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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维修、移机。技术精、服
务好。电话：13409393627

精修空调

13782292225
搬钢琴，家具拆装。人民路18号

福祥搬家

好日子搬家
13782289632

温泉别墅
半价出售

位置许昌东，疗养胜地，花都温泉
两层洋房别墅268m2，花园150m2，
半价出售，依景傍湖，无纠纷，可办房
产证。联系电话：13803746930

兴业路中段，钻石悦 K 楼

下，新太阳幼儿园北临一层，2间

282平方米，旺铺出租。联系电

话：13903744930（张先生）

门面房出租

食品厂诚招
男女普工数名

（月薪3000一4000元）
地址：北环路与劳动路交叉

电话：15290906952

专业维修、移机、冲昂、
清洗，收售二手空调

精修空调

电话:13137888550、15188538243

SS尚氏家政
企事业单位、

家庭室内外保洁，

门头、抽油烟机清

洗，地板打蜡，纱窗

更换，招聘月嫂、保

姆、育婴师、护工。

电话：7333888

钢构厂急转
长葛于井钢材市场东门

向 西 200 米 路 南 ，厂 房 1100
平方米，全部机器设备、存货
及办公、生活设施手续齐全，
正常生产经营中，上下游客
户稳定，业内口碑好。现因
家庭因素忍痛打包转让，接
手就能挣钱。

电话：13323742538

欢迎刊登声明、
公告、求职、招聘、

家政等信息

广告咨询电话：0374-4396818
地址：许昌市龙兴路与八龙路交叉口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就寝几
乎都离不开枕头。那么，“枕头”一
词是什么时候由谁命名的呢？

据说，这与三国时期的曹操有
关。

有一天，曹操在军帐中挑灯夜
读，三更时分犯困，身旁的内侍请
他上床休息。床上几本木匣兵书
一 时 没 地 方 存 放 ，内 侍 就 随 手 并
排 摆 放 于 床 的 一 端 。 曹 操 太 困 ，
稀 里 糊 涂 地 枕 着 木 匣 兵 书 睡 着
了，而且睡得很香。见状，这名聪
明的内侍就依木匣的形状用软物
做了一种垫头用具呈给曹操。曹
操问此物何名，内侍只答是垫头之
用 的 卧 具 ，曹 操 就 将 此 物 命 名 为

“枕头”。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枕，卧所荐首者。从木。”由此可
见 ，古 代 最 常 见 的 枕 头 是 木 质
的。

汉代之前，民间枕头多为竹、
木 所 制 ，西 汉 出 现 了 漆 枕 和 丝 织
枕 头 ，甚 至 出 现 了 用 天 然 香 草 做
的枕芯。唐宋时期，陶瓷枕盛行，
明清以后，纺织印染业发达，枕头
又逐渐变软，并且更加丰富多彩起
来。

现代的枕头都是以“软”为卖
点 ，为 什 么 古 人 偏 偏 要 睡 硬 枕 头

“自虐”呢？
原来，硬枕大兴于隋，这是因

为隋开创科举，寒门学子纷纷挑灯
夜读，困了就在圆木枕头上眯一会
儿，一旦熟睡稍有偏动，就会滑落
而惊醒，因此，它又叫“警枕”。

除了警醒自己不要贪睡外，古
代硬枕还有两种功能：一是降温，
睡觉时不是后脑勺枕在枕头上面，
而是脖子枕在上面，不但凉快，还
能保护发髻不乱；二是健康，在古
人看来，三寸高的枕头有助于延年
益寿，四寸高的枕头可让人高枕无
忧，因此有“无忧四寸长寿三寸”这
一俗语。

宋金三彩枕：古人的“消暑神器”
□ 本报记者毛迎通讯员吴艳丽刘怿娴

夏天到了，人们习惯使用空调、电扇等电器消暑降温。那么，在没有电的古代，人们怎么度过炎夏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古人的
“消暑神器”——陶瓷枕。

在古装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古人枕着又高又硬的陶瓷枕。陶瓷枕是一种枕头，是中国古代陶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
种。许昌博物馆收藏着多件精美的陶瓷枕，和记者一起去欣赏一下这种带着“高冷范儿”的古代生活用品吧！

阅读
提示

宋金三彩枕造型多样1
许昌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文利表

示，中国古代的枕头最早是用天然石块
制作的，以后又逐步扩大到使用木、玉、
铜、竹、瓷等材料。其中，以陶瓷枕的数
量最多，应用最广泛。

“陶瓷枕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一种陶
瓷器具，宋代制瓷业高度发达，普通百
姓也能用得起陶瓷枕。宋金时期的三
彩器顺承了唐代三彩器的功能，以生活
用品和陪葬品流行于世，其制作工艺精
美 ，造 型 、装 饰 题 材 和 纹 饰 都 很 有 特
色。”陈文利说。

许昌博物馆收藏的宋三彩刻画牡
丹纹腰圆形枕（图 1）高 9 厘米，长 24.3
厘米，宽 16 厘米。枕面前低，后墙及两
侧稍高，前墙明显内曲，后墙外凸，两侧
呈圆弧形。枕面四周施绿釉，中心施黄
地绿叶褐色折枝牡丹花；枕墙施褐色
釉，底无釉，后墙中间有一排气孔。

宋绿釉印花束腰枕（图 2）高 9.5 厘
米，长 16.3 厘米，宽 9.5 厘米。枕左右两
端为正方形，其余四面均内凹。内凹的

四面各模印有折枝花两朵，左端有一圆
形透气孔，右端有三个支钉痕，由此可
知该枕采用竖置烧制法。

金黄绿釉印花元宝形枕（图 3）高
10 厘米，长 17.2 厘米，宽 10.5 厘米。枕
面呈圆弧形，两端翘起，中间下凹，枕墙
上宽下窄，平底。枕面施黄绿釉，四周
施黄釉，底无釉。枕前后墙随形开光，
开光内各有一犬，飞奔于花草丛中，犬
以浅浮雕的手法雕刻；两个侧面饰团
花，其中一侧正中有一小圆孔。

宋代陶瓷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陶
瓷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造型有长方、
正方、银锭、腰圆、八角、孩儿形、美人
形、瑞兽形等多种。但不管哪一种器
形，陶瓷枕都是中空，两端或中段预留
有窗花式气孔，使之通风散热。而且，
陶瓷枕多设计成内凹的形态，两端略
高，形成一定的弧度，让头部枕靠时更
为舒适。这些人性化设计，与陶瓷枕的
不同造型完美结合到一起，在美观性与
实用性上达成了和谐统一。

陶瓷枕是古人的“消暑神器”2
“谈陶瓷枕，离不开宋枕。宋代陶

瓷枕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不仅器形较
前代有所增大，而且装饰技法也突飞猛
进，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纷纷采
用，极大丰富了陶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
性。因其原材料便宜，工艺成熟，陶瓷
枕逐渐成为两宋至金最为普遍的枕头，
是当时深受人们喜爱的‘消暑神器’。”
陈文利说。

北宋诗人张耒在《谢黄师是惠碧瓷
枕》中写道：“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
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
泥丸惊。”对于陶瓷枕的消暑功能赞赏
有加，也印证了古人用陶瓷枕消暑的事
实。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很著名
的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
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
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
黄花瘦。”这里提到的玉枕就是青白釉
瓷枕。

在河南安阳，隋代开皇年间的张盛

墓出土的瓷枕，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早
的瓷枕实物。早期的瓷枕以小款居多，
如张盛墓中出土的瓷枕长度只有 3.9 厘
米。随着时间的推移，瓷枕也变得越来
越大，唐代的瓷枕已有 15 厘米，唐晚期
到五代初期演变为 20 厘米左右，宋金
时期瓷枕的长度达到了 30 厘米，元代
已经出现了 40 厘米长度的瓷枕。关于
陶瓷枕大小的演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
是陶瓷枕从明器开始变为人们实际使
用的日用品的证明；也有说法认为，早
期出土的小型陶瓷枕实际为诊脉用的
脉枕。虽然说法不一，但陶瓷枕进入古
人生活，成为一种日常避暑用品是毫无
疑问的。

古代陶瓷枕的装饰手法按照不同
朝代、不同产地也各有差别。唐代和五
代以前的陶瓷枕多以模印、细划绞胎等
为主；宋金时期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
现了更为复杂的装饰手法。随着陶瓷
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
不断改进，陶瓷枕所展现出的艺术成就
也越来越辉煌。

“枕头”一词
竟是曹操命名？3

宋三彩刻画牡丹纹腰圆形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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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宋绿釉印花束腰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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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绿釉印花元宝形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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