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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传统民居装饰木构件的龙可分为三类，可视
作闽地人民趋福避祸之心借助建筑语言对祈福文化
的一种演示和传承。

第一类是鱼化龙。它不仅是龙头鱼体的龙，也是龙
鱼相互变化的一种形式。沙县富口镇盖竹村云庆庵明
间正贴的坐斗造型雕刻为龙头鱼身，整体造型做穿水
而出，腾涌而起，一跃龙门，微张的大嘴仰头长啸吐灵
芝，姿态生猛，气势非凡。鱼化龙成为传统吉祥纹饰最
早可追溯至史前仰韶文化、半坡文化时期的图腾崇拜。

第二类是夔龙。《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介绍：“其
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
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龙形象多
为张口、卷尾的长条形，不做常规龙纹上的龙须、龙
牙、龙鳞，龙角与龙尾一般做成花叶状，龙首形象雕刻
凶狠，象鼻，口中吐花、叶，造型都较为写意，具有古拙
的美感。

第三类是青龙。又称苍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中“天之四灵”之一的东方之神。永安安贞堡一楼、二
楼大梁下左边雀替都雕刻为青龙造型，头长双角，身
上披鳞，且有颈部、肩膀、肋骨以及尾巴，此为东海龙
王的象征。

龙的形态可分为三类：行龙、拐子龙、草龙。行龙
整条龙为水平状态，经常双龙相对装饰，如永安安贞
堡二层窗花中二龙相对，龙头间夹红珠，形成“双龙戏
珠”的画面。如果单相出现，龙的头往往会回转，让画
面更加生动，如永安万金厝、洋头村二片 10—4 明间的
龙头做回首状、整体龙身呈 M 形，龙身纤细不做龙鳞
雕刻，代之以花叶龙尾与龙身装饰。

拐子龙的线条装饰挺拔坚韧，转弯处圆角。龙的
头也是方形的，整体协调，简洁明了。大田芳联堡窗花
雕刻二龙龙头相碰，无任何兽感，龙身适应方形窗花
做拐角，形态有序，呈八字形，整体无细节雕刻，几何
形式强，更加图案化，嘴里吐如意；永安万金厝厢房梁
下雀替，左右二龙相对，龙首朝下吐花叶，线性龙身，
转弯圆角，实体形态追随建筑构件造型呈现灵活性、
丰富性变化。

草龙是一种卷草图案，又称卷草缠枝龙。如永安万
金厝廊轩大梁上装饰，龙头部呈明显的龙头特征，身体、
尾巴和四肢都变成了卷草图案。整体呈现 S形状的主旋
律并继续延伸，龙嘴吐莲花，与龙身花叶装饰呼应。

三明传统民居装饰的龙纹与花叶纹样紧密结合。
明成化时期，龙纹就已经普遍地与莲池与花丛、番莲
纹搭配，龙肢出现花叶状等。其中穿花龙、衔花龙十分
流行，将龙肢、龙尾做成花叶缠绕在龙身。龙纹与莲花
纹、番莲纹、灵芝组成“龙吐莲华”“口吐番莲”“龙衔灵
芝”三种形式。

“龙吐莲华”指从龙口中吐出莲的枝叶和花朵，也
称“龙衔莲花”。有一种说法，认为龙吐出的是水柱然后
再演变成莲花。“龙吐莲华”这一艺术母题在青州的佛
像造像中出现较多，如山东诸城一佛二菩萨三尊像的
底部雕刻两条倒龙，龙口吐莲枝，上托菩萨等。与佛教
题材相比，三明“龙吐莲华”整体更为突出龙的造型，莲
花体积较小，或是莲、龙融为一体。莲花并不都做盛开
状，其形式还有带莲蓬、莲花骨朵、半开莲花等。

莲花纹自宋代开始逐渐变为辅助纹饰，元代至清
代则衍生出多种形式，如番莲纹、一束莲等。番莲纹图
案以莲花组成，又称“缠枝莲”，集合了起源于汉代的
缠枝纹和古埃及茛苕叶纹样的特点。其寓意连绵不
绝，也有对官员清正廉洁的赞誉之意。“口吐番莲”是

“龙吐莲华”的另一种形式，番莲纹极富张力。永安万
金厝梁下门罩型雀替将龙嘴、龙身与番莲纹结合，仅
留龙头做夔龙。

灵芝在古代民间人们的理念中是“长生不老”的仙
草，作为祥瑞之物被崇拜，灵芝菌盖上的云状环形纹亦
称为“瑞征”或“庆云”。龙与灵芝的组合方式也具有祝
寿之意，大量民窑“螭龙献寿图”的出现，表明这种祝寿
观念在明清时期深入人心。永安安贞堡门厅窗花，上下
两组草龙，二龙手拱灵芝，位于窗花最顶上；沙县云庆
庵“鱼化龙”坐斗，龙嘴吐灵芝，灵芝位于最上方。

这些形式共同组合成为三明传统民居装饰具有
代表性的造型特点。龙纹主要有三层寓意象征：第一，
消灾降福，对宅的庇佑。三明传统建筑雕刻龙王，龙王
象征祥瑞，能消灾降福。龙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图
腾，三明龙纹的龙头雕刻为头朝下，这是一种帝王的
象征，俯视查看百姓疾苦，是守护之龙，表示对家宅的
庇佑。

第二，祥龙吐花祈福运，寓意吉祥如意好兆头。
《大智度论》中所述：“复次，诸龙，大蛇，鬼神，从口中
出光。”“从其舌根出无量千万亿光，是一一光化成千
叶金色宝华。”口中出光就意味着光华的产生，此题材
富含深刻的精神寓意，承载着人们理想的精神风貌、
崇尚真善美的心理，寄托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第三，平步青云，功成名就。《琵琶记·南浦嘱别》中
也说“但愿得鱼化龙，青云直上”。三明“鱼化龙”化龙的
过程，即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寓
意脱胎换骨、金榜题名。三明人民将鱼与龙转变形态时
那瞬间的美融入建筑中，是对未来可以平步青云、功成
名就的美好祈愿。

三明传统民居装饰
“龙纹”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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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大田县芳联堡廊轩

2023 年 5 月 24 日，圆珍入唐求法的 56 件
相关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
名录》。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和中日文化交流互
鉴的宝贵证物，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珍贵遗产。

这份史料正式名称是“智证大师圆珍相
关文献典籍——日本·中国的护照”。圆珍相
关的文献典籍是大津市园城寺（三井寺）和
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收藏的 56 份古文献群，均
为日本国宝级文物。这 56 份文献，包括唐朝
政府发行的通行证——过所。

而在此前，虽然有新疆发掘出土过所的
案例，但圆珍当年手持的这两份过所，是全
世界迄今唯一保存传承至今的原件，是了解
唐朝交通制度的重要史料。

三井寺的收藏

圆珍（814—891 年），日本赞岐（香川县）
人，俗姓和气，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侄孙。

853 年（唐大中七年、日本仁寿三年），圆
珍在权臣藤原良房等人的支持下，乘唐朝商
人钦良辉的商舶（一说为新罗商船）入唐。八
月十五日，抵福州府连江县登陆，驻锡福州
开元寺。一个多月后，圆珍获准赴天台山，便
从福清海口镇起程乘船北上，先经温州，后
于十二月抵达台州天台山。后来，圆珍又获
准进入长安，拜高僧为师，受法密教。随后又
返回天台山。

858年（唐大中十二年、日本天安二年）六
月，圆珍搭乘唐商李延孝的商船，携带经书千
余卷回到日本。他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
创始人，历史上与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
仁、惠运、宗叡并称为“入唐八家”，是“入唐八
家”中携回佛教经论最多的求法僧人。

三井寺位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的琵琶湖
畔，寺里珍藏着两件来自中国的珍宝：大唐颁
发的通行证——过所。这两份纸质的过所，是
三井寺第一代住持圆珍法师前往唐朝求法时
使用，并由他本人带回日本的。度关山，越沧
海，两份过所历经 1100多年，现在静静地躺在
三井寺收藏馆的展示柜里供人们欣赏。

第一份过所，是由越州（今浙江绍兴）都
督府签发的——

越州都督府：
日本国内供奉敕赐紫衣僧圆珍，年肆拾

叁，行者丁满，年伍拾，驴两头，并随身经书
衣钵等。

上都已来路次检案内，人贰、驴两头、并
经书衣钵等。得状称，仁寿三年七月十六日离
本国，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到唐国福州，至八
年九月廿日到越州开元寺住听习。今欲略往
两京及五台山等巡礼求法，却来此听读，恐所
在州县镇铺关津堰寺不练行由，伏乞给往还
过所，勘得开元寺三纲僧长泰等状同事须给
过所者，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

大中玖年叁月拾玖日给府（叶新）功曹
参军（奉）史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丞（奕）

第二份由大唐中央官署尚书省签发——
尚书省司门：
福寿寺僧圆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满年伍

拾，并随身衣道具功德等。
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上件人贰，今

月日得万年县申称，今欲归本贯觐省，并往
请道州府，巡礼名山祖塔。恐所在关津守捉

（官职名称），不练行由，请给过所者准状，堪
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

主事（袁参）都官员外郎判祇令史（戴敬
悰）书令史

大中玖年拾壹月拾伍日下蒲关十二月
四日勘出丞（郢）

大中是唐宣宗年号，仁寿是日本文德天皇年
号。仁寿三年与大中七年指的都是公元853年。

从第一份过所中可以看出，圆珍经过大
约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大中七年（853 年）
九月抵达福州。入唐之初，圆珍先在福州开
元寺学习等。一年后一路向北，大中八年（854
年）九月二十日抵达越州。他计划前往洛阳、
长安以及五台山巡礼求法，于是向越州都督
府申请过所。“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字样，
说明圆珍于大中九年（855 年）三月十九日拿
到过所后，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经潼关进
入大唐国都长安。

通过第二份由尚书省司门签发的过所
信息，可以看到大约半年之后，圆珍仍与丁
满一起，骑驴离开长安。圆珍抵达长安后，曾
先后在著名的青龙寺、福寿寺求法。“蒲关十
二月四日勘出”中，蒲关指的是黄河上的蒲

津古渡口。圆珍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往北
过黄河进入了山西。这也符合过所中提到的

“不练行由”的说法，意思是过所持有者，旅
行时不必完全按照固定的线路。

根据唐代官方规定，往来行旅之人通关
必须申请过所。《唐六典》记载：“凡度关者，
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
外，州给之。”

圆珍入唐

唐宣宗大中年间，距离安史之乱发生已
过了 100 年，短暂的“大中之治”，已难以掩饰
大唐仅剩的落日余晖。但对于日本来说，大
唐的魅力似乎并没有减退。圆珍大师就是带
着与前辈们一样的憧憬，踏上大唐土地的。

根据日本僧人尊通在 1460 年左右编撰
的《智证大师年谱》，圆珍出生于 814 年，是日
本第 12代天皇景行天皇的第 15代孙。

唐大中七年（853 年）三月，圆珍在日本
涉外机关太宰府获得了前往大唐的公验，这
是他此次旅行的第一份文件，相当于现在的
日本护照——

日本国太宰府：
延历寺僧圆珍，年四十，从者捌人，随身

物经书衣钵剔刀等。得圆珍状云，将游行西国
礼圣求法……仁寿三年二月十一日大典越。

七月十六日，圆珍跟着唐朝商船泛海西
游。航行到第四天，他们在海上遇到大风，商
船一路漂到“琉球”（实为台湾岛）。幸运的
是，航向虽有改变，但他们最终还是安全靠
泊，抵达福州连江海岸。

再来看看圆珍一行入唐之初的情况。唐
大中七年（853 年）八月十五日，圆珍一行抵
达福州连江县。圆珍一行在福州期间，驻锡
福州开元寺，等待官方公验。其间，圆珍与福
州开元寺诸僧结下深厚友谊。圆珍与寺僧惠
灌、常砧、常契、存式、智海、义雄、参寥、履
权、令端、李宁、般若恒罗等均有所交往。其
中，以圆珍与惠灌、般若恒罗、存式的交往最
具代表。住寺期间，圆珍从寺院的僧人处学
习各种佛教知识，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佛
教经疏及法物，并编写目录。

据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法师介绍，圆珍
入唐期间一共编纂四种目录，记录其入唐期
间所得的经文章疏及法物。其中，圆珍所撰
最早的目录是《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
根据题记，该目录是大中七年九月廿一日在
福州开元寺期间所作。该目录记录了圆珍在
福州所得的经文章疏共计 156 卷，此时距圆
珍入唐才一月有余。此外，又据圆珍归国后
自撰的《弘传真言止观两宗官牒》所记，开元
寺传教大德存式还舍授各疏义近 200卷。

综上可知，圆珍前后在福州虽仅停留一
个半月，但收获非常丰富。他不仅先后从存
式、般若恒罗学习律、法华、华严、涅槃、俱
舍、密宗、悉昙等学，还求得经疏 156 卷（或
300 多卷），接受法物 5 件。而据圆珍自撰《智
证大师请来目录》记载，他一共在两京、两
浙、岭南、福建等求得诸家章疏、抄记、杂碎、
经论、梵夹等 1000 卷、法物 8件。可见，福州所

求的经疏、法物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福州“公验”

圆珍在福州居留求法一个多月后，由福
州福唐县（今福清市）出海，循海路北上温、
台、越等州。当时，福州都督府给他们颁发了
一份公验。这份公验的格式与其在日本国拿
到的完全相同，说明日本不仅在文字上，而
且从制度上完全照搬了中国唐朝。

这份公验上共有福建的三名各级主管
官员签字，分别是福（州）府录事参军平仲、
福建都团练左押衙充左厢都虞侯林师翼和
福建海口镇镇将朱浦。

福州都督府的公验，除了在“申请书”正
中间盖了一个官印外，还在红色印章上写了
一个“印”字，其中最后一笔斜着贯穿全文。

福建都团练的公验，由其属官左押衙充
左厢都虞侯林师翼签注，内容是“日本国僧
圆珍等柒人往天台五台山，并往上都巡礼，
所在细勘过。（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

同一份公验上，留下“福建海口镇，勘日
本国僧圆珍等出迄。大中七年九月廿八。镇
使魏动邀、镇将朱浦”的签注记录。

这份公验弥足珍贵，为后世留下一段早
已远去的历史，明确无误地告诉后人，早在
1000 多年前，福清海口就已经是福建对外开
放、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输出的重要门
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三年（725 年），闽
州都督府改称福州都督府，隶属于江南东
道。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为加强边防武装
力量，设立军事长官经略使。从福州、建州各
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军使，与福州都督府
并存，这是福建名称出现之始。唐大历六年

（771 年），福建经略军使改为福建都团练观
察处置使，是当时福建的最高军政长官。

《新唐书·兵制》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
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唐大历六年（771
年），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设立的同时，建
置了其下属机构海口（军）镇，配置镇将和镇
使，并派驻军约 300名。显然，海口镇就是根据
当时兵制所设置的屯兵戍防的一个军镇。

海口因位于福建福清的母亲河龙江的
入海口而得名。海口港作为天然良港，1000
多年前海上贸易就十分兴盛。海口唐代即被
列为福建首批海防军镇，到了明洪武年间又
升格建置指挥使司，驻军编制 5600 名，成为
与天津卫、威海卫等齐名的镇东卫。

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在福建沿海海防设
有五卫十二所，自北向南为福宁卫、镇东卫、平
海卫、永宁卫和镇海卫。镇东卫镇守福建东部百
里海疆，下辖长乐梅花、福清万安两个千户所，
可见其作为重要港口和海防重镇的历史地位。

圆 珍 从 福 州 北 行 ，先 后 从 温 州 的 横 阳
县、安固县、永嘉县、黄岩县、临海县及台州
得到公验，共计 6 件，这些文件被装裱成一
卷，长达 338 厘米，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名为《圆珍台州温州公验》。

如今通过网络，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欣
赏到这些珍贵文物的图片，同时想象一个日

本僧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艰苦行程。对于每
一位中国人来说，透过熟悉的汉字，还可以
想象当年中华优秀文化如润物细无声般播
撒到世界各地的强大力量。

流芳千古

唐大中十二年（858 年）六月，圆珍再次
搭乘唐商船舶，携带经书 1000 多卷回到日
本。每一本经书的名字，他都详细地记录了
下来。现在日本滋贺县三井寺展出的文物
中，就包括这些经书目录手卷。

圆珍回到日本后，住在太宰府附近的寺
院等待召见。文德天皇本来决定于八月十四
日召他进见，但他突然去世，年仅 9 岁的清和
天皇即位，并改用唐太宗 200 多年前使用过
的年号“贞观”。862 年，从大唐归来 4 年之后，
圆珍给清和天皇写了一封长达 10 页的题为

《圆珍请佛法公验奏状案》的奏章，详细汇报
了他前往大唐求法的全过程。这份亲笔奏章
同样成为入列《世界记忆名录》的文件之一，
也在三井寺的收藏馆里，与两份过所一起对
外展览。

关于抵达大唐海岸的经历，圆珍在奏章
里写道：“十五日午遂获着岸，而未知何国
界，便问所在，知此大唐国岭南道福州连江
县界。于时国号大中……合船喜悦。”随后所
到之处，都是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他提到
在公验上签字的福州官员林师翼时说，两人

“才见喜欢，犹如旧识”。
这份奏章可以看作是他 5 年大唐之行的

总结报告，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大唐的仰慕和
对求法丰硕收获的自豪之情。奏章全部是汉
字，行楷写成，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内容
看起来也并不深奥。

圆珍回到日本后，屡次被请到皇宫讲经
修法。后来他移住到三井寺，被尊为三井寺
第一代住持。圆珍在三井寺创立唐院，收藏
由中国带回的典籍，这就是今天三井寺唐院
的前身。868 年，日本天皇敕许以三井寺为传
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圆珍成为
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

回到日本的圆珍经常回想起在大唐的
日子，且仍然与唐朝商人保持密切往来，接
受他们不断从大唐带回的经书。

891 年，78 岁的圆珍圆寂。927 年，日本醍
醐天皇授予他“智证大师”的称号。敕封书由
著名书法家、有“日本王羲之”之称的小野道
风书写，这份敕封书现在被公认为日本历史
上最有名的书法作品之一。

曾实地参观过上述文物的福清黄檗文化
促进会会长林文清说，这些珍贵文物让我们感
触到大唐兼容并蓄的伟大精神，翔实考证并可
唤醒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久远记忆。

目前，福州开元寺建有圆珍大师法身纪
念塔一座，以纪念圆珍入唐。法身纪念塔安
立于 2007 年，当时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日
本内阁府政务官冈下信子女士一行前来参
加安立仪式。塔由冈下信子携木村朝映、青
山惠美共同捐造。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世界记忆名录》话“过所”
□倪霞 郑松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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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珍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