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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军

“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潇潇染紫
红。九九江南风送暖，融融翠野启农
耕。”著名学者左河水的这一首《惊蛰》，
形象地再现了春分前后中华大地，尤其
是江南地区开始春耕的景象，与笔者所
藏的一件双耳扁瓶上的春耕图有异曲
同工之妙。

这件清乾隆青花春耕图双耳扁瓶
（图一），高 39厘米，宽 27厘米，底部
有“大清乾隆年制”的篆书款印（图
二）。扁瓶造型由明代永乐、宣德青花
器演变而来，为乾隆时期烧制最精的青
花工艺之典型代表。该瓶身运用拼接
方法，颈、肩对称，并饰有夔龙双耳，通
体满绘青花纹饰，如口沿外部绘有如意
云头纹，颈部则是蝙蝠纹，其余边饰为
青花绘寿字吉磬缠枝花卉纹，纷繁复
杂，却又细致入微，轻盈如真，颇见功
力。最为突出的是瓶身腹部，其两面开
光，一面绘《耕织图》之“耕”：图中农夫
右手握犁，左手执鞭，赶牛犁地；另一面
则绘《耕织图》之“耙耨”：大牛拉一长方
形耙，农夫着斗笠，手执牛鞭站在耙上，
田垄上小牛抬头对视。两面背景相近，
皆是双桐树下，阡陌相交，不远处农舍
隐现，画中梧桐枝叶婆娑，生机盎然。
《礼丰威仪》说：“其政平，梧桐为常生。”
被赋予代表天下太平的梧桐，是政治清
明的祥瑞之物，也正好与耕织图所寓之
意相暗合。

观察扁瓶构图，由远而近，由大到
小，虚实透视，空间布局非常得当；人物
面目表情及衣褶生动，大牛与小牛相顾
动人，绝妙地再现了原画神韵；图中村
落风景，田家劳作之苦，曲尽其致，画法
极重工笔之精妙，堪称佳作。细品其线
条，不难发现，两幅图中出现了17世纪
以来东西美术相激荡的新气象，即多处
摹自当时深得乾隆喜爱的西洋画师郎
世宁所创的新体画。比如梧桐，一改传
统国画的线条表现手法，运用素描和明
暗效果，使梧桐树皮具备较强烈的凹凸
立体感，树叶向背、老嫩之差皆得以准
确表现；瓶身青花，出色浓妍，于莹白滋
润的釉面映衬之下，更见清雅逸致。

江南秀美的春色和淳朴的耕种情
景出现在瓷器中，并非偶然。南宋绍兴
年间，画家楼俦作《耕织图》呈献宋高
宗，深得赞赏，朝野传诵；康熙三十五

年，瓷器上最初出现了耕织图纹，之后
在青花中多有表现；乾隆认为“帝王之
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
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因此，

“注重男耕女织，发展农桑生产”自然成
了乾隆皇帝根深蒂固的经济思想。这
也正是民间《耕织图》摹刻之风盛行的
原因，连一些地方农书如《授时通考》
等，也以各种形式加以翻刻，瓷扁瓶中
的同类题材又将之推进到更高的艺术
境界。

两幅瓷上春耕图，几多百姓劳作
苦。把玩扁瓶，不由想起陆游的那首
《春耕》诗：“去蜀归吴会，真成万里行。
穷通竟安在，恩怨两皆平。文字妨求
道，杯觞害养生。余年犹有几？买犊事
春耕。”如今，现实生活中的耕牛犁田已
不多见，而诸多藏品却能再现历史，这
难道不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吗？

□朱卫东

“铁嘴小娃娃，功夫顶呱呱。张嘴要
吃布，吃完就合住。”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
一个谜语，谜底是剪刀。剪刀，是我国古
代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古史考》说：“剪，
铁器也。用以裁布帛，始于黄帝时。”目前
发现最早的剪刀实物是西汉时期的，距今
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剪刀，
又称“铰刀”，材质多为熟铁。形状也和现
代剪刀大不相同，剪刀中间没有轴眼，也没
有支轴，将一根铁条的两端锤炼成刀状，并
磨出锋利的刃，然后把铁条弯成“S”字形，
使两端的刀刃相对应，看上去有点像现代
的镊子。古诗句“绿波浸叶满浓光，细束龙
髯铰刀剪。”描写的就是这种剪刀。

唐代以来，剪刀的制作工艺日益完善，
并州（今山西太原）是唐代著名的剪刀制造
中心，所产剪刀材质精良，锋利无比，闻名天
下。杜甫有诗句赞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
取吴淞半江水。”五代时期，中间安有支轴的
剪刀也被发明出来了，这种“支轴式”剪刀设
计精妙，符合力学原理，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剪刀的发明，一个古老的职业，
裁缝开始出现。剪刀和针线、熨斗并称古
代裁缝的三大法宝。“秋霜欲下手先知，灯
底裁缝剪刀冷。”剪刀是我国历代服装演变
的历史见证。剪刀还催生了一门璀璨的民
族艺术——剪纸。一把剪刀，一张纸，尽情
地展现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自然界的风
云变迁。“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剪刀
也是美的创造者。

笔者是一位民间老物件收藏爱好者，
二十多年来收藏了大大小小的老剪刀数
十把。其中有一把晚清时期的老剪刀（如
图）最受我的珍视。该剪刀为黄铜质地，
长9.5厘米，宽3.5厘米，重约130克，剪刀
整体呈鹤形。这把剪刀以鹤眼为轴，鹤嘴
为刀，合起来，宛若天外仙客，体态优雅；
一打开，又恰似翩翩展翅，鹤舞九天，造型
非常优美。虽历经百年风雨，包浆深厚，
却依然保存完好，鹤羽明晰，栩栩如生。

传统习俗认为剪刀可以给人们带来平
安和吉祥。旧时江浙一带习惯在门楣上悬
挂剪刀，用以镇灾除邪。至今，广东一些地
区还有在新婚仪式上给小夫妻赠送凤凰剪
的习俗，寓意凤凰于飞，生活美满。

黄铜仙鹤老剪刀

青铜时代

□葛海洋

胄是我国古代所有兵器中保存数
量最少的一种，完整者屈指可数。商
周铜胄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截然不同
的形制。在中原地区，铜胄主要出现
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

胄是一种用来防护头颈的装具。
在我国古代，人们通常把护卫身体其
他部位的装具称为甲，而把护卫头部
的单独叫作胄，又因甲和胄是配套使
用的，所以“甲胄”一词便成了中国古
代防护装具的概称。胄是先秦时期的
称呼，战国时称为“兜鍪”，北宋时称

“头鍪”，宋以后又多称“盔”。
关于“胄”的解释，辞书中一般解

释为古代将士作战时所戴的帽子，即
头盔，是一种防护性装备。胄的出
现应该经历一个非金属阶段，即皮革
鞣制品或藤条编制品的过程，然后进
入青铜质地，乃至后来的铁质铸造这
样一个发展过程。胄是古代兵器库
中不可或缺的装备之一。古代文献
中关于胄的记载偶有所见。《左传·僖
公三十三年》：“左右免胄而下。”《诗·鲁
颂·必宫》：“贝胄朱绶。”《国语·晋语》：

“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
由于古代战争的频繁性和残酷

性，使人们对防护用具的要求越来越
高，着胄披甲对自身的保护作用也逐
步得到重视。利用青铜胄对头部的保
护作用，减轻或是避免对身体的伤害，
达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进而可取的
战争胜利的目的。

商周之际，青铜铸造业已经发展

到较高水平。历代的史实可以证明，
不论哪个时期总是把当时最新科技成
果或先进工艺，运用于兵器的生产和
制造上，商周时期也不例外，青铜胄的
出现和逐步完善是随着青铜铸造工艺
的发展而不断加以改进。到了东周时
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胄逐步取代
青铜胄，青铜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兽面纹青铜胄（如图），山东省滕
州市前掌大遗址出土，该胄面通高23.8
厘米、面阔17.2厘米，厚0.2厘米，护耳
直径11.2厘米。正面为兽面，顶部起
脊并与面、顶、颈连铸成一体，从铜胄
上没有接缝来看，应为内外合范一次
铸造完成。胄面为高浮雕简化的兽
面纹，兽面呈长角、大眼、小耳，正视
似牛面。宽大的牛角一直向后弯曲
延伸至耳部以上，角的下方为两只“臣”
字形大眼，大而圆的眼球突出于器表，
两眼的中间为菱形的鼻子，眼的左右两
侧各有一只桃形小耳，在相当于嘴的部
位，则露出带胄者的面孔，在胄体周围
分别留有14个穿。胄的表面光滑，里
面则有较多铸造时的糙面，此胄应是缀
合在皮质一类物品所做的头罩上。出土
时在胄内侧发现褐色碳化物。胄的左右
两侧有护耳，护耳呈圆形，中间有一穿
孔，两侧各有一个半圆形环，应为缀合之
用。胄的正面脸的两侧分别有两个长
方形牙片缀合其上，侧面各有一片，这
样就构成了一副比较完整的防护用具
——铜胄。

此件兽面纹青铜胄设计科学合
理，既考虑了防护头颈部的实际功用，
独特的兽面纹又使其具有了靓丽的外
形，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品。

鉴赏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陶琦

古代的衙门公署，有许多专门负责文字记录的小吏，
每天须誊抄文件、信札诸事。各级官员批阅公文，也要动
笔用墨。北方冬日天寒，砚台里的墨汁很容易结冰，影响
书写，故有人设计了一种暖砚，可以在砚池下面置放炭火
进行保温，防止笔墨冻结，由此成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色
彩的文房用品。暖砚集制砚、铸造、雕刻、陶艺于一体，构
思精巧，造型独树一帜，有着其他文具所不具备的独到文
化魅力。

关于暖砚起源何时，有多种说法，但是暖砚在明清时
期最为流行，却是确凿无疑的。明成祖朱棣登基以后，把
国都迁到北京，政治中心由此北移，各级政府机构，都少不
了掌管书牍记录的人，为了保障冬日正常书写，暖砚几乎
是一种办公标配。而且，每一方暖砚都是手工制作，造型
几无雷同，且多选用名贵材质加工制成，工艺水平极高，非
一般的寒门士子所能用。如清代内务府就专门为皇帝制
作了多方御用暖砚，其使用功能，已不再局限于日常书写，
同时还兼有陈设欣赏的效用。暖砚作为一种上层消费的
文具，也间接地展示着昔日宫廷内院的浮华场景。

暖砚由砚匣、砚台、火斗组成，通常分为两层或三层。
上面是匣盖，中间是砚台，底座是火斗，层层套叠构成一个
整体。其造型多为方形或长方形，也偶有圆形或鼓形。砚
匣的材质多为金属，又以银和铜最为多见，宫廷的御用暖
砚，砚匣上还会镀金或加烧珐琅彩。另外，用紫砂烧制的
砚匣也经常能够见到。

相比起来，暖砚的砚石选材余地就少了许多。因暖砚
要经受炭火的长时间烘烤，端石、红丝石、洮石等滋润柔滑
的水坑石，很容易被烤焦开裂，只能选用质地致密、硬度更
高的歙石或松花江绿石制砚。如图所示这件清代松花石
暖砚，长13.3厘米，结构坚实，质地细腻，通体纯净，贮墨不
涸。开扇形砚池并饰博古纹，古朴典雅，简洁而不失庄
严。砚下为铜胎鎏银暖匣，冬日天寒，以热水注之可保墨
汁不冻，精巧而实用。砚盒上繁密精琢仕宦图，人物神态
栩栩如生，与通体深邃的鸭头绿色相映成趣，更为其增添
了些许华丽雍容之气。

暖砚

瓷上翠野启春耕

杂项

《士人立桥图》
□李晋

清代的团时根是一位比较全面的画家，所绘山水、人
物极为精到，史料称，他曾随某将军赴西藏，尝画一册，纯
有干笔写旁塞光景山城夜角，羽檄飞骑，各肖其态。从中
不仅可以看出团时根对物象敏锐的观察力，更可以窥见他
平日在写生上所下的苦功。

在这幅泰州博物馆收藏的团时根《士人立桥图》（如
图）中，画家通过简洁流畅的线条、深浅浓淡的笔墨，表现
了一位文士静伫小桥桥头的情形。从画面中树木萧条的
特点来看，这也许是暮秋时节，有低矮小树相伴的大树虽
然高耸，但树叶所余不多，两只寒鸦从树旁飞过，似乎要寻
找下一个栖息地。文士站立的小桥，不是很长，跨立在溪
河之上，若是没有小桥，常人应该也能轻松地跨跳到对岸，
但这座桥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画面的主题所在，更是文士
的立足处，承载了他的精神世界。

这样的季节并不适宜呆在室外，画面中不时有风儿吹
过——因为文士的文生巾后的飘带是飘浮的状态，在寒冷
的天气里，文士就一直站着，他是看空中的天色吗？他是在
思念远方的好友？还是在酝酿心中的佳句？也许当年画这
幅作品时，团时根也没有答案，但这样的谜语构成了艺术的
朦胧质感，让艺术的魅力在百年之后，依然灿烂生辉。

这幅画于1747年的作品画意虽然萧冷，但由于是赠
送学友的，内中终究蕴含着火热情感，款句中有“宗翁先生
大教，画为润老学长兄兆”，为少见的上款人双款，“造”故
意写成“兆”，表达了对友人的美好祝愿。

竹雕螭龙杯
□吴保华

竹雕在我国工艺美术的百花丛中是
最早的品类之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
生气和艺术独创的古董门类，各类精品比
比皆是，无不显示出独有的艺术风采。笔
者要介绍的这件清代竹雕螭龙杯（如图），
可谓其中一件代表。

此竹杯高 14厘米，口径 5.5厘米，器
型仿犀角杯之型而制，敞口，方足，大口小
足，杯身及把手处浮雕螭龙为饰，螭龙攀
爬背身，过渡于把手与杯身。除螭龙纹饰
外，亦有多种常见于青铜器上的纹饰，如
回纹、兽面纹等。竹杯包浆深红亮丽，自
然油润，皮壳完美。

竹杯构思优雅，繁而不乱。杯体竹纹
肌理清晰，手感轻盈；运用浮雕、透雕、圆雕
三种工艺手法雕刻而成。其刀法内敛沉
稳，刀刀有物，线刻精腻细入秋毫，纹饰图
案构成丰满的层次，加强了深度空间感和
立体感，形体方圆兼备，以其精湛的工艺及
独特的纹饰而风采尽显。

清代仿器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完全
仿古，大小、比例及纹饰都仿照古器而做；
二是局部仿古，并融合当时的风格特点。
此杯当属后一种，将精巧典雅、华丽完美
的青铜器纹饰融合一体；尤其是螭龙纹饰
既有质感，又有动感，在方寸之地施以巧
技，同时与其他纹饰融合恰到好处，雕刻
技艺精细，造型比例完美，神韵十足；从构
思到制作，严谨、缜密、细致而一丝不苟，
给人赏心悦目、恬静舒适的艺术享受。

珍玩

晒宝

（图一）

（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