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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东

这是一只葡萄松鼠斗彩葫芦瓶（如
图），上面描绘的是一幅松鼠嬉闹玩葡萄
的画面。这只葫芦瓶高约14厘米，小口，
短颈，造型端庄秀美,线条婀娜流畅。一
枝藤蔓自瓶口蜿蜒而下，纵贯整只瓶
腹。葡萄叶片稀疏零落，几串葡萄仿若
一座座七彩宝塔倒挂在藤蔓上，亮似珍
珠，艳如玛瑙。瓶身的另一面，一只蓝褐
色的小松鼠趴坐在葡萄藤下，2只前肢紧
紧抓着草丛中掉落的葡萄，嘴巴一张一
合，飞快地进食。瓶底有“大清雍正年
制”3行6字双圈楷书款印，青花书写，笔
力老到。整件器物造型规整、线条优美、
釉色匀净、色彩灿烂，无疑是一件难得的
精品。

斗彩，又名逗彩，出现于明成化时
期，是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
种装饰品种。雍正瓷器继承了明成化斗
彩清秀飘逸的风格，又开创性地将粉彩
与釉下青花结合在一起，使斗彩变得更
加秀丽诱人。

葫芦瓶，古瓷器型之一，形似葫芦而
得名。葫芦，谐音“福禄”，形体又近似

“吉”字，别名“大吉瓶”，寓意大吉大利。
清初康、雍、乾3代葫芦瓶大量烧造，器型
多变，纹饰艳丽繁多。这件葫芦瓶上却
没有辅以常见的团花、卷草、祥云、如意
等纹饰点缀，留下了大片空白，更显釉质
莹润如脂，美不胜收。

清代葡萄松鼠葫芦瓶

□刘建禄

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袖珍艺术品”。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发行的邮票中，

留下了内蒙古民族歌舞的丰富印记，展示

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风

貌。这些邮票飞入千家万户，飘向五

洲四海，向全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呈现

了内蒙古民族歌舞的独特魅力，也

传递着内蒙古欣欣向荣、发展进

步的丰富讯息。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0周年之际，中国邮政

共发行5组纪念邮票，其中

第 4组“举国欢庆”1套 3

枚。第1枚以雄伟壮丽的

天安门为背景，描绘了汉

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

族、朝鲜族、苗族等民族

身穿节日盛装，在天安

门广场欢歌曼舞的场

面，形象表达了全国各

族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10周年的热

烈气氛，生动体现了中

华各民族的大团结。这

也是蒙古族歌舞形象第

一次进入新中国邮票。

1963年6月15日，

中国邮政发行《中国民

间舞蹈（第 2 组）》特种

邮票 1套 6枚，其中第 3

枚是“鄂伦春族鄂伦春

舞”。图案中，一对男女

演员身着民族服装，正在

表演打猎时的骑马动作。

历史上的鄂伦春族，是在大

兴安岭地区以狩猎为主，辅以

采集、捕鱼的少数民族，鄂伦春

歌舞源于独特的生产生活实践，

打猎舞表现了骑马持枪狩猎场

面，熊斗舞模拟狗熊姿态，“红普

嫩”反映了妇女的采集活动。广泛

流行的“鄂呼兰，德呼兰”“依哈嫩”，是

围着篝火饱食猎物后的自娱性歌舞。

鄂伦春族主要聚居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

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

县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1973年6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儿童歌舞》特

种邮票 1 套 5 枚，其中第 2 枚是“拉马头琴（蒙古

族）”。图案采用民间剪纸艺术，刻画了一个站立演奏

马头琴的蒙古族男童形象，十分清新可爱，也反映了

蒙古族少年儿童在在祖国大家庭中健康快乐成长。

马头琴是蒙古族传统拉弦乐器，因琴柄顶部镶有马头

而得名，蒙古语称“潮尔”。马头琴曲目风格多样，富

于草原特色，曲调委婉，多是描绘自然风光或者对马

的歌唱。著名曲目有“万马奔腾”“欢乐的草原”“牧马

人之歌”等。

199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周年，中国邮政发行“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1套56

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邮票发行史上一次

发行枚数最多的一套邮票。邮票图案以“盛装歌舞为

主、兼顾民俗”，反映了全国56个民族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和欢乐祥和、庆祝国庆的场景。

这套邮票的第31枚是“达斡尔族”。图案中，身

着民族服装的一对青年男女，欢快地表演达斡尔族传

统舞蹈“鲁日格勒舞”。该舞蹈取材于现实生活，模拟

各种动物的动作，伴以似鸟兽的鸣叫，并艺术再现畜

牧、狩猎、捕鱼、农耕等生产劳动的情景。达斡尔族主

要聚居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其

他旗（市）的达斡尔民族乡。

2007年5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分别是“吉庆”“欢

歌”。“欢歌”图案是身着蒙古族盛装的女青年，在一望

无际的碧绿草原上载歌载舞，表现了欢乐喜庆的节日

气氛，也展现了草原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日益

美好的幸福生活。

2017年 5月 1日，中国邮政发行《内蒙古自治

区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1套3枚，分别是“守望相

助”“亮丽北疆”“民族和谐”，生动展示了内蒙古各

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守望相助，建

设亮丽内蒙古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民族团结、边疆稳

固的良好局面。其中第3枚“民族和谐”图案，以内

蒙古自治区1947年 5月 1日宣告成立时的乌兰浩

特“五一会址”和绚丽多彩的礼花为背景，描绘了各

族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的庆祝场景。

2019年10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1套5枚，依次是“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文化繁荣兴盛”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建设美丽中国”。同时发行小

型张1枚，主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

志，背景衬以鲜艳牡丹花和扬起的船帆图案，下方是

一艘远洋巨轮。底图为包括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在内的全国56个民族，载歌载

舞，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整个画面寓

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中华民族这首巨轮，将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新的起点，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乘长风破万里浪，凌青云扬千张帆。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3月
3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军政官
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每
人作诗一首，王羲之为他们的诗文写了序
文。序文手稿被后人称为《兰亭序》。文
中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
乐之情，抒发了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
慨。《兰亭序》被称为3大行书之首，王羲之
当年47岁，是他的巅峰之作，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可惜原本已经失传。

据史书记载，在唐太宗遗诏中，明确
要求将王羲之真迹《兰亭序》陪葬。民间
也有《兰亭序》随武则天陪葬一说。真迹
到底下落在哪儿，至今还是一个谜。

后人看到的《兰亭序》均为历代的摹
本、临本以及刻本。现世比较有名的《兰
亭序》版本，有以下几个：

开皇本。“开皇”为隋文帝年号，一种
刻本为“开皇十三年”，另一种为“开皇十
八年”。此刻本字迹臃肿，因未见于宋人
著录，后人疑是伪造。

神龙本。因帖前后印有“神龙”（唐中
宗李显年号）各半印得名。后人以此帖翻
刻较多，故成一大体系。后经元代郭天锡
以至清代翁方纲鉴定为唐冯承素摹本，现
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帖于乾隆年间被刻
于“兰亭八柱”，列为第3柱。此帖为初唐
墨迹，历来很受推崇，尤其近年来经比较
鉴定，多认为它是最接近真迹的，因此，身

价尤高，学此本者众多。
虞世南临本。传为初唐虞世南所临

墨迹。元文宗时张金界奴将其上贡，后被
皇帝钤以“天历之宝”印，故又名“天历
本”。帖后还有宋高宗“绍兴”年号印，于
乾隆年间被刻于“兰亭八柱”列为第1柱。
人常慕其“第一柱”之名而学之。

褚遂良临本。传为初唐褚遂良所临
墨迹（列为“兰亭八柱”第 2 柱），至明代被
陈敬宗鉴定为“褚临本”。因有的字笔法
形态似宋代米元章，故又称“米临本”。

定武本。为石刻本。传为初唐欧阳
询临本，据载从五代石晋开始流传（当时
不作“定武”之称），契丹耶律德光从中原
得此，携于真定。耶律德光死后，此石被
弃山中，宋太宗赵光义年间被一位“李学
究”所得。“李学究”死后，其子为还债取
出，被定武太守宋景文收入公库，因此得
名。宋代熙宁年间，定武太守薛师正之子
薛绍彭将原石损去“湍、流、带、右、天”5字
以区别于翻刻本。宋代大观年间，原石被
收入宣和殿。“定武本”于宋代最流行，翻
刻最多。

玉枕本。传为欧阳询临蝇头小行楷，
刻于禁中，可能是“定武本”的前身，又名

“袖珍本”。又有贾秋壑以“定武本”缩写
成者。

颖上本。《思古斋黄庭兰亭》中见，传为
“褚本”中最佳者，出于安徽颖上井中，又名

“颖井本”。原缺数字，后有翻补，甚差。
黄绢本。亦称“洛阳宫本”，帖中“领”

上加了“山”，世称“领字从山本”，传为“褚
本”（明王世贞藏）。也有说“黄绢本”与

“领字从山本”不同，但同出于一个祖本或
宋人“游似本”。

陈鉴本。明代陈缉熙所收，并在前加
一伪本。传为“褚本”，陈缉熙好勾摹，多
以此刻石。曾失15年后复得，故多刻之，
共与好事者。

“定武”体系中其他本。如“国学本”
“何氏东阳本”等都属“定武”体系。“国学
本”于明初由徐达从“天师庵”送至国子
监，又称“天师庵本”，比东阳何士英藏本
为优。另有“荣芑本”，五字未损，仅逊“落
水本”。

《兰亭八柱帖》。杂帖。清代乾隆四
十四年（公元1779年）以《兰亭序》临摹本
墨迹3种上石，共分8柱：第1柱为虞临本

（张金界奴本），第2柱为褚临本，第3柱为
冯摹本即神龙本。另外3柱为柳公权《兰
亭诗》3种，还有明代董其昌临柳书《兰亭
诗》和乾隆临董其昌本《兰亭诗》共8卷刻
于8柱之上，摹勒极为精美，传本不多。“八
柱”现在北京中山公园，已损。

其他。此外据传还有“洛阳本”“赐潘
贵妃本”“薛稷本”“游似本”“上党本”“米
氏本”“薛绍彭本”等等。历代相传的不同
本子不下百余种。 （人民）

收藏圈 □王继军

这件清代火镰（如图）形状如一只钱
包，高6厘米，宽7厘米，由两部分组成，
上部为牛皮弯折成一小巧的夹袋，下部
为一块锻打钢条，如一把弯弯的镰刀。
两者之间以一带纹饰的铜条连接，辅以3
颗铜铆钉加固。最引人注目的是牛皮夹
袋中央及两侧，均镶嵌有铜质配饰，图案
为腾越的飞龙，历经手握摩擦，光亮可
鉴。火镰顶端配有两小环及挂钩，一根
牛皮挂绳串联其上，颇为实用。整件火
镰包浆自然熟旧，钢条外表虽有少许锈
迹，但稍加打磨便熠熠闪光。

和现在便捷的打火机相比，火镰算
是一种比较久远的取火器物。顾名思
义，其名称即因打造成酷似弯弯镰刀状
的钢条与火石撞击能产生火星而得。用
火镰取火，必须有其他两物相辅助：火石
与火绒。火石以质地坚硬、高速撞击时
能产生火花者为佳。而火绒，俗称火引
子，便是艾蒿嫩叶阴干而成，也有用玉米
秆芯或香蒲绒的，以易作火为原则。火
石与火绒可置于火镰的牛皮内袋中，携
带方便，也可防潮。

明末清初，烟草传入中国后，火镰成
为重要的生活用具。而对一些世族贵
胄、富商大贾而言，能随身携带的火镰，
逐渐成了彰显身份与富贵的象征。他们
在火镰的钢条上雕饰出各种吉祥图案，
在持把上装上金银，或将贵重的宝石如
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之类镶嵌其上，更
有甚者，连火镰的绳带也用银子打造连
缀而成，可谓环佩玎珰，极显奢华之气。

清代龙纹火镰

邮票艺术中的邮票艺术中的
内蒙古民族歌舞内蒙古民族歌舞

究
竟
有
多
少
版
《
兰
亭
序
》
？

达斡尔族达斡尔族。。

举国欢庆举国欢庆。。

鄂伦春族鄂伦春舞鄂伦春族鄂伦春舞。。

欢歌欢歌。。

民族和谐民族和谐。。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拉
马
头
琴

拉
马
头
琴
（（
蒙
古
族

蒙
古
族
）
。
）
。

欧阳询楷书《兰亭序》局部。

集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