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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朱 大 渭

李济先生在《跪坐蹲居与箕踞 》一文中
,

研讨了古代人这三种生活习俗的起源 与分布
,

及其

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
。

李氏指 出
,

原始人为缓解劳累
,

最 自然的休息休态
,

以蹲居 (下肢屈折
,

以膝向上
,

臀部向下而不着地 )及箕踞 (以臀部坐地
,

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 ) 为最普遍
,

不是以跪

坐 ( 两膝向前跪地
,

臀部放在脚后跟上 )为主要体相
。

又说
:

蹲居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
,

可

能也是夏人的习惯
,

而跪坐却是 尚鬼的商人统治 阶级的坐姿
,

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
、

祭祀

神天
、

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
。

周朝人商化以后
, “

发扬成 了
`

礼
’

的系统
,

而奠定了三干年来中国
`

礼
’

教文化的基础
。

这一系统的核心
,

在它的前半期
,

应以跪坐为它的
`

染色体
’ ;
但到了南北朝

以后
,

就变质了
。

姑作此一假设
,

以待后证
” 。

作者并作结论说
: “

跪坐习惯在中国 日常生活中被

放弃
,

大概起源于胡床之输入
,

以及东来佛教僧徒枷跌的影响 ”
。

李氏的上述假设和结论
,

符

合历 史真实吗 ? 中古汉人是怎样由跪坐变 为垂脚高坐的呢 ? 这便是本 文需要研讨的问题
。

(一 )汉魏晋南北朝汉人的跪坐礼俗

我国殷周时期
,

人们一般是
“

席地而坐
” ,

即在地 面辅上席子
,

人们跪坐在席子上
。

古时铺席

是很讲究的
,

宫廷
、

官 员和普通 人家铺的席质地不同
,

从荐席
、

竹席到象 牙席之类
,

种类繁多
。

古

人铺席而坐
,

很讲究规矩
。

《论语 》卷十 《 乡党 》 : “ 席不正不坐
” ; 《晏子春秋 》卷五《内篇杂上 》 : “ 客

退
,

晏子直席而坐
” 。

这里的正
、

直
,

是指席子的四边要与房屋墙平行
,

以表示合乎礼节
。

人进入

室 内要先脱掉鞋子
,

方能进席跪坐
。

古人在跪坐时
,

前面或两侧放置几案
,

几上既可放置东西
,

又 可凭依人体
。

席地跪坐有许 多礼俗
,

首先
,

坐席要讲席次 (席位 )
,

即坐位的顺序
,

尊长和贵宾

坐首席
,

称
“

席尊
” 、 “

席首
” ,

余者依身份和等级依次而坐
,

不得错乱
。

坐席时
,

幼者对长者
,

卑者

对尊者
,

自表敬意或谦卑
,

要避席处身
,

而且要伏地
。

其次
,

坐席要讲究坐姿
,

要求双膝跪地
,

臀

部压在足后跟上
。

《礼记
·

曲礼上 》 : “ 坐而迁之
” 。

《疏 》曰 : “ 坐
,

跪也
” 。

这里的跪
,

指跪坐
。

若

坐席双方彼此敬仰
,

就把腰伸直
,

是为跪
,

或谓踞
。

再进一层
,

若俯首作揖
,

或双 手下席
,

则成跪

拜之礼
,

如果伏首到地
,

则称稽首
。

坐席时不得随意轻率
。

《礼记
·

曲礼上 》曰 : “ 坐毋箕
” 。

箕即

簸箕
。

坐时两腿平伸向前
,

上身与腿成直角
,

形如箕
,

这种箕坐 (或称箕踞 )是一种不尊礼节的坐

姿
,

人们最为忌讳
。

到了汉代
,

人们开始盛行坐床
、

榻的习俗
,

在床
、

榻上仍为跪坐
。

《史记
·

项羽本纪 》载
:

在鸿

「1宴上
,

项羽见樊啥闯进军帐
, “
按剑而踞

” 。

项羽在宴会上本为跪坐
,

见樊啥入
,

以为有变
,

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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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股为聪
,

这里是准备战斗的戒备姿势
。

《史记
·

留侯世家 》记
:

张 良于下那屺上
,

尊敬黄石公
.

“
为取履

,

因长跪履之
” 。

古乐府诗 《饮马长城窟行 》 : “ 长跪读素书
,

书中竟何如
’
列 ? 此处长跪

,

也

指直 身而跪
。

古人跪坐
,

有时伸直腰股
,

以示庄重
。

因而古之所谓
“

坐
” 、 “

踞
” 、 “
长跪

”

等
,

均指跪

坐或类似的坐姿
。

汉文帝诏贾谊问鬼神事
, “
至夜半

,

文帝前席
” 。

师古曰
: “

渐迫近谊
,

听说其言

也
’ ,③ 。

这是指两人对面跪坐席上
,

文帝听高兴了
,

膝向前移近谊
。

汉宣帝时王子渊 《四子讲德

论 》 : “ 陈丘子见先生言切
,

恐二客惭
,

膝步而前 曰
: `

先生详之
’ 。 ’

嗯膝步即膝行
,

古 人跪坐时双

膝前行
,

以示敬意
。

西汉文翁为蜀郡太守
,

聚徒讲学
,

文氏和听讲者
,

皆为跪坐
匆 。

考古 发掘的汉

代画像砖上
,

集会
、

宴饮
、

传经讲学等
,

都是席地或在床榻上跪坐
, 。

东汉末灵帝时
,

向栩常坐板

床上
, “

如是积久
,

板乃有膝躁足指之处 ”
。

《三国志
·

吴书
·

潘浚传 》引《江表传 》称
:

孙权取荆

州
,

礼遇潘浚
, “

浚伏面著床席不起
。 ”

潘浚跪坐床席
,

伏面流泪悲哀
。

可见汉末人们仍跪坐在床

席上
。

魏初
,

管宁常坐木榻上
,

积 50 余年
, “

其榻上当膝处皆穿
’

心
。

昊国朱然墓出土的漆器上

《宫 l月宴乐图 》
、

《贵族生活图 》中官僚观赏百戏
,

宾主对坐畅谈
,

女子镜前梳妆
,

皆为跪坐咏
。

晋

文王 (司马昭 )
“

功德盛大
,

坐席严敬
,

拟于王者
口

唯阮籍在坐
,

箕踞啸歌
,

酣放 自若
” 。

这里
“

坐席

严敬
” ,

即按传统礼教跪坐
,

只有阮籍不拘礼教而箕坐
,

故 史乘专记以示贬意
, 。

。

晋武帝与王济

弈棋
,

孙阳在侧
,

帝谓泊曰
: “

何以好剥人面皮
” ? 日白曰

: “

见无礼干君者则剥之
” 。

当时王济
“

伸脚

局下
,

而泊讥焉
’ ,
@

。

伸脚局下者
,

指王济由跪坐改为箕坐
,

乃是违反礼教的
,

对君主更是不尊敬

的行为
,

所以为孙泊所讥
。

考古发掘的西晋永宁二年 ( 3 0 2 年 )青釉对坐书写俑
,

也为跪坐
珍 。

东

晋 丹阳尹桓景按事王导
,

甚为导所亲
。

陶回谏 曰
: “
( 公 ) 当亲忠 贞

,

远邪按
” ,

不应与
“

桓景造

膝
’ ,L 。

许询
“
能言理

” ,

简文帝与之深谈
, “

不觉造膝
,

共叉手语
,

达于将旦
’

以
。

南齐张齐
“

夜引

(王 )珍国就 (张 )樱
,

造 膝定计
’

川
。

《通 鉴 》胡 《注 》称
: “

对席 而坐
,

两下促席俱前至膝
.

以 定密

谋
’

吻
。

可见造膝
,

指两人对面跪坐时膝靠近
,

以表示亲近之意
。

谢奕作刻令
, “

以醇酒罚老翁
,

谢

安 时年幼在兄膝边坐
’ ,L 。

谢奕跪坐
,

故谢安年小坐其膝边
。

谢安领中书监
,

王殉
“

有 事应同上

省
,

王 (殉 )后至
,

坐促
,

王
、

谢虽不通 (因离婚有嫌 )
,

太傅 (安 )犹敛膝容之
’
以

。

由于
“
坐促

”
而
. `

敛

膝
” ,

显然是跪坐
。

东晋良吏吴隐之清贫
, “

坐无毯席 琳
,

这是指在毯席上跪坐
。

东晋葛洪曾指出
:

“

礼教渐颓
,

敬让莫崇
,

傲慢成俗
,

涛类饮会
,

或蹲或踞
’

心
。

这里既说明东晋人蹲居或踞坐在宴

会上常见
,

同时也反映 了当时人仍认为跪坐符合礼教
,

而蹲踞是违反礼俗的一种坐姿
。

南齐张

融
“
坐常危膝

’ ,
@

。

梁昭明太子
“

宿被召入 (宫 )
,

危坐达旦
’ ,
初

。

朱子 《跪坐拜说 》 : “ 跪有危义
,

故两

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
,

两膝著地以民著跳而稍安者为坐也
” 。 “

危膝
” 、 “

危坐
” ,

均指端

正跪坐之意 尽
。

梁宗室萧藻性恬静
, “

独处一室
,

床上有膝痕
,

宗室衣冠
,

莫不楷 则
’

吻
。

萧藻为
“
国

之台铱
,

位任特隆
’ ,
省
,

死于太清三年 ( 5 4 9 年 )
。

可见直到梁末
,

跪坐之风仍被尊崇
。

十六国前秦降将 周墟箕踞而对秦王
,

视为不礼
,

那 么汉化较深的氏族符坚 当为跪坐
扭 。

前

燕灭亡
,

汉化较深的慕容宝被迁往长安
,

曾
“

危坐整容
” ,

誓以再兴 ,
。

危坐为跪坐
。

北魏经孝文

帝改制
,

学习汉人仪礼后
,

也当为跪坐
。

魏宗室元顺年少时至尚书令高肇 门
,

肇大会宾客
,

守门

者不为通
。

顺
“

直往登床
,

捧手抗礼
,

王公先达
,

奠不怪 耀
’ ,
扭

。

元顺直接登上床
,

自然是跪坐床

上
。

元顺为吏部尚书时
, “

及上 省
,

登阶向榻
,

见榻甚故
,

问都令史徐件起
。

件起曰
: `

此榻曾经先

王坐
’ 。

顺即硬塞… …逐令换之
” 灿 。

房爱亲妻崔 氏贤明
,

其子景伯为清河太守
,

民有子不孝
,

崔

氏呼其母来
, “
处之于榻

,

与之共食
’ ,
拗
,

使受感化
。

当时坐榻
,

因榻身很低
,

一般 皆为跪坐
。

孝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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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 明光殿跪坐
“

御榻
” ,

故
“

先横刀膝下
” ,

与鲁安等手杀尔朱荣知
。

房景伯
、

景先兄弟深通儒

学
。

景先
“

晨昏参省
,

侧立移时
,

兄亦危坐
,

相敬如对宾客
’ ,
@

。 “

危坐
”
即伸直腰股

,

正身跪坐
。

《魏书
·

尔朱世隆传 》载
:

奴云
“

此屋若闭
,

求将开看
,

屋 中有一板床
,

床上无席
,

大有尘土
,

兼有

一套米
,

奴拂床而坐
,

兼画地戏弄
· ·

一
’ ,L 。

奴在本板床上坐
,

并能
“
画地戏弄

” ,

可见床矮
,

也当

为跪坐
。

北齐段孝言除 尚书右仆射
, “
仍掌选

,

态情用舍
,

请渴大行
。

… …置酒高会
,

诸人膝行跪

伏
,

称筋上寿
,

或自陈屈滞
,

更请转官
’ ,
@

。 “

膝行
”

指古人跪坐时用膝前行
,

以表示尊敬对方
。

这

里指众官僚在宴会上
,

由跪坐而向孝言膝行跪拜
,

馅媚奉承
,

企图得到好处
。

《周书
·

苏绰传 》载

西魏宇文泰初 见绰
, “
整衣危坐

,

不觉膝之前席
” 。

这是指两人跪坐论国事
,

绰言深 为泰所重
,

泰

不觉膝往前移
。

西魏王思政为向宇文泰表忠心
, “
乃敛容跪坐

” ,

以搀蒲为誓 ,
。

魏晋玄学兴起
,

玄学家们抨击礼教
,

清谈名士
“
以 玄虚宏放为夷达

,

以儒术清俭 为鄙俗
” 沁 ;

“

指礼法 为流俗
,

目纵诞以清高
’ ,L 。

还有一批隐者
,

所谓
“

杜绝 人事
” , “

啸咏林教
” ,

崇 尚
“

贞白
” ,

鄙弃
“

世俗
’ ,L 。

这两类人都
“
悠情任性

” ,

不拘泥于礼教
,

从而有的改跪坐为蹲踞
。

抨击礼教的阮

籍丧母
, “

方醉
,

散发坐床
,

箕踞不哭
” 。

裴楷前往
“
哭吊酵毕

,

便去
” 。

有人问楷
: “

凡吊
,

主人哭
,

客

乃 为礼
。

阮籍不哭
,

君何为哭 ?
”

裴楷 曰
: “
阮方外之人

,

故不崇礼制
;
我辈俗中人

,

故以仪轨 自

居
’ ,
@

。

裴楷所谓
“

方外
” ,

乃指传统礼教之外
,

他道出了清淡家和隐士们蹲居踞坐的症结所在
。

东晋谢鳗
、

王澄
、

阮修诸人
, “

俱为放达
” , “

慕竹林诸人
,

散首披发
,

裸袒箕踞
,

谓之八达
’ ,L 。

卫永

为温娇长 史
, “
温公 (娇 )甚善之

。

每率尔捉酒脯就卫
,

箕踞相对弥 日
。

卫往温许
,

亦尔
’ , “ 。

史称

温 娇
“

喜慢语
,

卞令 (壶 )礼法自居
。

至庚公许
,

大相剖击
’

嗯
。

《晋书
·

温娇传 》 : 娇
“

美于谈论
” 。

“

喜慢语
” ,

大概指清淡之类
,

所以他同以礼法 自居的卞壶相互抨击
。

卫永为名士
,

故两人饮酒吃

脯
,

尽兴不拘礼教而箕坐
。

西晋刘兆通儒学
,

隐居不仕
,

潜心著述
。

有 人著靴骑驴至兆处
, “

踞

床
”

与兆论学
,

其精博在兆上
。

兆欲 留客
,

被拒绝
,

竟不知客姓名去向匆
。

王长文
“

以才学知名
,

而
“

放荡不羁
” ,

州府辟皆不就
,

后于成都市中
“

蹲踞啮胡饼
’ ,
妙

。

郭文隐于山林
,

不慕仕进
,

不娶妻

妾
。

王导闻其 名
,

遣人迎 之
。

既至
,

王导将他置 于西 园
,

朝士
“
咸共观之

,

文颓然跋踞
,

傍若无

人吻
。

王猛微时卖备
,

被 人引入山中
, “

见一公踞床头
,

发悉 白
,

侍从十许人
’ ,
L

。

以上踞坐者四

人
,

均为隐者
,

他们本来就
“

超然绝俗
” ,

故
“

箕踞而对时人
’ ,
幼

。

此外
,

汉人在特殊情况下
,

也有踞坐或蹲居的
。

《史记
·

高祖纪 》说
:

沛公刘邦
“

方踞床
,

传两

女子洗脚
’ ” 。

刘邦因为要侍女洗脚
,

故 只好垂脚坐床上
。

西晋齐王同平赵王伦后
, “

既辅政
,

(平

原王 )翰诣之
,

同出迎拜
。

翰入
,

踞其床
,

不命同坐
,

语之曰
: `

汝勿效 白女儿
’ 。

其意指伦也
’ ,
勿

。

平

原王翰为宣帝之子
,

同为文帝子枚之子
,

斡为同从祖父
,

故他
“

踞其床
,

不命同坐
” 。

显然翰以长

辈自居
,

训厉晚辈
。

东晋梓撞太守周破
,

因老母被获而降秦
, “

每入 见 (秦王 )坚
,

辄箕踞而坐
,

呼

之为氏贼
’ ,L 。

峡箕踞而骂秦王
,

表示不礼符坚
,

而忠于晋室
。

南齐王敬则起兵前
, “

横刀跤坐
” ,

问山阴令王询等
“

发丁可得几人
,

传库 见有几钱物
’ ,
匆 ? 敬则起兵叛齐

,

计兵卒钱粮
,

在形势紧急

下
,

不顾礼仪
,

横刀而垂脚坐
。

既然跪坐为商周礼教文化内容
,

汉魏 以降汉人基本上继续传习格守
,

国内各少数民族未汉

化者不受礼法约束
,

因而 皆为箕踞坐
。

昊大微 《夷字说 》云
: “

东夷之 民
,

蹲居无礼义
,

别其非中国

人
” ⑧ 。

秦处西戎
,

受商周礼教文化较浅
,

被中原诸国视为边戎
。

贾谊说商较治秦
,

弃礼义
,

图进

取
,

秦俗 日败
, “

妇抱哺其子
,

与公并据
” 。

师古 曰
: “

言妇抱其子而哺之
,

乃与其舅并据
,

无礼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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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
@

。

《庄子
·

天运 》云
: “

老鹃方将据堂
” 。

《疏 》曰
: “

据
,

踞也
” 。

即箕踞坐
。

贾谊斥秦妇抱子与

舅箕踞坐
,

违背礼教
。

汉代王充《论衡 》卷二 《率性篇 》说
: “

背畔 (叛 ) 王制
,

椎髻箕坐
” 。

这是指责

南越王赵佗染蛮夷习俗
,

违背汉族风俗礼仪
。

汉末三国时鸟丸
“

父子男女
,

相对蹲踞
’ ,
,

。

西晋东

北少数民族肃慎 氏
, “

巢居穴处
,

坐则箕踞
’ ,
@

。

西晋末素人李特随流人入益州
,

至剑阁
, “

箕踞太

息
’ , 。 。

十六国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接见北魏使臣李顺 时
, “

箕坐隐几
’ ,
,

。

隐几
,

为矮小倚靠的几

案之类
。

《通鉴 》胡《注 》说
: “

箕坐
”

即伸两脚臀部坐在矮小的几案上 ,
,

此为垂脚坐
。

李顺是汉

人
,

认为蒙逊不尊礼教跪坐
,

乃是对大国使臣不恭
,

因而提出抗议
。

北魏鲜卑拓跋氏在教文帝改

制 以前
, “

虏主及后妃常行
,

乘银镂羊车
,

不设帷慢
,

皆偏坐垂脚辕中
,

在殿上亦践据
’ ,
勿

。 “

践据
”

即跤坐
,

指垂脚坐
。

南朝陈代闽中少数民族酋帅陈宝应之父陈羽
, “
既豪侠

,

扇动蛮随
,

椎髻箕

坐
,

自为渠帅 ,,@
。

岭南沿海地 区但人
, “

椎结蹼踞
,

乃其旧 风
’ ,
匆

。

以上是国内各少数民族蹲踞坐

习俗
,

见诸史端的事例
。

综上所述
,

尽管汉魏晋至南北朝汉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仍格守跪坐
,

尤其在尊重礼仪的场

合下更是如此
。

但由于儒学名教的动摇
,

一部分清淡名士和隐者已突破跪坐而蹲踞
,

国内未汉

化各少数民族不识礼教
,

本为蹲踞坐姿
,

这些因素在汉 人由跪坐 向垂脚坐发展过程 中
,

无疑都

将起着一定的作用
。

( 二 )胡床以及佛教徒枷跃和垂脚坐 的东传

胡床是东汉后期从西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
。

最早见干 《续汉书
·

五行志 》 : 汉灵帝
“

好胡

服
、

胡帐
、

胡床
、

胡坐… …京都贵戚 皆竞为之
” 。

西晋
“
泰始 ( 2 6 5一 27 4 年 )之后

,

中国相 尚用胡床

… …贵人富室
,

必畜其器
’ ,@

。

魏晋以后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
,

用于战争的事例最多
。

如曹操西

征马超
, “
(曹 )公将过河

,

前队适渡
,

(马 )超等奄至
,

公犹坐胡床不起
’ ,
娜

。

东晋苏峻败亡后
,

其将

张健等逃走
,

晋督护李阂率晋军追
“
至岩 山

,

攻之甚急
。

健等不敢下山
,

惟 (韩 )晃独坐
,

带两步

靶箭
,

却据胡床
,

弯弓射之
,

伤杀甚众
’ ,
秒

。

宋未沈枚之反叛
, “

乘轻柯从数百人
,

先大军下住白螺

洲
,

坐胡床以望其军
,

有 自骄色
’ ,
帅

。

齐末萧衍率军攻建康
,

其将杨公则
“

登楼望战
。

城中遥见摩

盖
,

纵神锋弩射之
,

矢贯胡床
,

左右皆失色
。

公则 曰
: `

几中吾脚
’ 。

谈笑如初
’ ,
伍

。

梁末韦放与魏

军战
,

梁军甚少
,

且营垒未立
, “
众皆失色

,

请放突出
。

放厉声叱之曰
: `

今 日唯有死耳
’ 。

乃免胃

下马
,

据胡床处分
’ ,匆

。

梁末王僧辩平陆纳
,

攻长沙城
,

敌将李贤明等
“

乘锐马
,

从者十骑
,

大呼冲

突
,

僧辩 尚据胡床
,

不为之动
,

于是指挥勇敢
,

遂获贤明
,

因即斩之
’
啊

。

前凉将谢艾与后超将麻

秋对 阵
, “
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

,

艾不从
,

乃下车踞胡床
,

指磨处分
’ ,
每

。

南凉秃发辱檀与后凉 吕

纂战
,

纂士卒精锐
,

辱檀
“

下马据胡床而坐
,

士众心乃始安
’ ,
@

。

以上八例皆为将领坐胡床指挥战

牛
,

或观 察敌情
,

而苏峻将韩晃竟然坐胡床射晋军
。

汉
、

晋皇宫中常用胡床
,

已见前例
。

南齐武

帝萧啧在东宫时
,

其左右张景真
“

白服乘画舫锰
,

坐胡床
,

观者咸疑是太子
’ ,L 。

侯景篡梁后
,

在

皇宫中也坐胡床
。

东魏孝静帝使舍 人温子升草救致高欢
,

子升
“

遗巡未敢作
。

帝据胡床
,

拔剑作

色
’ ,
@

。

北齐武成帝高湛胡皇后
, “

数出诣佛寺
,

又与沙门昙献通
。

布金钱于献席下
,

又持宝装胡

床于献屋壁
,

武成平生之所御也
’ ,
@

。

这些都是皇宫中使用胡床的事例
。

有官府使用胡床的
。

如

曹操执政
,

裴潜
“

为衰州 (刺 史 )时
,

尝作一胡床
,

及其去也
,

留以挂柱
’ ,
L

。

隋代郑善果
,

其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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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

每善果出听事 (处理政 事 )
,

母恒坐胡床
,

于郭后察之
’

心
。

有士族官僚登楼聚会坐胡床的
。

庚亮镇武 昌
,

登城楼
,

据胡床 与殷浩等僚佐
“

淡咏竟 日
’ ,
勺

。

有士族官僚家庭使用胡床的
。

如东晋

谢万尝诣 王恬处
,

恬便入内
, “

良久
,

乃沐头散 发而出
,

亦不坐
,

仍踞胡床
,

在中庭晒头
’ ,L 。

南齐

张岱 兄张镜与颜延之为邻
,

延之
“

于篱边闻其 (镜 )与客语
,

取胡床坐听
’ ,
勃

。

有坐胡床演奏音乐

的
。

如谢尚
“

着紫罗孺
,

据胡床
,

在大市佛图门楼上
,

弹琵琶
,

作大道 曲
’ ,
,

。

王徽之路遇桓伊
,

请

其吹笛
, “

桓时 已显贵
,

素闻王名
,

即便回下车
,

踞胡床
,

为作三调
’

办
。

有狩猎使用胡床的
。

如魏

文帝
“

行狩
,

搓栓拔
,

失鹿
,

帝大怒
,

踞胡床拔刀
,

悉收督吏
,

将斩之
’

“
。

有竞射时使用胡床的
。

如

西晋王济与王恺竞射
,

赌
“

八百里驳 (快牛 )
” ,

王济先射
, “
一发破的

,

因坐胡床
,

叱左右
: `

速探牛

心 来
’ 。 ’ ,

孙有出游携带胡床以 备讲学用的
。

如南齐刘琢深通儒学
, “

游诣故人
,

唯一门生持胡床

随后
,

主 人未通
,

便坐问答
”

气 有坐胡床指挥抡劫的
。

如戴若思为劫
, “

据胡床
,

指鹰同旅
,

皆得

其宜
’

珊
。

也有一般村妇坐胡床的
。

如魏末 尔朱氏被镇 压时
,

尔朱敞出逃后
, “

遂入一村
,

见长孙

氏温踞胡床而坐
,

敞再拜求 哀
,

长孙氏憋之
.

藏于复壁
’ ,
御

。

从上述使用胡床的人群来看
,

有皇

帝
、

权臣
、

官僚
、

将帅
、

讲学者
、

反叛者
、

行劫者
、

村妇等
,

其中包括汉人和少数 民族在 内
;
从 胡床

使用 范围来说
,

指挥战争
,

观察敌情
,

皇帝宫室
, ’

言府公堂
,

舟车行旅携带备用
,

庭院休息
,

接客
,

狩猎
,

竟射
,

聚会
,

讲学
、

吹笛
、

弹琴
、

行劫等等
.

都有使用胡床的
; 胡床使用的地域

,

几乎遍布南

北各地
,

叮见胡床 为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常用坐具
。

萧梁度支尚书庚肩吾专有一首《咏胡床 》

诗
:

’ `

丁夸名乃外域
,

入用信中京
。

足敬形已正
,

文斜体 自平
。

临堂对远客
.

命旅誓初征
。

何如淄馆

下
,

淹留奉盛明
’ ,
拓

。

这首诗开始讲胡床从西域传来
,

在 中国使用
,

接着形容胡床的形制
,

最后从

与客对坐胡床
,

联想到 自己拥戴梁政权的心愿
。

胡床诗描写其形体形象生动
,

富寓深情
,

表明胡

床被人们喜爱和重视
。

关于胡床的形制
,

据 《通鉴 》胡 《注 》说
:

胡床
“

以木交午为足
,

足前后 皆施横木
,

平其底
,

使错

之地而安
; 足之上端

,

其 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
_

上
,

横木列窃以穿绳条
,

使之可坐
。

足交午处复为

圆穿
,

贯之以铁
,

敛之可挟
,

放之可坐
” 柳 。

这正 好 与胡床诗说的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
,

床体才

能平稳安坐的特点相吻合
。

很清楚
,

胡床即简 便坐具折叠凳
,

俗称马扎子
C

近人利用考古资料

和敦煌壁画
,

已进一步加以证实护
。

隋场帝时因忌 讳胡 人
,

改称胡床为交床树
。

《通鉴 》胡《注 》引

《演繁露 》十四说
,

唐穆宗在
“

紫哀殿御大绳床 见群臣
,

则又名绳床矣
” 。

其实
,

十六国北朝早有称

胡床 为绳床的
。

西晋末年石勒起义占领襄国后
,

城中水源缺乏
,

佛图澄坐
“

绳床
” ,

烧香
“

救龙求

水
’

琳
。

北齐陆法和
“

烧香礼拜
,

坐绳床而终
’

叫
。

可能由于佛 图澄是天竺人
,

陆法和是蛮族人
,

一

是 胡人
,

一是国内少数民族
,

他们同信外来宗教佛教
,

所以他们坐胡床的记载
,

便去掉
“

胡
”

字
,

称为绳床
。

以 上胡床
、

绳床和交床 三种称谓
,

一是以西域传来命名一是以坐面用绳条命名
,

一

是 以形体特点命 名
。

汉刘熙 《释名
·

床帐 》关 于床的解释
,

为装载之意
。

所以古人坐卧用的器具

称床
,

皇帝 的坐位称御床
,

载棺枢的器具称 灵床
,

放茶具用的叫茶床
,

放琴的叫琴床
,

放笔用的

叫笔床
。

西域传来的坐具
,

自然就冠以
“

胡
”
字叫胡床

。

隋唐以后
,

胡床
、

绳床和交床
,

三种名称

仍然共存
,

但信佛教的人用它
,

则仍多称绳床
恤 。

在胡床传入以前
,

我国古代没有凳椅等专门坐具
,

只有床
、

榻可卧可坐
。

汉代已经形成的供

席地起居组合完整的家具
,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

即无足或具有矮足
,

从当时大量的画像石
、

画象

砖和壁画 中的有关图象
,

石丁以清楚地看 出床
、

榻的足极 为低矮
,

一般不及人小腿长度的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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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大约 1 7一 19 厘米左右脚
。

汉刘熙《释名 》说
:

榻以其
“

榻然近地
”

为名
,

意即很低矮
。

河南郸

城发现过一件汉代石坐榻
,

高仅 19 厘米
`成 。

《邺中记 》载十六国前期石虎宫中的床
,

一般仍只有

六寸高
,

当时一尺约相当于今市尺的七点五寸
,

六 寸高的床
,

约相 当于今市尺四点七寸高
,

合

17 厘米
。

前面讲过
,

我国古代由席地而坐
,

至秦汉逐渐在床
、

榻 上坐
,

一般均 为跪坐
,

床
、

榻体形

低矮
,

正合席地跪坐礼俗使用
。

而胡床的坐法
,

与我国传统的跪坐礼俗不同
,

它是臀部坐在胡床

上
,

两小腿和脚垂直踏地
。

如梁末侯景篡位后
, “

殿上常设胡床及签蹄
,

著靴垂脚坐
’

以
。

这种坐

法称为
“

胡坐
” 。

胡床的高矮不可能完全 一致
,

但人们坐在胡床上可 以指挥战争
,

观察敌情
,

而且

还可用弓箭射敌人
,

可 见这类胡床比汉代的床
、

榻要高得多
。

由于胡床两边横木穿绳
,

人坐在绳

条上
,

这种坐具又较高
,

汉人用它显然无法保持传统的跪坐法
,

必定是学习
“

胡坐
” 。

因此
,

有关

汉人使用胡床的记载
,

多用
“

踞胡床
” , “

踞
”
或作

“
据

” ,

也通
“

据
” 。

所谓
“

踞胡床
” ,

也就是象侯景

那样垂脚坐在胡床上
。

在敦煌莫高窟第 4 20 窟的隋代《商人遇盗 》壁画中
,

坐着一个身着 甲胃
,

手按长刀 的武士首领
。

他所坐的正是一张胡床
,

斜 向支叉的床足和上撑的床面
,

都画得很清楚
。

从这个图像可以看到
“

踞
”

坐胡床
,

即垂小腿两脚着地坐法的真实情景
’ L

。

当时胡床使用普遍
,

而又垂脚坐
,

这就开始改变了 伐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
,

这在当时汉人的生活习俗上是一个较

大的变化
。

魏晋南北朝佛教大发展
,

佛教徒结枷跌和垂脚坐
,

在我国寺院中广泛流传
。

法显《佛国记 》

说
: “

菩萨入中
,

西向结枷跌坐
,

心念若我成道
,

当有神念
” 。

所谓结枷跌
,

为佛教徒坐禅的一种姿

势
,

即交叠左右脚于左右股上坐
,

脚面朝上
。

实际上
,

佛教徒的坐法
,

有各种姿势
。

在河北邺城

附近发掘 的汉 白玉刻佛造像中的临河佛 4
:

通高 3 5
.

3 厘米
,

宽 1 9
.

2 厘米
,

该佛盘右膝坐在平

方坐上
,

左小腿和脚下垂踏地
,

作思维像
` , 一 。

这类石刻佛像的坐法
.

为结枷跌和垂脚坐二者相结

合
。

敦煌石窟北凉 27 5 窟
、

北魏 2 5 7 窟
、

隋代 4 17 窟的雕塑壁画中
,

皆有 人物坐姿同于临河佛 匆
。

另有北凉 2 7 5 窟
,

北魏 2 54 窟
、

2 5 9 窟
,

菩萨小腿和脚下垂着地交枷坐
” 。

此外
,

北凉 2 68 窟
、

北

魏 26 0 窟
、

西魏 2 4 9 窟
、

北周 4 3 8 窟
、

隋代 39 0 窟的雕塑壁画中
,

都有佛像和其他人物垂脚高坐

的
翅̀ 。

唐初僧人义净在 《食坐小床 》中
,

反对当时僧人在
“

大床上枷坐食
”

时指出
:

第一
、 “

西方僧众

将食之时
,

必须人人净洗手足
,

各各另lj踞小床
” 。

当佛教传入中国初期
, “

僧食悉 皆踞坐
” ,

即中国

僧人吃饭垂脚坐
,

完全与西方僧人同
;
第二

、

西方僧人坐的小床
, “

床可高七寸
,

方馋一尺
” 。 “

东

夏 (指我国 )诸寺
,

床高二尺以
_

L
,

此则元不合坐
,

坐有床高之过
,

时众同此
,

欲如之何
’

川
。。 ’ !这里

告诉我们
,

佛教初传入我国时
,

僧人垂脚坐 小床吃饭
。

我国诸寺普遍用二尺 以上的小床
,

尽管
“

有床高之过
” ,

但我国僧众却喜欢用它
。

当时二尺约合今市尺一尺五寸
,

正好 5 0 厘米
。

我国诸

寺小床床面多大没有说
,

当是沿袭西方床面方一尺
,

合今市尺七寸五分
.

恰合 2 5 厘米
。

这种小

床的高低形制
,

已经接近今天的四足木凳
。

义净虽然认 为唐初的
“

枷坐食
”

是从晋代开始的
,

此

点无须深究
,

因为佛像和菩萨有垂脚坐的
,

而各寺院 又普遍使用高足小床
,

垂脚坐小床吃饭势

必存在
。

实际上
,

南朝僧人便是
“

踞食
” ,

即垂脚坐小床吃饭
〔 ’ `〕” 。

由于佛教徒的坐法
,

同我国传统

跪坐礼俗相悖
,

从而在南朝的反佛斗争中
,

曾引起了一场维护跪坐
,

反对蹲居和踞坐的争论
。

南朝宋范泰 《论沙门踞食表 》云
: “

禅师初至
,

诣网求通
,

欲以故床入踞
,

理不可开
,

故不许其

进
’

川 02
) 。

此表讲佛教徒求见皇帝 时
,

欲垂脚坐小床
,

这是儒家礼教不容许的
,

故未获允
。

南齐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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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夷夏论 》指责佛教徒说
: “

擎踞罄折
,

侯甸之恭
; 狐蹲狗踞

,

荒流之肃
”

他认为跪坐跪拜乃 人

臣 之礼
,

痛骂蹲踞坐 为边荒 少数 民族落后习俗
。

袁繁 伪托道 人通公为佛教徒辩解说
: “

西域之

记
,

佛经之说
,

俗以 膝行 为礼
,

不慕蹲坐为恭
,

道 以三绕为虔
,

不 尚踞傲为肃
” ` ’ `

J
3 ’

一

袁粱的反驳
,

不敢正面承认佛教徒蹲踞坐
,

只说他们并不崇 尚蹲踞坐
,

这是无视事实的诡辩
。

因而顾欢更理

直气壮地回答说
: “

夷俗长踞
,

法与华异
,

翘左跋右
,

全是蹲踞
。

故周公禁之于前
,

仲尼戒之于

后
’

川 04 )
。

顾欢最后抬出周
、

孔圣人来
,

反对佛教徒的蹲踞坐法
。

这场辩论只表 明汉人传统跪坐礼俗 处在急剧变化 中
,

而 对于维护汉人跪 坐不 会起 多大作

用
。

因为当时从皇室
、

高门到一般人家
,

从各级官僚到普通百姓
,

无论男女都有信佛的
。

南朝梁

武帝时
,

仅京城建康一处
,

就有僧 尼十余万人
` ’ ` ,几 ) 。

梁代
“

僧 人之威力更出帝王之上
。

(梁 )武帝为

之给使洗灌烦秽
,

稍有不洽
.

则可上 正殿踞法座抗议
” ` ’ “ )

。

前引范泰所说
,

僧徒见皇帝垂脚坐 尚

被拒绝
,

而梁代高僧居然
“

宫 阀悠其游践
” ,

甚至垂 脚坐正殿法座上 “ `〕了 ’
.

可见当时佛法弘扬之

盛
。

北魏孝文帝曾下《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 》` 1
` )洲 ’ 。

宣武帝笃好佛理
,

每年常于禁中广集名僧
,

亲讲经论
。

当时 洛阳城
“

名僧 德众
,

负锡 为群 ; }言徒法 侣
,

持 花成蔽
” ,

京都洛 阳被视 为
“

佛

国
’

川 09
’ 。

北朝后期
,

僧人达 3 00 万之 多
,

约占 全部人 日的十分之一
`
、

」玉 , ) 。

结枷跌和垂脚坐
,

加之胡

床踞坐的流行
,

清谈名士和隐者们遗弃礼俗跪坐
,

各少数 民族 箕踞坐 对汉人的影响
,

尽管魏晋

南北朝汉人在庄严场 合跪坐基本上仍占主流
,

但汉 人由跪坐向垂脚坐发展
.

已是一股无法拒拒

的潮流
。

( 三 ) 中古 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
,

由于上述诸原因
.

汉族 人民必然逐渐放弃跪坐礼俗
,

趋向垂脚高坐
,

同

时为适应这种变化
,

坐具也 由低矮的床
、

榻
,

向高凳形的小床和倚子发展
。

胡床只是一种简单轻便的坐具
,

它还不能代替正式的坐具床
、

榻
。

大概 由于胡床以及佛教

寺院所用小床的启示
,

东晋南北朝出现 了一种称为小床的专门坐具
。

东晋中叶
,

陶侃之孙陶淡

好修道养性
, “
设 小床常独坐

,

不与人共
”

(Ol
’ l

宋文帝 元嘉十 七年 ( 4 4 2 年 )十月
,

收杀前丹阳尹刘

湛时
,

护军将军殷景仁有脚疾
.

坐
“

小床
”
以指挥

` ’ `了 ’ 。

陈代姚察临终遗命
:

死后
“

一小床
.

每 日设

清水
,

六斋 日设斋食果菜
’

川
’ 3’ 。

又谢 贞病危时遗 书告族 子凯说
: “

但可三 月施小床
,

设香水
,

尽卿

兄弟相厚之情
’

川川
。

十六国后赵石虎后宫
“

别坊中有小形玉床川
, 1
.

为供休 日
、

坐
。

北魏末年尔朱

荣在宫殿见魏帝时
,

也坐小床
。

十六国至隋敦煌壁画中出现的束腰圆凳
、

方凳
,

也当为北方小床

之类坐具
` ” 6 ’ 。

陶淡所用小床
,

只容一人独坐
。

而这种小床可随意安放
,

或置另l]坊中休息坐
,

或放

宫廷中让大 臣坐
,

或置放斋食果菜等祭奠物
,

显 然它是从睡卧大床受佛教徒所用小床的影响演

化 出现的
。

以其供坐用
,

且只容 一人
.

形体 小为特点
,

应是后来小凳之类前身
。

刘宋时
,

寒人中

书舍人秋当
、

周纠 去高 门张敷家
, “

敷先设二 床
,

去壁三
、

四尺
,

二客就席
” ` ; ’ ; ’ 。

又寒人黄门郎路

琼之拜会高门王僧达
,

并就坐
。

僧达 自矜门第高贵
,

鄙视寒人
, “

焚琼之所坐床
” 川 5’

。

这些临时送

接宾客所设床
,

象张敷家两客各坐一床
,

显然是小床
。

正因 为是小床
.

所以僧达焚之也不可惜
。

由于专供坐用小床的出现
,

原来坐卧两用的床
,

逐渐 失去其坐的用途
.

因而南朝时期专门称睡

卧的床为
“
眠床

’

川
’ 9 ) ,

以 区另lj于 小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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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的小床
,

是跪坐还是垂脚坐呢 ? 从当时 人们普遍垂脚坐胡床
,

敦煌壁画中的圆
、

方

两种小床皆为垂脚坐
` ’ 2 。 ’ ,

佛教徒结枷跌和垂脚坐小床 习俗广为流行
,

以 及葛洪所说 人们轻视

礼教
,

在宴会上
“
或蹲或踞

”

来看
,

汉人似乎 已逐渐习惯于垂脚坐
,

而且小床 一般只容一人坐
,

踞

坐 比跪坐安稳舒适等推断
,

小床当多为垂脚坐
。

同时东晋南朝不少高门为佛教世家
。

如东晋南

朝有琅邪王氏
、

颜 氏
,

陈郡谢氏
,

庐江河氏
,

汝南周氏
,

吴郡张氏
、

陆氏等
` 12 ` )

。

北朝除北魏宗室诸

王大多傣佛外
,

中原士族高门如清河崔氏
,

范阳卢氏
,

荣阳郑氏
,

陇西李 氏
,

河 间邢氏
,

河东柳

氏
、

裴氏
,

以及代北鲜卑贵族多信奉佛法
` ’ 2艺 )

。

他们世 代相传
,

信佛不入寺院
,

其家庭所用小床
,

也当为垂脚坐
。

南方葛洪和顾欢等反对垂脚坐
,

其言词愈是激烈
,

愈反映垂脚坐小床的趋势不

可 逆转
。

《晋书
·

谢万传 》云
:

谢万与蔡系
“

送 客于征虏亭
,

(万 ) 与系争言
,

系推万落床
,

冠帽倾

脱
” 。

当时谢万应为垂脚坐高足小床
,

被人推才有 可能
“
落床

”
倒地

,

头冠脱落
,

几致毁面
。

如万

跪坐
,

则床体大而低矮
,

被人推时手膝均可着床
,

无从落床而脱冠
,

更不致于毁面
。

梁末王僧辩

东讨侯景
,

周弘正从建康逃来
,

僧辩
“

飞骑迎之
” 。

及两人相见
,

十分高兴
。

弘正表示慰劳说
: “

公

可坐 吾膝上
’

川
2 3 ’ 。

只有弘正垂脚高坐当时普遍坐的小床
,

才有可能让 人坐其膝上
。

十六国前秦

时
,

王猛师
“

踞坐床头
” ,

当为垂脚坐
。

又 隐者王嘉常言吉凶之事
,

符坚南征前
,

曾遣人询问胜败
。

王嘉不言语
,

用行动表 明符坚将 失败
,

他
“

正衣冠
,

徐徐东行数百步
,

而策马驰反
,

脱衣服
,

弃冠

履而归
,

下马踞床
’

川
2` ’ 。

这里床前未冠 以
“

胡
”
字
,

而且是在室外
,

所谓
“

踞床
” ,

应当是垂脚坐小

床
。

尔朱荣在魏廷明光殿被杀前
,

在御榻西北方
“

小床上南坐
” ` ’ 2 5’ 。

尔朱荣为揭人
,

世为酋长
,

居

北 秀容尔朱川
,

未染汉族礼教
,

必定是垂脚坐小床
。

再如魏齐时期
,

魏收勤奋读书
, “
坐板床

” ,

“

积年
,

板床为之锐减
,

而精 力不辍
’
川 2 6 ,

。

《太平御 览
·

服 用部
·

床 》则说
: “

积年
,

床板 为之锐

减
” 。

魏收所坐 也应 为小床
,

而且是垂脚坐
,

由于时间久了
,

床板和床足磨损
,

所以整个床体降

低
。

如果是跪坐眠床
,

床体大
,

应象向栩
、

管宁那样床上坐处有膝痕
,

而整个床体不可能
“

锐减
” 。

关于东晋南北朝小床具体形制以 及人们的坐姿
,

我们可从敦煌壁画和唐 初阎立本 《帝王

图 》所保留的珍 贵资料中得到进一步认识
。

敦煌莫高窟十六国至隋代洞窟雕塑壁画中
,

不仅可

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的床
、

榻家具 足部 日渐增高的趋势
,

而且还可看到新的供垂足坐的高足坐

具
。

如前述北凉 2 7 5 窟
、

隋代 4 19 窟
、

42 。 窟都有人物垂脚坐束腰圆凳图象
` ’ 2下 ) ;

隋代 2 80 窟有

人物垂脚坐方 凳的图象
` 12 “ 。

这类高足圆凳
、

方凳
,

实为十六国北朝寺院和世俗所用小床的图象

标本
。

在唐初阎立本 《帝 王图 》中
( ` 之9 〕 ,

陈 文帝所坐为八足四方小床
,

足下有横木相联
;
陈废帝所

坐为六足长方形 小床
,

足下也有横木相联
;

陈宣帝所坐小床为四 足小方凳形制
。

三种坐具的高

低
,

以其与所坐人上半身作比较
,

约占坐者上半身的二分之一
,

显然属于高足形小床
。

三种坐具

均 只容 一人坐
,

形制各异
,

这应是 南朝各类小床的图象标本
。

三 人在小床上的坐法都是盘腿坐
,

很可能与陈皇室信奉佛教有关
` ’ 洲 ’ 。

陈代三位皇帝所坐三类小床的形体高低以及敦煌壁画中的

圆
、

方两种高足小床
,

应是东晋南北朝和十六 国北朝寺院和世俗所坐小床的典型形制
。

实际上
,

东晋南北朝既是 人们 由床
、

榻跪坐
,

向小床垂脚坐的转变期
,

那么小床形制的高低可能是多样

的
,

人们在小床上的坐法
,

必然是垂脚坐
、

盘腿坐和跪坐并存
,

不可能是单一坐法
。

不过
,

如果象

当时寺院佛教徒所坐高足小床
,

敦煌壁画中的高足圆
、

方小床
.

因其床面小足高必为垂脚坐
,

陈

皇室所坐三种小床
,

当以垂脚坐和盘腿坐为主要坐姿
。

由唐初到五代时期
,

传统家具床
、

榻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显
。

以床为例
,

其形体 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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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矮足形制
,

改为下设壶门高足的新式 样
。

在敦煌石窟隋代 4 20 窟壁画中
,

维摩洁所坐的

床还为传统的低矮样式
,

长 条形的几放在床上跪坐膝前
〔 ’ “ 〕 。

至初唐 3 3苏窟壁画中
( ’ 3之 ’ ,

维摩洁

所坐的床足显著增高
。

到盛唐 1 05 窟维摩洁经变画中
` ’ 另3’ ,

高足坐床更为清晰
.

从画而所绘人像

与床高的比例看
,

这种壶 门状足的床足约与人的膝盖等高
,

而且下没四 足床的高度
,

也与壶门

高足床的高度相同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表现世俗生活的 2 17 窟《 见子得医图 》 〔 ’ 3` ’ ,
以及 23 窟

法华经观音普 门品壁画中
` ’ 3 5 ) ,

人物 已采用在床沿垂脚高坐的新坐姿
。

同时
,

十六国北朝敦煌壁

画偶尔见到的束腰圆凳和方凳
,

在唐至五代敦煌壁画中可常见到
。

在十六国北朝敦煌壁画中
,

只在 西魏窟壁画 中发现 椅子 图一例
〔 ’
36)
,

而 唐五代第 1 9 6 窟
“ 川

、

第 10 8 窟
、

第 61 窟的壁画

中
“ ’ 8 ’ ,

都可看到椅子图象
,

而且其形制基本相同
,

用材较粗大
,

椅足颇类似建筑上所用的立柱
,

在靠背的立柱与横木之间
,

用一 个大护斗相承托
,

显然是吸收了木结构建筑的技术
` ’ 3 , ) 。

唐五代为适应人们垂脚高坐所用的桌子
、

几案
、

屏风等家具
,

也同样增加了高度
。

唐五代垂

脚高坐家具较多的出现
,

还反映在唐墓室壁画和绘画中
。

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
,

就坐在一个纹饰华美的束腰圆凳上
。

四 足方 凳形制
,

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和长安县南里王

村唐墓壁画中都可看到
` ’ 4 。 ) ,

而坐在 方凳上 的人物都是妇女
。

唐天宝 ( 7 4 2一 7 55 年 )年间
,

高力

士之 兄高元硅之墓
,

墓室北壁壁画中有
一男子垂脚坐在椅子

_

[
,

旁有侍女站立
,

这可能是 目前

已知我国非寺院的最早倚子图
`
川

’ 。

这 个椅子的形制
.

与敦煌莫高窟唐
、

五代壁画中所绘的倚子

的形貌基本相同
。

所有这一切
,

显示着唐中期到五代不仅垂脚坐较为普遍
,

而且坐具中椅子也

较多的出现
,

因而同时期 见于文献记载川
2 ’ 。

《唐语林 》卷六记
:

颜真卿在唐德宗建中四年 ( 7 8 3

年 )出使叛将李希烈时
,

颜 氏年 已 7 5 岁
“ ` 3 ’ 。

他为了表现 自己身体健康
, “

立两滕倚子相背
,

以两

手握其倚处
,

点足悬空
,

不至地 三
、

二寸
,

数干百下… …
”

。

唐 贞元十二年 ( 7 9 7 年 )
,

《济读庙北海

坛祭器碑 》碑阴刻有记录 当时所置器具 《杂器物铭 》 : “ 连心床一张
,

四 尺床八
,

绳床十 (内四椅

子 )
” “ “ ’ 。

日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 》卷一说
: “

十八 日
,

相公入来寺里
。

… …相公及监军并州郎

中
、

郎官
、

判官等皆 (坐 )椅子上吃茶
’

川 ` 几’ 。

此事发生在晚唐文宗开成三年 ( 8 3 8 年 )
。

《新五代史
·

景延广传 》称
:

延广向晋出帝 ( 9 4 3一 94 6 年 )所进器物有
“

椅
、

榻
,

皆裹金银
,

饰以龙凤
” 。

小床

发展为椅子后
,

一种全用木质制成
,

另一种坐部或背部用绳编成
,

但形制大体相同
“ ` 6 ’ 。

五代著

名的《韩熙载夜宴图 》中用的椅子形制
,

都有靠背
,

基本上 已接近今天正四足坐椅的式样
` 14 ’ ) 。

而

且《夜宴图 》中人物在椅子上的坐法
,

几乎都是垂脚坐
,

只有韩熙载一人脱鞋盘坐在椅子上
。

所

有这些表明
,

古代人们的坐具
,

由最早的席地而坐
,

到低矮的床榻上坐
,

此前皆为跪坐
。

再由床

榻 跪坐变 为胡床 垂脚坐
,

由坐胡床 而小 床
,

再 由坐 小床而演 变为坐 高足椅子
,

则多为垂脚

坐 ` ’ ` 8’ 。

魏晋南北朝是 由床
、

榻跪坐向胡床
、

小床垂脚坐的发展期
,

隋唐是由坐胡床
、

小床向坐椅

子的过渡期
。

中古汉人 由跪坐到垂脚坐的全过 程从魏晋开 始
,

至唐末五代 已接近完成
。

不过
,

《夜宴图 》中坐在床上的人
,

男的都是盘腿坐
,

妇女有盘坐的
,

也有跪坐的
,

这些显示着当时人仍

保留有古跪坐的遗风
。

中国古代人们的起居方式
,

主要可先后分为席地坐和垂脚高坐两个阶段
。

人们日用家具形

制的变化及主要陈设方式
,

乃是与上述两种起居方式相适应的
。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

中古汉人

传统的席地起居习俗逐渐被放弃
,

垂脚高坐 日益流行
,

至唐末五代垂脚高坐较为普遍
,

从而形

成新式高足家具的完整组 合
,

迫使传统的供席地起居的旧式家具组合退出历 史舞台
。

人们由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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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到垂脚坐
,

人体离地面而升高
,

有利于抗地湿和清洁卫生
,

大小腿伸成直 角
,

又有利于全身气

血运行
,

对中华 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或许有益
。

同时 为配 合高足椅随之而来的各式高桌 的出

现
,

以及椅凳的多样化
,

使人们居室陈设美观
,

生活舒适
,

这是古代文明的一种进步
。

如果象李

济先生所说
,

跪坐在 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

那 么
,

汉人普遍 由跪坐改为垂脚高坐

椅子后
,

使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在居室起居方面发生较大变化
。

但此后古代复杂的跪拜礼
,

仍是

祭天地
、

祀神灵
、

拜祖先
、

敬尊长的重要礼仪
。

中古汉人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
,

这种民族重大礼俗的改变是极其缓慢 的
,

由魏晋到唐末

大约经过 了八百余年的漫长岁月
。

如果没有胡床的外来
,

没有佛教徒枷跌坐和垂脚坐小床的广

泛流传
,

没有 国内各民族大融合
,

没有玄学兴起对礼教的抨击
,

没有文化思想上的开放融合浪

潮
,

总之
,

没有汉末以后国内外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所引起 的碰撞
,

从而唤起的人们精神上的

某种觉醒
,

便不可能由商周两汉汉人的跪坐
,

发展 为唐以后汉 人普遍的垂脚高坐
。

由此看来
,

李

济先生对古人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时间的假设
,

基本上接近历 史真实
。

关于跪坐被放弃原因

所作的结论
,

显然不够全面
。

汉人跪坐礼俗彻底改变后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居室文化
,

证 明我们

的祖先是在沿着吸收 消化外来 文化
,

改进创新传统文化的轨道上前进
。

① 李济《跪坐礴居与箕踞 》
,

见《李济考古 论文集 》上
。

② 《乐府诗集 》卷三八 《相和歌辞 》一三
。

③ 《汉书 》卷四 八《贾谊传决

④ 《文选 》卷五 一
: 《汉书 》卷

一

九下 《王傻传
、

)

③ 《朱文公 文集 》卷六 /以 杂著
一

跪坐拜说 》

@ 参考刘志远等著《 四川汉代画象砖与汉 代枕 会 》图版 七五
、

七 L
、

七
, \

、 , 、
六

_

⑦ 《后汉书 》卷八一 《 向栩传 》

⑧ 《 初学记 》卷 二五 《床 》
。

⑨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安徽马安 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 》
.

仗文物 》 19 8 6 年第 3 期

L 《世语
·

简傲 》第二十四
。

按 昭为王前一年
,

阮籍 已卒 但籍
“
不拘礼教

` ’

属实 见 、 三闰志
·

魏志 外卷二一《 阮龋 传
、注

引 《魏氏春秋 》
。

@ 《晋书 》卷四二 《王济传 》
。

L 图片见《文物 》 1 9 60 年第 3 期封面
。

L 《晋书 》卷七 八《陶回传 》
。

L 《世语
·

赏誉 》第八
。

0 《梁书 》卷一 七《张齐传 》
。

L 哎通鉴 》卷一四四 《齐纪 》中兴元年
。

@ 《世语
·

德行 》第一
。

L 《世语
·

赏誉 》第八
。

L 《晋书 》卷九O 《 良吏
·

昊 }诌之 传 》

L 葛洪《抱朴子
·

外篇
·

疾谬 》
。

⑧ 《南齐书 》卷 四《张融传 》
。

又 《晋书 》卷六六 《陶侃传 》称
: “
(侃 )恭而近礼

.

爱好 人伦
,

终 日敛膝危坐
” 。

@ 《梁书 》卷八 《昭明太子传 》
。

@ 《朱文公文集 》卷六八 《杂著
·

跪坐拜说 》
。

参见《管子
·

弟子联》 : “ 如 见宾客
,

危坐 乡师
”
又 之史记 》卷 一二 七《 日者

传 》 : “ 猎缨正襟危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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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L 《梁书 》卷二三 《宗室
·

长沙嗣王业附弟藻传》
。

L 《晋书 》卷五八《周访传附肤传 》
。

@ 《晋书 》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 》
。

LL 《魏书 》卷一 九中《任城 王云附顺传 》
。

L 《魏书 》卷九二 《列女
·

清河房爱亲妻 》
。

@ 《魏书 》卷 七四《尔朱荣传 》
。

参考 《通鉴 》卷一五四 《梁纪 》中大通二年
。

《北史 》卷四八 《尔朱荣传丫 御榻
”

作
“

御床
”

@ 《魏书 》卷四三《房法寿传附房景先传 》
。

L 《魏书 》卷 七九《鹿念传 》
。

⑧ 《北齐书 》卷一六 《段 荣附子孝言传 》
。

L 《周书 》卷一八《王 思政传 》
。

L 《全晋文 》卷三五应詹《上疏 陈便宜 》
。

L 《晋书 》卷九一 《儒林传
·

序 》
。

L 《晋书 》卷九 四《陷逸传
·

序 》
。

L 《世语
·

任诞 》第二三
。

参考 《晋 书 》卷 四九 《阮籍传 》
。

L 《世语
·

品藻 》第九

@L 《世语
·

任诞》第二三

L 《晋书》卷九一 《儒林
·

刘兆传 》
。

@ 《晋书 》卷 八二 《王长文传 》
。

⑥ 《晋书》卷九四 《卜当逸
·

郭 文传 》
。

L 《太平御览 》卷八八 《神鬼部 》引何法盛《晋中兴书 》 《晋书 》卷一一四 《符坚载记 》附 《王猛传 》作
’
`

踞胡床而坐
” 。

L 《晋书 》卷九四 《陷逸
·

史臣曰 》
。

L 《晋书 》卷三八 《平原王斡传 》
。

L 《晋书》卷五八《周访传附峡传》
。

L 《南齐书 》卷二六 《王敬则传 》

@ 见昊大激著《字说 》
。

@ 《通鉴 》卷一四 《汉纪 》文帝六年
。

L 《三国志
·

魏书 》卷三0 《乌 丸传 》
。

@ 《晋书 》卷九 七《四夷
·

肃慎氏 》
。

L 《晋书 》卷一二O 《李特载记 》
。

L 《魏书 》卷三六《李顺传 》
。

@ 《通鉴 》卷一二二 《宋纪 》元嘉 九年
。

L 《南齐书 》卷五 七《魏虏传 》
。

L 《陈书 》卷三五《陈宝应传 》
。

L 《隋书 》卷三一 《地理志 》下
。

@ 《晋书》卷二 七《五行志 》
。

@ 《三 国志
·

魏书 》卷一 《武帝纪 》注 引《曹瞒传 》 ; 《艺文类聚 》卷 七C )《服饰部下
·

胡床 》
。

@ 《晋书 》卷一 0 0 《苏峻传 》
。

@ 《南齐书 》卷二四 《柳世隆传 》
。

⑧ 《梁书 》卷一 O 《杨公则传 》
。

L 《梁书 》卷二八 《韦放传 》
。

@ 《梁书 》卷 四六《王僧辩传 》
。

L 《晋书》卷八六 《张重华传 》
。

@ 《晋书 》卷一二六 《秃发利鹿孤载记 》
。

L 《南齐书 》卷三一 《荀伯玉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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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齐书 》卷二 《神武纪 》下
。

@ 《北史 》卷一四 《后妃下
·

武成皇后胡 氏 》
。

L 《三国志
·

魏书 》卷二三《裴潜传 》注引《魏略 》
。

@ 《隋书 》卷八 C )《列女
·

郑善果母传 》
。

⑥ 《晋书 》卷 七三《庚亮传 》
。

L 《世语
·

简傲 》第二四
。

L 《南齐书 》卷三二 《张岱传 》
。

L 《艺文类聚 》卷四 四《乐部 》四引《语林 》
。

L 《世语
·

任诞 》卷二三
。

L 《三国志
·

魏书》卷一三 《苏则传 》
。

@ 《晋书 》卷 4 2《王济传 》 ; 《世语
·

汰侈 》第三 C )
。

国 《南齐书 》卷三九《刘班传 》
。

@ 《晋书 》卷六九《戴若思传 》
。

@ 《隋书 》卷五五 《尔朱敞传 》
。

函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

梁诗 》卷二三
。

挪 《通 鉴 》卷 二四二 《唐纪 》穆宗长庆二年
。

困 参考易水《漫谈胡 床 》
。

见《文物 》 19 8 2年第 0 ]期
。

@ 《贞观政要 》卷六
。

卿 《晋书 》卷九五 《佛图澄传 》
。

L 《北齐书 》卷三二《陆法和 传》
。

@ 按胡三省《通 鉴
·

注 》中所引程大昌 《演繁露 》卷一四讲交床和绳床的 区别时所指
“
绳床

” ,
乃胡 氏所 见元代人所坐绳

椅
。

显然这是唐中叶靠背椅子出现后
,

一种坐部和背靠部 用绳织的绳椅形制
,

它 同唐 中叶以前的绳床即胡床有别
。

唐代椅子出现后
,

绳椅和绳床 (胡床 )在文献记载上出现混乱
。

国 参考杨乱 《考古发 现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 》 , 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
。

L 曹桂岑《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 榻 》 , 见《考古》 19 6 5 年第 1 期
。

⑨ 《梁书 》卷五六《侯景传 》
。

函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一 )
。

参见易水 《漫谈胡床 》一文及附胡床图
,

见《文物 》 19 8 2 年第 10 期
`

L 此条资料由亲自参加邺城发掘的至友江达煌同志提供
。

该佛底坐后面有铭文
: “
夭统四年正月廿六 日弟子王景清信

女杜贵妃愿敬造 思维佛一区
” 。

L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一 )( 二 )
。

④ 参见《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 一 )
。

L 参见《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一 )( 二 )
。

( 1 00 ) 义净 《南海寄归内法传 》卷一
·

三 《食坐小床 》条
。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五四卷二 0 六页
。

( l引 ) 范泰《论沙门踞食表 》 , 见《弘 明集 》卷一二
。

( 1 0 2 ) 《弘 明集 )卷一二
。

( 1 0 3 ) ( 1 0 4 ) 《南齐书 》卷五 四《顾欢传 》
。

(一0 5 ) (南史 》卷七叮) 《郭祖深传 》
。

( 10 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
·

梁武帝》
。

( 10 7 ) ( 续高僧传 )卷六 (智藏传 》
。

( 1 0 8 ) 《广弘明集 》卷二四
。

( 10 9) 《洛阴伽蓝记 》卷三 《景明寺 》条
。

( 1 10 ) 《大唐内典录 》
、

《历代三宝记 》
、

《辩正论
·

十代奉佛篇》
。

参见汤 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十四章《佛教之

北统
·

北朝对干僧伽之限制 》
.

( 11 1 ) ( 1 1 5 ) 《太平御览 》卷 七( )六 《服 用部
·

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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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 )

( 1 13 )

( 1 14 )

( 1 16 )

( 1 17 )

( 1 18 )

( l ] 9 )

( 1 2 0 )

( 1 2 1 )

( 1 2 2 )

佛事件 》
。

( 1 2 3 )

( 1 2 4 )

( 1 2 5 )

( 1 2 6 )

( 1 2 7 )

( 1 2 8 )

( 1 2 9 )

( 1 3 0 )

( 1 3 1 )

《宋书 》卷六三 《殷景仁传 》

《陈书 》卷二 七《姚察传 》
。

《陈书 》卷三二 《谢贞传 》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一 )( 二 )
。

《宋书 》卷六二 《张敷传 》
。

《太平御 览 》卷 七0 六 《服 用部
·

床 》
。

宋书卷 七一 《江湛传 》 ; 《南齐书 》卷五三 《虞愿传 》 ; 《南 史 》卷五三 《梁武帝诸子
·

综 传 》 ; 《梁书 》卷二二 《南平王伟

传附恭传 》 ; 《南史 》卷五六 《鱼弘传 》

参 见《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一 )( 二 )

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 》下册第十章第三节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 卜四章《佛教之北统 》
:
王仲苹 《魏晋 南北朝 史 》下册 第十章第四节《北朝 的灭

《南史 》卷三四 《周朗传附周弘正传 》

《晋书 》卷九五 《王嘉传 》

《北史 ,卷 四 八 《尔朱荣传 今

《北 齐书 》卷三 七《魏 收传气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一 )( 二 )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三 )
。

波士敦美术馆藏 《支那画帖 少

汤 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史 》第十三章《佛教之 南统
·

陈代佛教》

《中国石窟
·

敦煌莫 高窟 ))( 一 )

( 13 2 ) ( 13 3 ) ( 13 4 ) ( 13 5 )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三 )

(」3 6)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一 ) 按 从家具 发展 整体考察看
,

椅子出现在西魏似嫌过早
,

不知此窟 时间判断有误

否 ?

( 13 7)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四 )
。

( 138 ) 《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五 )
。

( 13 9) 参考杨乱 《敦煌莫高窟与中国古代家 史研究之 二 一 公元 7一 10 世纪 中国家具的演 变 》打印稿

( 140 ) 见文物出版社所出 《李贤墓壁画 》八开封套装三十幅
。

叁考注 ( 1脚 )

( 1 41 ) 贺柱诚 《唐墓壁画 》以及附椅子图片 见《文物 》 1 9 5 9 年第 8 期

〔1 42 ) 参考王升魁 《 “

椅
”
字考源 》

。

见《福建师大学报 》 1 9 8 ! 年第 2 期

〔1 4 3 ) 按《旧唐书 》卷一二八
,

页 3 5 96
,

颜真卿唐兴元元年 八 月
一

三日被杀
,

年 7 7 岁 ; 又 《新唐书 》卷一五三
,

页 4 8 6 0
.

作年

7 6 《全唐文 》卷三九四
,

页 4 0 16
,

颜氏兴元元年八 月三 日被杀
.

年 76
; 又《 全唐文 》卷五

一
四
.

页 裂 2 3
.

颜氏行状
.

贞元元年八月二十 日被杀
,

年 77
、

《通 鉴 》颜 氏被杀 为兴元元年 八 月三 日
。

本 文从兴元元年被杀
,

年 76 说
。

’

飞4 4 ) 义金石苯编 决卷一
、 `

三
〔

按
“

内四椅子
’ ` .

原 用小号字附注绳床十后面

14 5 ) 转 引自黄正津 《唐代的倚 子与绳床的 见《文物 》 1 9 9。 年 7 期
_

14 6) 参考黄 正 建《唐代的椅子 与绳床 )
_

`

14 7) 故宫博物 院藏 了中国 呀代画帖 》

、

148 ) 魏晋南北朝 墓葬遗物中
、

有 三件凭几 (一为木质漆器
,

二 为陶 器 )
,

几 身扁平或扁圆呈弧形状
.

有三 个蹄形足
。

这

类 凭几在 卜
, 、 又国 化朝

.

当 为少数民族 贵族箕 坐时 靠背 用 汉 族统治者可 能在平时家人团聚 (非正式礼仪场 合 )

时
.

老 人或孕妇坐姿随便时 用以 休息凭 依 叁考安 徽省文物 考古研 究所么安徽 马安 山东昊朱然墓 发掘简报 》
,

见

《 文物 》 1 9 8 6 年第三期
。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 员会 《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 》
,

见《考古学报 》 1 9 5 7 年第一期
。

南京市

文物保管 委 员会 哎南 京老虎山晋墓 、 . 见《 考古 》 1 9气9 年第六期 洪晴玉 《关于冬寿墓的 发现 和研究 》
.

见《考古 》

1 9 5 9 年第一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