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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承燕

中国古代金银的使用可以追溯到
史前时期，但金银器皿却始自春秋战
国时期。一直到魏晋南北朝，金银都
主要用作车饰、冠饰、带饰、首饰以及
玉器、漆木器、蚌器的边饰，以及青铜
器、铁器的表面装饰。直到唐代，具有
独立风格的金银器皿才占据主导地
位，各种工艺也运用自如。

唐代是我国金银器手工业蓬勃发
展的时期，其工艺精湛，纹饰图案精
美，品类繁多，尤以在银器上作鎏金纹
饰的“金花银”工艺最具特色，时称“金
镀”、“金涂”、“镀金”、“金花”等。“金花
银”是银器制作工艺的一种，先在银器
上錾出图案，后在图案上鎏金，这样既
突出了图案，又产生了黄白相间，相互
映衬的视觉效果，工艺虽显繁缛，但可
使银器更加富丽，富有立体感。

金花银在唐代皇宫中极受尊宠，
皇帝赏赐的贵重物品中常常有它，如
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金银器有金花
银碗、金花大银盘、金花银胡瓶等。官
员朝奉也多有金花银器，如文宗在大
和年间就曾令地方政府在四节进奉金
花银器。金花银器不仅是研究唐代金
银手工业发展情况的珍贵资料，也是
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情况不可缺少的
实物例证。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文
化交往加强，西方金银工业的制造技
术及器物形制、纹样风格对唐代金银
器制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金花银
器的制作，除了龙凤纹、花草纹、瑞兽等
传统纹饰外，还有西方的造型和纹样特
征，甚至有些器物为舶来品。如赤峰市
敖汉旗荷叶乌苏乡李家营子墓葬出土
的猞猁纹金花银盘（图一），盘底锤揲出
一只浮雕状的猞猁，两角竖立，低头垂
尾，张牙舞爪，神态凶猛威武。同墓还
出土有狮纹金花银盘（图二）、鹿纹金
花银盘、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图三），
与此盘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呼和浩
特市和林格尔土城子墓葬出土唐代摩
羯纹金花银杯（图四），器身作四曲海
棠形，口缘以鱼子纹为地平錾枝叶纹，
内底以海水为衬托，摩羯浮游其中，周
围衬以联珠纹和花瓣纹。此组器物皆

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唐代，包括稍早一些的南北朝、隋

朝，笼统地称为“西方”、并与之有密切
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贵霜、嚈哒、
突厥、萨珊、拜占廷、粟特、大食，它们都
是金银器皿制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
们对唐代金银器皿的影响都很大。当
然，中亚、西亚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金银
器皿自身内涵的多样性，决定了金银
器皿本身也常常是多种文化的集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
更是东西文化的交流之路。考古发现
证明，西方金银器至迟在汉代已经开始
输入中国，而且出土数量随着时代推移
不断增多，与丝绸之路发生、发展、繁荣
的历史相一致。唐代金银器上的外来
因素，主要来源地为波斯、粟特等。

北魏到唐初的几百年间，许多波
斯萨珊人来到中国，在定居中土的波
斯人中，不乏金银工匠。《旧唐书》中
有这样的记载：“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
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
将以进内”，“上嘉纳之”，足见当时社
会对于波斯工艺的接纳与喜爱程度。
又《旧唐书﹒田神功传》中载，上元元
年，田神功“至扬州，⋯⋯商胡波斯被
杀者数千人。⋯⋯大庆三年三月，朝
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綵
一万匹”，说明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波斯
人为数不少，而且手中有许多金银器，
有的是带来的，有的是就地制造的。

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在唐代属
营州管辖，地处唐朝东北边陲，是古代
东西方交流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丝
绸之路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
地。开元年间，唐政府广招天下胡商，
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胡商到营州开
店、立肆，从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贸
易。散居全国各地的波斯、粟特商人
就穿梭往来于营州进行贸易。前述猞
猁纹金花银盘即是古代粟特商人经

“丝绸之路”辗转带入中国的。
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

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先进技术也传
入中亚、西亚及至欧洲，拜占廷引入中
国的育蚕法、粟特人把造纸术传入欧
洲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当地制品上
中国文化因素的渗透，现已查明粟特
银器中，便有许多唐代金银器相近的
因素，有的应当是接受了中国的影响。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彭宝珠

发簪，是古代妇女发型中最基
本的固定和装饰工具。对于现代
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名词
了，但当我在看古装剧时，却被后
宫娘娘们头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头
饰所吸引，被发簪点缀出的精致效
果所折服。每枚发簪都精美绝伦、
色彩艳丽，让人如痴如醉。

古 代 女 子 15 岁 成 年 ，都 要 行
“及笄之礼”，即把头发盘起来，用一
根簪子（古称“笄”）固定。唐宋时期
及以后各代，是发簪流行的盛世。
中国少数民族有传统的用簪来固
发、美发之俗，历史悠久，具有浓郁
的民族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我收藏的发簪种类繁多，花色
材质也各不相同。按材质分有黄杨
木簪、琉璃银簪、老翡翠簪、犀角发

簪、白玉发簪等；按样式来说，更是
丰富，有梅花簪、鎏金大单尖簪、鎏
金掐丝小簪、如意佛手莲花簪、包金
兰花簪等；按装饰主题分有喜鹊登
梅的“喜上眉梢”、蝙蝠之上的“福在
眼前”、桃子佛手石榴组成的“福寿
三多”⋯⋯这些发簪集材质和工艺
于一体，兼顾实用与审美，具有一定
的收藏价值。

在众多发簪中，我最钟爱的当
属一枚清代老银鎏金点翠发簪（如
图）。 它 总 长 15 厘 米 ，簪 头 高 4.5
厘米，宽 5.3 厘米，重 6.8 克，做工相
当精致，簪头用老银鎏金掐丝工艺
构造出一个蝴蝶花卉的图案，蝴蝶
造型灵动，线条优雅舒缓，并且带
两只步摇小支，图案中间镶嵌有绿
碧玺，上面还有两颗红珊瑚珠，明
艳夺目。蝴蝶花卉的点翠有宝蓝
色、湖蓝色和红色，搭配起来，十分
漂亮。该发簪的点翠工艺十分繁

琐精细，制作时先用金属做成不同
图 案 的 底 座 ，然 后 将 翠 羽 梳 理 整
齐，用毛笔蘸取天然胶质涂抹翠羽
背面，阴干后刮平裁剪，再仔细地
粘贴在底座上，翠面光泽一流，与
金属部分交相辉映，金碧耀目，精
致秀气。

这一枚清代点翠老发簪是祖传
下来的，我祖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小
姐，家中有很多作为陪嫁的簪子。
这枚发簪寓意美好，碧玺灵性非凡，
是爱情的宝石，红珊瑚珠是富贵的
象征，祖奶奶将这枚发簪插在头上，
以祈愿生活幸福，白头偕老。之后
我还在老家箱底的密封布袋里又发
现了两枚簪子，从此簪子收藏给我
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快乐，遇
见喜欢的簪子，我会毫不犹豫地买
来欣赏与珍藏。每每擦拭这些老发
簪，仿佛感受到先人们古朴的生活
情调，令人遐想沉思。

老银鎏金点翠发簪

丝路遗珍金花银

晒宝

□刘勇先

安康市历史博物馆珍藏一幅清代邹一桂《雄鸡竹
石图》（图一），绢本，纵 140 厘米，横 72 厘米。画面主
体是一只芦花红公鸡，意气昂扬，带领 7 只雏鸡在湖
石旁觅食；太湖石之旁是几竿翠竹、几枝芍药花；一只
麻雀在竹枝上鸣叫，另一只麻雀从远方飞来；两只蜜
蜂在花间奔忙。画面一反常理，本由母鸡带小鸡，却
改为大雄鸡带小鸡，别有一番趣味。吉祥静雅的气
氛，跃然而出。公鸡警惕性高，回头张望是否有天敌，
保护小鸡的安全，尽到母鸡之责。青竹公鸡，寓意“祝
报大吉”；湖石芍药，寓意“欢乐和谐”。

此画右侧中部湖石上有墨笔署款：“庚寅仲秋月
上浣之吉 小山邹一桂”，下钤白文印“邹一桂”、红文
印“让卿”。又因绘于绢上，更增添颜色的光泽度与立
体感。庚寅，即乾隆三十五年（1770）；仲秋月，即农
历八月；“浣”也写作澣。上浣同“上澣”，指上旬。俗
称上澣、中澣、下澣为三澣，盖本唐制十日一休沐，而
今犹袭之也。

《清邹一桂作品欣赏》中，载有一幅邹一桂《雄鸡
高唱图》（图二），纸本，设色，纵 12.2 厘米，横 58.9 厘
米。画面上，一只芦花大雄鸡，一足站立于湖石之上，
一足收起待势，昂首挺胸展翅翘尾，对天高唱。农民
闻鸡鸣三遍，就起床下田耕作；学子等鸡鸣天亮，就赶
赴学校；习武者更是闻鸡起舞⋯⋯湖石被粉菊、红菊、
白菊、黄菊花及红、粉锦葵、小太白银旱莲花掩映。锦
葵旁有一老母鸡带领 7 只小鸡觅食，其中两只小鸡钻
在母亲翅膀下，一只小黑鸡竟然站在母亲背上撒娇，
一团亲情跃然眼前。鸡、菊寓意“大吉富贵平安”。

在画的左中上部署款：“辛未九秋作于汝阳官廨
小山邹一桂”，下钤白文印“小山”“寿翁”。辛未，即乾
隆十六年（1751）；九秋，即农历九月；汝阳，这里指汝
阳道，在河南省治西南，治在信阳县，辖信阳、南阳、南
召、镇平、沘源、泌阳、桐柏、邓、内乡、新野、方城、舞
阳、叶、汝南、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确山、罗
山、潢川、光山、固始、息、商城、淅川二十七县；官廨，
即官舍，衙门。这幅画填补了邹一桂的履历，他曾在
乾隆十六年做过汝阳道台。

邹一桂（1686—1772），字元褒，一字原褒，号小
山，一号二知，又号让卿，晚号二知老人，江苏无锡
人。其祖父邹忠倚，顺治九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
官修撰；父邹熙森，工书画，家藏名画极丰。邹一桂受
家庭熏陶，年轻时除攻读四书五经外，酷爱绘画，其妻
恽兰溪也善绘画。但邹一桂科举屡试不第，直到雍正
五年（1727） 42 岁方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授翰
林院编修，从此仕途亨通，任礼部给事中、太常寺少
卿、礼部侍郎、内阁学士，赠礼部尚书，曾任云南道监
察御史。其善工笔花卉，分枝布叶，条畅自如，设色明
净，清古冶艳。尝作百花卷，各系一诗，进呈亦蒙御题
绝句百首。间作山水，风格隽冷，著《小山画谱》，论写
花瓣枝叶各法，及《小山诗钞》。

杂项

瓷话

清雍正白釉绿龙罐
□高阿申

清雍正白釉绿龙罐（如图），罐高 18 厘
米，直口，短颈，丰肩，圆腹，圈足。器身罩釉
光润洁白，釉上绿彩凝厚泽莹，主题纹绿龙
在白釉映衬下，昂首飞舞，分外醒目。龙纹
具明代的绘制特征：扁嘴瘦身，一蓬长发，发
上冲，发的造型如火炬；双须粗，伸展有力，
形如鱼叉；四爪之第一、第二趾相对呈蟹钳
状，四趾间的距离几乎相等，形状若风车。
然而，通身底釉白度极高，色泽纯正，不同于
明代；罐身呈球形，口部较小，造型隽秀；整
体制作又非常规整，非清三朝莫能。

此类摹仿明代扁嘴龙构图的瓷器，康熙、雍
正年间盛行，而雍正朝则更盛，品种以青花为主，
器型主要有盘、碗、杯、罐，尤以杯的数量最多。

该罐为北京翰海 1999 年春第 1368 号
拍品，估价 5-8 万元，以 12.1 万元成交。

银茶刀

□王继军

清明过后，气温升高，到了采茶、制茶的
高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品
读陆游的这句诗，笔者情不自禁拿起珍藏多
年的茶刀（见图），愈发能领会到其中的意境。

这把民国银质茶刀，全长 16.7 厘米，刀
身宽 1.3 厘米，重 49 克。从造型上看，茶刀
外形类似于匕首，由刀柄与刀身两部分组
成。不一样的是，一般的茶刀柄部为木质，
刀身为金属，这把茶刀的手柄部分与刀身材
质相同，一体熔制，浑然天成。其刀柄的宽
度分为三级，逐渐递增，尾部圆润，凹凸有
致，另刻有花纹，方便手持而不致脱落。从
工艺上看，该茶刀用料厚实，手柄部分雕工
细腻，虽经使用花纹略有磨损，但图案依旧
清晰，尤其半圆形上的锯齿纹一目了然。从
实用性看，其刀身中间厚，两侧薄，刀尖锐利
而不失圆滑，既便于插入茶饼（砖）中发力取
茶，又不至于伤茶。观察不难发现，此茶刀
的包浆熟旧自然，刀身银光四射，陡显高贵
又充满岁月积淀，是一件颇为难得的茶具。

以现代的眼光看，茶具主要指茶壶、茶
杯等这类屈指可数的饮茶器具。然而，在古
代，“茶具”的概念却要大得多。比如唐代文
学家皮日休就在《茶具十咏》中列出了如下多
种茶具：“茶坞、茶笋、茶籝（音盈，竹器）、茶
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茶刀”等。在古人
眼里，茶文化不但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还有艺
术操作手段的鉴赏。茶刀作为一种品茗过程
中用到的器具，起到了统一精神与形式的纽
带作用，其材质多样，如木、竹、象牙、牛角、牛
骨、金、银铜、铁、等。需要说明的是，茶刀其
实是“普洱茶刀”的简称，也就是说，它是专为
撬取成块或成团的普洱茶饼（砖）而制。

这把茶刀是爷爷留给我的。民国年间，
爷爷常随我的曾祖父到南方采购普洱茶。
由于做生意诚实守信，他们赢得了很多茶商
的肯定与合作。曾祖父去世后，爷爷独自一
人去提货，看到当时的价格下跌，还是按照
原来的约定，以较高的价位购回了普洱茶
饼。茶商赞叹爷爷的诚信经营，主动将这把
茶刀赠送。我在幼年时，爷爷时常提起往
事，总不忘拿起茶饼演示：找到茶饼侧面缝
隙后，将茶刀慢慢插入，缓缓用力，一片片完
整的干茶纷纷掉落。

“茶刀才不是冰冷的武器，它的慈悲隐
含在刀坯之中。起茶，也不是使用生硬蛮
力，而是在了解茶饼、茶刀的特性之后，以温
柔的姿态，取出最适合冲泡的部分⋯⋯”时隔
多年，每当拿起这把茶刀，爷爷的话总会萦绕
耳际。把玩茶刀，忽然有一种感觉，它如同长
生剑一般，划破普洱茶陈年的历史，把一片片
经历过时间历练的茶叶展示在我们面前。

雄鸡图

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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