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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承燕

这两件人形金饰件
（如图）高9.1厘米，最宽
处 3.6 厘米，重 28 克。
1988 年于赤峰市阿鲁
科尔沁旗花根塔拉辽墓
出土，赤峰市阿鲁科尔
沁旗博物馆收藏。

1988 年 8 月，阿鲁
科尔沁旗牧民朋斯格在
花根塔拉嘎查北哈日少
冷的沙坨子里发现一批
露于沙地的文物，后将
这批文物送交旗文物管
理所。接到文物后，阿
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
派人实地调查，发现并
确认了这是一处辽代早
期砖室墓葬。由于沙丘
发生移动，墓室大部分
遭 到 破 坏 ，只 清 理 出
330 件文物，两件人形
金饰件即为其中之一。

二饰件形象为一男
一女，均用金版錾刻而
成。男、女呈站立式，双
手 自 然 下 垂 ，双 脚 外
撇。二人均留有齐眉
发，圆眼、阔鼻、头戴三
叉式高冠，冠体饰鱼鳞
状纹。上身穿直领左衽
窄袖衫，下身着裤，足穿
高靴，腰系蹀躞带。服
饰上錾刻忍冬、松叶、四
瓣团花等图案。其中男
性嘴微闭，上唇两侧有

“八”字形胡须，女性小
嘴微张。两饰件在颈
部、双手、双脚部位均有

穿孔，应为缀钉所用。
关于契丹人的服

饰，文献和考古资料表
明 契 丹 人 皆“ 髡 发 左
衽”，沈括在《梦溪笔谈》
中指出：“中国衣冠自北
齐以来乃用胡服。窄
袖、绯绿、短衣、长靿靴、
有蹀躞带、皆胡服也。”
对于契丹人的服饰研
究，除了文献记载外，
辽代墓葬壁画中的契
丹人形象是另一重要
参照。而此两件金饰
片中二人领口、袖口、
衣边等处露有毛边，象
征其穿着的服饰可能
为皮衣，是契丹人“皮
毛以衣，转徙随时，车
马为家”游牧生活的直
接反映，为中国北方少
数民族服饰史研究提
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历史、研究价值尤高。

饰件中人物形象的
另一特别之处在于三叉
形冠。三叉冠在新疆佛
寺、石窟、遗址壁画的供
养人形象、敦煌莫高窟
佛传故事中出现较多，
一般认为是回鹘族男性
所独有的民族服饰，其
主要特征是冠顶上竖立
三个柱状物。花根塔拉
辽墓中出现的这种三叉
冠，显然对佩戴者的性
别和身份没有标识作
用，有学者推测其墓主
人可能是萨满，而三叉
冠则代表了萨满作法时
的法器。

人形金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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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科

这是一件非常独特的西周早期兵器
——钩戟（图一）。之所以说它非常独特，
是因为到目前为至，还未发现有相同著录
与考古发现的报道。然而，其引人之处还
不仅至于此，就这么一件独一无二的中国
古代青铜兵器，却躺在了异国他乡的法国
巴黎基美美术馆的库房里，直至我国台
湾学者陈昭容研究员到那里考察时，才
意外地发现了这件青铜钩戟！她惊叹
道：这不就是只有照片却不见实物、许多
文物考古工作者苦苦寻觅了半个多世纪
的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的青铜钩戟吗！
于是，这件珍宝的传奇故事就从这里开
始了。

陕西地方军阀党玉琨在宝鸡盗挖文
物的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其盗
掘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声势之浩
大，影响之深远，都已远远超出了我们今
天的想象！因此，党玉琨也就成了民国
时期军界的三大“盗宝枭雄”之一。最有
影响的是1927年秋收至 1928年夏收期
间，征发民众上千人，在宝鸡东郊戴家湾
的大规模盗宝事件，挖出的器物上千件，
多是商末周初的青铜重器。这批器物的
绝大多数后来经宋哲元之手流失到了国
外。但宋哲元离任陕西时，并未将装订
成册的这批文物照片带走。它虽然不是
戴家湾出土文物的全部，但却成了寻找
和研究党玉琨所盗珍宝散失在海外的最
有力的证据。这批文物照片共五本，
1945年的春天出现在西安的古玩市场。
解放后，这批照片资料曾引起了郑振铎、
武伯纶、唐兰、陈梦家、王世民等文物考
古先贤们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我们

曾对这个重大文物事件进行
过调查，并在《中国文物报》上
首次正式披露。后来又比较
系统地整理出《党玉琨盗掘斗
鸡台戴家湾文物的调查报告》予以发
表。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还无法弄清
这批器物包括这件青铜钩戟在内的准确
下落。2009年，又有台湾中研院陈昭容
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张懋镕教授合作，再次对
戴家湾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搜集整理。他
们先后走访了欧、美、亚、澳洲的22个博
物馆。这件钩戟就是在法国巴黎基美美
术馆的库房里发现的，与遗留在国内的
文物照片相吻合。得知，这件钩戟最先
属卢芹斋旧藏，后由巴黎 jacob收藏，现
藏法国 saint-Denis 博物馆，寄存于法
国巴黎基美美术馆。

我们以前的调查中，就发现宝鸡戴家
湾出土的许多珍宝的流失与一个叫卢芹
斋的古董商有关。经过进一步了解，才发
现这个卢芹斋是美籍华人，祖籍浙江湖
州，青年时移民法国谋生，后来定居美国，
不到20岁的小伙子在短短几年内竟变成
国际知名的大古董商。目前存在于海外
的我国古董，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之手
售出的。可见卢芹斋在戴家湾出土珍宝
流失海外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虽然
这件我国唯一的一件西周珍宝却被外国
收藏，确实有点遗憾。但是，其出土流失
90年之后，实物能够完全与照片资料吻
合，说明这件珍宝还留在世上，起码可以
说这件钩戟找到了娘家。从这个意义上
说，它的发现也是一件幸事！近百年的留
传经历固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但留在
世上总比毁于一旦要好！从这个意义上
讲，卢芹斋还是让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启

蒙者。正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则
报道中所说：“卢芹斋不仅是中国文物的
贩卖者，也是教育外国藏家接受真正中
国古董的启蒙者，他让欧美收藏家学会
了欣赏中国墓葬文物。”他以精湛的文物
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
收藏者。

这件钩戟长37.7厘米，宽15.2厘米。
尖端分叉，上锋较长，下锋较短，器身有三
处镂孔，形状均不太规则。背部有左右相
反的弯钩形装饰，下有短銎，銎上有长方
形穿孔。这种形状的钩戟非常罕见，宝
鸡竹园沟西周墓地曾出土一件亦有类似
的钩形装饰（图二），但区别还是很大
的。结合这两处墓地的年代，这件钩戟
应为西周早期的兵器。此器造型奇特，
装饰风格繁琐夸张，鲜有与之相同者。
陈昭容研究员认为应该不是实用器，推
测或为仪仗之用。这是戴家湾墓地出土
的最有特点的兵器，为研究其文化来源
提供了重要线索。考虑到它与竹园沟出
土的青铜戟有相似之处，不排除两者曾受
到相同文化之影响。

草原珍宝档案

瓷器 撑伞仕女纹盘

□陈炎青

明清时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最为鼎盛的
时期，同时也是其瓷器外销最为兴盛的时期。
明清景德镇外销瓷，在带来经济交流繁荣的同
时，也促进着文化交流与交融。东西方不同文
明，不同审美观念，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饮食文
化和服饰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通过瓷器这
个载体，在交流与互动中绽放异彩。

清代仕女画面的瓷器在外销瓷中十分常
见，如仕女撑伞、仕女梳妆、仕女观斗鸡、仕女
采桑、仕女放风筝等，足见当时欧洲人对仕女
题材瓷器的喜爱。本文所要介绍的这件清乾
隆青花矾红描金瓷盘，饰以撑阳伞仕女图，源
自考纳利·普朗克画作，盘外壁绘有青花昆
虫。此盘直径23.5厘米，高2.5厘米，足径13.5
厘米。盘面纹饰以青花矾红描金等技法并用
绘制图案，制作精美，华贵典雅，光彩照人。盘
面图案布局合理，共分三层：盘中心为撑伞仕女
图，阳光下，池塘畔，水草茂盛，鲜花绽放，禽鸟
欢跃，一衣着华丽的女主人伫立欣赏美景，身后
一侍女为其撑伞遮阳；第二层以一周折枝花草
装饰；盘沿部分则以矾红描绘锦地，留出8处开
光，开光内绘有仕女、飞禽等两两对称的边
饰。盘背面还有不常见的青花昆虫纹饰。这

类图案的瓷盘是外销瓷中的佳作，颇受海外欢
迎，外国许多博物馆中也有展示，并被列为“特
别订制”瓷盘。不少外销瓷书刊均有记载，拍
卖会上价格不低，很为藏家追捧。

考纳利·普朗克是荷兰画家和设计师，他
于1734—1740年间受聘于荷兰东印度公司，
专门为定制瓷器设计纹样。他所设计的纹样
据说有4种，但只有“花伞”系列和“博士”（或称

“学者”）系列留下了纸本样稿或订单，因此其

他系列——“凉亭”和“仿中国花鸟人物”系列
已无从考证。他设计的纹样被送到中国后，在
景德镇绘制成青花和粉彩瓷器，然后运到广州
出口外销。在18世纪70年代，这种盘子的订
单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生产质量低下，很多盘
子的外壁已经没有昆虫纹饰。

这件撑伞仕女瓷盘是外销瓷发展历史的
见证，给我们许多启示：1、外销瓷作为中国瓷
器产品的一个特殊品种，因为主要用于外销，
国内收藏中极其少见，其装饰特点也十分独
特，大量中西结合的纹饰以及纯西方题材的装
饰出现在这些瓷器产品上，是中西文化相交融
的具像品；2、外销瓷中西结合的风格逐渐演变
为外销瓷烧制的中西合作模式：景德镇依据外
商要求的器型烧制素瓷，运至广州后，由中国
画工依据西方人的要求装饰他们喜爱的色
彩、纹样，同时配以一些中国风格的纹饰，使
中国风情和异域特色在外销瓷上完美结合在
一起，更有部分中国烧制的素瓷被运到欧洲后
由西方人进行彩绘装饰，西方彩绘师把西方人
的喜好和想象在中国瓷器上直接表达出来；3、
明清外销瓷作为贸易品，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经
济收益的同时，也将西方人带到传说中遥远的
东方。明清外销瓷装饰图像的题材丰富多彩，
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讲述着
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心路历程。

清乾隆青花矾红描金撑伞仕女纹盘。

赏石

□臧敖

这是一枚巴林石“花
生糕”冻石方章（如图），
是巴林石中的精品。

巴林石隶属叶腊
石，主要产于赤峰市巴
林右旗大板镇西北、雅
玛吐山北面的大小化石
山一带，与寿山石、青田
石、昌化石并称为“中国
四大印石”。其石质细

润，通灵清亮，质地细
洁，光彩灿烂，颜色妩媚
温柔，似婴儿之肌肤，娇
嫩无比。赤峰收藏家协
会会长、龙乡博物馆馆
长臧洪贵收藏的这枚巴
林石方章，通体遍布着
密密匝匝的花生瓣，好
似桃汁拌着花生做成的
花生糕，因其上端的红
色部分又似陈年红葡萄
酒，藏友们戏称其“鸿运
当头”。

鸿运当头

□陈卫卫

风华绝代的民国名媛陆小曼，集美
丽容貌与出众才情于一身，她与徐志摩
的爱情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陆小曼
多才多艺，工诗擅画，艺术大师刘海粟对
陆小曼的评价是：“一代才女，旷世佳
人。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
人院本的传统。”

陆小曼自幼受母亲的影响而喜爱绘
画，少女时代的画作就秀润天成，给人以
清新脱俗、飘逸潇洒之感。1926年，陆
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后参加了中国女子书
画会，徐志摩又让陆小曼拜国画大家贺
天健为师，所以陆小曼的画作中有很浓
重的贺天健风格。贺天健要陆小曼做到

“三看”：一是要细看真山真水，二是要细
看古今名画，三是要细看自己的作品。
从此陆小曼潜心学画，画艺得到长足的
进步。浪漫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又经常外
出游玩，一同领略江南的美丽山水，这使
她的画作充满清澈深幽的美感。

1931年春，陆小曼画成一幅清丽的
山水画长卷后，徐志摩请胡适、杨杏佛、
贺天健、梁鼎铭、陈蝶野等名人前来观
赏，大学者胡适在赞叹之余挥毫提笔：

“小曼作山水大幅，功力可不小！”名画家
陈蝶野题跋道：“今年春予在湖上，三月
归，访小曼，出示一卷，居然崇山叠岭，云
烟之气缭绕楮墨间，予不知小曼何自得
此造诣也。”

陆小曼致力于研究元代倪云林、明
代沈周、清代王鉴等大师的作品，她的画
作也形成了文人画的风格，赋色清丽雅
致，格调脱俗，润泽秀丽。在她的《梅屋
图》上，隐士在深山幽谷中欣赏耀目的白
梅，诗意盈满，幽趣盎然。整幅画面古朴
幽雅、清新悦目。小曼在画上自题有“余
生平爱梅成癖，因其骨高不与群花争艳，
其味香而清逸。若能筑屋梅间住，定能
一洗胸中积闷之气也。”另有画家孙雪泥
题句为：“为觅空香绕屋栽，万花留向故
园开。诗人合是陶元亮，每到花时始一
来。”妙句添彩，可谓恰合画意。

相比别的画作，陆小曼的扇画尤为
精致，深受当时名士们的喜爱。在一幅
陆小曼于1943年所画的《柳荫垂钓图》
中，一只带篷的小船静静地泊在湖上，隐
者面对青山悠然垂钓，岸边柳丝垂拂、柔
情似水。画面似一幅素雅的绸缎，营造
出一种静谧清幽的情趣，意境清远萧
疏。用笔轻而松，墨色简淡却无纤细浮
薄之感，以淡墨简笔有神地笼罩住整个
画面，可谓天真幽淡。画中那种书卷之
气，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这也正是她的作
品个人魅力之所在。

陆小曼的画风细柔润秀，表现了一
代才女幽雅淡远的情怀。正如她的挚友
赵清阁评说的那样：“陆小曼的画如其
人，清逸雅致，诗意盎然，书卷气洋溢，是
文人画的风格——自然洒脱，韵味无
穷！小曼说她爱大自然，因此愿陶醉在
丹青的河山风景中。”

陆小曼画风
清逸雅致

（（图一图一））
鉴赏

（（图四图四））

陆小曼《柳荫垂钓图》。

陆小曼《梅屋图》。

（（图二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