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箱：2079656346@qq.com

晒宝

2017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勇 版式策划：刘文强 制图：刘文强
6

三龙三凤镜
□李训刚

此件战国三龙三凤镜（如图）整面龙
凤纹饰，祥云缠绕，为五弦钮，直径 23 厘
米，缘厚 0.9 厘米，重 975 克。战国铜镜包
浆自然，黑漆古造型漂亮，代表了那个时期
的铸造工艺水平。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
鲜明特征，一个时代会留下一个时代的历
史痕迹。战国时期铜镜的纹饰区域满地子
纹、浅浮雕、钮弦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
征和痕迹。这面战国三龙三凤镜就是这
一时期的代表之作。

此镜主纹饰区域满地子菱格型云雷
纹，浅浮雕三龙三凤。龙口大张，威猛无
比。龙角远伸与凤尾相勾连，龙四爪腾起
强劲有力，又似腾云驾雾之态，极为生
动。凤口衔一束鲜花，单爪独立，一爪腾
空紧紧抓住从浅浮雕开口菱形处分体而来
的龙身，似腾飞状，极具灵动感。三处菱格
纹套菱格纹，将龙凤合理地分配在三个区
域范围之内，互相缠绕，相互连接，似一幅
极具欣赏力的浮雕画。

此镜以镜钮为中心，按九个区域向外
扩大辐射，第三区为绳纹，其余为旋纹。喻
九九归一之含意。不仅雕工一流，而且版
模首屈一指，可见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和雕刻水平是多么的娴熟和精到，今人叹
为观止。镜面大气磅礴，龙飞凤舞，神态一
目了然，给人以极其开阔的想象空间。似
三条巨龙与三只美丽的凤在天空中飞翔和
追逐，又像在天空中载歌载舞。让我们遥
想当时的先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一派
盛世景象。此件战国三龙三凤镜目前珍
藏于河南博物院。

青铜时代

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唐三彩”是耳熟
能详了，但若是提到“辽三彩”（如图），恐怕
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辽三彩和唐三彩
一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均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公元 907 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
大的政权——辽，这个由契丹民族建立的政
权吸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创造了富有民族
特 色 的 灿 烂 文 化 。 这 其 中 就 包 括“ 辽 瓷 ”

（陶）。辽代烧制的各种陶器，由于受当时的
材料、工艺等影响和制约，尚属于一种低温
彩色釉陶制品。这些陶制品多用黄、绿、褐
三色釉，且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技法，故史
学界、考古界称之为辽三彩。

辽三彩最早烧制年代始于何时，目前国
内尚无确切证据可考。但从有确切年代的
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发现在辽穆宗应历年

（公元 951 年~公元 969 年）以前就已有了黄、
绿单色釉陶器，可以断定这时已经有三彩陶
器。辽三彩承袭了唐代传统，是接受唐三彩
传统的一种低温瓷式釉陶，胎质粗而较硬，
呈灰黄白色或淡红色。

虽然都是由三彩绘成，但辽三彩和唐三
彩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胎土不同；唐三彩中
有蓝色，辽代三彩中没有；辽三彩的施釉没
有交融感，釉面缺少斑驳华丽的感觉，而唐
三彩则弥补了这些缺憾。

相对于唐三彩，辽三彩具有其独特的四
个特点：

一是注重民族性。辽三彩的器型普遍
较小，鲜有唐三彩中的骆驼那么大的器型。
常见的器型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
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
形碟等，近年来也出土了少数较大的佛像。
这些器型的纹饰、造型等均具有浓郁游牧民
族生活气息和强烈浓重的契丹民族特色。

二是注重实用性。辽三彩的器型多以
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更侧重于实用性，其器
型基本上考虑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如辽三
彩中常见的马蹬壶、葫芦穿带瓶、印花卉纹
扁壶、口部外翻的大罐等器型，都便于当时
的人们日常携带和迁居搬挪。

三是注重艺术性。辽三彩烧制技术独
树一帜，瓷质精细，莹润如脂，平滑光亮；釉
色斑斓，色泽鲜艳，挺拔俏丽。纹饰精良而
奇巧，采用划花、印花和贴花三种艺术手法，
纹样以花草虫鱼为主，尤以牡丹、莲花、宝相
花、蜂、蝶、水纹、草花纹、双鱼纹为多见。其
精彩、精湛、精良的纹饰，在中国陶瓷史上占
有重要席位。

四是注重创新性。辽三彩在造型上不
落窠臼，大部分器型突破了前朝的体例，充
分体现了契丹民族粗犷豪放、不拘一格的风
格。器物饰纹颇具动感，增添了器物的艺术
美感。同时，辽三彩的器物上大都带有鼓钉
纹、双系等装饰，较之前朝的三彩器具，更具
美观和厚重。

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辽三彩鱼
形壶，是辽三彩中分量较重的作品，此壶高
15 厘米，口径 5 厘米，底径 7 厘米，壶为鱼形，
鱼嘴为壶流，背部有一喇叭状菊花形注口，
鱼背一侧为提梁。鱼腹下饰一荷叶，托举整
个鱼体，底部为平底实足，施黄、绿、白三色
釉彩。整体造型饱满，鱼似在摇首摆尾，喷
吐水花，一副悠然自得之态。此壶集模印、
贴花、堆塑、刻划于一体，制作难度较大，为
辽三彩中的精品。 （钱国宏）

草原珍宝档案

□郑承燕

摩羯纹鎏金花口银盘（如
图），口径 14~19.8 厘米、底径
8.9~13. 5厘米、高 3.8厘米，重
250.2克，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
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该银盘为菱形，立折口，
每个菱角处为一对凤团花纹，
盘口沿为一圈联珠纹，盘内底
部錾刻一圈宝相莲瓣纹，中间
两只摩羯，首尾相对，两摩羯
围绕一云团，摩羯外部有四个
云团。器底錾刻波浪纹。

摩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
鼻、利齿、鱼身的动物，又称摩
竭、摩伽罗等。有人认为摩羯的
原型为鲸，也有人认为摩羯形象
源于鳄，或由鱼、象、鳄三种动物
特征组合而成。在佛教传说中，
摩羯是一种体形巨大、性情凶恶
的怪鱼。《慧林音义·四十一》云：

“摩竭，海中大鱼，吞陷一切。”
《法苑珠林·十》云：“如《四分律》
说：摩竭大鱼，身或三百由旬、四
百由旬，乃至极大者长七百由
旬。故《阿含经》云：眼如日月，
鼻如太山，口如赤谷。”

现知最早的摩羯纹大约
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此后一
直在印度流行。印度寺院建
筑塔门上多饰有摩羯纹。随
着佛教艺术的西传，摩羯纹大
约在东汉传入我国。中国的
一 些 龙 纹 本 身 就 有 象 鼻、巨
口、利齿等特征，印度摩羯的
头部极易被中国人误认为龙
头，于是摩羯纹的形象也就与
鱼龙变纹相互联系起来，印度

摩羯纹的中国化与中国鱼龙
变纹的摩羯化，使两种纹像易
于混同。今传东晋顾恺之《洛
神赋图》中，洛神所乘辂之两
侧，均有一猪鼻、巨口、利齿、
长鳍的怪鱼相伴飞行，这当是
中化摩羯纹的早期形象。隋
开皇二年下葬的李和墓石椁
盖顶沿边所刻饰环之中，有一
象鼻、张口、利齿的怪兽形象，
亦属华化摩羯之类。唐代是
我国文化开放的黄金时代，对
于外来文化中的艺术形象采
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唐代又是
佛教极盛时期，加之摩羯纹与
鱼龙变纹的含义相似，故摩羯
纹在唐代的盛行便不足为奇。

入宋以后，摩羯纹的使用
渐趋式微。但契丹人对摩羯
纹的使用却情有独钟，从目前
出土物来看，不仅在早期到中
期的金属器具上一直沿用这
一纹饰，如早期耶律羽之墓出
土的摩羯纹银碗，以及中期凌
源辽墓出土的摩羯纹长盘，而
且契丹人还喜欢用它来造型
器物，如摩羯纹银壶、注壶和
耳坠等。辽代摩羯纹龙首鱼
身，带翅带鳍，长鼻上卷，大眼
圆睁，张口戏火焰球，这些都
是唐代摩羯纹的特点。

从出土文物来看，吐尔基
山辽墓应是辽早期契丹贵族
墓葬，有学者认为墓主人的身
份为皇室神职人员——太巫。
此盘与江苏丁卯桥唐代窖藏出
土的一件盘十分相似, 只是盘
中心的图案略有不同, 前者是
龙首鱼身的摩揭图案, 后者是
双莺戏珠图案，是辽初承袭唐
代文化的明证。

□王雪梅

父亲是一名书法爱好者，
闲暇时不但喜欢临摹名家字帖，
还喜好收藏和书法有关的藏品，
在众多毛笔、笔筒、镇纸、砚台的
展柜中，有一件名为“臂搁”（如
图）的小物件，尤为引人注目。

父亲告诉我，臂搁俗称手
枕，是古代文人书写时，用来
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臂搁
的出现与古人的书写用具和
书写方式有密切关系。过去，
人们用毛笔写字，书写格式自
右向左，稍不留意衣袖就会沾
到字迹。于是，聪明的古代文
人们发明了臂搁。除了能够
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
臂搁，抄写临摹时，也会使腕
部感觉非常舒服。此外，文人
墨客们在烈日炎炎的夏日挥
毫泼墨时，将臂搁枕于臂下，
一来可防止臂上汗水打湿纸
张，二来由于臂搁多为竹制，
竹子性凉，还兼具了祛暑的功
效，可谓一物多用，相得益彰。

臂搁虽不在文房四宝之
列，但其地位却不可小觑，在
文 人 墨 客 的典籍中，多有记
载，清代文人纪晓岚在他的《阅
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三》中记
载：“又余在乌鲁木齐时，见故
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如掌大，
可作臂阁。”探访友人见到一片
玉，便联想到了臂搁，文人们对

臂搁的喜爱可见一斑。
臂 搁 的 材 质 很 多 ，黄 杨

木、紫檀、沉香木、陶瓷、青玉，
甚至象牙，都可以作为原料。
但大多数臂搁是以竹子制作
的，想来与竹子取材容易，价
格低廉有关。制作时，匠人们
用去节后的竹筒，将其分劈成
三块，然后在凸起的竹面上进
行镌刻，因是枕臂之用，所以
在技法上采用浅刻平雕，镌刻
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案，通常
是座右铭、诗画以及赠言等，
具有浓郁的书卷气。

父亲收藏的臂搁为竹制，
长约 30 厘米，宽约 10 厘米，正
中精心雕刻着一棵高大挺拔的
松树，松树老皮肌理刻画细腻
生动，枝干遒劲，叶片如伞盖，
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正在树
间嬉戏，造形构思奇特，自然意
趣横生。竹节处巧妙地雕刻了
山石的图案，灵动逼真，惟妙惟
肖。此臂搁经时光磨砺，加之
历任藏家日夕摩挲，表面包浆
浓郁，色泽褐中带黑，古朴淡雅
中透着高贵清新的文人雅气。

这件臂搁是父亲的心爱
之 物 ，平 日 里 常 见 他 细 细 把
玩，兴致上来，有时也会铺纸
研墨，垫上臂搁挥毫一番，在
那些漫卷书香的黄昏和午后，
看父亲时而专注的书写，时而
给身边的孙辈们讲述着臂搁
的历史，不禁令人感叹人生安
然，岁月静好。

鉴赏

《寿许青屿山水图》
□胡伯轩

吴历（1632—1718），字渔山，号墨井
道人、桃溪居士，常熟人。少时学诗于钱
谦益，学画于王鉴、王时敏。著有《墨井诗
钞》《三巴集》《桃溪集》《墨井画跋》。

在“清初六大家”中，吴历的画风、人格
和品行都是别树一帜的，也是唯一在布局、
明暗等方面吸收了西洋画法的山水画大师。

吴历一生致力于山水画艺术的探求，
他师从画坛宗师王时敏和王鉴，吸收了元
代杰出的山水画家王蒙和吴镇的特点，在
澳门生活时则从西方绘画中得到灵感，博
采众长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气韵
高雅、皴染工细的画风，因此受到名震朝
野的王翚和王原祁的大力推崇。

吴历用笔沉着谨严，善用重墨、积墨，
山石富有立体感，运用西洋画的明暗、透视
等技法，使作品从题材到风格技巧都具有与
众不同的特色，又不失中国画的传统韵味。

吴历的《寿许青屿山水图》（如图），纸
本设色，纵 95.5 厘米，横 50.6 厘米，现藏于
上海博物馆。该作品以青绿设色法描绘
了秀润清丽的江南春色。物象刻画工细，
体现了吴历早期画风的特点。

吴历以山水画驰名于世，画中透露出
的“山林气”更显示出了孤傲独立、不俯仰
权势的气度。他既不把绘画看作晋身之
阶，也不把绘画当作笔墨游戏，有着崇高
的画品。无论从笔墨的运用到心境意象
的表达，吴历都已超脱了古人的藩篱。

父亲的“臂搁”

摩羯纹鎏金花口银盘

散发浓郁散发浓郁
游牧生活气息游牧生活气息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