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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朗气清的日子，宋代词人登山游
玩，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借酒遣怀。东晋，
王羲之在暮春之时和友人在会稽山聚会，
把酒杯放在水流中任意漂，漂到谁那儿谁
就饮酒，再即兴作诗一首，然后谈天论地，
好生惬意。可见酒在文人雅士的生活中不
可或缺。

而平民百姓则喜欢在坊市斗酒、畅玩
酒令。宋人每次行酒前，都会请一名艺伎
做裁判，然后开始击鼓传花，从执花者开
始，唱一句词传一次花。这个过程中艺伎
还会进行必要的客串，受委托唱词或是传
花。而且艺伎的夸张演绎动作必须到位，
如果动作稍缓就会被罚酒，这样容易引发
下一轮游戏中的报复行为，游戏也会越来
越精彩。

因为这种游戏契合了宋王朝重文轻
武的整体气质，因此行酒游戏在宋代十分
盛行，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人不会，无
处不有。欧阳修在著名的《醉翁亭记》中就
写道“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
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可见当时玩的游戏花样之多。酒令的盛
行，也促使宋朝形成了大量的慢词、小曲，
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你
推杯，我提盏，宋朝人喝出了大文化。

市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毕卓醉酒银
花片”，从侧面展现出宋人将酒文化赋予
诗词歌赋的浪漫与执着。细看这块银花

片，虽四周有些许残损，但银花片中心刻画的毕卓醉酒的故
事依旧生动而清晰。图案正中毕卓侧卧醉睡，旁边散落着倒
置的酒杯，而他身后有两只大酒缸及两只酒瓮，一只酒缸盖
已开启，并置一酒勺。一旁有一童子恭敬站立，身后一童子
正向酒主人汇报着所发生的事情，整个场面颇具戏剧性。

毕卓，东晋时人，为人简傲旷达、嗜酒无度，经常饮酒而
废弃公事，有“瓮间吏部”之称。《晋书·毕卓传》中说他“常饮
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
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
侧，致醉而去”。

唐宋以降，毕卓的故事常见于绘画、诗文、戏曲以及器
物纹饰中，例如故宫藏唐人陆曜《六逸图》中的“六逸”之一
即为“毕卓醉酒”，宋人《蒙求集注》有“阮修杖头，毕卓瓮
下”，苏轼也有“隔篱不唤邻翁饮，抱瓮须防吏部来”的诗句
传世，由此可见毕卓醉酒应是当时人们很熟悉的故事。

那么，爱酒的宋人酒量如何？据相关文献记载，宋朝人的
酒量比不上唐朝人，但是宋朝的酒度数比唐朝高。根据沈括

《梦溪笔谈》的记载推算，唐朝的酒度数大概只有3度，最高的
15度，而宋朝的酒大概都有40度。作为一个浪漫的朝代，酒量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喝酒的“仪式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小小的酒具，让我们领略了宋朝的人文风情。不论是行
酒令还是比作词，都在无形中为宋朝的雅致酒文化增添色
彩。纵观宋朝，我们是否也能多尝试为热爱而喝酒、为雅趣
而喝酒，去感受宋人的浪漫，追寻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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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的酒具：浪漫艺术 吟颂风雅

图① 六出花口银盏盏心图案

图② 毕卓醉酒银花片

图③ 青瓷渣斗

图④ 青铜箸瓶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被贬谪

后，在失意的境遇下，还能淡然品尝美

酒、欣赏美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

轼借酒表达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以寄托对

亲人的思念。宋朝多文人，文人多风雅，而“酒”便是

宋人吟颂风雅的一大利器。

宋人对酒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从宋人酒具的

独特性上便可探知一二。在义乌市博物馆，关于宋

代酒文化的馆藏独具一格，细心品鉴，其造型、色

泽无不令人眼前一亮。温碗注子、六出花口银

台盏、箸瓶与渣斗……浪漫的时代诞生出

各种精致绝美的酒具，从中呈现出宋

朝的人文风情与雅韵。

现代人喝酒，一杯杯喝的都是
面子；宋朝人喝酒，一口口喝的都
是情调。这“情调”以文人雅客的

“小词”“散曲”抒发，依托“琴棋书
画”而现。宋朝经济繁荣，粮食充
裕，爱喝酒的文人墨客迭出，也助
推了酒具的繁荣发展。

从市博物馆收藏的宋代酒具
来看，无论是盛酒、煮酒或饮酒
器，都蕴藏着宋朝独特完整的饮
酒文化。据老文博人回忆，1986 年
12 月 20 日，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
一村民在建房取土过程中，在一
小土丘内意外发现了一个银器窖
藏，随即被欣喜的众民工肆意挖
出，后被闻讯而来的乡镇干部和
博物馆工作人员共同收缴。经清
理，有多种造型的银器 70 余件，但
超四分之三有不同程度残损。这
批银器造型雅致美观，錾刻工艺出
神入化，装饰图案丰富多彩，堪比
艺术品，为国内罕见。

众多出土的银器，就像一个
待探寻的文化“新大陆”，只有经
过层层抽丝剥茧，方能汲取其中
奥妙。这些银器极具艺术与考古
价值，其中有一批造型相似的六
出花口银盏，口沿一圈饰连枝花

纹，器体精致完整，色泽光亮。让人惊喜的是，每
个六出花口银盏盏心的图案人物均不相同，有用
勺子大口舀酒喝的好酒之人，有边喝酒边吹笛子
的文人雅士，更有醉酒后打翻酒杯，闭眼酣睡的
醉客。每一个六出花口银盏都搭配一个形如托盘
的六出花口银盏托，盏托的盘心有突起的小圆
台，银盏可置于银盏托上，二者合称“台盏”。宋
人喝酒时，便可托起“台盏”品酒，仿佛置身于充
满仪式感的上流宴会中。

台盏、注子、温碗以及经瓶（明代称为“梅瓶”）是
五代和两宋时期普遍流行的酒具组合形式。饮酒时，
宋人会将贮藏在经瓶中的酒倒入注子，再将注子置
于温碗中，向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在柳青乡
游览亭发现的银器窖藏中，同样也发现了银质的温
碗和注子，不仅实用性强，而且造型优美、做工精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极具艺术效果。

试想一下，古代贵人豪爽地宴请宾客，桌案上摆
满了水果和糕点，一旁的侍从娴熟地用温碗和注子
温酒，谈笑风生间，来客们边吟诗边品酒，该是何等
的闲情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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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
欢，无酒不成敬。”一直以来，中国人的饭
桌上就少不了酒。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宴
席之上，宾客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
没有这温碗，怕是酒还未喝完就冷了。

自商周以来，中国人就用温酒器温
酒，并延续到宋朝。相传，古人温酒有两种
方法，一种是直接用明火温酒，另一种是
隔热水温酒。明火温酒，火候难把握，影
响酒的味道，想要保持酒的醇厚和香甜，
隔热水温酒比较合适。怎么隔热水呢？从
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款温碗和注子组合可
见端倪，碗呈六瓣莲花形，是宋代常见的
注碗形制，其造型比例适度，器身形似一
朵盛开的花朵，显得格外协调自然、美观
大方。更妙的是，古人做了个与温碗大小
相匹配的注子，注子与温碗间留出适当
的空间，放置热水用以温酒。“饮酒过程
中，侍从会随时更换温碗里的热水，以达
到持续保温的效果。”市博物馆工作人员
金家玮说。

“宋人饮酒的场景，与五代十国饮酒
文化有关，这从一些画作或诗词歌赋中也
能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据金家玮介绍，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
品《韩熙载夜宴图》，就描绘了权臣韩熙载
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此画表现的就
是一次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即琵琶演

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段场景。整幅作品线
条遒劲流畅，工整精细，构图富有想象力。《韩熙载夜宴图》
宋摹本，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这幅画作可以看出，最右侧的琵琶演奏场景中，身穿
红袍的主人坐在卧榻上，四周坐满了宾客，桌案上则备着水
果、糕点，还有温酒器、台盏等供士大夫们畅饮。有趣的是，
有的酒盏放置于盏托上，有的酒盏则倒盖在盏托上。“酒盏
是正放还是倒置，其实表达的是宾客喝酒的态度，想继续喝
就正放，不想喝了就倒扣在盏托上。”金家玮介绍，该画作可
谓将宋朝的酒桌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宋代大户人家的高档宴席上，好的酒具还需搭配固
定的餐具，才能显示出高档和讲究。其必备的餐具之一叫

“箸瓶”，是装筷子勺子的盛具。宋人宴请宾客时，每桌都有
一个箸瓶，候客人入席，会有专人取出筷子递给客人，客人
再将筷子搁于眼前的“止箸”上，才显得卫生精致。同时，还
有一个专门盛放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的用具“渣斗”。“在宋
人的餐桌上，你啃剩的骨头不能直接吐在餐桌上，那样既不
卫生也不礼貌，而是要倒入渣斗中。”金家玮介绍，目前馆藏
的青瓷渣斗和青铜箸瓶也非常具有观赏性。宋人讲究的酒
桌文化，从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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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韵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与浙江辨识度

的重要文化标识。在义乌市博物馆，蕴含浓郁人文气质的“宋韵文物”馆藏品类丰富，纹饰

之精美、器型之大气，足以惊艳四座。为从不同视角反映宋代特有的工艺风格和流行文

化，展现宋代艺术风韵，本报与市博物馆联合推出“博物览胜·宋韵寻踪”系列报道，挖掘

“宋韵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为读者开启一段奇妙的千年穿越之旅。

本版撰稿/供图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温碗注子、蜀葵纹银台盏

五代南唐五代南唐 顾闳中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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