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箱：2079656346@qq.com

2018年3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勇 版式策划：刘文强 制图：刘文强
11

□葛海洋 程红

在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制造业发达，青
铜铸造技术成熟，青铜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青铜器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
以品类繁多、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铸造精致而闻名
于世，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青铜鬲的形制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鬲，是中国
青铜时代主要的炊食器之一，作为礼器承载着先秦
礼制的重要内容，在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它自商代早期开始出现，春秋早中期大盛，战
国中期以后逐渐衰落，至秦汉时期完全绝迹，基本
贯穿了整个青铜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

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说文解字》：“鬲，鼎属
也。实五觳，斗二升曰觳。”《尔雅·释器》：“鼎款足者
谓之鬲。”《汉书·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苏林注：

“鬲，音历。足中空不实者名曰鬲也。”
商中期青铜鬲（图一）：通高 16.5 厘米，口径

13.1厘米。侈口，束颈，立耳，分裆鼓腹，三尖锥空
足。颈部饰一周兽面纹。该鬲造型古朴大气，粗犷
细腻。

西周吾鬲（图二）：通高17厘米，口径13厘米，
底径9.3厘米。口沿外折，束颈，分裆，柱足，颈饰弦
纹两道，腹饰兽面纹三组，内壁铸铭文两行七字：吾
乍（作）滕公宝尊彝。该鬲足上的三组浅浮雕兽面
纹，其角回环曲折，眉下两目突出，形象狰狞，充满
神秘气息，使人不敢长久与之对视，与整体造型浑
然一体，彰显着器主人的身份尊贵和神圣不可侵
犯，亦将兽面纹的神秘、肃穆发挥得淋漓尽致。

西周疐鬲（图三）：通高17厘米，口径13.5厘
米，腹深9.3厘米。侈口圆唇，两立耳，束颈，鼓腹，
分裆，三柱足。颈饰一周三角云纹。口沿内壁铸铭
文十一字：疐乍（作）宝尊鼎，其万年用郷（享）各。
该器造型端庄厚重，纹饰简洁凝练。

春秋窃曲纹铜鬲（图四）：高11厘米，口径13.5厘
米。口外折，束颈，自肩下折为腹，分裆，三尖锥空
足。肩部饰一圈重环纹，腹部饰窃曲纹。整器造型精
巧，风格独特，纹饰简洁，工艺精湛。

陶鬲大约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消失在战
国时代。安特生曾提出早期的鬲都是分裆鬲，由一
个圆底器下面加三个尖底瓶式袋足而成。著名考
古学家苏秉琦具体论证了这一说法。由于鬲腹与
硕大的袋足联通，既增大了器身容量，又扩大了底
部受火面积，从而提高了炊煮功效。这种造型颇具
特色的陶具，只存在于中国，是我们祖先一项了不
起的发明。不同文化类型的陶鬲有不同特点，在漫
长的使用过程中形制又必然会发生演变。所以，在
文化考古学领域，陶鬲常用来作为说明古文化类型
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的实物标本，被称作“中华古
文化代表化石”。

最初的青铜鬲无疑是对陶鬲的仿制，商代早期
即已出现，西周时期也一直流行。其发展的总趋势
是鬲体逐渐变矮，裆部升高，袋足慢慢退化。西周
铜鬲往往通体饰有精美的花纹，显然已不再是用来
架火烧煮，而成为宴飨或祭祀摆陈的盛食器了。特
别是西周中期以后，鬲常成组出现，多以偶数与鼎
相配使用。但在盛食物的分工上，鬲通常只用以置
放粥、羹之类液态食品，还保留着本为炊煮器的性
能遗韵。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数为折沿折足
弧裆，无耳，有的在腹部饰以觚棱。

这些精美的青铜鬲，器型大气优美，端庄典雅，
铜绿盎然，更显历史韵味，属青铜器中的极品，浮
雕纹饰古朴神秘，繁复而华贵，不仅体现了青铜制
作的精湛技艺和高超水准，更是这一时期的优秀
代表之作。

□罗唐进

张果老是八仙人物之一，在民间，
有关他的故事流传甚广。传说他是隐
居在中条山的一个道士，常骑毛驴出
游，日行数万里。休息时，他将毛驴折
起，藏于箱中，骑驴时再用水喷之，复又
变成毛驴。至于张果老倒骑驴子，传说
也很多。据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个玩
仙，有一次他到黄山，被黄山的奇异美
景所吸引，乐而忘归，在黄山住了下
来。一年一度的八仙聚会日子到了，七
仙到齐，唯独不见韩湘子，张果老掐指
一算，就知道韩湘子在黄山。于是，驾
仙驴找到了韩湘子，硬逼他回仙界。张
果老骑驴前面走，韩湘子跟在后面。张
果老也恋黄山景色，又怕韩湘子溜掉，
于是，干脆就倒骑驴了。相传张果老倒
骑驴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此件为竹根雕《张果老骑驴》（如
图）。这件作品是立体圆雕，驴小人大，
刀法简练，造型别致，人物面目简略，类
似宋代画家梁楷的减笔人物画，寥寥数
刀，已是仙气满身，不同凡响。张果老
低头坐于驴上，略带醉意，似乎被黄山
的奇松、怪石、云海所迷倒。这件作品
粗看简单、平凡，但细细品赏，趣味无
穷，显示了作者丰富的艺术素养和娴熟
的雕刻技巧。遗憾的是，这件作品没有
留下作者款识，不知为何人所为。

《张果老骑驴》

□陈卫卫

清代前期的画坛，王原祁以注重
笔墨意趣、安闲轻淡的画风，极大地
影响了当时文人山水画的主要潮流，
形成了始于王时敏与王鉴，而以王原
祁为旗帜的“娄东画派”。

王原祁，字茂京，江苏太仓人，
号石师道人，画苑领袖王时敏之孙，
童年时代就展现出惊人的绘画天
赋。王原祁直接继承了董其昌的美
学思想，作品极受康熙皇帝的赏识，
因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官至户部
左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成为地位
显赫的文学侍从之臣，又以画名响
彻大江南北，跟从他学画的人遍及朝
野上下。

王原祁的山水画，深受王时敏的
影响，他本人则推崇元代大画家黄公
望，在创作上又实践董其昌“以景之
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
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的格言。王
原祁作画，在于追求毛笔、宣纸与浓、
淡、干、湿等多种墨法结合之美，以达
到古隽浑逸的意趣。《江乡春晓图》
（如图），即是充分体现王原祁山水画
艺术特色的一幅名作。

《江乡春晓图》是一幅进呈给皇
上观赏的作品，繁密严谨，功力非
凡。本图取平远法，气势壮观，以细
腻轻松的笔调，将早春时节江南水乡
绮丽、祥和、安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
尽致，可谓吞吐造化于笔端。

这幅画上，远处的丘陵连绵无
边，迂回而上的溪水蜿蜒延伸，逐渐
伸展到远方，形成—片开阔的水面，
渐次消失在密集的溪石丛树掩映之
中。中景桃花盛开、绿柳成阴，坡石、
草屋和谐地分布于岗峦洲渚间，起伏
的田畦仿佛刚刚被细雾所浸润，透着

些许新绿，传达出清新的春天气息。
整个画面春山绵邈、苍翠欲滴，充满
了悦目的生命力，体现了作者对物象
的细心观察与体悟，寄托了悠游闲适
的意趣和放归自然的情怀。

从画法来看，作者将远处的虚与
近处的实、上方的疏朗与下方的密集
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景物产生了深
度，增加了画面的壮观感。在技法
上，此画虽有接近黄公望的画风，但
又有古朴淳厚的特色，用笔涩而不
滞，刚健凌劲又柔韧，勾皴点簇细密
精到，由淡而浓，层次丰富，青绿的设
色更衬托出明媚春光的韵昧，充分表
现出王原祁的湿而干、淡而浓、疏而
密的浑然一体的笔墨特点。

王原祁的绘画功力，居王时敏、
王鉴等“四王”之冠，其绘画成就可概
括为六个字：广到、精到、独到。这一
幅浅绛山水画名作，清雅素淡、明快
透澈，将色与墨融合无间，真是“色中
有墨，墨中有色”，令人观之不禁赞叹
其臻微入妙、妙致毫巅。

《江乡春晓图》

鉴赏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李晋

该铜镜（如图）为圆形，直径5.2厘米，厚
4.6厘米，为黄铜质地，镜面有少许浅淡色绿
锈，用指甲轻刮，依然依附于上，可见锈迹已
深入骨里。抚摸镜面，光滑温润，应是传世
之物。铜镜反面有凸出小钮，中有可系绳索
的穿孔。镜钮四周有上下直读篆书，为“昭
武通宝”四字，字体笔画流畅，字的边侧有仅
靠内圈的竖线纹装饰，如众星捧月般凸显出
古朴端庄的四字，工艺布局较为合理。

铜镜又有照子、铜鉴等名称，玻璃镜出
现之前，国人是以铜镜用来梳妆照面，很多
铜镜装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文字。这使得
铜镜超脱了实用功能，更为研究者对铜镜的
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这面泛着幽光的铜
镜上，铭文同样是它的身世标签，它直接向
后人显示了它的诞生年代。

“昭武通宝”对历史发烧友来说并不陌
生。这是吴三桂称帝时铸造的钱币。吴三
桂是历史上一位性格复杂的人物，他本是
明代大将，后又引清兵入关，与李自成激
战。降清源头，传说他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在清康熙帝下令撤藩后，他起兵造反，于康
熙十七年（1678）三月初，在湖南衡阳建立
大周国，定年号为“昭武”。但这位枭雄的
皇帝梦并没有维持多久，五个多月后，他就
因病去世了，这枚铜镜应该就诞生于前后这
段时间。

历史上以钱文为铭文的铜镜可谓层出
不穷，如开元通宝铜镜、崇宁通宝铜镜、泰和
重宝铜镜、大定通宝铜镜、天启通宝铜镜。
这是一种惯例，故当时吴氏政权管辖的地区
铸造“昭武通宝”篆书铜镜也属正常。“昭武
通宝”铜镜存世颇多，可知晓其铸造周期不
会太短。这也是它不为人所重的因素之
一。其在古玩市场的价格，甚至要远远低于

“昭武通宝”篆书钱。这枚铜镜，藏友说是买
青花瓷器时，店家送给他的，其成交价一般
也就在二百元左右，其实抛却投资升值的想
法，用不大的花费，购藏一件三百多年前的
铜镜，想必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篆书小铜镜

瓷话

电影海报

根雕

简洁厚重
青铜鬲

杂项

粉彩皮球花罐

□高阿申

乾隆粉彩皮球花罐（如图）高 16.7 厘
米。皮球花又称团花，是对众多由圆圈构
成图案的一种称呼。这类图案，为明代成
化，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瓷器上的流行图
案，有团龙、团鹤、团凤、团螭、团花蝶等；品种
有青花、五彩、粉彩、斗彩、釉里红等。雍乾
时期，因斗彩、粉彩瓷器上的团花底面布局
留白较多，团花纹点点簇簇，错落有致，有一
种漫天飞舞的轻盈和俏丽之态，故又有“皮
球花”之称。晚清时皮球花亦多见，只是构
图不及雍乾洒脱。

乾隆粉彩皮球花，设色较雍正秀丽淡
雅。此外，凡胭脂红花朵大多勾茎，改变了
以前简单的渲染手法，故色彩更显典雅明
秀。由于乾隆粉彩所用彩料多系进口料，加
上用油调彩也属洋法，因此，从乾隆起，粉彩
又有“洋彩”之称。

此罐为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第1785
号拍品，器高16.7厘米，底落“大清乾隆年
制”篆书官款，估价280万~380万元，最后
以550万元成交，落槌价高于估价近一倍。
取得这个好成绩，当然同该物的存量稀少有
一定关系，但工艺精湛是更主要的。在翰海
2004年秋拍上，一件高16.3厘米的雍正粉
彩皮球花罐，口部虽然小冲，但器物的色、
纹、形优雅，故底价为40万元，还拍得93.5
万元高价位。这对瓷器品位的评判，无疑是
一个诠释：即瓷器一般不以大小论贵贱，而
以精粗判卑尊。

《拼搏》
□王爱鱼

我收藏的宣传画中，有一张记录中
国女排历程的电影海报《拼搏》。

海报的主图定格在女1号排球运动
员，在网上大力扣球的矫健身影。红色
的衣服上，黄色的“中国”二字和数字

“1”分外耀眼，她右手高举过网正用尽
全身力气大力扣球。右边是金光闪闪
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奖
杯。图案的下端的三分之一处是两个
遒劲有力的白色大字拼搏，意在告诉人
们，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
锦标赛中勇夺冠军是靠拼搏得来的。
大字下是一行红色的小字“大型彩色纪
录片”。右边上方横写编辑张贻彤和沈
杰，摄影李汉军，海报作者张继国，赵
沛，再下是“中国女排夺魁记”，下方是
第三届世界杯排球图案。左边竖写中
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国电影
发行放映公司发行。整个海报设计精
炼、颜色鲜艳，能鼓舞人的士气，极具收
藏价值和欣赏价值。

《拼搏》这部纪录片纪录了中国女
排1981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
女子排球赛中夺取冠军的实况。1981
年 11月 6日至 16日，第三届世界杯女
子排球锦标赛中在日本东京举行，在
这次锦标赛中中国女排发扬团结拼
搏、振兴中华的精神，以七战七捷的成
绩首次获得世界冠军。当时虽然有电
视转播，但并未影响人们对这部纪录
片的观看，由于影片摄制者满怀激情
地进行了深入的采访，通过对现场的
仔细观察敏感地捕捉到了精彩动人的
场面和情绪，能够迅速地抓住每场激
战的的特点,不仅使观众看到了精采
的球艺对垒，而且感受到了中国女排
为祖国争荣誉的拼搏精神。中国女排
的拼搏精神，激励着全国人民团结奋
进，实现自己的梦想。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