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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石

藏品藏品：：李斐韬“山乡秋韵”瓷
板画。

年代年代：：当代。
规格规格：：直径32厘米。
特点特点：：画中画的是山乡秋

韵。放眼望去，远处山峰耸立，
绵延无际，一座座起伏连绵的群
山，虽然已是秋天，可却不见萧
瑟，依然草木葱茏。

山脚下，一条清澈的小溪流
像一条带子轻轻地将山围住。
山间，许是因了溪水的缘故，水
汽蒸腾，阵阵白雾飘飘忽忽缭绕
其间。左边山脚下，一户人家依
水而居。近处，一艘渔船搁浅在
溪边，船边是一棵柿子树，树上
结满了红彤彤的大柿子，柿树旁
边是一株杨桃，这株杨桃也已硕
果累累，丰收在望。

画的右边有行书落款“山乡
秋韵，戊戌年李斐韬作于景德
镇”，字迹隽秀，苍劲有力。

作者作者：：李斐韬，1980 年生
人，生于江西景德镇陶瓷世家，
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12岁
起即学习陶瓷绘画技艺，尤其擅
长釉上、釉下各种古今人物、花
鸟走兽及乡村山水的创作，作品
线条细腻，色彩瑰丽，是瓷板画
界较为著名的年轻画家之一，画
作为众多行家所收藏。

点评点评：：彩釉绘法，线条清晰
细腻，色彩温和，浓淡相宜，布局
匀称，近景远景错落有致。

收藏收藏：：私人收藏。

山乡秋韵入画来

□郑学富

藏品藏品：：““五彩狩猎图五彩狩猎图””瓷板画瓷板画。。
年代年代：：清代清代。。
规格规格：：长长 2525 厘米厘米，，宽宽 1616..22 厘厘

米米，，高高33..55厘米厘米。。
特点：长方形，中空，四侧面有

长方形和圆形插孔。两面以绿锦
地上饰朵花为边饰，一面以五彩绘
博古图，一面绘狩猎图。

只见狩猎图这面，群山之间，
一只小鹿惊惶失措，一边向前疾
奔，一边回头张望，后面的马上骑
一手拿弓箭之人，箭已离弦正射向
小鹿；山后一官人骑在红马之上，
身后跟一侍童，肩扛大伞，向这边
观望。

渊源：彩绘瓷板，是一种既具
实用性又可赏玩的装饰品，最早见
于隋唐时期的考古发掘资料中。

清康熙时期，随着经济的繁
荣，手工业迅速发展，社会上产生
了一大批新兴的富商巨贾阶级，他
们的生活家居追求奢糜，彩绘瓷板
从而得到最广泛的应用，除镶嵌于
家具等器物之上外，更多镶嵌于插
屏、挂屏、多扇围屏上，当时景德镇
大量生产，并行销欧洲。

康熙瓷板画有青花、五彩两种
装饰，形状有圆形、方形、长方形、
六棱形，形制上有空心、实心之分，
正反两面均绘有图案。

康熙早期的五彩器基本上保
持了明代五彩的风格，由于设色对
比强烈，强调线条的笔力，给人以
硬朗之感，故有“硬彩”之称。康熙
中、晚期的五彩器工艺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可谓盛世景象的生动
反映。

古人一般在秋天捕猎，故称
“秋狝”。欧阳修有《秋狝诗》云：
“戎容修大狝，杀气顺行秋。”到了
清朝有“木兰秋狝”的围猎盛事。
木兰，本系满语，汉语之意为“哨
鹿”，亦即捕鹿，一般情况下在每年
的七八月间进行。

为了举行“木兰秋狝”，清政府
专门在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卓索图
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四旗
的接壤处设置了木兰围场。康熙
帝之所以决定每年秋天在木兰举
行行围活动，并非为了狩猎娱乐，
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
康熙帝有《出古北口》诗曰：“年年
秋狝此经过，峭石天成险隘多。沙
漠名王皆属国，但留形胜壮山河。”

点评：布局疏朗。受当时版画
艺术影响，采用单线平涂技法，颇
具特色。

收藏：故宫博物院。

木兰秋狝山河壮

□李笙清

藏品：刘雨岑“荷花鸳鸯图”瓷
板画。

年代：民国。
规格：高48厘米，宽32厘米。
特点：画面题材取自夏秋之交

的荷塘夏秋景物，数支荷梗从画外
深入画内，弯曲着向上生长，托出几
片硕大的荷叶，以及两朵盛开的莲
花和一只熟透的莲蓬，几支长长的
芦苇、菖蒲点缀其间，迎风婀娜。荷
叶边缘已开始破碎黄卷，展现出季
节已由夏入秋的嬗变，可见作者对
荷塘物候观察的细致。

莲叶之下，水草葳蕤，一对鸳鸯
正从荷林深处游出，一前一后嬉游
于碧水之上，回头顾盼。

左上题诗：“平湖风静碧莲香，
两两珍禽叶底藏。双宿双飞无限
好，百年偕老水云乡。”诗后款识“丁
丑年三月三日写贺介孙姻长，令郎
结婚志喜。刘雨岑并题。”钤“雨岑”
朱文印。

观画上作者款识，此画应是作
为新婚贺礼而特意绘制的一幅作
品，而诗中“双宿双飞无限好，百年
偕老水云乡”的寓意，显然与画面意
境深相契合。农历丁丑年为1937
年，可见此瓷板画创作于1937年3
月3日。

作者：刘雨岑（1904—1969），
安徽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人。幼
时受一家裱画店影响而走上绘画之
路，师从于瓷板画名家潘勾宇先生，
擅长陶瓷粉彩花鸟，在逐年的艺术
探索中，形成自己清新雅丽的绘画
风格，为民国时期瓷器之都景德镇
著名的瓷板画群体“珠山八友”之
一。

渊源：瓷板画创作，是在平素瓷
板上使用特殊的化工颜料手工绘
画、上釉，再经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
平面陶瓷工艺品。最早可追溯到秦
汉时期，兴盛于清中期至民国时期，
瓷板画以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及吉
祥图案为主要素材，形制多样，因美
观大气，不怕潮湿，不易掉色，具有
家庭陈设装饰效果，故民国时期成
为景德镇窑场烧造较多的瓷器之
一。

点评：构思巧妙，匠心布局，左
虚右实，明暗结合，主题突出。

充分利用了瓷板光洁莹润的特
点，色彩明艳，生机盎然，体现了画
家精湛的瓷板画绘画艺术。加上作
者款识飘逸的书法，墨迹淋漓，与画
上一应景物的五彩缤纷相映成趣，
更添魅力。

收藏：私人收藏。

百年偕老水云乡

□吴昆

藏品藏品：：王步“梧桐芭蕉思女
图”瓷板画。

年代年代：：民国。
规格规格：：宽25.3厘米，高 37.3

厘米。
特点特点：：画面正中是名柔情的

女子，两眼含情脉脉望向远方，
手中似乎正拿捏着衣襟，有些期
盼的样子。她的左侧是梧桐树，
右侧是芭蕉。从细节上看，似乎
还有一丝秋雨，梧桐萧瑟，芭蕉
夜雨，思女盼归，将悲凉和思念
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作者作者：：王步（1898—1968），
我国著名陶瓷美术大师，江西丰
城人，别号竹溪、竹溪道人，从事
陶瓷美术工作长达60多年，所
创作的各类瓷器作品数以万计，
以画青花“分水”名满天下。

他有巨型作品万件瓶、三尺
瓷板，亦有小巧精致的日用茶杯
与碗盘，画意浑厚、茂朴、清新、
遒劲，既有新的时代气息，又有
浓厚的民族风格，获得国内外的
一致好评。

点评点评：：青花工艺，画面娟秀，
瓷面光滑，构图完整，保存完好。

这幅瓷板画是典型的抒发
离别相思之情的艺术品，其中梧
桐和芭蕉的元素便可以证明这
一点，因为这两个元素在我国艺
术品和文学作品中一般代表了
悲凉和离别。

收藏收藏：：私人收藏。

梧桐芭蕉最相思

□胡萍

藏品藏品：：程意亭“秋园福伴”瓷板
画。

年代年代：：民国。
规格规格：：宽39厘米，高61厘米。
特点特点：：画面从上到下，分别描绘

着红梅、菊花和活灵活现的两只家
鸡。只见点点红梅下，两丛菊花正
恣意盛开，小雏菊花朵繁密，大菊花
瓣重重叠叠，铁画银勾，在墨绿色叶
子衬托下，紫色的高贵典雅，黄色的
明亮璀璨。菊花下，微微泛黄的青
草仍很茂盛，两只体态丰腴的家鸡，
一只站立在高高的青草上休憩，另
一只在低处的草地觅食。

画面左上方题款“秋园福伴”，
旁边落款为“乙亥年翥山樵子程意
亭写于珠山佩古斋”，落款下钤有

“程”“意亭”两方印章。农历乙亥年
为1935年，题款与落款均为竖写行
书。

作者作者：：程意亭（1895-1948），原
名程体孚，别名甫，艺名翥山樵子、
洎山山民，斋名佩古，江西省乐平县
人，“珠山八友”之一。

程意亭以花鸟作为主要创作题
材，有着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他的
花鸟画擅长工兼写，常以瓷板、四方
镶器为装饰载体。其画花鸟，多用
勾描填色之法，讲究骨法用笔，线条
细润劲挺，工整圆润，刚柔相济。特
别是以“钉头鼠尾”描法勾勒的花
叶，行笔有繁有简，有粗有细。

程意亭绘画所用颜料也很特
别，是自己漂研制作，色泽妍丽而不
娇媚，在填色时亦能轻拂丹青，以薄
为贵，呈现出特有的清丽娟秀。

点评点评：：布局层次分明，色彩浓淡
有致，构图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正
是程意亭创作成熟期的作品，既吸
收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又将工笔
与写意融为一体，栩栩如生地描绘
出了菊花的艳丽和花鸡的悠闲。

收藏收藏：：私人收藏。

菊下觅食好个秋

□周小丽

藏品藏品：：王步“蔬果图”瓷板画。
年代年代：：民国。
规格规格：：直径约29厘米。青花

釉里红蔬果图瓷板画，秋韵十足，
让人心生喜悦。

特点特点：：右上角题字“蔬果图”，
落款为“辛卯冬至后日竹溪道人
王步写意珠山客次”，还有“竹溪”
二字圆形印章。

画面摒除一切非必要的配
景，极为简炼而富有装饰性。当
中一棵肥大的白菜，根须纤毫可
见，茎粗叶阔，仿佛刚从菜地里拔
出来，新鲜而水灵。几串带着叶
片的紫红葡萄嘟噜着笑脸，宛如
耀眼的明珠，瞧去真是口齿生津。

点评点评：：构图新颖，寓意美好。
白菜谐音“百财”，寓意着财源滚
滚，财运不断；葡萄果实成串多
粒，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

色调浑厚、笔力刚劲、画意生
动，以大写意的笔法和大面积的
分水技法绘阔叶青菜，浓淡层次
分明，蔬菜叶子的翻转起伏在高
超的笔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菜
帮以中锋线条勾勒，抑扬顿挫，苍
劲有力，与分水晕染的阔叶形成
强烈对比；以釉里红画葡萄果粒，
其色因窑变而意趣天成，得之葡
萄熟透后的自然色彩。

收藏收藏：：私人收藏。

秋蔬肥美葡萄甜

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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