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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出土文物和密教文献，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

盐台和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进行了考证。发现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并非

茶具，而应放在密教法事用盐的背景下去认识。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并不一

定是吃茶用，其功能也可以从密教用盐的角度重新审视。最后讨论了一个方法论

问题，即考古学器物考证应首先从器物的初始制造背景——起源点开展考证，器

物考证应以内证（器物自身信息）为主，外证（历史文献信息）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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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盐业考古起步较晚，盐业考古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近十几年

来，通过国际交流与专题盐业考古项目的推进、制盐考古遗址的发现，我国在很

短的时间里缩短了与国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差距，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盐业考

古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中非常富有潜力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②。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盐业考古的主要着眼点为制盐遗址与制盐工具的研究，

并结合中国古代盐政制度，从盐业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军

事等诸多领域进行解读③。但制盐业、盐政之外的生活使用盐器具的考古研究涉

猎甚少，在我国考古发现中，可以确定为盐器具的器物均发现于唐代法门寺地宫

遗址，它们是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与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前者在一同

出土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

衣物账碑》（以下简称《物账碑》）中被明确记录为“银盐台”，后者在其三足

架錾刻的铭文上被明确命名为“银金涂盐台”。 

这两件器物在《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均归类为茶器具，特别是摩竭纹蕾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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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架银盐台长期以来被视为唐代吃茶加盐时所用茶器具，是唐僖宗恩赐给佛门

的一套唐代宫廷茶器具之一①，之后学界对其功能和详细考证处于停滞状态，转

向了在唐代茶文化和宫廷成套茶器具的背景下展开器物赏析②；而盘丝座葵口素

面小银盐台迄今为止除器物描述并依据定名将其视为放盐器物外，没有相关的分

析和考证，此情况在该器物外展的说明牌信息上得以体现③。 

最后，本文并没有停留在就器物而论器物的层面，而是反思了古器物考证的

认识论问题。 

 

二、唐代密教与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 

（一）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简介 

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共出土 3 件（编号 FD5:042-3~5）。盐台口为五

曲葵形，浅腹，平底。腹壁竖錾五条凸棱，盐台座以银丝盘曲三圈，与台底相焊

接。通体光素。口径 8.7 厘米，FD5:042-3、4、5 高分别为 6.2、6.5、6.1 厘米，

重分别为 75、76.5、85 克。④盘丝座不仅具有支撑功能，也具有类似弹簧座的功

能，随着托盘的重量增加会出现收缩情况。 

 

图 1：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共三件） 

《物账碑》对智慧轮布施的器物记载如下：“金函一，重廿八两；银函一，

重五十两；银阏伽瓶四只，共重六十两；银阏伽水碗一对，共重十一两；银香炉

一，重廿四两；银盐台三只，共重六两。已上遍觉大师智慧轮施。”⑤《物账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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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非常明确，包括三只银盐台在内的六种器物为晚唐密教高僧智慧轮①所施。

阏伽有功德、功德水等意，阏伽瓶从字面上就可知为密教法器。此外，基于智慧

轮所施的金银函上的铭文信息，金银函的生产时间是咸通十二年，且刻意为真身

舍利敬造②。既然银盐台亦为该僧所施，所以很有可能与唐代密教法事有关，且

可能是为了此次迎奉舍利活动特制。在密教相关经文中，明确提到了盐的使用。 

（二）从盐与密教关系的角度看小银盐台的功用 

在基督教文化中，《圣经》中以盐的功能明确比喻了基督徒在世上的功用③，

盐和面包成为基督教仪式中的组成部分。我国《史记》《周礼》中亦有以盐祭祀

的记载，唐代以河东池盐和海盐作为祭祀用盐。唐代的官方宗教为道教，盐在道

教的外丹术中有明确的使用记载，特别在唐代道教医疗方面，盐被用作咒禁之术

的除晦之物，以祛除病患身上的晦气④。与道教类似，盐在密教中也有广泛的使

用。 

其一，盐作为密教医疗的药物。较早的晋代失译《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

神呪经》即提到用咒语加持盐、鸡子黄等治疗恶疮：“恶疮鬼名破波罗……呪五

升水三遍，着半鸡子黄、许盐、梁上尘、釜底黑尘墨各一掌许，煮七回，三遍呪，

煮竟亦三遍呪。于日初出时，七遍洗疮七遍呪。”⑤这种医疗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此处治疗恶疮的关键是驱除恶疮鬼。唐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云“若

患腹痛，真言红盐汤与令饮服，则便除愈。”⑥认为咒语加持后的盐水可以治疗

腹痛。 

其二，盐作为密教护摩的供物。护摩，梵语 homa，又称火供，本是古印度

外道往火中投入供物来供养神灵的一种祭法，后为密教采用。《大毘卢遮那成佛

经疏》云，佛未成菩提前，“未了火之自性及其业用，以不知故，当知尔时所作

之事，不名善作，亦不得名为护摩，非行非业，亦不得其果。及我成菩提时，方

了火之自性及彼方便作果等。所谓火之自性者，即是如来一切智光也。……我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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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正觉，无所晓知，略说如上四十四种火法，广则无量，如韦陀典中具明。今

成正觉，复说真慧之火十二种法，所谓能成大事，除尽一切垢障之暗而成大事，

不同往昔邪道非法之行也。”①护摩作为密教的重要修法之一，可以达到息灾、

治病、驱鬼等诸多目的。盐是密教护摩中常见的供物，兹略举数例： 

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呪白芥子、盐一千八十遍，摩自身心，呪

一遍一掷火中，准前作法满七日已，一切横病、一切横障、一切官事、口舌等事

悉皆消灭。”②盐和白芥子经常一起作为供物，在护摩中起到重要作用。唐菩提

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云：“若紫橿木燃火，白芥子、安悉香、黑芥子、

盐、蔓菁油护摩，一切毘那夜迦并及种族一时驰走不能为障。”③毘那夜迦是一

种经常跟随人为障难之事的恶鬼，以盐等做护摩可以保护修行人不被其干扰。此

经又提到“若有他贼侵乱国土，净浴身服……又以萨跛皮、供养残华、白芥子、

盐、黑芥子油加持护摩，彼等兵众当为风雹损害退散。”④以盐等做护摩有退散

敌兵的效果。 

开元三大士所译经中皆提到包含盐的护摩法，如善无畏译《苏悉地羯罗供养

法》：“其护摩物，谓莲花、酪饭、酥乳、胡麻及蜜芥子、盐……”⑤金刚智译

《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又取黑盐护摩，能召一切天，随名呼之，能

满所求事。”⑥不空译《金刚恐怖集会方广轨仪观自在菩萨三世最胜心明王经·疗

一切病品》：“又寒热一日二日乃至四日等病，盐和三甜，护万遍。然取此灰加

持七遍，点病人额上，即愈。”⑦盐在护摩中也有治病的作用。此经《成就心真

言品》有偈云：“由护摩盐故，那哦皆敬伏，一切鬼魅病，见触皆自除。”⑧在

密教召神、愈病、驱鬼等诸多用途的护摩中，盐或单独为用，或与胡麻、酥乳等

同为供物，是这些护摩中经常使用的重要物品。 

智慧轮作为晚唐很有影响力的密教高僧，对护摩法必定非常熟稔。再结合《物

账碑》的记载，智慧轮供养的银盐台与金函、银函、银阏伽瓶、银水碗、银香炉

并列，其他数种都是佛教法器，并非茶具，独盐台为饮茶之物，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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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中护摩与舍利信仰也有联系。不空译《圣迦抳忿怒金刚童子菩萨成就仪

轨经》卷二数处提到在舍利塔前安本尊像的护摩法。“我今复说作先行法。于舍

利塔前安本尊像，于三月十五日涂坛，随力供养。取沈香、搵酥、蜜酪，昼夜掷

火中护摩，一诵真言，一掷炉中。若道场中幡花摇动，持诵者当知即有效验。即

于晨朝供养三宝，七日内获得财宝丰饶，所求荣官皆得称意，及得金银珠玉七宝

等。”①“又法于有舍利塔前安本尊像，若俗人应受八戒，于像前广设供养，以

遏迦木然火，取佉陀罗木长十指，两头搵酥，从白月十四日起手护摩，至十五日，

每日用佉陀罗木一千八段，诵真言一千八遍，一遍一掷火中。设令破戒坏行，所

为所作尚得成就，何况清净具戒行者。”②“又法于有舍利塔前安本尊像，取佉

陀罗木然火，取莲华三万茎，诵真言一遍一掷于火中，满已则见本尊现前，即献

阏伽供养，所愿皆满。”③这三种护摩皆有所求满愿的效果。最有意思的是第三

种，以莲花三万茎护摩，满已本尊现前时，“献阏伽供养”。法门寺地宫中智慧

轮所供四个阏伽瓶分置于后室四角④，且瓶底有墨书“东”、“南”、“西”、

“北”⑤，或许当年智慧轮在舍利塔前作此护摩，之后将阏伽瓶放置于地宫四角，

用于供养、守护舍利。虽然盐不曾在这些护摩中出现，但有与舍利塔相关的护摩

则经有明文。结合上文所述盐在护摩中有广泛使用的情况，可能盐台，乃至阏伽

瓶、银水碗、银香炉皆是智慧轮护摩所使用的法器。吕建福《法门寺出土文物中

有关密教内容考释》一文提出“舍利入藏时，在地宫进行过密宗的舍利供养法仪

式”⑥，“从供养坛场看，前、中室成长方形，而后室呈方形，与密宗供养法中

的护摩坛场相同。”⑦即法门寺地宫可能是与供养舍利相关的护摩坛场。而据《圣

迦抳忿怒金刚童子菩萨成就仪轨经》舍利塔前安本尊像行护摩的记载，智慧轮所

供阏伽瓶、银盐台、银水碗等器物可能用于护摩，但此护摩未必是在地宫中进行，

可能是在舍利塔前安本尊像行之，而后将护摩中所用法器放入地宫，用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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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舍利。 

综上，此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并非茶具，而是密教法器，其中所盛盐并

非茶道用盐，而是密教仪式的用品，很可能是护摩中的供物。 

另外，密教法术中所用的盐有种类之别。如义净译《曼殊室利菩萨呪藏中一

字呪王经》云“若患宿食不消，腹中结痛，上变下泻，癨乱畏死者，可取乌盐或

先陀婆盐或诸杂盐类，呪之七遍，研碎煖水，令服便差”①，将盐分为乌盐、先

陀婆盐、杂盐三类；天息灾译《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云“若患气

病及泻痢，青盐或红盐或别盐加持七遍，然喫此盐，彼病立差”②，分盐为“青

盐”、“红盐”和“别盐”（其他盐）。智慧轮所供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有

三个，下文提到的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顶部莲蕾造型处与中部台盘均可打

开，可能是在密教仪式中用于存放不同功能和颜色的盐。 

 

三、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并不一定是吃茶所用盐的容器 

该器物通高 27.9，盖高 11.2，盘高 1.6，架高 15.8，盘口径 7.8，腹深 1.5 厘

米，重 564 克。钣金浇铸焊接成型，纹饰平錾，模冲鎏金。由盖、台盘、三足架

等组成。盖上有莲蕾捉手，中空，有铰链可开合，与银筋焊接并与盖相连。盖心

饰团花一朵，盖面饰摩竭四尾，盖沿为卷荷。三足支架与台盘焊接相连，支架以

银筋盘曲而成，架中部斜出四枝，枝端有摩竭铸件二、智慧珠三。珠下且有莲蓬

座，珠周有火焰纹，座下衬以团花。三足架上錾刻：“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金涂

盐台一只，并盖重一十二两四钱，判官臣吴弘悫、使臣能顺。”③ 

                                                             
① 《大正藏》第 20 册，第 781 页。 
② 《大正藏》第 20 册，第 865 页。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图 2：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 

结合《物账碑》记录和器物铭文，与最新对“一副七事”的破解①，以及一

些研究，如过去被证为是茶笼，但是结合埋藏学考证，能够明确定为茶器具的只

有四件，分别是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团花纹银碢轴、鎏金鸿雁流

云纹银茶碾子、鎏金蔓草纹长柄银匙。②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长期以来也被

认为茶具。③从该器物的形制来看，在吃茶时使用该器物盛放吃茶用的盐、姜、

椒等在功能上是可行的，在今天法门寺博物馆大唐茶宴表演中，该器物依旧用作

盛放吃茶调料的容器。但是，器物考证的首要出发点是器物生产时的最初功能文

化指向，而非今天我们结合造型判断认为可能的功能。而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

的铭文恰巧能够提供器物生产时的最初功能文化指向相关信息。 

对四件明确考证为茶具的器物与该盐台的铭文信息进行整理后，会有如下发

现： 

                                                             
①同上。 

②同上。 
③如韩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文物》，1988 年 10 期；孙机《法门寺出土

文物中的茶具》，《文物》1988 年 10 期；张高举《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看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文博》1993 年第 4 期；刘文娟《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具名物研究》，云南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高桥忠彦《唐代饮茶与法门寺出土的茶具》一文虽提到“法门寺出土的三足架银盐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

明是饮茶时的用具”，但仍然认为“极可能是饮茶时用的盐台”“可看作《茶经》‘四之器’所谓‘鹾簋’

（瓷质带圆盖的盐坛）”，见(日)高桥忠彦著，王竞香译《唐代饮茶与法门寺出土的茶具》，法门寺博物馆

编：《法门寺博物馆论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第 320-321 页。 



 

表 1：茶器具与盐台铭文信息整理表 

《物账碑》

器物名 

生产日期 皇 家 编 号

序列 

花 纹 装 饰

特色 

铭 文 中 是

否与“茶”

相关 

是 否 有 个

人归属 

茶罗子 咸通十年 十九号字 道家仙人驾

鹤 

是 均有“五哥”

划文（唐僖

宗小名） 碾子 咸通十年 十七号字 如意云纹 否 

茶槽子 咸通十年 十六号字 鸿雁流云纹 是 

匙子 无 无 蔓草纹 否 

盐台 咸通九年 四号字 摩竭纹、火

焰纹、智慧

珠、莲花 

否 否 

从生产日期、皇家编号、和“五哥”划文来看，可以简单推导出茶罗子、茶

槽子、碾子均为咸通十年生产的同一批器物，与匙子均属“五哥（唐僖宗）”之

物，结合《物账碑》关于茶器具“一副七事”的记录和解读，这四件器物均为茶

器具无疑。而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从皇家编号和生产日期早于上述茶器具，

且纹饰采用了非常具有佛教特色的摩竭纹。摩竭纹是在南北朝时期随佛教东传进

入中国的，从南北朝起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西来的摩竭形象经历了

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流行于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摩竭鱼本无翅膀，唐初的摩竭纹样

尚且维持了这一特征，中晚唐时期的摩竭纹鲤鱼化，出现了强壮的双翼①，该盐

台上的摩竭纹也具备中晚唐摩竭纹中外文化融合的上述特征。此外，该盐台还用

了智慧珠与莲花造型这种佛教色彩浓厚的装饰，所以结合上述特征，该盐台最初

制造时的功能指向很可能与佛教有关。再结合法门寺博物馆最新元素分析结果，

银盐台的为 18K 银，其它四件器物为 20K 银，也能充分证明二者的生产序列为两

个批次。 

综上，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与那四件茶具不同，并不一定是吃茶所用盐

的容器，其最初制造时的功能指向当与密教有关，可能是密教护摩或医疗中所使

                                                             
① 潘飚，王娇：《唐宋时期佛教纹饰之发展——以摩竭纹为例》，《中国民族博览》，2019 年 02 期。 



用的盐台。其顶部莲蕾造型处与中部台盘均可打开，或许是为了在密教仪式中用

于存放不同颜色和功能的盐。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出土文物和密教文献，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

台与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进行了考证。发现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作为密

教高僧供养的法器，并非茶具，而是密教法事用盐台。又从与确定为茶具的四件

器物生产批次不同和纹饰佛教色彩浓厚等角度发现了摩竭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

的初始制造功能并不一定为吃茶用盐容器，而可能也与密教有关。即，两个器物

均可放在盐与密教仪式的背景下去认识，尤其是小盐台，其功能当是在密教护摩

中盛放盐。 

（一）对器物考证的反思——起源点作为考证的基点 

与其它文物研究类似，法门寺器物的考证亦有很多争议，如本文涉及的摩竭

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茶文化专家认为用来放吃茶时的盐，秘色瓷也可以用来吃

饭、喝酒、供佛、喝水等等。但是该类认识均是今天的可能功能认识。笔者认为

器物考证所考的是器物最初制作、使用的文化功能意义。这就预设了器物有一个

最初的制作目的和功能指向。 

研究预设是否正确恰当，对古器物考证的影响巨大。提前预设古器物有一个

最初的制作目的和功能指向，也许在一些民间器物考证中会产生误导，举例来说，

一个民窑的碗制作的初始目的也许仅仅是商业用途，但购买者确实可以用它实现

多样功能。但是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皇家器物由于是唐皇室定制生产，社会地位

越高的阶层对于器物的专门性和使用情境的专业性要求越高，所以该预设是适合

用于法门寺器物考证的。 

起源点处考证也并非仅仅涉及功能，如法门寺的秘色瓷与琉璃器，从功能上

讨论这两类器物的起源点意义不大，但是秘色瓷在起源点处的制作的目的是皇家

贡瓷，皇室专用；琉璃器在唐代为阿拉伯国家向皇室的朝贡物品，但是在舍利供

奉仪式中其文化指向转变为皇室向佛门恩赐的皇家珍宝①。理解了初始文化情境，

对于功能细节的考证则无需过度纠结。 

                                                             
① 陈锦航：《供养与恩赐——对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再认识》，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86 



（二）器物考证中内证与外证的关系——内证为主，外证为辅 

内证与外证的考证思路是巫鸿最早提出，并在他的空间美术研究中充分使用

了这个研究方法①。结合本文的研究，笔者做出以下总结： 

 

表 2：古器物考证内证与外证的关系表 

内证 外证 

名物、铭文、纹饰、材料、同时出土物、

埋藏学、空间位置等信息 

历史文献背景信息 

内证为主，外证为辅。先内证，再外证，内证明确了外证历史文献的范围。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献记载丰富的国家，传统的历史考古学者与文博研究者多

依靠史料文献信息，进行外证。但是史料文献仅仅提供可能的考证方向与文化范

围。如我国古文献中，既有吃茶用盐，又有宗教用盐。研究者若仅凭个人偏好，

向某个方向去找文献证据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可能带来的误判亦非常容易发生，

两类盐台过去之所以被默认为是与吃茶相关的盐容器，主要原因是茶文化研究的

火热，使得研究者仅关注与茶相关的古文献，这是由于考证研究中忽视内证证据

信息和对密教用盐欠缺了解造成的。综上，在古器物考证中应坚持内证为主，外

证为辅。先内证，再外证，内证明确了外证历史文献的范围，应在明确范围之后

再仔细研读相关历史文献。 

（本文删节版以《银盐台考》为题发表于 2023 年第 8 期《收藏与投资》，此版

本注解期刊编辑有误，以此文为准） 

                                                             
① [美]巫鸿：《“空间”的美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