬

境。」後來佛家之坐禪，道教的內丹功，瑜珈術的靜坐，無非走向老子虛無境界。至

於「虛中容物J '儒家還有兩方面的看法，一是知識上的虛心接受， <苟子﹒解蔽〉指

「虛壹而靜」是心理上的「大清明J '他說: I心未嘗不喊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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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簣，所將受。 J道是說無壞見、無主觀，才能客觀地接受新知。其二是用於人事上。

{書經﹒君臨} : í必有忍，其乃有j勢，有容總乃大 o J (書經﹒善惡醬}描述一體賢世，
[其心体体彈，莫如有容藉。 J容忍就成露在人在事上的傳競獎禱。我們通常用[鵑襟

棋牢j 、「器蠹謹小」或者[寬宏大量J 、 f海量任;最J來形容桶種相反的人物。都可以從

陶譜上間體會出來。

道上述搞點看來，中庸是儒家議攘的標準'虛無是道家最高的哲理，都可以從形

搞下之瓣，聯貫穿IJ形冊上之道。從唯物對j唯心，從昏然安Ij人生'1ß就是學究夫人，夫

人含一的實證。中摺傳靚女仕的敵示，一向都朝這方豆豆去理解。例如:一本〈易經) , 

八八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大象中，都作如說的說騁。從天體邂行指出[天行霞，當予

以自強不息J ;從地球深;學指出{地勢坤，君子].::JJ學德載物J 0 囡沛，我今夫從先民遙

遠的海器製作史上作一番思想上、游磚上的敵示，應該是符合中噩女兒的特酸。階器

也就不正於藍衛欣賞，詞有其文化教育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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