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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承燕

辽代釉陶三彩套盒（如图）由两件浅盘
组成，高 4 厘米，口径 15 厘米。浅盘为子母
口，浅腹，八曲花瓣形高座，高座表面装饰印
花牡丹花叶纹。浅盘大部分上施黄釉，牡丹
花上施白釉，牡丹叶上施绿⋯⋯辽代釉陶三
彩套盒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辽三彩即辽代生产的低温釉陶器，不仅
限于黄、绿、白三色釉，绿、黄单彩器也很有
特色。辽代釉陶器的生产，既有专门的窑
场，也有专烧釉陶的窑炉。辽代窑场，目前
发现有赤峰缸瓦窑、林东南山窑、阿鲁科尔
沁旗水泉沟窑和北京龙泉务窑等处。其中
林东南山窑位于辽代上京临潢府故城西南
1 公里处，是专门烧制三彩釉陶的窑场。这
里生产的三彩和单色白釉、黄釉器，胎质较
细，均作淡红色。烧造时，胎体先施一层白
色化妆土，制坯后先入窑素烧，再施彩釉二
次焙烧而成。素烧的温度达 1120℃左右，
胎质瓷化，吸水率降低。由于釉色单一，采
用填色技法，釉色界限分明，釉面很少流
淌。在装饰风格方面，主要以印花为主，少
见绘花和划花等装饰。在构图上，讲求对
称，纹饰较为繁缛，满布整个空间。

辽王朝统治时期，我国陶瓷手工业经过
隋唐的大发展，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生产格
局，进入到一个瓷业昌盛、窑口林立、窑艺更
臻完善和成熟的时期。辽三彩在继承唐三
彩烧制工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反
映出契丹族特有的民族风貌和文化特征。
辽代陶瓷器以其独特的造型的装饰特点，在
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0 年夏，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
村群众因修渠取石发现了一座辽墓，翁牛特
旗文化馆、昭乌达盟（现赤峰市）文物工作站
随即派员进行了发掘。此墓为石室木槨券
顶单室墓，葬式为合葬，男女墓主人头东脚
西，仰身直肢，脸部均覆盖铜面具，应为辽代
中期的契丹贵族。墓中共出土此式套盒四
件，其用途当与汉族漆器果盒相似，是辽代
中晚期三彩器精品。

辽代釉陶三彩套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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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斌

元代绘画盛行尚古之风，这不仅在钱选、赵孟
頫等典型的文人画家身上得到充分显现，而且也
体现在了以任仁发为代表的既是画家又为官员的
人物身上。

任仁发（1254—1327），原名霆，字子明，号月
山道人，上海青浦人，精谙水利兴修，历任都水庸
田使司副使、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等
职，是元代一位集水利专家和书画大师于一身的
杰出人物。其水利方面的成就以建造现位于沪上
志丹苑的元代水利工程（赵浦闸）遗址为今人所称
誉，其书画方面的造诣可比肩同时期的著名书画
家赵孟頫。

任仁发才华横溢，学擅专门，政务余暇喜好诗
文书画，书宗李邕，画学李公麟，秉承唐宋重视写
实的传统，且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是继唐代画家
韩干之后又一位以鞍马画著称的绘画大师，早年
曾奉旨作《熙春天马》、《渥洼天马》两图。任仁
发的人物画形象真实生动，线条简练精确，设色
明 快 秀 丽 ，富 于 唐 人 遗 风 ；花 鸟 画 工 整 艳 丽 一
格，接近宋代院体花鸟画风。总体而论，作品用
笔精谨遒劲，着色均细典雅，造型传神俊发，丰肥
而不臃肿，写实而不板滞，工细不失英姿，为识者
评为“法备神完”、“笔意独得”。

任仁发的传世作品有：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出圉图》、《二马图》、《张果见明皇图》，藏于上
海博物馆的《春水凫鹥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的《饮中八仙图》、《贡马图》、《横琴高士图》、《秋林

诗友图》，藏于美国的《神骏图》、《三骏图》、《九马
图》，藏于英国的《饲马图》，藏于日本的《文会图》、

《牵马图》等。
代表作《二马图》（图 1），绢本设色，纵 28.8 厘

米，横 142.7 厘米，承袭并发扬了唐人画马的高超
技艺传统，以写实手法，通过肥瘦两马之对比，以
马拟人，以物喻世，针砭时弊，抨击官场腐败。画
面上，前马膘肥肉厚，昂首，碎步轻盈，尾巴飘逸，
志得意满；后马骨瘦嶙峋，肋骨清晰，低头，步履蹒
跚，尾巴蜷缩，疲惫困顿。画中细节处理更是耐人
寻味——肥马马首挽着笼头，但缰绳松开，拖逸于
地；瘦马非但有笼头，缰绳还套在马脖之上。任仁
发藉此阐述了自己对于当时吏治的看法：一匹没有
约束的脱缰之马，一旦失去控制，难保无法无天，为
肥己而鱼肉百姓；一匹有约束的拴着缰绳的马，因
有管制所以尽心尽力，克勤克俭。由此无情鞭挞其
时官场及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用心可谓良苦。《二
马图》超凡脱俗，曾入选 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
晋唐宋元72件书画国宝展，令人驻足沉思。

《神骏图》（图 2）堪称任仁发刻画宫廷圉官和
良马的经典之作。画中骏马壮实丰肥，英姿勃
发，富贵悠然，气度高雅，特别是马身花纹勾线圆
浑，富有变化，赋色清雅，晕染细腻；唐人装束的人
物，形象饱满，相互顾盼，意态自然，尤其是衣纹线
条流畅，敷色明丽，深浅参见，互衬互补。整幅画
面造型逼真，用笔劲健，神气生动，显示出画家精
细过人的状物技巧，更代表了元代人物画高超的
艺术水平。《神骏图》上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
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藏印，亦可窥知其精彩
绝伦。

草原珍宝档案

□臧敖

这 件 石 钺（如 图），宽
9.3cm、高 10cm，由龙乡博
物馆收藏。

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
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
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
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
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
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
业 为 主 ，兼 以 牧、渔、猎 并
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
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
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年代
经 碳 14 测 定 约 为 公 元 前
4000～前 3000 年。红山文
化时期的石器中：烟叶形、
草履形的石耜，桂叶形双孔
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
具，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

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
盘、石磨棒和石镞等。

据龙乡博物馆馆长臧
洪贵介绍，该馆珍藏的这件
石钺为香灰白色石，上面满
布黑色斑点，石质极细腻。
通体打磨光滑，制作规整。
纳端较厚，磨制平整，距纳
端两侧较近有两个对钻小
孔。在两小孔其下的正中
部有一对大孔，孔经过磨饰
而显得光滑，大孔之下又有
一中孔，且为单向钻孔，可
见钻孔痕迹，推测古人意在
区别钺的正反面。正视此
钺如同一个人面，眼鼻口俱
全。可见红山古人的匠心
独运。钺的特征是纳端窄
而刃宽，刃部呈弧形，此钺
为红山文化晚期的作品，制
作极其规范精致，是为氏族
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执掌
权力的象征物。

石钺

石器

民俗

元代大画家任仁发的元代大画家任仁发的

﹃﹃
鞍马之劳鞍马之劳

﹄﹄
银质抓周盘

□王继军

图中所示为一只清代银
质抓周盘，直径为 5.8 厘米，
边厚0.3厘米，重14.5克。从
正面看，该盘正中央为一面
内凹的圆镜，左右两侧各为
剪刀和一本“万年通书”。圆
镜的上方，分别为盒装盘秤
与一把老式直尺；下方的算
盘小巧别致，连每一颗珠子
都可拨动。所有物件均具体
而微小，且都是用焊接的方
法经过精心布局排列，一目
了然。从反面看，正中央为
太极八卦图案，周围则依次
为鼠、牛、虎、兔等代表着生
肖的十二种动物立体图，在
它们的外围，分别对应着子、
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的阳文
汉字，间距得当，工整清晰。
端详整件抓周盘，可见其工
艺精美，包浆浑厚细腻，光线
下依然银光灿灿，令人称奇。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风操》中有这样的描述：“江南
风俗，儿生一期（即满一周
岁），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
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
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
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
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

‘试儿’。”这是有关抓周的最
早文献记载。因此，抓周又称

“试儿”，是一种在小孩周岁时
预卜婴儿前途或性情的习
俗。通常在小孩面前放置六
样不同事物（也可是 6 的倍
数），取其“六六大顺”的吉祥
含义。然而，让刚满周岁的婴
儿抓取剪刀、算盘之类的易伤
之器存在风险，聪明的古人便

发明设计出“抓周盘”来。
就大小看，这件抓周盘

也就婴幼儿的手掌大小，到底
如何使用呢？在宾朋满座的
抓周宴上，周岁孩童穿戴一新
坐于桌面，双眼被红绸布蒙
住。外婆郑重地将抓周盘放
到桌上，此时母亲将孩童的小
手引近，大家屏息凝神，看小
孩中指最先接触到什么，便有
相应的祝福语：触到圆镜，说
的是“明镜高悬主公道”；触到
剪刀，便说“心灵手巧手艺
精”；触到“万年通书”，则说

“知书达理中状元”；触到盘
秤，道贺“知轻识重有分量”；
触到尺子，便是“知长知短守
分寸”；触到算盘，赞其“精打
细算发大财”。更为有趣的
是，抓周盘还有公母之分：公
的用于男孩，圆镜为凸镜，算
盘位于上方；母的用于女孩，
圆 镜 为 凹 镜 ，算 盘 位 于 下
方。其凹凸代表阴阳，算盘
位于上方，意为长大后管理
商海之上的大财；位于下方
则为女孩长大了即使操持算
盘也只能理理家中厨下的小
财。个中寓意，颇具重男轻
女的时代烙印。

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
育子》篇中出现的详细描述，
说明唐宋时期抓周之风已传
遍全国。清代小说《儿女英
雄传》第十九回提到“那日你
家父母在炕上摆了许多的针
线刀尺、脂粉钗环、笔墨书
籍、戥子算盘，⋯⋯邀我进
去，一同看你抓周儿”，可看
作“抓周”一词始现民间的例
证。至于钱钟书的名字来自
抓周时抓了一本书，则更充
满古老民俗的趣味。

杂项

晒宝

□魏咏柏

数月前，我在古玩店偶遇一件枕头顶
刺绣品（如图），方形，长宽约 15 厘米，品相
完美鲜艳，实属难得。于是，我与店家一番
讨价还价，终将此物收入囊中。

人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时间是在床上度
过的，所以入寝没有枕头一般是不可能的，
可见枕头与人类生存关系之密切。据考
证，中国使用枕头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三
千多年前的诗经《陈风·泽》中便有“辗转伏
于枕”的句子。成语“高枕无忧”出典《魏
策》。《魏策一》中记载：“无楚韩之患，则大
可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可见当时枕头
使用已经十分普遍。

在我国古代，人们使用的枕头材质非常
多，例如常见的有瓷、陶、木、竹、石、布等。
在北方，因气候寒冷人们大多喜欢使用布
枕。布枕一般是用布缝制的，其型无外乎
方、扁、圆几种，更多的还是长方形六面枕。
枕瓤子一般以植物的叶、花、果或果壳填充，
用起来很方便，也很舒适，既软乎、又温暖，
主要填充料有荞麦皮、草、艾蒿叶、茶叶等。

经几位资深藏友鉴定，我收藏的这件

刺绣品应为清末民国时期的物件，是用来制
作枕头用的，而这两片刺绣就是枕头两侧的
用料，俗称枕头顶。刺绣枕顶多用作长形枕
头的两端，旧式的枕头多用土蓝布缝制，枕
身较长，两端为方形，可以装饰刺绣的枕顶，
摆在炕上非常美观。刺绣枕顶的图案大多

带有吉祥的寓意，题材十分广泛，有山水、花
鸟、草虫、走兽、人物、文字等。

我收藏的这件枕头顶刺绣的内容就是
花鸟，刺绣工艺精美，栩栩如生，布料和绣
线的颜色非常艳丽，保存得非常完整，具有
较高的收藏价值。

枕头顶

□李喜庆

这件状元箱（如图）以紫檀木为材料，
呈规则长方形，长 24 厘米，宽 13.5 厘米，高
7.5 厘米。箱体四面垂直成 90 度角，每角之
上包铜片，箱盖四角饰如意纹铜包角,箱正
面装饰有铜质朵云形面叶及如意云朵拍
子，可挂锁。两侧有铜质提手，方便搬运与
携带。此“状元箱”造型质朴沉稳，简洁端
庄，通体光素，毫无装饰花纹，尽显木质本
身的独特纹理，纹路清晰，深浅不一，打磨
精致，纯净自然，线条流畅优美，给人以文
静、柔和的感觉。

状元箱的作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书包，
用来装书籍、笔墨、衣物、盘缠、信件和票据，
是古代学子们必备之物。之所以叫“状元
箱”，是取“状元及第”之意，祈盼子孙日后能
金榜题名，高中魁首。据说，状元箱的原型出
现于汉代，是以竹片或藤苇编成、专门用来盛
放书籍衣物的方箱，名为“箧笥”。不过，竹
子、芦苇制作的箱子，由于受材质的限制，箱
内物品易生虫蛀、鼠咬及湿浸、受潮，一旦保
管不善，很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到了
明代，大量的名贵木材从东南亚经海运进口，
状元箱也从中受益，改为硬木制作。状元箱
的材质一般比较好，甚至很名贵，民间藏家手
中用黄花梨、小叶紫檀、金丝楠、鸡翅木等制
作的状元箱不在少数；此类箱上一般还装有
各类附具、饰物，使其实用美观，增加了艺术
价值；有的在箱体上面还刻镂花纹图案和诗
文警句，以砥砺品行，致祥纳吉。明清时江南
读书风气很盛，状元箱风靡一时，除了男子用
外，不少书香门第的女子也要带着状元箱出
嫁，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

这件紫檀状元箱是我在浙江金华旅游时
淘买的。许多年前，我到浙江金华金华旅游，
饱览了金华仙华山、横店影视城等胜景，品尝
了金华火腿、金华汤包等美食，最后一天，旅游
自由活动，游客大多选择了到购物市场购买自
己心仪物品，而我却选择了到古玩市场逛逛，
最终淘到了这件文化韵味浓厚的状元箱。

清代紫檀状元箱

（图 1）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